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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华 实习生/蔡
珺洁 通讯员/谭哲） 7 月 24 日上午，市政府犬类管理

工作领导办公室、市公安局综合管理支队、市农业农村

局畜牧兽医科举行修订《禁养犬名录》听证会。

《株洲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于 2021 年 5 月 1 日正

式实施。根据《条例》由公安、农业农村两部门联合以

（株公通〔2021〕17 号）文件发布了《关于公布株洲市禁

养犬只名录的通告》。《条例》实施 3 年来，对保障公民

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维护市容环境和社会秩序起到

了积极作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饲养犬只品种越来

越多，引发的涉犬纠纷和矛盾也在不断增加。通过对

全市涉犬警情分析，发现株洲市现有的 32 种禁养犬名

单，不足以涵盖烈性犬只的基本种类，特别是去年发生

的成都罗威纳犬伤人及湘潭德国牧羊犬伤人事件，引

起社会巨大舆论关注，市民对规范养犬、文明养犬的呼

声越来越高。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有必要进一步

完善株洲市禁养犬名录。

据介绍，我市将修订《株洲市禁养犬只名录》拟增

设德国牧羊犬、沙皮犬、秋田犬、斗牛犬、阿拉斯加雪橇

犬等犬种为禁养犬只。

此次，根据《株洲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

决策听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组织养犬者、从业

者、普通市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熟悉听证事项的

专家学者、专业技术人员、相关部门的 18 名代表参加

听证会。

会上，介绍修订的背景、必要性、依据及开展的相

关工作并用电子屏幕播放拟新增禁养犬名录及犬种。

18 位参会代表围绕禁与不禁、禁的标准、品种、人与动

物和谐、城区与城郊的区别、养犬人的权益与普通群众

的安全等逐一发表了意见和建议。

我市举行修订《禁养犬名录》听证会

罗威纳犬、德国牧羊犬 你支持禁养吗？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
华 通讯员/王斐妮） 哪有从天而降的

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7 月 21 日

傍晚，在天元大桥（株洲湘江四桥）西头

的老码头处，一名少年在游泳时突然发

生溺水并大声呼救，正在附近巡查的市

公安局石峰分局网安大队民警陈伟迅速

跃入江中，将其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傍晚 7 时许，一名 15 岁少年在江中

游泳。他本应将“跟屁虫”（救生浮球）

系于腰部，以便在游泳时起到保护作

用，却错将“跟屁虫”绑在了脖子上。

游至急流中时，该少年突感脖子疼

痛，瞬间呼吸困难，只能在水中拼命挣

扎并大声呼救。听到呼救声，身为市湘

江义务救援协会队员的陈伟迅速跃入

江中，竭力游向水流湍急处将处于溺水

状态的少年带离急流区域。

到浅水区一看，少年脖子上有一道

深深的勒痕，已被勒得差点上气不接下气。好

险，幸好发现及时，否则可能危及生命。

早在 2022 年 8 月，陈伟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他和妻子在天元大桥散步时，听见水中传来一名

女子的呼救。年过半百的他马上跳入湘江中，经

过奋起抢救，将遇险女子及其丈夫成功救起。

因热爱游泳，陈伟于 2019 年加入市湘江义

务救援协会，平日也一直热心公益活动。虽然已

经 55 岁，他依旧每年都会定期在江边开展防溺

水巡查工作。特别是暑假期间，他也利用自己的

业余时间和协会其他会员来到湘江两岸巡查。

这一次，也是在星期日巡查时救助溺水群众。

记者查询发现，《株洲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

已于 2021 年 5 月开始施行，并根据该条例制定了

株洲市禁养犬只名录，其中包含高加索犬等 32

种危险犬种。不过，曾经在成都伤人的罗威纳犬

不在其中。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饲养危险

犬只的，将由公安机关处二千元罚款，并处没收

犬只。

株洲市禁养犬只包括：高加索犬、纽波利顿

犬、巴西菲勒犬、阿根廷杜高犬、中亚牧羊犬、日本

土佐犬、牛头梗犬、卡斯罗犬、美国斗牛犬、美国斯

坦福犬、比特犬、川东猎犬、马士提夫犬、苏俄牧羊

犬、大丹犬、阿富汗猎犬、波音达犬、威玛猎犬、爱

尔兰雪达犬、寻血猎犬、巴仙吉犬、纽芬兰犬、贝林

登梗犬、凯丽蓝梗犬、比利时牧羊犬、弗兰德牧羊

犬、荷兰牧羊犬、杜宾犬、捷克狼犬、狼青犬、安纳

托利亚牧羊犬、所有种类的獒犬。

据了解，上述名录中的犬类、具有上述犬种

血统的杂交犬以及专业机构认定的其他禁养犬

只，都应当按照《株洲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中禁

养犬只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野泳时，“跟屁虫”突然勒住了脖子

15岁少年湘江遇险 救协队员奋力救人

陈伟（左三）开展防溺水巡查。通讯员供图

罗威纳犬 德国牧羊犬

株洲32种禁养犬只，不含罗威纳犬
相关链接

9部门负责人
接受人大代表询问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邓伟勇）

7 月 24 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民生实事代

表评”工作调研询问座谈会召开。市人社

局、民政局、司法局、资规局、住建局、水利

局、文旅广体局、卫健委和城管局等 9 家单

位相关负责人，就相关询问内容现场作答。

“民生实事代表评”工作，是市人大常委

会今年的一项创新工作，旨在通过“项目代

表提、进度代表督、结果代表问、成效代表

评”四个环节，推动“十大重点民生实事”项

目加快落地见效。

会上，市人大代表针对群众反映问题较

多、困难较大、进度滞后的15个具体民生实事

项目现场发问，这些问题涉及老旧小区改造、

打通交通堵点、水利设施建设等方方面面。

第四届全市刑事技术职业技能竞赛落幕

获奖个人将呈报
“五一劳动奖章”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华
实习生/蔡珺洁 通讯员/刘质琦） 7 月 24 日，

经过 3 天的激烈角逐，第四届全市刑事技术

职业技能竞赛收官。

本次竞赛重点考核刑事技术痕迹、法医、

声像 3 个专业，11 个县市区公安机关的 63 名

刑事技术优秀代表参加本次竞赛。荷塘公安

分局获得团体一等奖；天元公安分局、渌口公

安分局获得团体二等奖；醴陵市公安局，攸县

公安局，董家段、经开、炎陵联队，茶陵县公安

局获得团体优胜奖。

荷塘公安分局王儒获得个人一等奖，荷

塘公安分局李巍、荷塘公安分局冯飞虎获得

个人二等奖，荷塘公安分局朱亚俊、茶陵县公

安局李元生、天元公安分局周龙龙获得个人

三等奖。获得相关奖项的个人将按照规定程

序呈报“株洲市五一劳动奖章”“株洲市技术

能手”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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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得65岁退休？非官方消息

7 月 22 日，一则“90 后无论男女都得 65 岁以后退休”的消息在多个网络平台

流传，引起舆论关注。

但媒体事后发现，上述消息来自于一个名为“监管之声”的自媒体微信公众

号 7 月 21 日发布的文章，文中一句“1990 年之后（含 1990 年）出生的人员，不论男

女都将调整为 65岁退休”经网友截图后广泛流传。

经查询，上述名为“监管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并无任何官方认证信息，此前多

以转载发布市场监管总局部门动态信息为主。

发布消息的公众号 7 月 22 日已变更为“未命名”，其主体信息为个人，并无官

方认证信息。

既然这一消息的出处并无官方背书，那么这一消息本身是否真实呢？

《决定》原文提到，“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

年龄改革。”但原文并无任何“90后无论男女都得 65岁以后退休”表述。

那么这个“1990 年之后（含 1990 年）出生的人员，不论男女都将调整为 65 岁

退休”说法哪儿来的呢？

根据上述自媒体公众号文章介绍，这一结论来自于一张《退休年龄对照表及

相关规定》和《2025年-2055年延迟退休政策年龄测算推演表》。

据 查 ，这 个《2025 年 -2055 年 延 迟 退 休 政 策 年 龄 测 算 推 演 表》今 年 三

四 月 间 已 经 在 互 联 网 平 台 上 出 现 。 当 时 转 载 这 一 表 格 的 自 媒 体 均 明 确

提 到 ，该 表 格 是 网 友 基 于 部 分 专 家“ 采 取 每 1 年 延 迟 几 个 月 的 措 施 ，直

到 退 休 年 龄 最 终 达 到 65 岁 ”的 预 测 做 出 的 测 算 推 演 表 ，“ 仅 供 大 家 参

考 ”。

换句话说，这一表格的制作基础就是网友根据部分专家对于政策“预测”做

出的推论，不但没有官方信息佐证，更不能视为《决定》对于“稳妥有序推进渐进

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的解释。

你愿意延迟退休吗？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任远

7月 21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
定》（以下简称《决定》）全文播发。

其中，“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的提法，引发社会热议。

如果让你自主决定，你愿意延迟自己的退休年龄
吗？围绕该话题，本报于7月23日至24日在微信公众
号上开启一份问卷调查，看看市民对退休年龄的看法。

有人因高压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不愿延退

“我不愿意延迟退休，如果可以，这个班真的是一天都不想上了。”看着眼前

的问卷调查，市民谭陈果断说道。

29 岁的谭陈是一名汽车销售人员。“每个月的业绩压力很大，工作强度也大，

经常忙得连饭都没法按时吃。”他向记者吐槽。

销售行业内卷很严重，“你不做有人做，你的状态不好，公司可能马上就会招

一批打了鸡血似的新人。”谭陈无奈地说，这种心累的状态会一直延续下去。

43 岁的李先生是我市一家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他也表示不想延迟退休，“医

务人员的工作是真的很累，经常忙得脚不沾地，我巴不得能提前退休就好，延迟

退休就算了吧。”

在一家家装企业做装修工的袁先生同样选择“不延退”。“你稍微留一下招聘

广告就会发现现在 50岁以后的就业岗位极少，即使有个别招聘岗位，工资不高且

劳动强度大。”他向记者说，若要他自主选择，肯定是愿意按时退休，早点“躺平”。

在我市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罗女士，再有两年就要退休了。关于延退，她选择

了“不愿意”，“我不知道自己能活多长，想趁着还年轻的时候，能够多出去走一

走、看一看。”她说。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我们一共收回 933份问卷，涵盖了 1960年以后出生的、各

个年龄段的人群。对于是否愿意延迟退休，我们设置了“愿意”“不愿意”和“无所

谓”三个选项，其中选择“不愿意”的人群占比最多。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之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延迟退休，目前的工作压力

大，体力精力跟不上是主要原因。

也有人闲不住想在忙碌中充实自己

不过，根据问卷调查和采访情况来看，愿意延迟退休的人也不在少数。

市民邹女士便是其中之一。40 岁的邹女士在我市一家企业担任会计，“在我

们行业，不少人在退休后都会被企业返聘回去继续工作。等我到了法定退休年

龄，如果脑力体力允许的情况下，我是愿意适当延迟退休的。”

市民谭女士也表示，会考虑延迟退休事宜。在她看来，延迟退休的问题要一

分为二地看待。像她从事文字工作，如果按照目前的工作强度，她可能不愿意延

迟退休的。“我们工作压力非常大，每月都要考核，考核指标也多，感觉自己就像

一个陀螺，过完这一个月，下一个月又开始了。”

但另一方面，谭女士对自己的工作又是热爱的，“我喜欢我现在的工作，它会

给我带来成就感，等我到了退休年龄，如果不用完成现在的工作量，而是根据自

己的意愿选择工作量和工作强度，我还是愿意延退的。毕竟退休在家闲着也是

闲着。”

今年 5 月，本报做过两期“闲不住的年轻老人”专题报道，其中就讲述了有越

来越多“年轻老人”退休后依然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的故事。

有些“年轻老人”因为热爱在退休后依然选择继续工作，有些则因为闲不住

或者经济需要而在退休后想忙碌着充实自己的生活。

61 岁、每月依然工作接近 30 个小时的王华就曾对本报表示：“退休年龄可以

说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它是为了社会管理而实行的一刀切的方式。但实际上，每

一个个体的情况都很不一样，有的人 60 岁身体还很好，精神状况也不错，如果他

想继续追求自己觉得有意义、有兴趣的事，那他完全可以去做。”

“佛系”群众认为各有利弊

从问卷调查情况来看，也有不少人对于延迟退休的话题表示出“佛系”态度。

在市民袁女士看来，是否延迟退休，她都欣然接受。“延迟退休年龄，我的收入可能会多些。如果不延迟退休，那我自由的时间会多一些，各有各的好。”

市民周先生也对是否延迟退休表示出“无所谓”，“如果赚了足够多的钱，‘提前退休’都可以，如果钱不够，就算到了退休年龄，还不是要出去找事干。”

“自愿”表明了在延迟退休年龄上不搞一刀切

原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首席专家）

其实早在 1978 年改革开放初期的退休制度改革中，已经放宽了某些领域的

退休年龄规定。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就已经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2021年国家“十四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进一步指出“按照小步调整、弹性

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促进人力资源充分利用。”

落实延迟退休已经成为“十四五”规划的具体任务。

这次提出“自愿”“弹性”原则，“自愿”表明了在延迟退休年龄上不搞一刀切，

不搞按照延迟退休年龄强制性延退，是否延退由个人自主决定，增加了个人延迟

退休的自主决定权。

“弹性”则是指在法定退休年龄和推迟退休年龄之间，可以选择“弹性”执行，

还应该是延迟退休期间的工作时间、地点、性质、工资待遇等方面的灵活掌握，这

是科技化、智能化时代的必然要求。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总体布局下，我们应当树立老龄社会主

流化观念，将适老化理念和措施落实到经济社会决策的所有方向，融入社会经济

发展的全领域和全过程。

专家说

辟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