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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阿姨的“基地”位于石塘
湾，正好位于两条铁路之间，每
次列车经过时发出的声音都会
引得犬舍里叫声一片。而说是
犬舍，其实也就是几个棚子，入
口位置一排不过十米长的棚内
就有数十只狗，一看到有人过
来，就在门上狂吠。朱阿姨说，
群居的狗就是这样，只要有一
只叫了起来，其他狗便会跟着
一块叫，也正因如此，注定了流
浪猫狗不能养在靠近居民区的
地方。

穿过一个小作坊，隔着一
条门帘便是朱阿姨的另一处大
棚。朱阿姨将大棚分隔成一个
个笼子，每个笼子少的有五六
条狗，多的有十来只，只有个别
可以享受“单间”，笼子的上方
挂着几台电风扇，为狗狗们降
温：“这只金毛看上去很好，但
是有皮肤病，体型又大，就独自
一个笼子。”朱阿姨说，其实狗
狗需要活动空间，但条件所限，
她只能轮流为它们放风：“就在
笼子前面的小走廊上，轮流出
来跑上十分钟。”

犬舍北侧是一处水塘和村
里的垃圾中转站，犬舍处于地
势低洼处，即使不下雨，垃圾站
的水也会流向犬舍，朱阿姨不
得不弄来两台抽水泵不停向外
抽水。今年入夏以来的大雨更
让部分犬舍遭了殃，“最靠近水
塘的笼子一直被水淹，都来不
及抽，狗都泡在水里”。

据介绍，此处的流浪狗和
猫加起来有两百多只，平时全
靠朱阿姨和一名雇工照料，因
为实在照顾不过来，一年多前
便表示不再接收新的流浪狗
了，狗的数量却不见少：“我这
里现在剩下的都是老狗，没人
愿意领养。有时候真把狗送过
来，扔在面前，难道真的不管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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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春观察，目前无锡地区流浪
猫狗的情况其实已有好转。“阳阳”则
说，狗的繁殖能力很强，成为流浪狗
后，很容易就会裂变式地产生后代，
导致流浪狗增多。两人均认为，目前
城市流浪狗产生的根源其实还是在

人的身上，需要规范好饲养宠物者的
行为。

据介绍，目前我国在流浪动物救
助问题、流浪救助组织的监管等方面，
都存在法律上的欠缺。流浪动物产生
的根本原因，是不负责任的伴侣动物

主人随意遗弃、伴侣动物无序繁殖以
及相关市场管理不善。要解决这些问
题，需要更为人性化、科学化的涉动物
法规，采取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坚决
惩戒不负责任的遗弃行为。

（晚报记者 甄泽/文、摄）

离开朱阿姨的犬舍时，记者问有什
么能帮助到她的，朱阿姨说：“我发起众
筹时帮忙转发一下吧。”爱心人士“阳
阳”表示，这恰恰说明了这些民间爱心
组织所面临的困境：“运行全靠爱心，无
法形成良性循环，一旦爱心支撑不下去
了，基地就垮了。”

“阳阳”是多个爱心组织的群员，
是每次活动的积极分子，此前他们曾

尝试将收容的流浪动物中品相好、品
种好的区分出来用于出售，所得资金
用于维持基地的日常运行，但这个想
法很快就夭折了：“出售了就属于商
业行为，存在法律问题。只能是规范
养狗人的行为，减少流浪动物的产
生。”

此外，虽然“领养代替买卖”已提
倡了多年，但在“阳阳”看来，这种观

念要普及，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
一方面是想养宠物的人不愿养一只
有残疾或缺陷的狗，此前举办的领养
活动中，有一只非常漂亮的贵宾，因
为一条腿有些瘸，虽然打探者众，最
终还是无人接手；另一方面，流浪猫
狗相对不易驯养，特别是一些住过

“集体宿舍”的猫狗，相对更难适应新
的生活环境。

类似朱阿姨的爱心人士在无锡地
区有不少，他们彼此之间多少有些联
系，其中有的与朱阿姨一样陷入资金、
场地的困境，有的则要好上不少，朱阿
姨口中的“小季”便是如此。季先生在
三国城附近也维持着一座流浪猫狗的
基地，其中的猫狗数量要比朱阿姨多不
少。季先生说，他从2015年搬到此处
后也曾面临过场地的问题，好在经多方
协商，最终安定了下来。

季先生原本有着令人羡慕的工
作，却决定全身心投入照顾流浪猫
狗。与朱阿姨简陋的基地相比，季先
生这里条件不错，不仅有饲养用的犬
舍，甚至还有手术室给小动物们提供
医疗保障。基地内的工作人员除了饲
养员外，还有实习医生。当然，要维持

这样一个饲养基地绝非易事，每月的
开支就不是小数目。平时流浪狗吃的
都是大米和碎肉混合的食物，由于夏
季炎热，煮熟的大米容易变质，所以每
年的 7月到 9月一般给流浪狗吃狗
粮。好在前不久，季先生通过网络筹
集到了购买狗粮的善款。

犬舍里，季先生对“毛孩子”们如
数家珍，有的还给取了名字。据介绍，
基地里的小动物有的是市民求助后送
来的，有的是在居民区流浪后被民警
发现并送来的，眼下基地的收养量也
将达到极限。

“这些基地属于民间组织，资金基
本只能靠爱心筹款。”律师刘立春介
绍，这些爱心组织往往是部分爱心人
士在筹款时社交圈逐渐扩大，最终形

成团队，基地的运行则是靠这些爱心
人士募集款项维持：“从法律上讲是没
有问题的，只要不存在挪用捐款或是
拿流浪猫狗谋利的情况就行。”刘律师
也是爱狗人士，曾组织过一个宠物协
会，但他说随着人员的逐渐退出，协会
最终只能解散。

由于饲养动物的特殊性，这些组
织往往存在场地的问题，即在违建的
边缘游走。朱阿姨坦言，自己之前的
几次搬家中，就有因为是违建导致的，
但对他们来说，想找到一处可以用于
饲养的场地实在困难。当然，也有部
分生存情况相对“滋润”的，可以安置
在一些企业的废弃厂房中，甚至平时
还有企业赞助：“不过那都是负责人的
私人关系。”

虽然这处基地的条件简陋，但已是
朱阿姨难得的安稳了两年的地方。朱
阿姨今年68岁，从十多年前开始收留
流浪狗，大半退休工资也投了进去。

“一开始看它们可怜，就养在自己家
里，后来越养越多，不得不出来找地方
养。”但能养狗的地方并不好找，有味
道、有狗叫，光是这两点就足以让很多
房东打退堂鼓。这些年里，她已换了好
几个地方，虽然有爱心人士为她进行募

捐，但是每次搬迁几乎都会掏空基地经
费：“这么多狗，每天光狗粮就要两三百
元，但是不吃其他东西容易得病，还要
去买内脏、鸡骨头弄碎了给它们吃
……”

如今这处地方也可能租不下去
了，朱阿姨说，房东希望她能搬到附
近另一片空地上去，这就涉及要重
新搭大棚：“要是搭起来了，城管过
来一看属违建要拆除怎么办？”面对

如今的困境，朱阿姨也坦言自己年
纪大了，加上家里也需要人照料，她
确实有些难以为继。朱阿姨住在西
漳，每天要骑电动车往返西漳与石
塘湾两趟：“年纪大了精力跟不上
了，有两次开着电瓶车差点打瞌睡
了。”如今，朱阿姨放心不下的还是
自己照料了多年的“毛孩子”们，若
是有人能接手，她真心想卸下肩头
的担子。

高温、雨水，这个夏天
来得不算友好。抽水、清
淤，这是爱心人士朱阿姨
的日常。由于条件简陋，
这个梅雨季她过得很心
焦：她照料的200多只流
浪猫狗时常因为来不及排
水而泡在雨水里。更让她
着急的是，自己可能又要
“搬家”了，又涉及不小的费
用。像朱阿姨这样收容流
浪动物的民间爱心人士以
及组织并不少，其生存状况
好坏不一，为此记者走近
他们，聆听他们的心声。

现场现场
200多只流浪猫狗挤大棚
雨季都泡在水里

现状现状 资金基本靠募集，场地问题老大难

困境困境 曾数次搬迁，想卸担子又舍不得

说法说法 有缺陷加上难驯养，它们让不少想收养者却步

建议建议 防患于未然、法规要完善才能治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