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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丹妮 实习生 曹之
光 这段时间令闵行银都新村居民担忧的
家禽问题，昨天终于得到了解决，全社区
再也看不到一只活鸡，可此前，7个村居民
养的数十只鸡，即便没有禽流感来袭，也
让社区背上了“ 脏乱差”的罪名。

自H7N9禽流感疫情发生后，银都新
村1-7村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三方共同发
布了《 告知书》，要求居民在4月15日前将
鸡处理完毕，各楼组长也不断挨户上门劝
说。直至昨天，居民已全部处理完家中的
活鸡。

现场走访
散养鸡群随地排泄
给新村带来环境污染

记者了解到，银都新村素因环境“ 脏
乱差”而饱受市民诟病，特别是各村居民
曾养了两三百只鸡，被称为“ 养鸡问题最
严重”的社区。4月3日，记者首次前往该小
区采访时，在小区5村、6村的交界处，看到
了一处养鸡点：五六只鸡在一片半秃的草
坪上散养着，穿梭于灌木枯枝丛中。

“ 鸡在小区东面和北面沿河一带更
多”，根据居民的指引，记者又看到了多个用
废弃建筑材料或是塑料棚搭成的简易鸡舍：
它们或正大光明地建在居民楼旁，或隐藏在
绿化带里。而在鸡舍不远处，共有从两三只
到十几只规模不等的鸡群，伴随排泄时拉的
鸡粪与饲养时留下的饲料随处可见，空气中
弥漫着阵阵腥臭味。据小区居民介绍，这种
情况在该小区已延续了十几年了。

居民述求
禽流感来袭
希望“ 散养鸡”速被处理

“ 由于小区内养鸡现象严重⋯⋯即日

起，请有养鸡行为的居民自行整改，并在4
月15日前整改完善，尽快把鸡处理掉，如不
定期处理，上级部门将采取一定措施进行
处理⋯⋯”在首次前往采访时，记者发现，

《 告知书》贴在小区各栋楼墙上随处可见。
对此《 告知书》，几位小区居民都拍手

叫好。陈阿姨说：“ 鸡粪味搞得我们楼上都
不敢开窗，不敢晒被子了，整治好了我们当
然高兴啊。”在一旁的王阿姨插话道：“ 我
们已经受够了。不管用什么办法，这次最好
能把鸡全部解决掉，不要再留尾巴。”

养鸡户说
痛定思痛动手杀鸡
拆开鸡笼曝晒杀毒

昨天，记者第二次来到银都新村。居
民顾女士向记者表达了她的惊喜，“ 早上
还看见有十几只鸡在草地散步，下午整个
小区一只鸡也见不到了。”原来，在居委
会、业委会、物业等各方的劝导下，小区居
民主动配合，自行解决了家中的活鸡。

家住银都二村的退休夫妻严先生与
太太钱女士膝下没有孩子。三四年前，他俩
养了只老母鸡，后来这只鸡生了6只小鸡，
被二老当孩子般养着。禽流感来袭时，他们
存着侥幸心理，觉得家中的鸡很健康，不会
受疫情牵连。可党员、楼组长苦口婆心上门
劝说，再加上电视里不断宣导，他们最终决
定将剩下的6只鸡统统杀掉，并且把鸡棚也
拆了，放在太阳下曝晒杀毒。

居委声音
楼组长挨户劝说
昨起社区活鸡全被处理

经过楼组长不断挨户倾情劝说，仍在
养鸡的居民昨天终于一致行动，将鸡处理
完毕。益镇物业银都1-7村物业管理处一

位工作人员说，“ 直至昨天下午，小区内没
有一只活鸡，全由居民自行处理了。甚至一
村有一户居民，养了七八只鸡，鸡杀了吃不
完，就直接送亲友。”

负责该片区的银一居委会主任张学
军告诉记者，此小区的养鸡问题由来已
久。直至前年，小区还有两三百只鸡，甚至
还有人养鸭、养羊，经过去年一年的整治，
养鸡总数减少到四五十只，今年春节后仅
剩三十多只，整治效果还是令人欣慰的。

“ 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他们必须杀掉，
只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说效果明显。”
居委会通过联合党总支、业委会、物业公
司，通过“ 四位一体”的协调，发动党员、楼
组长、居民代表进行宣传工作。疫情爆发
后，物业、居委会、业委会又于4月1日张贴
了《 告知书》，给了半个月时间的缓冲期，
要求居民在4月15日前自行将鸡处理完毕。

“ 一幢楼住的都是相熟多年的居民，楼组长
不断上门做思想工作，养鸡户也会觉得不
好意思。”据张学军说，居委会还将进一步
密切关注小区居民的生活健康状况。

本 报 讯 记 者
刘 昕 璐 “ 预 防
H7N9交大开始掏鸟
窝了！”一张工人在
升降机上清理交大
校园树林上鸟巢的
照片在网络上引发

关注。许多学生和网友猜测这是学校针对
H7N9禽流感采取的预防措施。记者昨晚
从上海交大了解到，为防范H7N9病毒，学
校对校园地面上的鸟类排泄物进行冲洗并
消毒，而“ 捣毁所有鸟巢”的说法并非事
实，学校每年例行搬迁少数道路两边、影响
师生出行的鸟巢，其他区域鸟巢并未移动。

一张照片引发网友质疑学校做法
交大回应：只拆影响师生的鸟巢

一张“ 上海交通大学环卫工人捣鸟
巢”的图片在微博上广为流传，在这张图
片当中，校园道路中间，一台升降机向空
中伸出长长的吊臂，吊臂顶端的车兜上站
着三名手持工具的环卫工人，他们正向路
边的树木伸出工具，捣毁树上的鸟巢。

这张微博图片立刻引发了师生和网
友热议。不少人认为，此举很有必要。但也
有不少师生认为，鸟类太无辜，这样做是
矫枉过正了，现在正是鸟类的繁殖季节，
此举可能破坏了校园内的生态平衡。

上海交大表示，为防范H7N9病毒，
学校对校园地面上的鸟类排泄物进行冲
洗消毒。“ 捣毁所有鸟巢”的说法并非事
实，学校只是每年例行搬迁少数道路两
边、影响师生出行的鸟巢，并 非 针 对
H7N9禽流感做出的反应。其他区域的鸟
巢并未移动。

据指挥作业的工人介绍，每年这个季

节，都会有大批候鸟迁徙到交大“ 安营扎
寨”，随之而来的“ 天屎”则让同学们叫苦
不迭。学校园林单位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此问题，从2011年开始对靠近道路附近
的鸟巢进行清理。至于是否会对栖息于此
的鸟类生存带来危害，专业人士表示，清
理的只是路旁鸟巢，树林中央的鸟巢几乎
没动。摘掉一些鸟巢是为了让部分鸟移至
其他地方，否则这里鸟类密度过大，排泄
物会对环境和过往行人造成危害。

对于有同学拍到掉落在树林里的死
鸟照片，该人士说鸟类死亡是正常现象，
比如风大时有些幼鸟会跌落身亡。

校内防控：鸽子变“ 宅”不放养
食堂食材严格执行“ 索证索票”

据了解，对于目前校内鸟类数量，相
关部门并没有科学的监测方法，清理鸟巢
的方式未经过权威评估。

另外，由于在上海活禽市场内检测出
鸽子体内带有H7N9禽流感病毒，目前交
大校内的鸽子已经逐渐被控制在位于光
体附近的鸽房内，不再采取放养方式。对
于鸽房和树林的禽鸟排泄物也会及时采
取消毒措施。

学校后勤保障处办公室也对外表示，4
月3日学校接到上海市下发的关于食堂安全
预警通知，当天后勤处便对各个食堂发布了
针对H7N9禽流感做好食品安全相关工作预
案的通知，其中包括食品原材料进口，严格
执行“ 索证索票”，交大食堂的原料全部是
由上海高校后勤统一供应，不会使用周边活
禽市场的鸡鸭。食堂员工每天工作前进行晨
检，如果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则不能上班。
在食品加工方面执行更加严格，必须达到规
定温度及时长，确保煮熟煮透。

就当前H7N9禽流感防控情况，国家
首席兽医师于康震接受了记者采访。

家禽中未发现有疫情
记者：现在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病

例越来越多，全国动物感染H7N9禽流感
病毒的情况如何？

于康震：多年来，农业部始终高度重视
动物流感防控工作，在做好H5亚型禽流感
防控工作的同时，一直对各亚型流感病毒包
括H7亚型禽流感病毒进行持续跟踪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这次上海检出H7N9禽流感
病毒之前，我国从未在动物中检出H7N9禽
流感病毒，也没有发生过动物疫情。

近期，农业部派出多批工作组赴有关
省份开展H7N9禽流感疫情排查、病毒监
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就拿上海这次监
测到的病毒来说，前几天，我们派出工作组
会同上海市畜牧兽医部门在全市开展了集
中监测，重点对患者所在地活禽市场、周边
养殖场进行采样监测。4月4日、4月5日，国
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从上海送检的3个活
禽市场738份样品中检出20株H7N9禽流感
病毒。其中10株来自鸡，3株来自鸽子，7株
来自环境样品。基因序列分析结果表明，所
有分离株与H7N9禽流感病毒人分离株高
度同源。据初步分析，该病毒为低致病力禽
流感病毒，未在家禽中引发H7N9禽流感
疫情。

高温可杀死禽流感病毒
记者：现在还能不能购买、食用鸡肉、

鸽子肉这些禽肉？
于康震：虽然到目前为止尚不知道

H7N9禽流感病毒的传播机理，但有一点很
明确，禽流感病毒的抵抗力非常弱，高温可
以杀死病毒，所有正规渠道购买并且烹调
熟透的禽肉是安全的。同时，要注意几点：
建议从正规的市场、超市购买禽类产品，加
工、保存时要注意生熟分开，接触禽类或禽
类产品后立即洗手，不吃病死的家禽。

从业人员需加强自我防护
记者：畜禽养殖等从业人员作为高危

人群，应该如何加强防护？
于康震：兽医和从事畜禽饲养、捕捉、

屠宰、储藏、运输、经营等工作的人员，要加
强自我防护，采取必要的卫生措施。

兽医人员要严格按有关技术规范采取
个人防护和消毒措施。对于其他有关的从
业人员要尽量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工作中要戴口罩、帽子、手套，穿
胶鞋或防护鞋套。衣服和胶鞋要及时清洗、
消毒；有条件的可以穿工作服或防护服。

二是工作后特别是处理病死动物尸
体、粪便后，要立即用肥皂水洗手并消毒，
条件允许的立即洗澡更衣。

三是注意提高身体免疫力，出现不适
要及时休息，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应及时
到医院就诊。 据新华社电

交大环卫工拆除鸟巢被质疑矫枉过正
校方回应：只是例行搬迁少数影响师生出行的鸟巢

为防禽流感，养鸡户将活鸡全部处理干净
“ 养鸡村”多年环境问题一朝解决

》专家解读禽流感

正规渠道购买
熟透的禽肉安全

网上流传的交大环卫工“ 清巢”图。

曾经村里的鸡“ 招摇过市”。 本报记者 张瑞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