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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超80厘米马蜂窝拦路
多位村民被蜇伤后报警求助

“宣汉南坝独树梁村有个很大的马蜂
窝，好几个人都被蜇了，我们都不敢过路
了！”10 月 20 日上午，宣汉县塔沱东路消防
救援站接到群众报警求助的电话后，立即调
派南坝政府专职消防站派员处置。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马蜂窝
位于该村乡道边一棵大树的顶端，直径超过
80厘米，目测比两个篮球加起来还要大，马
蜂不时从蜂窝中飞出。据村民介绍，这条乡
道是不少村民外出的必经之路，平时来往车
辆也比较多，马蜂窝在这里安营扎寨，严重
影响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已有多人被蜇伤住
院。

做好各项防护工作后，消防救援人员携
带灭蜂装备靠近蜂巢，启动无齿锯将树木伐
倒，马蜂窝瞬间掉落。消防员迅速用提前准
备好的编织袋将蜂窝直接打包。为了防止
马蜂再次伤人，消防救援人员继续使用杀虫
剂，对蜂窝周围的马蜂进行喷射，最终将马
蜂窝彻底铲除。

一周摘除马蜂窝超百个
警察和消防“都忙不过来”

10 月 16 日，大竹县蓝天应急救援队摘
除了清河镇柏家村、毛古村和柏家乡、川主
乡、东湖路等地马蜂窝 11个；10月 20日，达
川区蓝天救援队亭子应急小组接达川区亭
子镇政府电话，前往亭子镇回龙社区、天进
村摘除马蜂窝 7个；10月 22日，大竹县蓝天
应急救援队摘除了长乐一品小区、莲印乡天
生村、川主乡宝堂村马蜂窝7个……

达州市红十字会蓝天救援队发布的工
作简报显示，无论是达州全市的城镇还是乡
村，近期都有不少马蜂窝出现。在他们开展
的 29 次救援行动中，有 26 次都是在摘除马
蜂窝，累计摘除马蜂窝100余个。

“除了普通群众求助，我们接到的求助
电话很多是来自 110 和 119，还有一些是来
自政府。”大竹县蓝天救援队队长庞斌告诉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几乎每天都会接
到摘除马蜂窝的求助电话，“公安机关警力
有限而且缺少专业装备，消防那边装备齐全
但接警数量很大，都忙不过来，没办法。警
方有 90%以上的马蜂窝交给了我们摘除，消
防那边好一点，但也有70%左右。”

“蜂狂”现象背后
有人以“捅马蜂窝”牟利

庞斌称，他们今年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分
析，得出一个结论——与往年同期相比，今

年已摘除马蜂窝的数量增加了1.5倍。
“今年5月至10月，不到半年时间，仅仅

是大竹县蓝天救援队摘除的马蜂窝，就多达
702个。最集中的时间段，出现在8月、9月、
10月这三个月。”庞斌介绍，马蜂造成的死伤
数据不容小觑，今年 7月和 10月，大竹县安
吉乡和乌木镇相继出现两起老人被马蜂蜇
伤致死事件。与此同时，向警方、消防或蓝
天救援队求助的群众，基本上都是被马蜂蜇
伤了的。

那么，“蜂狂”现象的背后，藏着什么样
的秘密？问题又出在哪里呢？

“问题不在马蜂本身，而是在捅马蜂窝
的人。”大竹县一位人大代表告诉记者，经过
调研，他们发现一个现象，今年以来有好几
拨来自省外的人员，专门“捅马蜂窝”采集里
面的蜂蛹，通过他们自己的渠道销售，以获
取利益。

“专门‘捅马蜂窝’的人为了采集更多蜂
蛹，不会消灭马蜂，这直接导致马蜂疯狂繁
殖，马蜂窝的数量剧增。”庞斌告诉记者，在
野外，体积较大的马蜂窝，里面的蜂王通常
不止一个。“马蜂窝被摘除或破坏的过程中，
只要蜂王不死，就会东山再起，一个马蜂窝
被破坏，很快就会出现好几个新的马蜂窝。”

人大代表开始调研
聚焦马蜂窝无人管的问题

提到摘马蜂窝，不少人首先想到的便是
找消防。对此，大竹县消防大队表示“很委
屈”。“处理马蜂窝，其实并不是我们消防救
援人员的职责。消防法明确，消防队按照国
家规定，承担重大灾害事故和其他‘以抢救
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任务、职能。”该
消防员说，消防救援队伍的人数有限，为了
优先保证主责、主业，消防能够出动的力量
十分有限。

像这样的尴尬，公安机关同样也有。“处
理马蜂窝是一项较为专业的事情，处理不
当，极可能导致事故，轻者受伤，重者死亡。
但是，马蜂窝造成的危害，威胁的是公众利
益，又不得不管。”达州市公安局督察支队民
警称，公安机关只有联动小区物业、乡镇政
府或者村委会，同时借助蓝天救援队等专业
队伍的力量，才能避免马蜂伤人甚至致人死
亡的事件发生。

今年，马蜂伤人事件在大竹县频发，已
引起当地人大代表重视。

10月以来，已有人大代表先后三次深入
公安机关、消防救援部门、蓝天救援队和城
区部分社区、乡镇和山村调研。“马蜂窝到底
应该由谁来捅，目前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规
定。我们也在组织人大代表进行研究，下一
步，将咨询相关专家后拟定议案，争取把摘
马蜂窝这个事落实到政府的具体部门中去，
解决没人管的问题。”大竹县人大常委会办
公室工作人员说。

■新闻链接
“惹”到了马蜂怎么办？

秋季是蜂类一年中最后一次筑巢期，在
这个时期里，马蜂生长、发育、繁殖、筑巢的
速度更快，种群数量剧增，活动较为频繁，对
外界干扰异常敏感。如果遇到家中出现马
蜂窝的情况，千万不要自己动手摘除，可拨
打 110 或 119 求助、咨询。需要特别注意的
是，马蜂一旦被惊动，就有可能集体出动对
人进行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甚至死亡。

在野外与马蜂不期而遇时，若马蜂在身
边飞舞，则不需理会；当马蜂停落在头上、肩
上时，轻轻抖落即可，千万不要奔跑和拍
打。遭遇马蜂攻击时，应立即下蹲并保持不
动状态，用衣物或一切能包裹之物迅速将
头、颈等裸露在外的地方包裹住，待马蜂离
去后再缓缓离开。若不幸被马蜂蜇伤，应先
用尖锐物品挑出毒刺或直接挤出毒刺，再用
白醋或肥皂水反复冲洗并及时就医。

□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

马蜂窝频繁扰民 蓝天救援队一周摘除百余个

“蜂狂”现象引人大代表关注：
马蜂窝该由谁来捅？

10月16日至22日，一周时间
内，达州红十字会蓝天救援队共开
展救援行动29次，其中26次都是
在摘除马蜂窝，累计摘除马蜂窝
100余个。

“现在听到马蜂窝就头痛！”大
竹县蓝天救援队负责人称，警方有
90%以上的马蜂窝交给他们摘除，
消防也有70%左右，作为自筹经费
的公益组织，庞大的任务量已经让
大家吃不消了。今年，达州野外的
马蜂显得异常活跃，大竹县已有两
人被马蜂蜇伤身亡。“蜂狂”背后，
捅马蜂窝的事该由谁来管？连日
来，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