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法10 2025年7月25日 星期五
责编陈思帆 美编林松 校对石春林

法院认定，2020年上半年，为出售野生鸟供他人食

用牟利，被告人王某法多次邀约被告人梁某文等9人到

当阳市河溶镇、沙洋县五里铺镇使用捕鸟网、录音机等

工具捕鸟。

2021年至2024年4月，王某法邀约被告人贺某贵作

为中间商，收购梁某文等9人捕获的野生鸟。

2020年至2024年，王某法从贺某贵、洪某俊（另案处

理）、莫某平（另案处理）、夏某处收购麻雀198万只、黄雀

2128只、禾花雀1938只，加价出售给黄某波（另案处理）、

何某宾（已判刑）、柯某忠（已判刑）、“梁某乙”（身份暂未确

定）等广东买家，销售额101.565万元，获利40万元。

判决书显示：经认定，禾花雀学名黄胸鹀，属雀形目鹀

科，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单只基准价格3000元。

法院认为，本案在案证据证实，贺某贵从梁某文等被

告人处收购野生鸟类，雇人饲养后加价出售给王某法，再

由王某法出售到外地，贺某贵与王某法属于层级关系。

在被告人犯罪情节和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方面，法院

认为，王某法、贺某贵、王某法的儿子王某哲非法收购、出

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构成危害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罪，价值二百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在多

个共同犯罪中，王某法系主犯。

经过审理，法院对17名被告人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

王某法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被告人贺某贵犯危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

万元。而被告人王某哲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

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三万元。其余14名被告人也均

获刑并处罚金。

一审宣判后，王某法、王某哲、贺某贵不服，分别提出

上诉，2025年3月，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17人猎杀买卖数百万只鸟获刑
这些鸟包括1938只禾花雀 其濒危程度不亚于大熊猫

日前，一则裁定书，让湖北一危害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团伙里的17人的犯罪手段浮出水
面。主犯之一的湖北男子王某法，为出售野生
鸟供他人食用牟利，收购麻雀198万只、黄雀
2128只、禾花雀（学名黄胸鹀，以下称禾花雀）
1938只，催肥后加价出售；其安排儿子王某哲
通过物流邮寄出售到广东多地，涉案上百万元。

7月23日，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该
案已于日前作出二审判决，共涉及17名被告，
其中，主犯王某法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
元。而他的儿子王某哲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三万元。
其余15名被告人也均获刑并处罚金。

记者发现，此案共涉及麻雀、禾花雀、黄雀等

数百万只鸟类，这些鸟类在湖北被捕后，被储养

催肥之后宰杀，通过物流发往广东等地。

裁定书显示，贺某贵按麻雀每只0.5元至0.8

元、黄雀每只3元、禾花雀每只5元的价格收购，

再加价出售给王某法。贺某贵另外联系被告人

陈某勇等人到当阳市河溶镇等地捕鸟。

2023年至2024年4月，为提高鸟的出售价

格，王某法、贺某贵租用仓库将鸟储养催肥。贺

某贵将鸟宰杀后卖给王某法，体重达标的麻雀每

只售价5元、黄雀每只售价12元至13元、禾花雀

售价每只22元至23元，体重不达标的鸟售价每

只1元至1.2元。

王某法将鸟打包冷冻后安排王某哲通过物

流邮寄出售到广东多地，体重达标的麻雀每只

售价6元至7元、黄雀每只15元至16元、禾花

雀每只25元至26元，体重不达标的鸟每只1.5

元至1.8元。

2020年至2024年4月，王某哲帮助王某法

通过物流邮寄野生鸟169万只。2023年11月，

王某哲到广东省帮助王某法收售鸟款78万元。

王某哲共获利20万元。

2020年至2024年，王某法共收购麻雀198

万只、黄雀2128只、禾花雀1938只。2021年至

2024年4月，贺某贵收购、出售麻雀98万只、黄

雀2327只、禾花雀962只，获利6万元……

在此案中，猎捕出售最多的一人，是被告人

夏某，2021年11月至2024年4月，其猎捕、出售

麻雀9.3907万只，获利26.4277万元。

不止是猎捕、收购、出售等，在此案中，还涉

及喂养催肥、拔毛、宰杀、打包出售等各个环节。

记者注意到，2021年新调整的《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显示，禾花雀被升级为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但在此后，不止是湖北，在

安徽、广西等地，警方曾破获过多起非法猎捕

禾花雀的案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2000年，禾花

雀的保护等级还是“无危”，仅仅4年，禾花雀

就变成了“近危动物”；2013年，禾花雀的处境

更加严峻，被列为“濒危”，2017年被列为“极

端濒危动物”。

在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家孙全辉博士看

来，禾花雀已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和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极危”

物种，其濒危程度甚至不亚于大熊猫。过度猎捕

和非法交易导致其野生种群在较短时间内迅速

减少，从“无危”到“极危”等级，只有短短17年。

孙全辉博士认为，没有科学证据显示禾花

雀具有所谓的滋补功效，食用不仅涉嫌违法，

而且很不安全。因此，破除某些人迷信野味具

有特殊滋补功效的消费误区是当务之急。

此外，孙全辉博士认为，还应加强执法与

科普宣传，提升公众守法意识；动员社会力量

参与反盗猎巡护，并鼓励群众举报违法信息；

在盗猎活动高发的迁徙季节，建议有关部门开

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捕猎、运输、交

易、饲养和食用禾花雀的违法犯罪活动。

孙全辉博士也认为，禾花雀自然繁殖能力

较强，只要消除限制其种群增长的威胁因素，

其野外种群仍有望在未来止跌回稳。

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法院判决
主犯王某法获刑12年半

背后链条
每只5元收购26元卖出

非法捕猎
17年从“无危”变成“极危”

禾花雀最具辨识度的是胸腹部的黄色，看上去十
分喜人。 通讯员 莽建鑫 赵海璇 摄

公安机关查获的禾花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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