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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明生活方式更显人情味
姐妹花记者就“大学生帮忙遛狗”话题展开调查

大学生帮忙遛狗到底是多方共赢，

还是暗藏风险？姐妹花记者认为，在明

晰责任、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或许不必

过度渲染这件事的危险性，与其将之带

入一个暗藏危机的境地，倒不如将其视

为一个备受关注的人情味话题。毕竟，

不少发布者和响应者都是为了追逐热

点而非真的去做，他们更多的是享受热

点话题的参与感，享受人与人之间的信

任感。

我们的城市需要更多这类人情味

的话题，同时需要文明友善的良好风

气。因此，无论是“求遛”还是“帮遛”，

同为爱狗人士的双方都应以更文明的

方式养犬，让宠物不仅能取悦自己，还

能在文明城市中与大家和谐相处。

城市需要人情味
同时需要文明风

融媒记者 胡锦

日前，市民朱女士在社交平台发了

一段 7 秒的短视频，并配以“有没有永

康的大学生，我的狗可以免费给你们

遛”的简短文字，在该平台上获得上万

浏览量，全网点赞评论转发超过 3000

条。

在这条短视频的评论区，记者还看

到不少永康同城“求遛”“帮遛”的互动

内容。由此可见，该话题在我市已有一

定热度。

据了解，“大学生帮忙遛狗”的话题

已在网络上发酵多日，还衍生出“被大

学生遛完的狗狗现状”“大学生遛狗把

狗累瘫”等热门话题。因为学校不允许

养狗，爱狗的大学生选择在社交平台上

找狗主人“帮遛”。一时间，这场免费遛

狗的活动被不少网友称赞“三方共赢”：

狗主人高兴、大学生高兴、狗狗也高兴。

“4天时间内，我就收到近百条关于

帮遛的消息，真是出人意料。”朱女士告

诉记者，原本只是参与话题顺手发一

发，没想到受到不少网友关注，成为她

发布的几十个视频作品中热度最高的

一条。

■记者手记
事实上，很多发布“求遛”视频的狗

主人或许存在追逐热点的心态，但不少

提出“帮遛”的学生群体却是真心实意

想“以证换狗”。

家住我市金水湾小区的高中毕业

生露露（化名）结束高考时，在网上看到

这一话题后，就刷到附近网友发的视

频。当她发送私信给该网友，提出自己

和同学希望以学生证抵押的方式进行

遛狗时，对方却始终“已读不回”。

“找了好几个都是这样的，我和同

学都感觉很失落。”露露表示，由于父母

不同意她养宠物，她看到话题后就想以

这样的方式养狗。为了换取对方的信

任，她还在聊天中发送了自己的证件照

片以及家庭住址。

为此，露露的父母表示担忧：“网络

信息真假难辨，甚至不知道对方是好人

还是坏人。万一不法分子利用学生的

信任诈骗，那后果不堪设想。”露露的母

亲朱女士认为，学生群体社会经验缺

乏，如果遇上这种投其所好的诈骗，很

可能会上当。

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搜索“大学生

遛狗”相关关键词时，发现平台也置顶

了一则温馨提示：“遛狗互助需谨慎，切

勿透露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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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服务到人
更服务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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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养犬标识

连日来，“大学生帮忙
遛狗”的话题在网络上迅速
走红。许多大学生通过在
线平台免费帮助本地的狗
主人遛狗。为了建立信任，
他们还将自己的学生证押
在狗主人处，也被网友们戏
称“以证换狗”。据了解，这
样 的 方 式 在 我 市 已 有 出
现。那么，这真如网友们所
说的多方共赢吗？“以证换
狗”的背后有没有什么隐
患？为此，姐妹花记者走访
了相关人士，带你一起关注
这个话题。

既然提到遛狗，就必须提一提文明

养犬问题。当下，我市正大力推进省文

明市创建和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文

明养犬无疑是创建中不可缺失的一环。

6月25日，记者从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 获 悉 ，目 前 我 市 已 累 计 登 记 犬 只

7800 多只。我市现行的养犬规定主要

参照2018年12月31日开始实施的《金

华市养犬管理规定》和 2019 年 5 月 23

日正式通过的《永康市加强养犬管理工

作的实施意见》。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机动执法中队

负责人陆昊告诉记者，从城市养犬管理

的层面看，“大学生免费遛狗”确实容易

造成一些问题。

“最直观的是狗绳牵引和粪便处理

的问题，还有禁遛区相关管理规定的问

题。”陆昊表示，帮忙遛狗的学生由于缺

乏养犬经验，可能存在误入禁区的情

况。

执法人员也想借此机会提醒广大

市民：携犬外出时，必须为犬只佩戴犬

牌，并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牵领；在

人员密集场所，应当怀抱犬只、收紧犬

绳、贴身携带犬只或为犬只佩戴嘴套；

禁止携带犬只进入党政机关、医疗机

构、学校、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馆、影

剧院、游乐场等公共场所和设置有犬只

禁入标识的场所（残疾人携带的服务

犬、犬只活动公共区域以及符合国家、

省有关规定的除外）。未经免疫、登记，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重点管理区内

饲养犬只。

一天收到近百条求遛私信
市民

微信关注“永报姐妹花”
获取相关资讯报道

大学生帮忙遛狗存在一些风险并

非危言耸听。事实上，这类行为不仅存

在违反相关城市管理规定的风险，还有

可能面临法律问题。

为此，记者专门咨询了浙江律明律

师事务所的律师应青君。

应青君表示，现实生活中，被遛狗

绳拉住、缠住或绊倒后摔跤造成的伤害

并不少见。因此，当不小心发生此类事

件时，大学生与狗主人的责任判定就可

能存在争议。

采访中，一部分市民和网友就表达

了这些方面的顾虑：大学生如果被狗咬

伤，狗主人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如果遛

狗期间，狗咬伤他人，大学生又该承担

什么责任？

应青君告诉记者，这些顾虑和争议

源于三个方面。第一，大学生与狗主人

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好意施惠还是合同

关系？这取决于双方对此事的共同认

知。第二，在遛狗过程中，狗伤人怎么

办？这属于侵权责任，饲养动物伤人属

于无过错责任原则，除非受伤的人有主

动挑衅或者其他过错，否则狗主人都要

承担侵权责任。第三，遛狗过程中，狗

受伤怎么办？在法律上，狗属于财产，

但狗受伤后遛狗大学生是否要承担赔

偿责任、承担多少比例责任，取决于狗

主人与大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过一

般还是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高考结束后想结伴遛狗
学生

市民遛狗需文明谨慎
部门

提醒双方需划分责任
律师

制图 吕晨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