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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在成都市新都区龙桥

镇上，有一片静谧而

充满生机的园区，这

里是四川龙桥黑熊救护中心，

中国唯一的黑熊救护基地。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跟随黑熊饲养员体验了

他们忙碌的一天。

亚洲黑熊属于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是中国境内分布最

广并为国人所熟知的一种熊，

从西南山地到东北森林，甚至

海岛和雨林都有它们的踪迹。

其体型中等，体毛黑亮而长，因

为胸部有一块月牙形的白斑，

亚洲黑熊又被称为“月熊”。

饲养员正在给黑熊做食物“丰容”。

四川龙桥黑熊
救护中心每个月
会有开放日，可以
让学生和社会各
界人士进入，了解
和支持野生动物
保护工作。

徐秀雯是四川
龙桥黑熊救护中
心教育部教育专
员，每到开放日，
她都会作为讲解
员，带参访者了解
园 区 情 况 ，讲 述

“熊孩子”们的故
事，也向外传递野
生动物保护的知
识。

“除了让大家
关注亚洲黑熊这
个物种，我们更多
地想倡导大家关
注生物多样性。”
徐秀雯告诉记者，
野生动物保护，不
单单只是救助一
个 个 体 、一 个 物
种、一个种群。要
做好野生动物保
护，就要做栖息地
的保护，要去反对
盗猎，拒食野味。
这些背后密切相
关的就是生态保
护和人类福祉。

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 赵
紫萱 陈光旭 摄影
报道

早上 8 点，当第一
缕阳光穿透薄雾，饲养
员们已经开始忙碌起
来，首要任务就是给黑
熊们准备早餐。饲养
员们不仅要确保食物
的营养均衡，还要通过

“丰容”设计，让黑熊在
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得
到锻炼和乐趣。

饲养员贺琴说，他
们会把瓜果蔬菜分上
下高低四处隐藏起来，
还会根据需要将部分
食物藏在容器里，目的
就是让黑熊尽量去感
受到野外生存环境，在
寻找食物过程中活动
四肢、发掘嗅觉，从而
保持活力和新鲜感。

将室外场地布置好
后，饲养员们打开熊舍，
黑熊们闻到食物的味道
后，快步向外冲去，开启
新的一天生活。

早餐过后，黑熊们
会到户外活动区玩耍，
这里有攀爬架、秋千、
水池和各种玩具，供它
们尽情嬉戏，也能悠闲
地 晒 太 阳 或 互 相 追
逐。饲养员们则在一
旁仔细观察每一头熊
的状态，确保它们的健
康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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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饲养员们回到
食堂简单用餐后，便又投入到
下午的工作中。他们需要清
理熊舍、检查设施、记录数据，
并准备下午的食物。

下午两点，饲养员贺琴准
时摇铃，开始召熊了。“174，快
进来了。”贺琴一边呼唤着黑
熊编号，一边朝着熊舍内投掷
苹果，“它们一般听到铃声就
会回来。待它们回到熊舍，我
们就要重新到户外活动区域
布置和检查场地。”

只见“174”走到熊舍门口
阴凉处躺了下来，就是不进熊
舍。它是一头老年黑熊，夏日
炎炎，它对小苹果似乎没有那
么在意，时而躺着，时而坐在
熊舍前，任凭饲养员如何呼
唤，就是不为所动。

“每头黑熊都有低食欲
期，连小苹果都诱惑不了它。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等待，不能
驱赶或者强制它进入熊舍。”
贺琴说。

贺琴目前所在的熊区有9
头黑熊，在她眼里，这些都是
她的“熊孩子”。

这些黑熊是从全国各地
被救助回来的，需要更多的
关爱照顾。贺琴说，她在这
里 工 作 了 14 年 ，与 黑 熊 们
建 立 了 深 厚 情 谊 。 每 当 看
到它们快乐地生活，就感到
很安心。

除了贺琴所在的饲养组，
救护中心还有兽医组、教育部
等多个职能部门，这些工作人
员担负着不同的职责，为黑熊
们支撑起一个幸福的家。

知
道
多
一
点

每
月
有
开
放
日

让
更
多
人
了
解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探秘黑熊救护中心
“熊孩子”的一天这样度过

饲养员贺琴一摇铃，黑熊们就会回到熊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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