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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最“好吃”的展园逛逛
咸咸的冰草、黄瓜味的琉璃苣……

看 眼

    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野象谷内，有个特殊
的救助站“亚洲象种群繁育及

救助中心”，十几年间，这里救助
了从野外救回的 11头受伤或

被遗弃的亚洲象，这当中有被
大象家族送给人类救助的“羊

妞”，也有被家族遗弃的“平平”，

养护它们的人被称作“象爸爸”。
养护在救助站的大象大

都有一段悲伤的过往。今年
30岁的公象“昆六”2010年在

发情期争夺配偶时，从 80多
米高斜坡上滚落，身受重伤，

右眼也被打瞎；“平平”被发现
时臀部严重感染、发炎，情绪

极不稳定；“羊妞”，出生一个
月时就因身患重病，被家人送

到人类生活的村庄……
从野外救回的大象尤其是

成年象，野性大，“象爸爸”要耐
心用食物和行为引导，每天和

声细语地和它们说话，慢慢感
化。大象非常聪明，慢慢它感觉

到不会伤害它时，就再也不会
躁动。“象爸爸”熊朝永说，最明

显的就是它不再用鼻子甩人，
耳朵也不会一看到人就立起来。

“羊妞”是救助站的“网红”。它
刚一个月大的时候，踉踉跄跄地冲

进普洱市思茅港镇一户人家，惊恐
的村民发现，小象身上严重创伤，

马上报警求助。它被救助人员带回
后，经诊断发现，小象心率不齐，脐

带伤口化脓，导致腹腔感染，严重

溃烂。小象手术后，救助站将它安

置在一间独立、封闭的小房间

里，24小时换班陪着它，记录
下它的吃喝拉撒，给它喂羊

奶。经过长时间精心照料，小
象终于闯过鬼门关，逐渐健康

成长，现在已满 6岁。由于是
羊年出生，又喝羊奶长大，“象

爸爸”们给它取名“羊妞”，每

年 8月 12日世界大象日，还
要给它过个生日。

“羊妞”从小就跟人类一起
生活，长大了也不愿和其他大

象接触，而且别的大象也嫌它
身上的羊膻味，不爱理它。“象

爸爸”们急了，这可不行啊，大
象自身有许多生存技能，是人

类无法教给它的，比如大象知
道哪种草药能治腹泻，哪种能

治腹胀，这只有跟着大象去野
外才能习得。于是，“象爸爸”们

给“羊妞”身上抹上成年大象的
尿液，覆盖羊膻味，又适应三四

个月，这才有大象愿意接纳它。
回想起救它时，村民说前一

晚听见象群低沉的叫声，也许正
是它的家人出于对人类的信任，

才将它送来，请人类救助它们可
怜的孩子。“我猜想，我们在救“羊妞”

的时候，它的家人可能就在不远处观
察。”熊朝永说。虽然真相不得而知，但

总算人类没有辜负大象的信任。
每天，“象爸爸”们还要给这群

大象做 7小时以上的野化训练，希
望有朝一日它们能早日回归族群。

特派记者 姜燕
（本报西双版纳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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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西双版纳今日电（特派记
者 姜燕）截至 6月 9日 17时，象群
总体朝西南方向迁移 3.7 公里，持

续在玉溪市易门县十街乡活动。备
受关注的独象离群 4天，于 6月 8

日 18时 30分进入昆明安宁，在八
街街道西南方的密林里活动，距离

象群约 12公里。这头公象看起来很

喜欢肇事，一线监测人员称，它要么
偷东西，要么搞破坏，专门做坏事。

云南省级指挥部针对象群和离
群独象活动存在的隐患，要求安宁、

易门和晋宁三个现场指挥部同步运
行，合力布防，确保工作无缝衔接。

在监测大象的工作人员中，有
群特殊的“蓝朋友”，他们身着海蓝

色制服，每天携带几只大箱子，开着
红色消防越野车，日夜追踪监测象

群踪迹。他们是云南森林消防总队
无人机小组，一共 6人分成 2组，5

月 27日从玉溪峨山县出发，跟着象
群一路北上到达昆明晋宁。队员们

用高倍变焦无人机，航拍高度约
300米，尽量不打扰到大象迁徙。

“11只、12只、13只……”无人
机飞手高强对着手机屏幕，仔细数

着大象的头数。每次找到象群，他
们都要数清楚有多少头，生怕有遗

漏，造成纰漏。“林子太密了，找不到

了。”象群行踪不定，找到它们的踪
迹非常困难。加上最近几天连日雷

暴雨，大大增加了搜索的难度。而且
大象一旦进入密林，找到一个能充

电的地方就特别难，但无人机每天
要连续飞，一块电池飞不了太久，一

降落要马上换电池，立刻升空。所
以，“一旦找到目标，我们都会非常

兴奋。”无人机飞手张雄说。除了监
测到象群，为指挥部提供研判信息，

他们还满足了网友们对象群的好奇
心，大象们在草地上躺平睡觉的温

馨场景、扬起尘土洒在身上

防止蚊虫叮咬等新奇的画
面，都是他们捕捉到的。

在密林中追踪象群，时
而会遇险，这两天他们就正

面遭遇了落单的大象。
“你们赶紧往后撤，万一

等会它绕上来了。”

“不要拿灯光刺激它，尾象特

别有攻击性。”无人机组成员陈胜
瑶提醒。

监测的条件非常艰苦，中午蹲
在地上匆匆扒一碗简单的盒饭，晚

上就在山里找个老乡，在简陋的木
板床上蜷着凑合一宿。第二天一

早，村里的老妈妈想给他们煮几个

土鸡蛋带着，他们都婉拒了。村里
人感动地说：“你们需要什么，我们

都支持。”
队员们辞别村民，整好行装，又

跟着象群往下一个监测点去了。

大象在哪儿“蓝朋友”日夜追踪
象群返回玉溪,12公里外的落单“小伙”特爱捣蛋

    最近都在忙着写花博会报道，

每天和花草为伴，明明不懂，却还要
说出个所以然，从“花盲”活生生被

逼成半个“植物专家”。而就在此时，

突然接到通知，马上又要去云南“追

象”，就是那个已经成为全球网红的
“大象旅行团”。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似乎又要转行成“动物专家”了。

状况变化得太快，脑筋一下子

转不过来，一个奇怪的想法出现在

心头。“一路象北”与花博会有啥关
系？ 貌似是没关系，除了在云南展

园内的大象绿雕前，经常有游客戏

称：“云南大象来看花博了！ ”玩笑

归玩笑，但再仔细一想，两者似乎
也并非毫无关联。

在很多游客看来，花博会就是
一个打卡拍照的地方，但如果多逛

几次，特别像我这样天天泡在里面
的观众，就能发现，它其实更像是

一张答卷，回答了一个普天之下都

在思考的问题，人与自然究竟应当

如何和谐共存。

在花博园内， 来自全世界的成
千上万种珍稀植物汇聚一堂， 其中

有许多，是普通人闻所未闻的存在。

大自然生态多样性令人惊叹， 但同

时也非常脆弱。 在采访一位植物学
家时，她告诉我，对于珍稀植物，只

有先了解，才会明白为什么要保护，

该怎么保护。 花博会其实也是一堂

生态课， 告诉人们眼前的精彩是多

么值得珍惜，可能一个疏忽，一些美
丽的物种就会永远消失不见。

而在千里之外的云南，一群迷
途大象的远足似乎也正在阐述同

一个命题。 它们为什么要离开家
园？ 它们要到哪儿去？ 我们又该如

何与之相处？

一路向北的大象们，受到了前

所未有的关注与呵护，人们像呵护

珍宝一样守护着这群巨兽，默默地
帮助它们寻找回家的路。而在花博

园， 珍稀植物得到了保护繁育，尽
管它们在展出中近在眼前，但没有

人会去把玩采摘，只是安静地欣赏
着这些大自然的馈赠。

看花博会与守护大象， 看似

风马牛不相及， 但都体现了当下
生态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 不论

是一草一木，还是庞然野兽，必须
肩负起守护它们的责任，已经成为

了一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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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群的公象 云南森林消防总队 供图

    在花博会北园，有个名叫“蔬菜

花园”的展园，特色是其中所有的植
物都可食用，可能是整个花博园最

“好吃”的展园。若您在花博园路过

这一展园，足够幸运的话，就可以品
尝这些植物独特的味道。

明明是花博会，为何要建造一

个蔬菜园？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展园

工作人员龚静告诉记者，蔬菜和香
料，都是可食用植物的统称，它们本

身也可以成为景观植物，这一展园
设计的初衷，就是要让游客重新认

识那些习以为常的食材，体验大自
然带给我们的神奇。“蔬菜花园”于

去年 10月开工建园，今年 4月初参

展单位和设计单位根据蔬菜品种和

生长习性的不同，逐批次种入园内。

整个“蔬菜花园”面积为 500平方
米，以可食用且具良好观赏价值的

蔬菜作为主要造园材料，全园共分
为立体蔬菜区、藤叶类蔬菜区、本土

蔬菜区、欧式蔬菜区、游客体验区、

阳台种植区等 6个区域。整个“蔬菜
花园”中共有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精

心挑选的保健野菜、食用香料、彩色
蔬菜、食花蔬菜等近 185个蔬菜品

种、69类蔬菜。

走进展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一排南瓜长廊（见左图 李一能 摄），

这里的南瓜既有食用种类，也有观赏
品种。有的长得像小天鹅，有的则长

得像麦克风，看完之后完全颠覆了观
众的“南瓜观”。观赏南瓜味道如何？

据介绍，只能在它们“小时候”吃，长

大了就不适合食用了。南瓜虽抢眼，
但展园最神奇的成员反而是看起

来其貌不扬的植物。比如甜叶菊长
得和野草没啥区别，但若摘下一片

叶子放入口中，马上就会紧皱眉头
大喊一句：“怎么这么甜？”据介绍，

这种植物的甜度比蔗糖甜 500倍，
而且不会使人长胖，糖尿病人吃了

也没问题，是一种天然的代糖，如果
不是因为难养活，它可能就将改写

人类食谱中甜味的构成。除了甜之

外，还有自带咸味的冰草、酸溜溜的
酸模、柠檬味的柠檬香茅、橙子味的

柑橘百里香、黄瓜味的琉璃苣……
这些神奇的植物不仅好看而且好

吃，令人味蕾与眼界同时大开。
“可食景观，是传统农业的一个

变革，它把农业和园艺观赏很好地

融合交叉在一起。这次园内展出的
蔬菜大部分都适合市民在家中种

植。”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高级农艺师马坤博士表示，城市中

的屋顶、阳台等闲置空间，非常适合
种植蔬菜，这不但可以生产出新鲜

的蔬菜，还能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
过去 10年中，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针

对上述内容做了很多工作，希望通
过这次参展，让可食景观在未来城

市中得到推广。
如果您来到这座展园参观，千

万不要擅自采摘品尝，展园会不定
时的举办一些品尝活动，而相关植

物产品的销售渠道，也将会对市民
开放。 本报记者 李一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