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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流浪猫
“喵生”因你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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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读者来信：                

善心善行善治促进人与动物和谐共处

小区流浪猫很警觉，只

和小区“熟人”亲昵

相熟的居民呼唤多次

后，流浪猫才会慢慢从

树丛中出来

阿姨前来投喂，流浪猫

高兴得在地上打滚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问

治
理

猫

周佩红今年78岁，
在普陀区逸流公寓住了
十几年。每天清晨傍晚，
她都会给小区十几只流

浪猫喂食，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因
心爱的“毛孩子”去世而不敢再养小猫的
她，把小区里的流浪猫当成了“新宠”。前
不久，与她熟络的小猫“黄毛”好几天没出
现，可把她急坏了，每天要下去找好几
次。几天后，“黄毛”再次现身，周佩红悬
着的心才放下。她说，上了年纪的“黄毛”
可能时日无多，希望它在小区的每一天都
能过得安稳。“去年冬天特别冷，小区里流
浪猫一下子少了好几只。”转眼又将入冬，
这些“毛孩子”的生存不免令她生忧。

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人们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关注流浪动
物的生存问题。善待善治动物，不仅反
映了一座城市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状
态，也是国际化大都市文明程度的温柔
注脚。对流浪动物的关爱不再是简单的
个体行为，而是融入城市治理有机体的
一份责任与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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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弃养
比善心救助更重要

不久前，一场流浪猫公益领养专场活动

在浦东巴黎春天举行。现场7只流浪猫被意

向领养。活动由“萌趣15年”平台组织，创始

人潘佳敏从事流浪猫狗救助已近10年。最初

她自己捡流浪猫狗收养，后来“砸手里”的越

来越多，2020年开始她和小伙伴有计划地开

始了流浪动物领养活动，大家有钱出钱、有力

出力，呼吁“领养代替购买”，帮毛孩子寻找温

暖的家。

“现场猫咪都是免费领养的，但不能当场

带走。我们希望领养这件事也有‘冷静期’，

不要因为是免费而一时冲动。我们的公益组

织名叫‘萌趣15年’，就是想告诉领养人，家养

宠物可能有15年的生命，在领养前一定要作

好充分准备，不要中途遗弃。”流浪动物在被

新家庭领养前，或寄养在宠物店，或暂住在救

助人家里，食、宿、医、绝育等开销完全由救助

人承担。这些年到底花了多少钱？潘佳敏

说，她不敢算。

“但这件事总要有人来做。”如今在上海，

这样的民间公益组织并不少，几乎每星期都

有规模不等的流浪动物领养活动举行。为了

救助流浪动物，有人投入了全部身家，有人做

了几年再也无力继续，还有人为猫猫狗狗和

家人“决裂”。

“救助一定要量力而行，以不影响自己正

常生活为底线，绝不能无限度收容。”潘佳敏

说。然而，即使他们倾尽全力，也仍有不少被

领养的猫狗在几个月、几年后遭退养和遗弃，

理由五花八门：得病、家庭变故、情侣分手等

等。“这些有过人类家庭生活的宠物，一旦被

退养，会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绝食或肾衰竭等

各种病症，很难被再次领养，下半生可能都要

在寄养站度过。”潘佳敏说，“虽然救助是善

行，但真正解决流浪动物数量过多的关键，还

在于杜绝弃养。”

弃养成本低是原因之一。杜绝弃养不仅

要在购买、收养环节提高门槛，确保领养人具

备足够的责任心和条件，同时要对领养人信

息做好备案，监督领养后的动物福利情况。

潘佳敏说，希望被领养的猫狗都能携带芯片，

不仅可以追溯动物整个生命周期，还可以在

遗弃发生时，迅速追踪到责任人。她还建议，

将遗弃动物行为与个人征信挂钩，以预防虐

杀或遗弃行为的发生。

“猫岛”虽好
社区自治才是正途

晨光中，位于浦东老港镇的猫岛薄雾萦

绕，500多只猫咪又迎来无忧无虑的一天。它

们或慵懒地晒着太阳，或轻巧地穿梭于草丛

中。工作人员精心准备了早餐，猫咪围拢过

来，享受这份专属的关怀。几只好奇的小家

伙探头探脑地，仿佛在欢迎每一位心怀善意

的访客。在这片被爱意包围的小岛上，每一

分努力都是为了让“流浪”成为过去式，希望

每只猫咪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温馨角落。

这里是上海首个城市流浪猫管理中心，

也是流浪动物精细化管理宣传教育示范基

地。无论是室内的温室大棚，还是室外的移

动猫屋，都依据猫的需求设计，还有基础医疗

设施。岛上的流浪猫大多来自社区，有的无

法适应社区生活环境，有的是遭人弃养而被

迫流浪。

上海市益彩飞扬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猫岛项目负责人查振良介绍：“我们想在这里

打造一个理想型社区的范式。它既非传统救

助站，也非无限收容，核心理念是‘生态放

归’，来这里的猫咪绝育后，猫岛为它们提供

食宿，可以自由迁移，也可以供人领养。来这

里的人，不仅可以打卡、撸猫，还能学习如何

正确对待和治理流浪猫。”查振良说，流浪猫

繁殖速度惊人，一只母猫每年能生下近20只

小猫，这也是流浪猫治理的难点所在。目前

救助主要依靠民间力量，个人或公益机构其

实很难长效解决问题。“要从源头解决流浪猫

问题，关键在于社区。流浪猫源自社区，最佳

解决方案也应立足于社区治理。TNR（Trap

捕捉、Neuter绝育、Release放归）模式和社区

自治是有效途径。”

查振良所说的TNR模式是国际上管理流

浪猫的主流手段，即安全捕捉猫咪，送至正规

宠物医院绝育并护理，之后放归原地，以控制

繁殖，减轻对生态和人居环境的影响。

2020年发布的“上海市文明养宠三年行

动”计划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流浪动物收容

处置机制。TNR也从那时开始试点，最近几

年被大范围推广。“流浪猫有极强的领地意

识，社区又具有网格化的属性，小区志愿者对

这些‘猫居民’知根知底，从社区层面推动

TNR会更高效。”基地除了管好岛上500多只

“岛民”，还致力于在社区普及和推广TNR。

两年来，依托公益基金会和企业资助，团队深

入社区宣讲科普，与社区、抓捕团队、定点医

院合作全流程实施TNR。“授人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希望通过我们的示范，让社区了解如

何精细化管理流浪动物，流程化、科学化做好

流浪猫绝育放归工作。这也是猫岛作为‘教

育和示范基地’的初衷。”

“猫岛的模式不需要被复制，也不应该被

复制。”查振良说，“如果有一天，不再有流浪

猫来到这里，而是全部回归社区，或被人领养

或通过TNR把数量控制在一个有序水平，与

居民和谐共处，那才是我们这个实践项目的

终极目标。”

志愿行动
有效动员社会力量

花木街道社区第五居民区的居民吕伟

光，人称“吕叔”，是小区投喂流浪猫的主力，

多年来一直坚持自费购买新鲜鱼肉投喂。近

些年，随着流浪猫数量渐涨，小区环境和公共

秩序受到挑战，出现了流浪猫抢地盘、半夜扰

民、误伤邻里等问题。为此，居民区组织爱猫

人士、居民代表和物业协商，决定向街道申请

实施TNR项目。

抓捕在一个炎热的下午进行，和“流浪儿”

们最“要好”的吕叔手捧新鲜鱼肉，嘴里念着

“猫语”，将一只只猫咪引来进食，专业“捕猫

人”则手持网兜在附近观望，等时机成熟，将猫

咪套住，装进棉布袋子。

行动历时2小时，共抓获9只流浪猫，全部

被送往指定的医院登记、体检、手术。术后，9

位“居民”戴着它们的绝育证明——耳标，回到

小区。“还有几只这一轮没捕到的，明年开春的

时候，我们准备再做一轮（TNR）。”吕叔说道。

同样在花木街道的中天碧云苑小区，居

民不仅自发形成志愿者队伍，每天排班，确保

定时投喂，还自发筹集自治金，为“毛孩子”募

集生活基金。每次使用后，团队负责人李燕

都要记账，哪些款项用来购买猫粮、哪些用来

看病、哪些用来做绝育，每一笔都记录得清清

楚楚，她还定期将“账本”发送至社区微信群，

主动供大家监督。

此外，政府部门通过搭建平台，联合热心

志愿者与有资源、有能力的企业，将流浪猫治

理及TNR工作规范化。花木街道流浪猫治理

项目负责人表示，这一过程中，居民加深了对

流浪猫生理特性和需求的了解，学会了科学、

合理地与它们和谐共处。

周佩红所居住的逸流公寓今年已经为小

区17只流浪猫完成了TNR。“我们全程参与

了抓捕，看着它们被登记好，才放心。”同为志

愿者的谭洁说，“放归后，新生流浪猫数量明

显减少，居民抱怨也随之减少。”目前，小区在

偏僻位置设立了3个固定喂养点，定时定点投

喂。志愿者团队正讨论如何结合常态化管

理，统一捐赠猫粮，并计划为流浪猫搭建简易

小屋过冬，但还需要与其他居民协商公共空

间使用问题。

在长寿路街道，今年已实现了22个社区

的TNR项目全覆盖，累计抓捕166只流浪猫，

绝育141只，绝育率达65%，成效显著。为街

道实施TNR项目资源对接的“四脚公民”项目

负责人任浩楠说，流浪猫由于基因、野外生活

环境等因素影响，平均寿命只有3—5岁。“还

是希望放归社区的流浪猫能被人收养，走入

家庭，也可以活得更久更好。”

他透露，团队正计划在社区建立一个多

功能的“四脚驿站”，集人宠友好、流浪猫中

转、领养推广、医疗服务和科普教育于一体。

驿站将为有领养“潜力”的流浪猫提供暂住场

所，增加它们被领养的机会；同时，它也是一

个设施完备的医疗点，可为需要绝育的猫提

供手术服务；此外，驿站还将作为科普教育站

点，推广城市流浪动物的科学管理模式，提升

公众的认知与参与度。

“流浪猫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是情绪价值而

非直接的经济效益。曾经也有不少‘以商养

商’的救助模式，最终都没有走通。”查振良说，

“TNR要在大区域、高强度、长时间推行才能持

久见效，在当前法治相对缺位的情况下，只有

通过社区自治逐步扩大影响，使科学、人道管

理流浪猫的理念深入人心。这一过程不仅需

要资金投入，也需要政府、社区、诊疗机构和志

愿者共同努力，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在此之

前，我们首先要倡导善待自家‘毛孩子’，不要

随便遗弃，这才是对生命的最大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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