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下午，搭乘川航3U8928航班的旅客
可能不会想到，竟然有“正正”这样一位重量级
的国宝和他们搭乘同一班飞机。

为了送“正正”回家，宁波的“半个娘家
人”——动物园、机场、航空公司从一个星期前
就开始为这事忙碌起来。

这次是宁波雅戈尔动物园第一次从宁波
直接送熊猫回四川，也是宁波栎社国际机场第
一次往外运送大熊猫。机场货运站的工作人
员说，以前他们也接运过奶牛、河马等体型比
较大的动物，但多是货机包机，这次大熊猫和
旅客同乘一个班机的还是第一次。

运送大熊猫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
杂。简单来说，只要做好安全措施，比如在运
输笼外做好精细化包装就好了。

不过，并不是每一架飞机都具备运送熊猫
的条件，飞机上必须得配备有氧舱。经过多方
协调，最终，来自“正正”老家的四川航空特地
为这位“老乡”调度了一架满足条件的飞机。

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货运站等候登机的
间隙，“正正”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一波
接一波的工作人员找机会来围观。“它跟《功夫
熊猫》里的阿宝长得好像。”有人说。

被围观的“正正”表现得落落大方。大部
分时间，它都是安静地坐在运输笼里，偶尔抬
眼瞅一眼周围激动的人群，颇有几分“见过世
面”的淡定。

“它平时性格就比较活泼，而且跟人也比
较亲近，知道我们是不会伤害它的。”动物园的
工作人员说。

距离航班正式起飞还有一个小时，“正正”
要比旅客提早一步登机。

运输笼被搬到行李运输车上，看着车渐渐
开远，即便是和“正正”相识不久的记者，内心
也不由升起一股淡淡的离愁。

离别的一刻终于到来。
运输笼被搬上货物传送带，慢慢送入机舱

腹部。一路表现淡定的“正正”此时变得紧张
起来，起身在运输笼里打转，还猛嚼竹笋，像是
要缓解临行前的焦虑。

据了解，抵达四川后，“正正”将被直接送
往位于都江堰的熊猫基地。

离开四川那么多年，“正正”是否还记得浓
浓的乡音？比“正正”早一步回四川“成亲”“生
子”的姐妹“嘉嘉”近况如何？接下来，还会不
会有新的大熊猫来宁波安家？

明天，本报将继续为大家带来相关报道。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李祎璇 徐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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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正正”

飞离甬城
回到四川

昨天，大熊猫“正正”
启程返回四川老家。

2012年7月11日出
生的“正正”，于2015年9
月底来到宁波雅戈尔动
物园。因为到了“适婚”
年龄，“正正”被送回位于
四川的熊猫基地配对生
育。

昨天清晨是近段时间最冷的一个早晨。按照计
划，“正正”昨天搭乘飞机回四川老家。

清晨的动物园，因为远远近近、此起彼伏的鸟鸣
显得格外幽静。熊猫馆门前，一只孔雀边踱步边开
屏，为清冷的早晨增添了一抹亮色。

数名工作人员早已等在熊猫馆门口，但大家都不
敢大声说话，唯恐“正正”察觉到陌生人的气息，引起
不适应和恐慌，而这会影响到接下来很重要的串笼。

野生动物在动物园笼舍安家后，常有更换住所、
生病住院的时候。这时候就需要把它们从笼子里

“请”出来，放入运输笼内转场，这就是串笼。
野生动物不像家养动物那么听从人的指挥和呼

唤，想要让它们乖乖听话钻到运输笼里并非易事。
一旦受到惊吓或干扰，很有可能一两个小时都无法
串笼。

为了能顺利串笼，动物园提前好长一段时间就
开始做准备工作，比如饲养员会引导“正正”进到运
输笼里再进行喂食，减少“正正”对运输笼的陌生感
和抗拒。

不知道是前期准备工作奏效，还是“正正”恨嫁
心切，昨天早上的串笼进行得异常顺利，“正正”甚至
主动爬进运输笼，前后仅用了不到10分钟。

进入运输笼后的“正正”可能还是有些紧张，不
时在笼子里打转，还试图把爪子从运输笼的钢条缝
隙里伸出来。

这是记者第一次听到大熊猫的叫声，像小狗的
尖锐叫声。见到“正正”这幅模样，饲养员李行军有
些心疼，蹲在运输笼边一遍遍呼唤它的名字。

记者留意到，李行军的眼角有些泛红。
或许是听懂了李行军的话，“正正”渐渐平静下

来，在运输笼里换了个舒服的姿势。
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动物园的工作人

员又在运输笼顶部和两侧钉上了多孔纤维护板。
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正正”的爪子伸出来，伤

到人或伤到自己；另一方面，相对封闭的环境能避免
“正正”的情绪因周围环境的变化而起伏。

距离正式出发还有一段时间，李行军跑到厨房
为“正正”准备最后一顿早餐：精制窝头和胡萝卜。

他把切好的窝头通过运输笼上的投喂窗口塞进
“正正”嘴巴里。每喂一块，他就轻轻抚摸一下“正
正”的鼻子，喊一声它的名字，眼眶又有些发红。

或许，此时是李行军和“正正”最亲近的时刻。
从宁波到成都，需要飞4个多小时。担心“正

正”路上肚子饿，李行军特地为它准备了零食：苹果、
胡萝卜和竹笋。他挑得格外细心，特地把胡萝卜上
看起来有些干瘪的部分切掉。

距离预定的出发时间越来越近，工作人员抬起
运输笼放到车上。从熊猫馆的笼舍到车上，短短十
来步路，工作人员开玩笑说，就像抬新娘子的花轿一
样。

这回，“正正”真的是要出嫁了！

多年以来，凡是与大熊猫有关的消息，
大到熊猫外交，小至熊猫感冒，不大不小像
这次“正正”要回四川老家相亲，大都能引
起相当程度的轰动，至少是较大范围的关
注。相比其他动物，这种轰动与关注似乎是
大熊猫才有的“特权”。看得多了，人们心
里不免产生这样的疑窦——凭什么啊？

大熊猫的一举一动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如
此吸睛，除了中国独有、人类审美、生物界活
化石等显而易见且独一无二的“硬杠子”，更
为深层的原因，恐怕是大熊猫身上集中寄托着
人们对于自身赖以生存环境的深度焦虑。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本是自然规律，但
自从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世界范围内
的动物灭绝骤然提速至目前的每天1种，高
于自然界“本底灭绝”的速率千倍以上。这
是对包括人类自身在内地球生命生存状况与
质量的严峻警告。

在地球上至少生存了八百万年的大熊
猫，依靠其他动物几乎不可复制的改吃肉为
吃竹，成为自然和人类制造的浩劫中的幸存
者。但在上世纪80年代被列国家1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之前，大熊猫仍沦为“濒危”，
它是少数在灭绝之前有幸得到人类成功救助
的动物。但正如科学家所言，别看我们现在
能在驯养基地和动物园内看到这么多活生生
的大熊猫，还不时发现几只野生货，一旦取
消保护与驯养措施，或许用不了几年，濒临
灭绝的厄运又会降临。

某种意义上，大熊猫是环境的“试金
石”，大熊猫尚能存活，说明环境还不至于差
到哪里去；反之，人类想不焦虑都难——如
果说，在数百万年的时间跨度内躲过累累浩
劫、适应力不是一般强大的大熊猫，在如今
的生态环境之下却不能依靠自己繁衍生息，
那么，这种信号对人类来说会是好事吗？

言归正传，本次“正正”返回四川老
家的主要目的，就是繁衍后代，而这正是
许多濒危动物的短板。期盼人类的“救
赎”除了稀释自身的焦虑，还能帮助这类
动物克服生存短板，让生态环境回归东北
森林里有老虎、四川竹林里有熊猫、云南
丛林里有野象的希冀。 胡晓新

“正正”创造的第一次

李行军的两次落泪

对大熊猫的关注之中
有人们的焦虑和希冀

大熊猫“正正”被装上飞往四川成都的飞机。记者 崔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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