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赏蔷薇夏品莲，秋看金桂冬探梅”，对很多宁
波人来说，不同的季节去看不同的花，是近几年来颇
为流行的一种时尚，甚至是一种生活习惯。

改变的背后，宁波植物园功不可没。
翻开一份10年前的旧文件才知道，早在改革开

放初期，宁波着手编制城市规划时，当时的市园林处
就提出过将南郊苗圃扩建为植物园的设想。

而在接下来的30多年间，社会各界对植物园的
“念想”从未中断。身为一个副省级城市，没有一个
综合性的植物园，也成为宁波的一点“小遗憾”。

直到2016年9月28日，在历经近10年的不懈
努力后，选址镇海新城的宁波植物园正式开园。

有一组统计数据甚为惊人：截至今年国庆长假
前，宁波植物园入园参观人数已突破190万人次，其
中，单日入园游客量最高3.6万人。对此，宁波植物
园副主任郑小青解读为：“植物园的‘走红’是一座城
市生态文明提升的标志，同时也是一座城市里的人
精神文明提升的标志。”

发展至今，宁波植物园已布设完成樱花海棠园
等17个植物专类园，拥有普陀鹅耳枥、观光木等珍
稀植物和墨西哥落羽杉等观赏价值较高的植物原种
1000多个，园艺品种3500多种，栽植乔木5万多
株。同时荣获“浙江省最美赏花胜地”“浙江省生态
文化基地”“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宁波市民最喜爱
科普教育基地”“宁波市最美相亲交友基地”“宁波市
科普旅游基地”“宁波市休闲旅游基地”等一长串荣
誉称号，并已成为中国植物园联盟理事单位、中国植
物园协会理事单位以及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G-
CI）新成员。

和很多城市地标相比，宁波植物园“太年轻”。
缺乏历史的厚重，看起来没有故事可讲，可年轻自带

“无限可能”，未来它将走出一条具有“宁波特色”的发
展之路，真正成为宁波的一张“金名片”。

记者 石承承

宁波动物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9年。“60后”“70后”可能还
记得当时动物园的模样：偏隅中山公园后乐园一角，展出的动物也就
黑熊、狐狸、蟒蛇、非洲狮等寥寥几种。

“80后”“90后”记忆中的动物园则是1984年开门迎客的“姚江动物
园”。曾听身边一位“85后”说起过，几乎每隔半月，甚至一周，就要去“打
卡”。

当时的“姚江动物园”已经可以“刷”到130余种动物，“每逢重大
节假日，我们还会‘借’动物，像长颈鹿、亚洲象、海狮等来展出，每次
都能掀起参观热潮。”上世纪90年代初就在动物园工作，现任宁波雅
戈尔动物园动物管理总监陈黎明说。

在新世纪初，“姚江动物园”迎来客流巅峰，每年入园参观人次达
到75万左右。

“对比当时宁波的人口，这个数字相当惊人。这也和当时人们娱
乐生活相对匮乏有关。”上世纪90年代初在“姚江动物园”工作，现任
宁波雅戈尔动物园总经理助理、办公室主任张正波说。

至于“00后”，2004年开放的、位于东钱湖畔的宁波雅戈尔动物
园才是他们的童年记忆。

除了能看到200多种、近万头（只）的珍稀动物，动物园还拥有一
批像大熊猫“阿杰”“雅郡”，小河马“欣玛”、大象“岩荣”、长颈鹿“欣
路”这样的“明星”动物。

承载了三代人甚至四代人记忆的动物园虽然几迁其址，但其所
承担的野生动物保护和市民科普教育的功能从未改变。

尤其是在野生动物异地繁殖上，从最早的宁波动物园到如今的
宁波雅戈尔动物园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全国首
只人工繁殖的扬子鳄就诞生于姚江动物园。”陈黎明说。

张正波说，宁波市的陆生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就设在动物园里。几
年前，可能一年都接不到100个救助
电话，而如今，“差不多平均每两
天就有一次救助任务。”

忙碌的背后，是人们环
境保护意识和动物保护意
识的不断增强。而这也是
一座动物园在城市中

“活”了那么久最大的欣
慰。

记者 石承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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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雅戈尔动物园：
承载几代人童年记忆

宁波植物园：
年轻自带“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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