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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梅竹马和年轻的“老母亲”

大熊猫“奶妈”胡绮琪靠近玻璃，仔
细观察“盈盈”的一举一动。

今年，“乐乐”“盈盈”第四年进行自
然交配，之后“盈盈”可能会食欲下降、
行动迟缓，需要特别关注。

每年的繁殖季是护理员的忙时。作为
公园动物部助理馆长，胡绮琪曾连续两三
天不离馆，全天候照料。

“怀不怀孕顺其自然啦，只要它们健康
快乐就好。”胡绮琪笑着说，俨然慈母口吻。
十几年的陪伴令她有“老母亲”的感觉。

2007 年初，为迎接作为香港回归祖国
十周年贺礼来港生活的“乐乐”“盈盈”，
海洋公园增聘护理员。大学修读动物学的
胡绮琪因此契机而入职。

因为从小喜欢动物，这名当时刚毕业
的年轻女孩对“奶妈”的身份充满期待。
她一边学习照顾大熊猫，一边为小住客们
布置新家。

“乐乐”“盈盈”抵港那天，胡绮琪在
馆前等了许久。“好圆、好小、好可爱。”
胡绮琪回忆着初见，难以忘记自己第一次
拿起奶瓶喂奶的情景，“我好兴奋，一切都
好新鲜”。

“乐乐”“盈盈”此前没有接受过训
练，胡绮琪教会它们做很多事，甚至小到
如张开嘴配合检查牙齿。这是它们的第一
次学习，也是她的第一次教授。“好像我同
它们一起成长，非常有成就感。”她说。

随着“乐乐”“盈盈”由“小朋友”成
长为“大人”，胡绮琪也成长为十几人护理

团队的负责人。她也有了自己的两个孩
子。“我的很多育儿经验都得自照顾‘乐
乐’‘盈盈’，”她说，仿佛十多年前就有了
一双“长子长女”。

“老伙计”和它的“爆炸头”小子

看着近距离互动的“盈盈”，“奶爸”
梁家纶赶紧用手机相机捕捉一些特写画
面。这名留着“爆炸头”的护理员，还会
为公园的媒体账号提供内容。

选择成为护理员，自然是出于对动物
的爱。13年前入职时，得知被分配来照顾
大熊猫，开朗外向的梁家纶觉得“好幸
运”也“好有压力”，因为“大熊猫是国
宝，很珍贵”。

更大的挑战在于，当时年轻的他被委
派负责年长的“安安”。按照人类的标准，

“安安”已是70多岁的“老人”，患有高血
压，每天都要做检查、吃药。

“它虽然年龄大，但性格好像小朋友，
时不时会闹脾气。”梁家纶说。

如何让这位“老小孩”保重身体？在
大学修读心理学的梁家纶运用专业知识，
细心观察，耐心引导。比如“安安”不肯
吃药时，梁家纶会多陪伴它，用多种方式
逗它，并在它乖乖吃药后给予正向鼓励。

渐渐地，“安安”熟悉起梁家纶的声音和
气味，对他产生了信任，甚至是依赖。有时新
的护理员来喂药，它会“欺生”，偏要等到梁
家纶来才吃；有时他休假后再返工，它会故
意不理不睬，似乎埋怨他太久不来。

十几年来，梁家纶觉得自己变得更加
沉稳、有耐心。随着“安安”年纪日增，

他更要小心关注细微的变化。有一天，他
留意到“安安”没有走去低洼处，为防万
一，就叫来兽医检查，果然发现是它的关
节炎加重了。

2022 年 7 月 21 日，“安安”以 35 岁高
龄离世。它临终前几日，梁家纶自愿加班
加点守护。“始终知道这一天会来，但真正
面对时还是舍不得。”他回忆，“我见‘安
安’多过家人和朋友，它就是我的家人。”

养育的“秘笈”是爱心和耐心

香港大熊猫在全球都有不少“粉丝”。
他们时常会来探访，也跟护理员成了朋友。

来自美国的布莱顿·加斯顿来香港四五
次，每次都专程来看大熊猫，这次还带来
了母亲。“我有种想要拥抱它们的冲动。”
布莱顿的妈妈莉兹说，“乐乐”“盈盈”听
得懂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的指令，希望
它们能感受到她的喜爱。

受到“粉丝”鼓励的梁家纶为此开设
了个人媒体账号，向更多人分享护理员视
角下的香港大熊猫。网友们有时也会发给
他一些难得见到的瞬间，偶尔观察到变化
也会私信告知他。

得益于多方的爱与照顾，“安安”“佳

佳”均以高龄去世。胡绮琪和梁家纶都觉
得，养育的“秘笈”是爱心和耐心。护理
员的工作琐碎且繁重，像胡绮琪这般身材
小巧的女护理员也要能一下扛起 15公斤重
的竹子。

不过，他们都非常享受与大熊猫相
处，对每一只都了如指掌：“盈盈”是个探
险家，要多给它点时间去探索；“乐乐”是
个温柔的男生；“安安”像小朋友似的，得
耐心去哄；“佳佳”则优雅文静……

万物有灵，大熊猫也给出了爱的回
应。胡绮琪记得，“佳佳”经常会主动走过
来跟她亲近，让她摸摸自己的脊背。“这让
我觉得好有回报。”她说。

梁家纶说，“安安”病重时，看到多些
游客，它的状态会积极一点，好像是对大
家做出回应。

“安安”离世后，海洋公园收到厚厚的吊
唁留言，集结成20多册。其中一份写道：“谢
谢你陪伴我成长，再陪伴我的女儿。”

和此前的“佳佳”一样，“安安”埋葬
在故居前的银杏树下。每周末，不约而同
前来相聚的“粉丝”们会先到这里看望

“故人”，再去关心“盈盈”的近况，盼望
它和“乐乐”的好消息。

（据新华社香港电 参与采写：王鼎煌）

香港大熊猫“奶妈”“奶爸”修炼记
褚萌萌

本报电（钟欣） 澳
门青年发展服务中心近
日在澳门举行启用仪
式，百余位来自澳门和
内地各界的嘉宾见证了
青服中心正式投入运
作，14 名代表与青服
中心签订首批 46 个项
目合作协议，携手支持
澳门青年成长成才。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
文化司司长欧阳瑜表
示，澳门青年发展服务
中心的设立，将更好地
支持澳门青年把握当前
发展机遇，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澳门特区政府
重视加强青年对国家和
澳门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同时致力促进青年
专业发展与成才，在对
外交流、实习、就学、
就业和创业等方面提供
支持。期望澳门青年发
展服务中心能成为特区
政府与青年人的桥梁，
支持青年做好人生规
划，在澳门“1+4”经
济适度多元发展策略的
驱动下，协助青年装备
自己，施展所长，为更
好地参与国家和澳门建
设、推动社会持续发展
作出贡献。

澳 门 青 服 中 心 总
干事黄永曦表示，青
服中心首阶段将重点
打造学习发展、就业
支持、创业之路、职
能 辅 导 、 两 地 交 流 、
心理健康、素质提升
七大服务版块，聚焦
青 年 急 愁 难 盼 问 题 ，
积极谋求澳门和内地心系青年发
展的各界人士、团体单位的大力
支持和资源对接，打造服务澳门
青年发展的综合平台，促进澳门
青年提升竞争力，赋能青年持续
发展，实现青年与国家、与澳门
共同进步。

在揭牌仪式后，出席嘉宾还见
证了青服中心与暨南大学、华侨大
学、中信集团等 14 家社团机构和
企 业 单 位 的 代 表 签 署 合 作 协 议
书，充分发掘和利用各自领域的
专业特色和资源优势，共同协助
澳门青年解决成长路上遇到的实
际困难和问题。

近日，由澳门特区政府
体育局主办的“2023 亲子
运动日”在澳门塔石体育馆
举行。活动中，家长和小朋
友组成“家庭战队”，合作
完成各类趣味运动项目，共
享欢乐亲子时光。

图 为 “2023 亲 子 运 动
日”活动现场。

邝振威摄

澳
门
青
年
发
展
服
务
中
心
揭
牌
启
用

澳
门
青
年
发
展
服
务
中
心
揭
牌
启
用

清晨，香港海洋公园的亚洲动物天地内，大熊猫“乐乐”“盈
盈”睡到自然醒。

在卧室外的展示场地里，瀑布、小溪、巨石、攀爬架，营造出小小
的山林生境。每天早晨，护理员会将这里清洁好，再摆上早餐和玩具。

“乐乐”率先走进场地，闻了闻玩具，然后径直走向小溪边开
餐。“盈盈”姗姗来迟，好奇地在场地里转来转去，像在做晨间运
动。看到游客陆续到来，“盈盈”很给面子地来到近前，一屁股坐
下，抓起一把竹子，开始大快朵颐，引得众人欢呼着围上去。

17岁的“乐乐”“盈盈”，以及此前“寿终正寝”的“佳佳”
“安安”，这四只中央赠港大熊猫是大家心尖上的宝贝。在护理员
和“粉丝”的关心下，因身材圆滚滚而被昵称为“滚滚”的大熊
猫，在香港收获了“滚滚不断”的幸福。

出生于 1995年的刘沂柔来自台湾
高雄，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5 年
前，抱着学习更多医学知识的想法，
她在台湾获得义守大学护理学本科学
位后，来到北京中医药大学攻读中医
学。“我在班级里面算是大姐姐，但是
像我这样的学生也不少，有很多五六
十岁的台湾人也来这里读。”

“台湾人对于中医、中药并不陌
生，小时候常吃的糖果里有仙楂糖，
夜市中有四神汤，家人也常带我去巷
子口的中药铺抓药材，回来炖补汤。”
谈及对中医的兴趣，刘沂柔娓娓道
来。憧憬中医药文化的爸爸也常耳提

面命，教育她当医生能救苦救难，是
个很有意义的职业。

刘沂柔就读的中医学，学制为 5
年。除了学习 《伤寒论》《金匮要略》
等古籍经典，也要了解掌握针灸学、
方剂学等各类基础知识。尽管学业繁
重，她在其中也感受到不少乐趣。

刘沂柔介绍，古人关于滑脉，有
“如盘走珠”一说，她跟同学便拿着盘
子和珠子自行模拟，体验触感。后来
在孕妇手上摸到真正的滑脉时，那一
刻会切身感受到古人的智慧。

到医院实习是医学专业学生完成
学业的其中一环。从 2022 年 7 月开

始，刘沂柔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进行为期 1 年的实习。在此期
间，她参与 10 个科室的工作实践，
积累了临床经验，也收获不少难忘
的经历。

有一次，她在特需老年病科跟着
医生查房时，遇到一些老人说话时哭
了起来，她不明所以。后来了解到有
些老人或是担心自己住院后家中老伴
是否安好，或是怕自己生病给儿孙们
带来负担。这段见闻，让她对于医学
中常说的“视病犹亲”有了更多感悟。

“在我记忆里面，长辈是不会哭
的。”刘沂柔说，但其实他们在成为爷
爷奶奶或爸爸妈妈前，也是某人的儿
子、闺女。“看病时不应该只看到病人
的症状，还应看到他这个‘人’本身，看
到他在社会中扮演的多重角色。”

在两岸都有过生活体验，刘沂柔
对于中医药交流也有自己的观察。她
表示，台湾民众选择中医，多出于调
理、养生或美容需求；大陆中医药的发
展运用则更为广泛多元，即便是日常的
感冒发烧，民众也可以选择看中医。
两边各有特点，“未来可以融合发展”。

回顾大陆求学经历，刘沂柔认为
这一段时光“还蛮奇妙的”，让她成长
了很多、改变很大。此前放假回台湾
时，妈妈也称赞她看事情的角度更加宽
广。“我觉得未来可期，希望能够好好
努力，然后把家人带在身边。”

为进一步精进专业，刘沂柔考取
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研究生，将于
今年 9 月入学。对于接下来的学习，
她早早做好了规划：备考执业医师资
格证、培养独立看诊能力，“争取在研
究生毕业前，可以独当一面”。

再过一段时间，新一批台湾学生
也将跨海而来学习中医，刘沂柔对此
很是认可。她说，在大陆学校学习压力
不小，但换来的是知识上的不断增加。
她还建议学弟学妹们闲暇之余，多出去
走走看看，收获更多不同的体验。

▲ 在香港海洋公园，游客和大熊猫“盈盈”合影。 王 申摄▲ 在香港海洋公园，游客和大熊猫“盈盈”合影。 王 申摄

台湾青年跨越海峡学中医
陈建新 杨程晨

“初出茅庐的新人都会满怀热忱地看待事情跟职业，时间
久了有时候热情会逐渐消退。期许自己可以永怀热忱，然后朝
着成为‘大医’的目标迈进。”

近日，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学生、台湾青年刘沂柔受邀参
加于厦门举办的第十五届海峡论坛“卫生与健康分论坛”。她
在台上分享了学习中医的感受及见闻，并留下“怀小医之热
忱，行大医之长途”的期许。

▲ 刘沂柔在北京市朝阳区参加社区义诊活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