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 论

焦点新闻2020.5.26 星期二
责编 薛亮 ｜ 版式 小婧 ｜ 校对 李萍 A05

苏涛说，救助鸟类是一件非常专
业的事情，每种鸟需要的食物、觅食的
环境等都不一样，加之鸟类高代谢率，
需要频繁喂养，人类哺育肯定不如亲
鸟哺育。对于捕食性动物，尤其是猛
禽，如果是在野外，由其父母带着学觅
食，就会教它们如何捕猎，躲避哪些天
敌，这些都是人类难以教授的。

经过人工救治后的幼鸟，当它们
回归自然时，由于缺失父母所教的觅
食本领，存活率相对不高。谢决明坦

言，救治后的放生过程，无论对幼鸟
还是救治者都会比较有压力。他说，
即便在自然界的生存链中，这一阶段
幼鸟的夭折率是比较高的，对于觅食
技巧掌握不到位的幼鸟，就有可能因
此会饿死，出现一些自然损耗。

市民遇到幼鸟如何正确救
助？无论是观鸟达人苏涛，还是保
护专家谢决明，他们的看法十分一
致：不要管！苏涛说，一般来说，大
鸟完全有能力帮助自己的孩子，可

以教给基本的生存技巧，而这往往
是我们人类对于野生动物的救护
所欠缺的。如果是在人口稠密的
地方发现落地幼鸟，可以把它移到
不容易被车子或狗猫伤害的地方，
如林子或是灌木丛，等大鸟回来能
循声发现幼鸟。看到国家珍稀物
种被捕捉或贩卖，要向相关部门举
报；家人和朋友饲养、食用珍稀动
物的，要主动劝止。
（晚报记者 袁晓岚 巫晓凌/文、摄）

爱心泛滥的不科学救助，是对
野鸟的一种伤害。幼鸟终将离巢，
过度救助幼鸟，反而是犯错的开
始。孩子需要成长，过分溺爱，同
样会影响他们的成长。

在幼儿园的门口或家里，经常
能看到许多的家长帮助孩子脱衣
服、换鞋袜，不让宝贝们“操劳”。
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高人一等，爷
爷奶奶可以不过生日，孩子过生日
得买大蛋糕、送礼物……这样的特
殊照顾，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伤
害。

被人类救助的幼鸟，缺乏基本
的生存技巧。被家长溺爱的孩子，
缺乏基本的自理能力。他们以后
如何适应外面的环境？如果在某
些阶段放弃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
没有给予孩子适当的教育和训练，
将来孩子只会越来越依赖家长，成
为无法承受人生风雨的温室花
朵。缺乏亲鸟训练的幼鸟，最容易
夭折在野外；时刻受保护的孩子，
最容易被困难击倒。别让过度的
保护、不科学的爱，切断了他们今
后的道路。

鹰妈妈把小鹰推下悬崖，逼它
成为翱翔天际的雄鹰。狮妈妈把
幼狮逐出领地，逼它长成威慑丛林
的雄狮。对于孩子，只有放手，他
们才能迈步，即使摔跤，也是必须
的经历。作家冰心曾说过：“让孩
子像野草一样自由自在地生长。”
只有经历了一些挫折，孩子们才能
明白人生的不易。当一件件事情、
一个个错误累积起来，孩子才能渐
渐成熟，学会面对突发的情况、弥
补自己的过失，更好地融入社会。

越是包办一切，不舍得锻炼孩
子，那么他越可能什么都不会。不
要干扰幼鸟蹒跚，不要任意摆布孩
子，只需保证他们在安全和道德范
围内，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成长。
将来某一天我们不在身边时，他们
依然能够独自生活，这才是我们想
要的结果。 （薛亮）

幼鸟离巢高峰季到，救助不当反伤鸟：

发现“病弱”野鸟“不要管”
近一周来，无锡野生动物救助中

心的谢决明每天给一对红隼幼鸟喂完
食后，就急忙赶去放生点“张张”那只
让他放心不下的“小白鹭”：半月前，这
只受伤的白鹭幼鸟被人送往救助中
心，目前已基本痊愈，但放生后它却迟
迟不愿离开——因为放生地附近食物
资源很丰富，有点舍不得走了。

眼下正是幼鸟离巢季，不时有热
心市民“捡”到幼鸟。对此，动物专家、
观鸟爱好者们提醒说，在野外发现野
鸟，只要伤势没有危及生命，正确的处
理方式就是三个字“不-要-管”！

“小白鹭”流连忘返

“这只受伤的白鹭是月初被热
心市民送过来的！”谢决明告诉记者，
当时这只白鹭翅膀受了点小伤，被
人捡到后由于过度紧张而造成肌肉
麻痹，野鸟在被救治的过程中通常
都会显得非常紧张，应激反应使它
们不能好好吃东西。如果救治不
当，虽然伤可以养好，但会因为不能
正常进食而引起营养不良。

前几天刚放生时，这只白鹭反
应还比较迟钝，不能飞得很远。“今天
去看，离开很远就飞了！”谢决明告诉
记者，他习惯于在放生初期跟踪观
察近期放生的动物，以判断康复的
程度。最近两天这只小白鹭开始

“缓过来”了，似乎逐渐找到回归大自
然的“感觉”，对人加强了警惕，不再
能靠近了，他于是用相机远摄观察
其行为。从当天拍摄的远景视频和

照片看，这只小白鹭时而低头梳理
羽毛，时而抬头看看远方，不时又跑
到湿地觅食。

白鹭的伤才好，又有人送来了
两只红隼幼鸟。近日，在动物园野
生动物救助中心，记者见到了两只
红隼幼鸟。据谢决明介绍，两只鸟
宝宝是在一个工地上被工人捡到
的，被送来时十分“娇嫩”，全身还都
是绒毛，从市民口中的描述可以基
本判断，可能是这两只小家伙比较

“顽皮”，玩耍时从窝里掉下来了。记
者看到，两只鸟宝宝正住在一个透
气的箱子内，饲养员用长镊子给它
们喂食新鲜的牛肉。目前，两只红
隼羽毛还未完全长好，精神还不错，
也不怎么怕人，喂食时会争先恐后，
瞪着两只圆眼睛，张大嘴巴发出“嗷
嗷”的叫声。虽然样子很萌，但救助

站方面还是决定等它们长大些放归
自然。“估计还要养半个月！”谢决明
表示，等这两只红隼幼鸟有独立生
活能力时就尽快将它们放生。

他说，经过人工喂养的幼鸟并
不是长大就能马上放生的。毕竟人
工救治期间要将这些幼鸟关在笼
中，从而导致这些“小家伙”对家的认
知仅仅是只盒子，它们要再次认识
自然需要一个过程。有的幼鸟可能
对饲养照顾人员还有依赖，不愿意
马上离开，有的甚至还没意识到自
己翅膀的用途，保育员无法像老鸟
那样将飞行技巧教给它们。“有的幼
鸟刚被放生时，还会飞回放生地求
食。”一旦发现鸟儿在放生地“滞留”，
就要分析原因，决定是否继续予以
帮助。等它们渐渐学会“自立”，熟悉
环境后才能完全撒手不管。

建联动机制引导市民原地放生

大多数鸟类都是在春季繁殖，
眼下正是幼鸟离巢学习飞行的高峰
季。“鸟爸爸、鸟妈妈会把鸟宝宝

‘赶’出去学飞行和觅食。”谢决明
说，这些刚“学本领”的幼鸟，可能是
在学习飞行时从树上掉下或在独自
觅食中迷了路。在自然状态下，其
父母不会离得太远，幼鸟的叫声就
能让父母找到并继续照顾自己。

一些“爱心人士”看到飞不起来
的幼鸟，通常第一反应是：这只鸟

“太可怜”了，得赶紧想办法救救
它。有的可能在家就尝试着养了，
有的则会选择送到救护中心。因
此，每年一到这个春夏之交，这种被
爱心泛滥导致的“骨肉分离”的情况
就特别多。其中，乌鸫、夜鹭以及猫

头鹰居多。
观鸟达人苏涛也表示，幼鸟离

巢初期，没学会飞之前必然会有几
天在地下“蹦蹦跳跳”。很多小鸟其
实并没受伤，只是因为不会飞行动
作有些笨拙。其实就像小孩学走路
差不多，一开始总归会有些“磕磕碰
碰”。因此，幼鸟离巢学飞期间被人
捡到的概率比较高。

“救鸟的那刻，就是犯错的开
始！”谢决明说，幼鸟一旦被“好心
人”捡走，实际上就造成了骨肉分
离。

为减少因救助不当带来的伤
害，最近几年，救护中心和公安部
门一直在“探索”如何建立起一种
快速联动机制。“最近两年，我们给

不少派出所进行过相对专业的培
训或是深入交流。”谢决明表示，他
微信好友中不少都是派出所民
警。民警碰到“市民捡到鸟类”的
情况，会第一时间通过电话或微信
咨询他。只要不是伤势很重，通常
救护中心会建议尽快放回原地。

“有可能幼鸟的父母还在那里等
待。”他说，比如捡到鹭鸟了，看附
近有无湿地或是水塘，若是有水塘
立马放回去。经过近两年的尝试，
救助不当的情况有所缓解。然而，
仍有一些市民将小鸟捡回家自行
救助或直接送至救护中心。近两
个月，救助中心平均每月都会收到
五六起：有些是受伤的鸟，更多的
是不需要救助的幼鸟。

邂逅幼鸟一般“不要管”

不科学的爱
也是一种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