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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是一个温暖的故事。

2020 年 3 月 ，16 头云南野象离开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勐

养子保护区，一路向北，开始了一场说

走就走的旅行。 至于北迁的原因，专家

们众说纷纭， 有的说领头的大象迷路

了， 有的说是地球磁暴现象造成的，反

正到现在还是没有搞清楚。

12 月 17 日， 象群踏入从未活动过

的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停留长达

4 个月，象群中还诞下了一头小象宝宝。

随后， 它们开始沿普洱市一路北

上。 5 月份，进入玉溪市红塔区境内。 期

间，有两头大象选择了离群南归，也有

一头大象短暂离群后又坚定地跟上了

大部队， 它们一路追逐嬉戏， 终于在 6
月初，抵达了昆明。

也就是在这一个月里，这群大象成

了火遍全网的网红。 从微博到抖音，乃

至海外的社交平台，无数网友为这支野

象“逛吃团”操碎了心。

得益于现代通信技术，大家通过各

个平台，每天看着大象吃喝拉撒，玩水

玩泥巴，偶尔打个架，或者首足相抵，呼

呼大睡。 大象们很可爱，很治愈。

另一方面， 野象们进入人类聚集

区，为了确保“人象平安”，当地进行了

大量的工作。 这些工作，通过互联网平

台，也传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当地工作人员一方面要 24 小时不
停地实时监测、追踪亚洲象群的动向，

提前做好相应部署，确保居民安全；另

一方面还要在沿途合适的路段进行投

喂， 而且还要挑选大象最喜欢吃的食

物进行投喂， 确保象群不饿肚子。 此

外，进入到六七月份以后，沿途工作人

员还要想办法科学引导北移象群向南

迁移， 以便它们尽早返回属于自己的

家园。

北移亚洲象安全防范工作指挥部

每日会出动无人机、应急车辆、渣土车、

挖掘机……劝导车辆、疏散群众，也为

了让大象吃好喝好，玩好了，记得回家。

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了太多温暖人

心的细节。

家里的玉米地被大象饱餐了一顿

的农民阿姨， 一脸淳朴地为大象找借

口：“大象也饿了，它们也不是故意的。 ”

另一位大爷说，“每天看它们两次，

它们走掉了， 还会关切， 还会想它们

的。 ”

海内外的各处社交平台上，到处飘

着这样的弹幕和评论：“调皮的大象遇

到善良可爱的人”“这就是可爱的中国，

可爱的人民”……

志愿者们开着浩浩荡荡的车队，里

面装着大象最爱吃的玉米、香蕉。 野象

们这一路，共计被投喂了大约 180 吨的
各种食物。 这些食物，被网友称为“真·

沉甸甸·爱之投喂”。

无人机 24 小时维持对象群的监
测，但在大象们睡觉的时候，无人机都

要升到 350 米以上的高度，避免对熟睡

的象群产生打扰。

或许，也可以用麻醉枪，将这些大

象麻翻， 然后运回它们原来的栖息地。

这样会省掉很多事情，节约很多成本和

人力。

但是，当象群看到有同伴被击倒的

时候，它们会对人类产生极大的畏惧和

不信任感。 同时，那么多头象，麻药量很

难控制，用少了，人不安全；用多了，象

不安全。

所以我们用了最有爱的方法，让北

迁的象群在吃好玩好之后，终于掉头往

南。

在奥运会闭幕之后，在“世界大象

日”来临之前，它们终于要到家了。

曾经它们迁徙的每一步都牵动人

心，但是它们行程千里，穿越村庄与城

市，一路都是那么自由自在。

云南发布模拟这些野象的口气，给

人类写了一封信：

“我们也一路走，一路发朋友圈，滇

金丝猴、绿孔雀、黑颈鹤都表示很羡慕，

希望也来看看。 远在非洲的亲戚也很关

注，艳羡不已。 ”

“不过，我们终究还是要十分感谢

你们。 这一路走来，无论是北移还是南

归，我们都十分开心，是一次观光游、美

食游、安心游。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你

们有了更多的认识、更深的了解。 你们

的友善，让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原来我

们是完全可以和睦相处的，地球本就是

我们共同的家园。 ”

无论是当地参与保护象群的工作

人员、志愿者，一路上爱护着象群的居

民，还是网上无数加油鼓劲、每天播报

着“人象平安”的网友，都是这些象群的

守护者。

我们守护的不仅是大象，也是我们

共同的家园。

大象回家
子不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