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今年，上海动物园的“动物奇妙
夜”有 !"期，共青森林公园的“夜森
林探秘”有 #$场，上海植物园则分
为园区版和社区版，园区版 "%场，
社区版覆盖 #$个区共 !"场。世纪
公园推出 #%场“夜猫子行动”。对比
市民火爆的夜游需求，活动场次并
不算特别多。“小众”的夜游，能否增
开场次、“扩招”人数，或者向更多免
费公园、小区推广？

! 报名火!可否在全市免

费公园铺开"

面对市民“夜游扩容”的呼声，
公园有不少苦衷。比如，按日间园设
计建造的公园，照明并不能满足大
规模夜游的需求。又如，夜游由专人
带领，人数太多容易掉队，无法保障
安全。哪怕分组，在线路和观赏点上
也难免会“会师”，发生拥挤。
资金缺口也限制着夜游“扩容”。

目前，直属公园开展夜游，收取的报
名费用要支付加班、照明、安保等，能
做到“平进平出”就不错了，盈利则是
奢望。不少夜游以专项科普经费补
贴为主，若要全市推广尚有难度。
此外，“夜游”大范围推广，市民

和业内也有不同的声音。最常见的
担忧是，动物的作息是否会被打扰，
夜游是否会对生态造成破坏？小朋
友踩死癞蛤蟆、捏死萤火虫，也时有
发生。另外，不少夜游人手一只手电
筒、头灯，不仅黑夜照得亮如白昼，
发现动物时更是几束光直射，必然

打扰和惊吓到“夜精灵”们。

! 没有娃!成人能不能参

加夜游活动"

国外的一些动物园，常常会开
设夜游路线，只要报名，无论成人还
是孩子，都可以参加夜游活动。收费
的模式，按照实际人数来收，成人是
一个价格，儿童又是另一个价格。然
而，上海的公园夜游主打的都是
“大&小”的亲子模式，有些公园甚
至只邀请孩子，连大人都不能参加。
那么，没有娃的成人，是不是就不能
报名参加夜游活动？
对此，一位夜游活动负责人坦

言，上海公园夜游活动主要以科普
教育为主，因此活动招募对象大多
是 $至 #"岁的孩子，这个年龄段的
孩子课业压力没有那么大，对事物
充满好奇心。因此，夜游活动的课
程、路线、手工劳作等，都设计成更
加贴合孩子的玩法。
“上海很多公园的夜游活动很

有特色，但如果要参加，要么有娃，
要么只能去借娃，而且娃的年龄也
有限制条件。”市民刘先生告诉记
者，在他参加的一些国外动物园夜
游活动中，发现有很多中国人的身
影，不仅是带孩子去参观的，也有老
人，也有度蜜月的小夫妻，这恰恰说
明成人夜游也有市场。他提议上海
的公园可以参照国外经验，不要将
没有娃的成人拒之门外。

本报记者 裘颖琼

公园夜游火爆“加场”呼声频频
赏萤火虫微光 寻猫头鹰踪迹 观大熊猫睡姿

随着暑期到来，沪上公
园各大夜游项目陆续启动。
今年的报名情况同样火爆：
上海植物园推出的一期夜
游40组家庭名额，上线3
分钟即被“秒杀”；辰山植物
园的“辰山奇妙夜”和共青
森林公园的“夜森林探秘”
名额同样靠抢；上海野生动
物园与房车住宿结合的夜
游项目虽然价格不菲，仍不
缺“粉丝”。今年，世纪公园
也首次加入夜游大军。公园
夜游火爆，“加场”呼声频
频，魅力何在？

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上海动物园的“动物奇妙夜”

夜游活动今年迎来第 "%年，可谓
申城夜间自然科普教育的鼻祖。上
周五晚上 '点，记者跟随 "%组家
庭（一大一小）在上海动物园科教
馆集合。正式开始夜游前，园方工
作人员先给大家上了一堂科普知
识讲座(形式上可不是简单的“老
师讲孩子听”。工作人员先拿出一
些奇奇怪怪的小装置，启发孩子们
边观察边猜想：它们是哪个动物的
“玩具”，可以训练动物哪些技能？

随后，是“动物全接触”环节。
只见园方的工作人员依次将大麦
虫、乌龟、蜥蜴、蛇一一从箱子里取
出，放在自己的手上，请小朋友靠
近观察。如果小朋友胆子够大，还
可以去摸摸小动物。在调动起大家
的兴奋感后，工作人员才用简单的
理论知识，为大家讲解动植物晚上
的生活习性。

晚上 $点 )%分，天已经有些
黑了。大家完成喷防蚊水、戴好听
讲耳麦等准备工作后，跟着带队老
师一起出发。首站来到环尾狐猴的
“小别墅”，它们正在树上乘凉休
息。带队老师让孩子们仔细观察环
尾狐猴的尾巴。“是不是一节棕一
节黑？”老师的提问让孩子们看得
更仔细了。“环尾狐猴喜欢对着太
阳抬高双手，所以它们也叫太阳崇
拜者。”老师边讲着趣味故事边用
手示范，孩子们都被逗乐了。

首站告捷后，老师还带队拜访
了狒狒、蝙蝠、猫头鹰、老虎、狮子、
大熊猫、鹈鹕、天鹅等。和白天相
比，一些动物如大熊猫、棕熊正在
睡觉，小朋友们可以观察睡姿；一
些动物如蝙蝠、猫头鹰、夜鹭正是
活动时间，小朋友可以观察其夜间
行为，比如猫头鹰的脑袋可以旋转
"*%度；还有一些动物习惯白天蛰
伏、晚上出来活动，如狮子、老虎、
狼，可以观测到夜间它们的眼睛因
为聚光效果，会发出淡淡的亮色。
偶尔它们还会仰天长啸几声，小朋
友们颇感新奇，还模仿着一起叫。

在某条小路的交叉口，带队老
师突然停下，要求大家关上所有的
照明设备，并反复叮嘱大家尽量不
要出声。原来，这条小路上可以观
测到“提着灯笼”的萤火虫，只要一
点声音，敏感的小家伙就不亮了。
在观测到萤火虫后，老师给大家讲
解道：“上海分布最广的萤火虫就
是黄脉翅萤，之所以会发光是因为
它的发光器里有一种含磷的物质，
遇到氧气就会产生光。”

除了对动物园内居住的动物
进行参观拜访，带队老师也会让大
家辨声寻找“意外来客”，比如在竹
林听到鸟叫声，大家抬头寻找鸟
窝；在鹈鹕的身后有“窸窸窣窣”的
声音，居然还找到了上海的土著居
民“貉”。

上海动物园设计的夜游路线
有好几条，会根据当天的情况选
择。但无论哪一条，最后一站必定
是公园入口处长颈鹿“海滨”的标

本爱心亭。#++!年，“海滨”因为
误食游客所抛掷的食品塑料袋
导致死亡，非常令人伤感。“带大
家来这里看标本，就是为了警示
并教育游客不要在动物园随意投
喂食物和杂物。”带队老师说道。

着力打造公园特色
记者探访后发现，除了接触大

自然的体验极佳以外，各大公园不
断丰富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也是公
园夜游如此火爆的原因。

纵观各大公园的夜游、夏令营
活动，认知动植物是最大的共通之
处。相对而言，动物对小朋友的吸
引力要强于植物，而部分动物又是
夜行动物，也就是说，只有晚上才
能观察到它们活跃的身影。所以，
上海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凭借其
自身特色，在认知动物方面比其他
公园有一定优势。

动物园有固定的动物宝贝，其
他公园的动物则要靠善于发现的
眼睛。上海植物园自然科普老师郭
江莉表示，一般每年夜游开放前，
带队老师就提前把路线来回走了
好几遍，哪里比较容易发现哪种生
物，都提前排摸过。有时活动开始
前一两个小时还要再走一遍。因
此，上海植物园每场夜游活动，都
基本能保证看到 !%至 )%种生物。

除了报名者感兴趣的萤火虫，
每家公园都有各自的夜游明星生
物。如上海植物园“暗访夜精灵”活
动举办 #%年来，诞生了饰纹姬蛙
等主打明星。去年重开的草药园被
添加到夜游路线后，还能新观测到
竹节虫、蛇等动物；共青森林公园
则主要观察松鼠、刺猬等。

辰山植物园的“辰山奇妙夜”
是 "天 #夜的夏令营，在内容上可
以更为丰富，除了认知植物外，还

包括树叶拼贴画、制作植物标本
等。滨江森林公园今年推出的 '天
)夜或 *天 $夜的“森林树屋精灵
夏令营”，包括在森林里搭建木屋、
植物识别、天文知识学习等内容。
首次加入夜游大军的世纪公园，今
年则设计了一个捕捉昆虫的环节。

在夜游前，每家公园都会先举
行科普讲座，时间约在半小时到一
小时，有的请外面的专家大咖来上
课，有的则由公园讲解员主讲。对
比这两种模式，记者发现，专业老
师授课较有条理，但对年龄过小的
孩子来说，还是缺乏趣味性，有些
孩子听着听着就跑出了课堂。讲解
员来讲课，虽然内容比较简单，但
听完后再去看夜游生物，恍然有一
种“介绍自家后院有什么”的感觉。

在收费上绝大部分公园的夜
游、夏令营都本着公益、科普目的，
因此价钱并不高。比如，“动物奇妙
夜”)个小时场一大一小收费 )%%

元，包括一顿晚餐、手工材料费、门
票等；共青森林公园的“探秘夜森
林”持续 *小时，收费 "+,元-人。

很多公园的夜游活动都举办
多年，为何还如此抢手？记者从各
大公园获悉，一方面公园每年会新
增、调整夜游路线，另一方面夜游
活动中能见到许多难得一见的生
物，打着手电筒在树林草丛中寻找
“夜精灵”，本身就是难得的体验。
也正因为如此，夜游活动不仅每年
有新粉丝，还有不少“回头客”。

本报记者 裘颖琼

“小众”夜游，
能否向大众扩容？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jd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本版编辑/杨 洁 视觉设计/黄 娟2018年7月13日/星期五

要闻 5

"

小
朋
友
打
着
手
电
筒
寻
找
小
动
物

共
青
森
林
公
园
提
供

" 金线侧褶蛙

上海植物园提供

# 无齿螳臂相手蟹

上海植物园提供

$ 刺猬 共青森林公园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