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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匠匠人人之之心心
守守护护““国国宝宝””大大熊熊猫猫

□本报记者 邱勇 通讯员 王汉琦 文/摄

大熊猫已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 被誉为 “活化石” 和
“中国国宝 ”， 属于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 全世界野生大熊
猫不足1900只， 圈养的也仅仅500余只。 北京动物园现有15只圈养
野生大熊猫。

“我陪你长大，你陪我变老。 ”这是饲养员马涛与大熊猫妮子之
间的对话。 正说着，马涛递给了妮子一个苹果，并摸了摸它的脑袋，
“乖，妮儿，马上就2020年啦，来吃个苹果来年健康平安，2020年你身

边依旧有我，我依旧陪着你。 ”妮子似乎听懂了，“en”了一
声。 这已是马涛默默守护国宝大熊猫的第30个年头，在

他眼里，它们已不是国宝，不是动物，而
是亲人……

专题

大熊猫饲养班是一个有着优良
传统的班组 ， 秉承着 “爱岗 传承
团结 笃行” 的精神， 实现了世界首
只圈养大熊猫的繁殖成活的突破 。
马涛作为第三代传承人， 又是这个
团队的班长， 接过的不仅是一份担
当， 更是一份责任， 工作团队不断
扩大， 年轻人越来越多， 作为领航
人 ， 他常说 ： 趁着年轻要努力学
习、 勤奋工作， 别怕吃苦受累， 要
为岗位多做贡献； 作为新时代的饲
养保育员， 最大的骄傲与自豪是看
到我们精心繁殖 、 饲养的大熊猫 ，
作为 “外交官” 到世界各地去传播
展示中国文化， 在我们的熊猫馆给
中外游客带来欢乐和获得感。 这也
是我们为下一代真正留下的取之不
尽、 用之不竭的财富！

“传承 笃行” 是马涛在岗位不
断坚守的信念， 他以守护动物幸福
为目标 ， 不断优化饲料营养配方 ，
有计划的开展动物行为训练， 有效
提升动物健康指标， 确保饲养管理
水平和动物展示方式提升。 通过多
年来的实践， 马涛摸索总结出能够
快速判断出每天大熊猫的健康情况
的一套 “一查二唤三观四测” 的大
熊猫状态感应体检四步法 。 一查 ，
即每日到岗检查大熊猫的 “外貌状
态、 排便状况、 食物剩余” 三要素
状况 ， 判断大熊猫饮食情况 ； 二
唤 ， 每天呼唤每一只熊猫的乳名 ，
判断大熊猫反应灵敏情况 ； 三观 ，
每天观察 “睡眠、 取食、 玩耍、 走
动、 爬行” 五要素的行为， 判断大
熊猫精神状况 ； 四测 ， 每天测试
“坐、 卧、 站、 走” 四个基本行为，
判断大熊猫的运动机能情况。

目前， 北京动物园的15只 “国
宝 ” 大熊猫 ， 都在健康快乐的成
长， 它们既是生物界的活化石， 更
是传递着一种文化、 一种力量和一
种伟大的中国精神。 马涛带领着大
熊猫饲养这个团队， 用行动诠释着
“爱岗 传承 团结 笃行” 的精神， 知
行合一 ， 传承这个 “传家宝 ”， 以
匠人之心守护， 用热爱回报社会。

择一事， 忠一生。 马涛常说自
己是幸运的， 他幸运自己选择了动
物饲养这个岗位， 但更幸运的是大
熊猫选择他作为 “奶爸 ”。 如果人
的一生以75岁计算有900个月， 马涛
已经度过了588个月， 其中228个月
用以长大成人； 而360个月30年用来
守护我们的国宝———大熊猫， 耐心
的呵护兑现着一名新时代工匠的责
任， 以匠人之心做新时代动物幸福
的守护人， 在岗位上践行着新一代
公园人的中国梦。

马涛 ， 男 ， 1970年出生 ， 1989
年参加工作就在北京动物园大熊猫
馆饲养班工作， 现为大熊猫饲养班
班长 ， 2018年度首都劳动奖章获得
者。 目前负责15只圈养野生大熊猫
的育幼、 饲养、 展示等工作 。 30年
来， 他一直坚守在大熊猫保育工作
岗位上， 先后参与了大熊猫人工繁
殖、 繁殖期雌性大熊猫尿中生殖激
素变化等多项研究 ， 他所在的班组
和本人先后被评为北京市科技成果
一等奖、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共产
党员先锋岗、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
第三届公园新风奖、 公园好职工称
号， 多次被评为北京市公园管理中
心先进个人 、 优秀共产党员 。 2018
年， 被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首都文
明办评为 “北京榜样”。 同年， 被西
城区委展览路街道工作委员会授予
“展览路街道2018年度敬业爱岗———
奋斗实干者 ” 称号 。 2019年 ， 被北
京市总工会评为 “首都最美劳动
者”。 作为一名爱岗敬业的基层骨干
党员， 他的座右铭就是 ， 用一生来
陪伴大熊猫， 以匠人之心做新时代
动物幸福的守护人。

30个春夏秋冬， 马涛从一个初
入职场的毛头小伙子， 已经成为北
京动物园饲养队大熊猫馆班的领军
人物 。 俗语常说一日之计在于晨 ，
无论风吹雨打， 每天清晨就像与时
间赛跑一样 ， 取竹子 、 清扫兽舍 、
搭配营养套餐、 行为训练、 做观察
记录， 目的只有一个， 让这些大熊
猫能踏踏实实的吃上一顿舒坦的早
餐 ， 早一点到运动场与游客见面 ，
健康的在这里成长。 而这一系列活
儿，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至少需要3
个小时才能完成， 而他又习惯一气
呵成， 这一套活干完已近中午才能
喝上一口水， 就又开始了运动场的
巡视。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就是
这样每天重复性的工作， 马涛一坚
持就是30年， 他说： “我喜欢这份
工作， 我想把它们照顾好， 每天能
看到它们健康地在运动场吃竹子 ，
游客也能看到健康快乐的国宝， 我
就挺开心的。” 马涛并没意识到自己
的作为就是人家说的 “工匠精神”，
在他心里只想怎么把这些国宝照顾
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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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工作历练， 形成了马涛
严格 、 谨慎 、 精益求精的 工 作 作
风 。 作为大熊猫饲养班班长 ， 他
总是身体力行 ， 带领职工做好日
常的动物行为训练 ， 亲自定方案 、
想措施、 现场指挥， 手把手教新职
工安全操作， 确保大熊猫在采血 、
听诊、 做B超过程中不会出现应激
反应。 在大熊猫的饲料营养方面更
是严格把控， 对每一只大熊猫都要
“量身定制” 一个日粮表 ， 以克为
单位进行量化， 每次操作都要 “按
方抓药”。 他说 ， 熊猫背井离乡来
到首都， 虽然免去了觅食的烦恼 ，
但同时也限制了择食的范围， 我们
要让他们像在自己的家乡一样。 因
此在竹子、 竹笋的选取上， 马涛亲
自跟随饲料采购员到原产地进行采
样， 把经过运输的竹子通过冷藏 、
冲洗、 浸泡等几个环节恢复原本的
新鲜。 在每日的饲料供应上， 他会
根据大熊猫习惯将竹子切成不同的
长度， 提供最新鲜的竹子和竹笋 ，
确保大熊猫口粮的 “可口性 ”。 北
方的气候较为干燥， 所以给大熊猫
提供竹子都要量大一些， 一只熊猫
一天至少需要几十斤竹子口粮， 熊
猫挑剩下的还要再搬出来， 每天这
样进进出出要七八次 。 工作上的
“精益求精 ” 已经成为他工作的一
种习惯， 对于马涛来说这既是一种
态度， 更是一个追求的目标， 没有
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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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物园在圈养野生大熊猫
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 截至2017年
底， 共有57只幼崽在这里呱呱落地，
马涛直接经历的就有近20只 ， “陪
产、 育幼” 每一个过程都要守护在
“熊猫” 身边， 每一个环节都要亲自
上手 。 1992年 ， 他参与了大熊猫人
工繁殖工作， 就此他所在的团队获
得北京市科技成果一等奖； 2003年，
北京经历 “非典” 特殊时期 ， 他因
守 护 幼 崽 ， 需 要 隔 离 不 能 回 家 ；
2013年， 雅安7级大地震， 他在震区
与大熊猫生死与共， 关键时刻第一
时间就是想着保护大熊猫 ， 日夜守
护在它们身边， 安抚恐慌情绪 。 记
得在大熊猫 “妞妞” 的育幼过程中，
恰逢妻子的预产期， 马涛连续60天
坚守在岗位上， 不间断观察 、 记录
大熊猫的各种情况， 细心照顾大熊
猫母仔， 确保在最关键时期吃上母
乳。 而当他穿着工服匆匆赶到医院
时， 儿子已呱呱落地。 今年 ， 儿子
要参加中考， 而马涛要时常去四川
照顾疗养的大熊猫， 聚少离多 ， 顾
不上家里， 顾不上儿子……就是这
样一个个瞬间， 无时不记录着一个
饲养员、 一个匠人之心的情怀 ， 真
爱与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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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马涛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