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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猩抽烟？跟人学的
看看晚报记者马健镜头下的这个大猩

猩吧，你也许会哈哈一笑，也许会觉得新奇，
但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我们把这位朋友给
教坏了，因为它学会了人类的一个“本
领”——抽烟。

黑猩猩“菲莉”当年 13岁，是 1992年从
广州来到郑州的，在猩猩馆工作了近20年的
齐刚民亲眼看着“菲莉”长大。“‘菲莉’是‘女
孩子’，一来到郑州就成了明星。”

就是这样一个活泼的“女孩子”，在动物园
待得久了，竟然也学会了吸烟的坏毛病。马健
说：“2004年8月23日，记得当时是一个很热的
上午，当天新闻比较淡，没什么事情，就和文
字记者一起去动物园找新闻，在动物园里转
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找到特别好的新闻点。”

“大概 11点左右，在动物园南侧的猩猩
馆附近，遇到了刚刚给猩猩笼子打扫完卫生
的饲养员齐刚民。当讲到最近几年的故事
时，齐刚民说，‘菲莉都让游客教坏了，现在
它不但脾气暴躁，会向游客吐口水、扔大便，
而且还学会了抽烟’。”

众所周知，猩猩的模仿力特别强，它上
述的毛病都是游客的不良行为造成的。游
客向它吐口水，它就学会向游客吐；有游客
向笼子里扔烟头，它也抓起来学游客的样子
抽。听他讲到这些，马健说，当时就特别想
把这些不良行为拍下来。

趴了半个多小时，捕捉到这张图
不过，猩猩笼子外面有一个两米多宽的

水池，池子外是一层铁丝网，池里面是一个
钢筋的栅栏，人不可能躲开这些障碍走到猩
猩旁边，而想越过这些障碍进行拍照就十分
困难。当时拍摄的时候蚊子特别多，马健在
铁丝网外面趴了半个多小时，被蚊子叮咬得
满身疙瘩，虽然看到几次“菲莉”吐口水，但
根本无法拍到。后来，有一个好事的游客把
一根点着的香烟扔到笼子里，没想到猩猩特
别兴奋，抓起来后就塞到嘴里抽了起来。“毕

竟，它‘手法’不够专业，也就吸了一分钟左
右，烟就被弄灭了。在这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里，我拍了有十几张照片，最后只挑出来两
张照片，其中一张就上了第二天的报纸头
版。”饲养员说，现在正在努力地让它戒烟，
因为还要保证它的健康。

后来，这张照片发表后被很多网站和媒
体转载，使关爱动物拒绝不文明行为的呼声
越来越高，“菲莉”也再次成为动物园明星。

本版撰文 晚报记者 韩娟 张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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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熊猫“嘟嘟”

备受市民关注的大熊
猫“嘟嘟”，昨天（注：2007年
10 月 24 日）乘 坐 国 航
CA4321航班17时10分顺
利抵达郑州。休养几天后，

“嘟嘟”将于27日在郑州动
物园熊猫馆与广大市民见
面。（摘自《大熊猫“嘟嘟”，
来了》——2007年10月25
日《郑州晚报》A04版）

瞧，“嘟嘟”刚下飞机，
还很不适应呢，面对小朋
友兴奋的呼喊，它很害羞，
始终腼腆地低着头。但是
一到动物园，看到给它特
地安排的熊猫别墅相当舒
适，才渐渐放松起来。据
当时采访并一直关注“嘟
嘟”的晚报记者马燕说，“嘟
嘟”到郑州快有两年了，这
两年它在郑州生活得十分
开心，馆员对它也是照顾有
加。夏天来了，它的别墅里
还有专门的柜机空调呢！

关键词：老虎、病猫

5月7日，在郑州国家
森林公园园区一角，一只
小老虎有气无力地趴在铁
丝笼上，全无兽中之王的
威风，倒像是一只生病的
大猫。这是五一期间到这
里来表演的某外地杂技团
的动物演员。游客玩得尽
兴，商家赚得高兴，小老虎
却蔫儿了。（摘自《过个黄金
周，老虎变病猫》——2006
年5月8日《郑州晚报》头版）

点评：关爱小动物是社
会一直所提倡的，就像前段
时间天涯社区的一个热帖
《有谁记得我年轻时的容
颜》，讲述了熊猫“永巴”
2004年从成都去了深圳野
生动物园，但当“永巴”渐渐
衰老时，却享受不到特别的
照顾，健康状况极其糟糕。
帖子发出后引起了强烈反
响。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现
在，“永巴”终于从深圳回到了
家乡四川。由此，我们也希望
杂技团善待这
个可爱的小老
虎，希望它不再
是“病猫”。

一个女主人在打扫房
间：她先是把家里的灰尘都
清扫了一遍，然后又开始整
理乱糟糟的书柜，最后，她
小心翼翼地把整理好的垃
圾打包放在门口，生怕再有
一丝不干净的东西洒落在
她辛苦清洁过的地面上；还
是同一个女人，手里拿着
早点急匆匆地赶着上班，
不经意地便把手中的塑
料袋扔在马路上……

动物向来都是人
类的好伙伴，更多的时
候，我们能从它们身上
领会到许多、学习到许
多，比如感恩的心，比
如忠诚……可是，那些
可爱的朋友们又从我
们这里得到了什么呢？

镜头记录脏乱差
停！镜头停止吧，请这位女士把刚才的

垃圾重新捡起来。我们的城市其实就如同自
己的家，你知道提醒家人维护自家卫生，那么
也请你停止手中的动作，来维护我们这个城
市的角角落落，要知道，你的一举一动可能已

被记者记录下来。
是的，不要怀疑记者的无处不在，我

们可以发现美丽，也同样可以发现更多
的问题。

看看 1995年记者发现了什么。1995年

6月 7日，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及新闻曝光
组，先后对我市脏乱差的重点地区进行全面
检查。记者张利民和冉宇的镜头锁定了他
们：在友爱路，按照市里要求“退路进店”，
原在此地的商户已迁入纺织大世界，可是仍
有一些商户又回流此地，“咔嚓”一声，记者按
下了快门；当时，市百货大楼附近的6路公共
汽车候车棚成了无证饮食摊贩的天地，检查
人员对此毫不留情，拆除的拆除，没收的没
收，在商户和检查人员推搡的同时，身边又响
起了快门声。这是1995年的郑州，这组图片
取名《向脏乱差打响第一炮》。

向陋习宣战
随后，自1996年开始，郑州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市委、市政府按照《国家卫生城市标准》
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创建工作，使郑州的基础
设施建设和城乡卫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郑
州还于 2006年年初荣膺国家园林城市称号。
同样的话题，2003年5月，郑州发出动员令，向

“十大陋习”公开宣战，一场“革除‘十大陋习’，
提高生活质量”的活动在全市轰轰烈烈地开展，
各种不文明行为一度在公共场合销声匿迹。而
晚报记者则不断地关注着事态发展，并在活动
进行一年后（2004年）进行回放，做了一次城市

“考官”。（《 郑州向“十大陋习”宣战》2004年5
月27日《郑州晚报》记者邢进）

借用一句话——“一滴水也能折射出太
阳的光辉”，我们说，细节决定事业的成败。
我们拍摄“脏乱差”是为了让城市更加美丽；
我们记录不文明现象，是为了让城市更加文
明。比如，1998年 10月 14日头版刊发的图
片《不文明行路也在“禁鸣”之列》。那时，郑
州刚刚开始汽车禁鸣（1998年10月1日郑州
市区开始全面禁鸣），可是行人不遵守交通规
则的行为让司机头痛不已，记者李建峰用镜
头记录下了很多行人的不文明行为，为的是
能唤起行人的安全意识，就算是现在看来，这
些照片仍具有启迪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