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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81 岁老人罗应玖是湖北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凤凰山森林公园动物园唯一的员

工，他独守动物园 33年，救助了许多动物，靠

自己退休金支撑着这家“一个人的动物园”。

此前，年迈老爷爷守护动物园的经历

曾被媒体报道过。这里被冠以“最孤独的动

物园”之名，门票仅 10 元也无人问津。而如

今，他的 00 后孙女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支

持爷爷看重的人生大事。

今年 1 月，罗应玖的孙女罗巍在视频

网站开设账号“罗爷爷的动物园”，成为一

名帮爷爷记录动物园故事的 UP 主 。她利

用闲暇时间拍摄和剪辑视频，发布爷爷与

动物的日常故事，感动了许多网友。

于是，数量超过 30 万的粉丝，陆续来

到罗巍帮爷爷建立的“线上动物园”里，看

着这位园长每天佝偻着背，推着自行车去

菜市场买菜，给动物喂食、打扫笼舍。在阳光

下，老人慢悠悠地讲述每个动物的名字和故

事，还会幽默地模仿它们的神态和动作。

日前，罗巍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

访 。她 说 ，“ 爷 爷 的 初 心 就 是 救 助 这 些 动

物”，自己希望通过互联网改善动物园的环

境和动物的生活。

爷爷把动物从餐桌上救下来

叫“球球”的母孔雀平日里表现得非常

高冷，面对公孔雀的开屏爱理不理；豪猪们

的名字都叫“猪猪”，身上的刺很硬，开心的

时候会让爷爷摸摸；黄麂“山山”，是当初被

人送往餐馆的路上被罗应玖救下的，前爪

被夹断了一只；小浣熊“宝宝”爱吃甜甜的

东西，罗应玖正在修整笼舍为“宝宝”打造

一个更大的家。

在罗巍拍摄、制作的视频里，每个动物

都如家人一般亲切友爱。

篮球场大小的“一个人的动物园”里，有

一些动物是罗爷爷“从餐桌上救下来的”。

据媒体报道，33 年前还在清江电影院

工作的罗应玖，发现有摊贩在售卖野生动

物，于是自己掏钱买下来收养在自家院子

里。这成为凤凰山动物园的开端。

在 B 站上的“罗爷爷的动物园”，网友

们一边欣赏罗爷爷亲手抚养的可爱“家庭

成员”们，赞赏爷爷的善举，一边也非常热

心地在评论区为 UP 主罗巍出谋划策，希

望能帮助改善动物园经营状况。

罗巍会回复网友，她已经给爷爷转达

了这些温暖的评论，并感谢大家的建议。

生于 2000 年的罗巍，今年读大四，学

习新闻专业。今年 1 月，大学放寒假回家后

的罗巍，决定把爷爷和动物园的故事放到

线上，让更多人了解和理解爷爷做的事。于

是，她利用节假日时间去动物园拍摄、制作

视频，然后发布在视频平台上。

“有一些人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要把动物

关起来，但这些是受过伤的动物，就算把它

放回去（野外）了，它们也不能很好地生活。”

罗巍回忆，以前家人们一起上街买东

西时，如果爷爷看到“有人要吃什么动物”，

就会把动物买下来。

从小时候记事起到上初中，罗巍一直

住在动物园附近的房子里，因此跟着爷爷

一起熟悉了各种动物小伙伴。

罗巍还分享说，发现动物们仿佛能听

懂爷爷的话。“我小时候认为蛇是听不懂人

话的，蛇刚来动物园的时候还很小，爷爷慢

慢喂它。我发现有时候爷爷喊它，它能听懂

爷爷的话，然后朝这边爬过来。”

而罗巍喊动物的名字，动物也会朝她

看一眼。

多年过去，罗巍小时候熟悉的动物纷

纷老去，或者死去。罗爷爷一如既往细心照

顾它们。“爷爷的想法是一直把这些动物保

护下去，喂养它们。”罗巍告诉记者。

让动物生活得更好

在罗巍眼中，爷爷是一个沉稳、有趣、坚

毅的人，“他有时跟我们在一起也会开开玩笑，

讲一讲年轻时候高兴的事情，做做好吃的”。

在退伍之前，罗应玖是部队的司务长，

厨艺精湛。罗巍说，爷爷做饭可好吃了，可是

因为要照顾动物，几乎没时间给家人做饭，

“基本上过年能够尝到一次爷爷的手艺”。

而亲力亲为，则是罗巍对爷爷另一个

很深刻的印象。

她小时候听爸爸、爷爷提到，之前有一

只猴子逃出动物园，跑到了山上。那只猴子

很凶，很可能会伤人，爷爷决定去把猴子找

回来，寻找途中，不小心从山坡上摔下来，

导致驼背至今。

“伤筋动骨要一直躺着不动，但爷爷非

要下来给动物买吃的。我觉得他可能也担

心别人没有他照顾得好，想亲力亲为。”

除了早年住进动物园的动物外，罗应

玖也会收留市民送来的猫狗。罗巍说，爷爷

最近收留了一只狗。狗体型较大，把原主人

的外婆绊倒弄伤了，主人就把狗送到动物

园来请爷爷收养。

平日里，罗巍和爸爸会陪爷爷一起去

买菜。不过爷爷一直不乐意让他们父女俩

自己去买菜——原因是担心他们买贵了。

“爷爷跟菜市场的菜贩子比较熟，有时候会

给爷爷一些优惠的价格，或者一些处理的

菜可以便宜一些”。

目前动物园依然靠爷爷的退休金、微

薄的门票、借钱等方式支撑着，罗巍的父亲

也通过平日工作收入贴补动物园支出。

罗巍在她建立的账号简介里写着：分

享罗爷爷与动物们的故事，所有收益均用

于动物园。

有些动物园会通过给顾客卖饲料喂动

物的方式盈利，然而罗巍说爷爷非常拒绝

这个方式，他觉得让游客买饲料投喂对动

物不好，饮食不规律，而且直接喂可能出现

安全问题，怕动物抓伤游客。

“爷爷的坚持挺不容易的，他有自己的

追求。”

罗巍提到，从前一只曾被用于表演的

老虎刚来动物园时，“瘦得几乎只剩一张皮

了”，爷爷天天给老虎喂几只鸡，老虎的状

况慢慢好了起来。

她感慨，这里不只是一个动物园，更是

一个“让动物生活比较好的地方”。

一切都要以动物为重

罗巍一直没去过其他动物园，“没有特别

想去”。她去过一次海洋馆，那天下午有一场动

物表演，她不敢看，直接走了——“那个表演

虽然看着很好，但对动物还是比较残忍的”。

和动物们相处久了，罗巍也积累了许

许多多有趣的回忆，以及救助动物经验。

她分享说，动物园里的乌龟不仅吃肉，还

爱吃水果；八哥能准确喊出她、爷爷和爸爸的

名字；朋友的小狗吃东西不小心被卡到，罗巍

就把爷爷救助的方法教给朋友，果然成功了。

在“罗爷爷的动物园”这个线上平台，

罗巍不仅拍摄爷爷饲养动物日常，也会展

现自己的“专业特长”，给爷爷做些小访谈，

分享给网友。

比如，爷爷在视频里说，他养的第一只

动物“山塔”是从猎人手里买来的，“喂大了

之后，它就永远对我不离不弃”。

回答孙女提出的“为什么一直留长发”

的问题。爷爷说，之前每次理完发，动物们

就立刻“仇视”自己。“我跟动物打交道的时

间比较漫长⋯⋯假如过一段时间我理发之

后 ，头 发 短 了 ，它 们 一 个 个 皱 眉 毛 瞪 眼 睛

的，对我就不是那么高兴了”。

“我的一切都要以动物为重。”面对镜

头，爷爷郑重地说。

网友的关注令罗巍动容。

“我记得有一个网友说，看到爷爷会想

起自家的老人，然后就有一种感同身受的

感觉。还有人说，看到爷爷救治动物就想起

自己救治动物的经历，感觉遇到相同的人

还是挺不容易的。”

有位老家同在恩施的网友评论，以前

去过几次动物园，经常看到满头白发的罗

爷爷骑着自行车去买菜，一晃十几年过去

了，自己远在他乡工作，“看到罗爷爷，想家

了”。罗巍把这条评论转达给爷爷，爷爷说：

“这么近，原来是邻居 。疫情在外，做好防

护，祝你工作顺利，诸事顺心。”

粉丝破 30 万，爷爷很开心，“觉得有

年轻人支持他，信心更坚定了”。

有的网友会悄悄给动物园寄送肉和蔬

菜，有的网友通过给视频账号“一键三连”的

方式（点赞、投支持币、收藏）进行线上支持。

有 平 台 提 出 想 对 动 物 园 进 行 资 金 捐

助，罗应玖拒绝了。罗巍解释说，“爷爷

觉得疫情期间，大家都挺不容易的，现在

就业 （形势） 也不太好，他希望大家先把

自己生活过好了再来帮助我们。”

罗巍表示，她也考虑过未来接过爷爷

的“接力棒 ”、成为动物园园长的可能性 。

“现在我能力还有限，不过我会加油的”。

00后UP主：守护爷爷“一个人的动物园”

罗应玖和他的“一个人的动物园”。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