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找到自己的方向

之所以选择饲养员工作，马雅说是

因为“过往的学习偏科研理论，不太会跟

动物有实际接触。我还是想来动物园做

一些可以跟动物直接接触的工作，或者

做一些能够亲眼看到效果的工作”。

当她的故事传开，有网友评论：“动

物园是事业单位编制，妥妥铁饭碗。”马

雅坦言：“稳定不是我特别考量的点，但

我肯定会考虑工资待遇。最主要的是，

我想做跟动物相关的工作。”

马雅从小喜欢逛动物园，尤其爱猫科

动物。以前喜欢豹子，现在喜欢猞猁，“它

的眼神很有灵魂，跟它对视有一种交流的

感觉，猞猁本身长得也很可爱。”马雅说。

出于这种喜爱，她本科选择了英国

帝国理工学院的生物科学专业，后来确

定了动物方向，硕士研究生选择了剑桥

大学的兽医科学专业。

2023 年 4月研究生毕业后，马雅

选择回国工作，就职于南京一家生物

医药企业，案头工作“谈不上多喜欢，

也没有特别不想干”。当看到上海动

物园的招聘启事——饲养员岗位职责

包括动物饲养繁育、训练、研究等，她

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进入上海动物园，她最先接触的是

大象，每天要把装满草料的桶提给大象

进食，得花点力气。起初，她和这里的

大象互不熟悉，有点害怕大象的长鼻伸

过来卷到她，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后来

接触久了，距离还是得保持，但心渐渐

放了下来。

最近，她和一只塔尔羊变得亲近，

“它一直是我们的训练对象，比较亲近

人，或者说没有那么敏感胆小，我走近

了，它会好奇地看看。”马雅说。

马雅经常训练它跟随定位棒移动，这

有益于动物串笼；也会训练称重、采血、梳

毛，旨在辅助兽医工作和动物日常健康体

检。不过动物有自己的脾气，训练状态也

有好坏，马雅说：“它之前称重、定位棒指

引都能做到，后来有一段时间‘生小孩’，

警惕性提高，训练难度就会增加。”

在轮岗中，马雅和许多动物打交道

时，常常有一些惊喜的发现。有大学团

队来做小熊猫行为实验，在盒子上开了

洞，想看看小熊猫习惯用左手还是右手

去掏盒子里的东西，结果发现“小熊猫想

都没想就直接用头钻进去了”。

“小熊猫更习惯于用头直接伸进去，

把东西叼出来，然后再用手抓着吃。”马

雅说，这种行为完全打破了人类的预想，

“动物有很多神奇的地方，可能我们一开

始不会发现或理解不了，但在一天天的

接触中，它们会向我展现。”

还有些时候，动物的生命力令她动

容。一只印度黑羚刚生下来比较虚弱，

饲养员为它增添保暖的铺垫，在母乳以

外进行人工哺育；面对脆弱的小熊猫，除

了喂奶，饲养员还会捣一些苹果泥喂它，

“在生命变好的那个瞬间，看见那种生命

力，我会感动。”马雅说。

不过，动物园有自己的规则，这里的

动物不同于家养宠物。马雅说：“游客只

能从外面看一看，而我现在可以更加近

距离地接触它们，就会有更多思考——

如何跟它们接触，同时又保持对它们野

性的尊重。”

是大材小用吗

工作“早八晚五”，每天和动物打交

道，要接受笼舍的各种气味，要做些体力

活，多年学习的兽医理论不时遭遇实践

的挑战。马雅不介意，还有点高兴。

饲养员的一天，早上8时上班，下午5

时下班，其间主要是巡视动物、打扫展区以

及喂食，有时还要参与科普讲解等工作。

动物笼舍免不了各种气味，马雅并

不在意，“这个环境跟办公室肯定不一

样，但我觉得还好。”冲刷粪便、搬运草料

等脏活累活也免不了，“食草动物要吃的

草很多，搬草、推车，其实还好，最多做得

比他们（其他饲养员）慢一点。”

“在动物园工作以后，我觉得变得更

健康了。之前在办公室坐得比较多，腰

不太好，来了以后运动量还是比较轻的，

自己业余时间也会再做一些运动，感觉

更加强壮一点。”马雅高兴地说道。

工作中的挑战其实有很多。她记

得，有一头小海狮因为换了水池，面对众

多游客产生了应激反应，连续十多天都

不愿意吃饭，把饲养员们吓坏了。理论

知识这时候也派不上用场。

“我们就多跟它接触，比如多叫它的

名字，把鱼直接喂给它吃，同时去抚摸

它。慢慢地，它开始习惯人的碰触和接

近，我也会感觉到它对我更加信任。”马

雅说，“我学的都是一些理论，很多时候

发现自己的建议放到实际中可能不会有

效，人也不太能预测动物的反应，所以还

是要多尝试、多探索。”

她也喜欢和“老师傅”交流学习，比

如展区设计更新时，她提出增添一个轮

胎供动物玩耍，而有经验的饲养员指出，

这不适合长角的动物，因为角可能卡在

轮胎里，有危险性。“他们会考虑更多因

素，然后我们就讨论，感觉还挺好。”

“马雅很能吃苦，干活非常主动，我

有时候碰到什么问题也会问问她，因为

她毕竟在国外待过，她的思路和学的东

西可能超过我们。”44岁的食草动物区

饲养员谢逸林经常和年轻饲养员交流，

他说，自己这代人可能是靠体力去干活，

新一代学历更高，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

去提高动物福利。

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和剑桥大学的

光环下，有人会惋惜马雅“大材小用”。

她觉得，理论知识仍有用武之地，动物种

群管理的数据分析方法在科研中会用

到，兽医药理学的知识在动物生病治疗

时也能发挥作用。在看似重复的工作

中，她加深了对动物园运作、动物进出管

理以及行业现状的了解。

工作一年多，马雅说动物们时常给

她带来惊喜，“渐渐会发现每种动物身上

都有非常出彩、非常奇特的地方，我觉得

很神奇，也会跟它们培养出一些感情。”

前辈们的经验、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情况，

丰富了她的理论知识库，也引发她对于

动物园的更多思考。

提到未来，马雅希望，不仅能把每天

的饲养工作做好，还要做一些科研，针对

动物营养学、疾病治疗等进行更系统的

研究；她还考虑再学一些兽医技能，之前

学习的知识偏理论，希望多积累一些实

践经验；还有动物园的科普宣传、对外交

流，也会找机会多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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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后”女孩马雅

英国剑桥大学硕士毕业
去上海动物园当饲养员

她说，这不是大材小用

“我去年2月来到上海动物园，先在食草动物队的大象岗位，之后轮
岗养过河马、犀牛；灵长队的话，我养过金丝猴、黑叶猴、狒狒、环尾狐猴
等等；然后又去了食肉队，养了老虎、豹子，然后猞猁、狐狸、狼，还有小熊
猫等等；现在在食草区，养的是鹿和羊。”

这是2000年出生的南京女孩马雅的工作介绍。她先在英国帝国理
工学院拿到本科学位，后在剑桥大学拿到硕士学位，2024年2月，她放
弃生物医药企业的工作，入职上海动物园，成为一名饲养员。

上海动物园相关人士表示，近年应聘动物园岗位的高学历人才不在
少数，其中不乏美国康奈尔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等名校毕业生，他
们都需要在一线饲养岗位轮岗至少半年。需要指出的是，饲养员的职责
不只是打扫笼舍，也要参与动物保护研究、科普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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