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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科威与“海棠”首次见面，在三
亚海棠湾沙滩。

在浙江从事外贸工作的宋科威，因
公司团建活动来到三亚。1月3日，她
早起来到酒店旁的海滩上准备观日出，
为朋友准备沙滩生日祝福。突然，沙滩
上一团黑色的物体引起了她的注意。

“走近一看，才发现是头‘鲸’。它
全身沾满沙子，身上多处有咬痕，眼睛
紧闭，只有鳍还微微抖动。”宋科威回
忆道，发现它还活着，她立即报警求
助，并和同行的7名朋友一起开启救

助行动。
宋科威和朋友们从周边找来一条

破旧的毛巾搭在“海棠”背上，并用水桶
装水不停浇湿“海棠”身体，众人还合力
形成“阴凉人墙”，为“海棠”遮挡阳光。

“发现‘海棠’后，周边的保洁人
员、路人都纷纷加入救助行动。”宋科
威说，三亚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救援
人员抵达现场，海昌生物保育中心保
育人员带着医疗装备，蓝丝带海洋保
护协会志愿者带着水桶、担架布，亚
特兰蒂斯酒店调来转运担架，海警战

士准备好了遮阳布。大家齐上阵、共
参与，迅速为“海棠”处理伤口、遮阳、
保湿、补水。最终，铲车把它转运到
最近的救助站——三亚海昌生物保
育中心。

3个小时的救助是漫长的。顶着
烈日，宋科威一直守护在侧，并随时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那天是团建活动最后一天，可以
自由活动。因为碰到‘海棠’，大家不
约而同地选择坚守在沙滩上，希望多
为救助行动出份力。”宋科威坦言。

“朝阳下的奇迹！搁浅短肢领航鲸‘海
棠’回‘家’了！”5月 26日 6时 15分，朝霞
盈空，“海棠”在人们的注视中，向大海远方
游去。

1月3日，一头重达500公斤的短肢领航
鲸，在三亚海滩搁浅，牵动了无数人的心。随
后，三亚开始了一场145天的合力大营救，政
府职能部门、公益机构、爱心企业和专家、志
愿者、技术人员接力救援，成功让“海棠”恢复
健康，踏上回“家”路。

70海里的回“家”路，需要耗时近12个
小时。这一路，注定不寻常。

5月25日18时30分，利洋358科考船
搭载着领航鲸“海棠”，从三亚启程，前往水
深500米深的海域。装有“海棠”的专业水槽
放置在船尾的甲板上，“海棠”的点滴变化牵
动着20余名随船人员的心。每隔5分钟，随
船保育员都会用手轻抚“海棠”额隆，感知体
温，用水瓢往身上洒水降温。

“为‘海棠’浇水降温、扶正身位、检查呼
吸次数，大家都在精益求精，不放过每个细
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秘书长蒲冰梅说。

受海上风浪影响，利洋358科考船在航
行中左右摇晃，“海棠”体位也因此产生侧
偏。5月26日零时，随船志愿者刘冰雪发现

“海棠”体位偏左，大家立刻投入“战斗”。
大家协力调整装有“海棠”担架布的位

置，同步在“海棠”身体与担架的空隙塞进高
密度海绵，以防它的左胸被压伤。

海上的夜静悄悄，克服深夜的疲倦，大家
始终紧盯着“海棠”的变化。凌晨2时许，新
的意外来临。

随船志愿者胡雁思汉发现“海棠”躯体起
伏大，呼吸从正常状态下每5分钟3次增加
到每5分钟7次，如人类睡觉时突然惊醒般
的状态。

“评估‘海棠’状态后，随即协调船只中途
停船，更换新海水，并不停为它降温。”胡雁思
汉透露，大家持续忙碌到凌晨4时许，“海棠”
呼吸终于恢复正常。

5时许，利洋358科考船抵达北纬17度
28分、东经110度15分，这是“海棠”放归的
海域。

现场指挥员发出指令，船尾龙门吊的吊
臂缓缓升起，装有“海棠”的担架布随即从专
业水槽中脱离。到达一定高度后，吊臂移动
方向，缓缓下降，平稳地将担架布平放在船
舷旁。

“一二三……”打开担架布捆绑绳，大家
小心翼翼将“海棠”双鳍从担架布中取出，尔
后齐力拉起担架布一侧。

随着担架布展开，“海棠”开始翻滚，扑通
一声落入海中。

“‘海棠’游出数米后，又转回头，仿佛和
大家告别。”蒲冰梅说，与它相处的4个多月，
大家都对它产生了深深的情感。

“希望它能尽快找到家人和朋友。”目送
“海棠”远游，志愿者李波站在甲板上，久久不
愿离去。

（本报三亚5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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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三亚短肢领航鲸放归

扫码观看“关注三亚短
肢领航鲸放生”系列视频。

看点

最早发现“海棠”搁浅、提供救助的爱心人士——

浙江游客宋科威：
因为它，更爱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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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媛艳

“6时15分‘海棠’成功入水！”5月26日清晨，获悉短肢领航鲸“海棠”顺利放归大海的消息，浙江省宁波
市游客宋科威开心地跟身边人报喜。

作为最早发现“海棠”搁浅、并提供救助的爱心人士，宋科威持续关注“海棠”救治情况，自费奔波2000
余公里，赴三亚送“海棠”踏上“归家”路。

“‘海棠’是幸运的，在三亚遇到了一群有爱心的人。145天的接力救援，不仅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顽强，
更让我爱上了三亚这座有爱的城市。”宋科威说。

再见“海棠”，宋科威觉得它胖了。
的确，如今已似“大茄子”的“海

棠”，胸围从搁浅时的1.9米长到了2
米，自由下潜、自主捕食、辨识同类等
技能对它而言都不在话下。

5 月 25 日，看着在水中翻滚玩
耍的“海棠”，宋科威手机的摄影功能
一直开着，她要多拍下“海棠”的照片
留作纪念。因为，送别的时间越来
越近了。

“收到‘海棠’即将放归的消息，我
带着朋友们对‘海棠’的祝福，连夜从
宁波飞往三亚，希望可以送它重回大
海。”搭乘飞机抵达三亚，宋科威顾不
得旅途疲惫，在“海棠”放归当日，全天
候守在三亚海昌生物保育中心。

“我在‘海棠’搁浅的海滩写下了
‘海棠一路平安’的祝福。”身穿绘有
“海棠”图式的文化衫，宋科威在人群
中格外醒目，她要以此方式送别这位
特殊的海洋朋友。

成功引导进医疗池、顺利起吊、
安全转运、抵达码头……“海棠”野外
放归行动的每个环节，宋科威都紧紧
跟随。

晚霞霞光初现，看着载有“海棠”
的利洋358科考船缓缓远行，宋科威
泪目了。在她的身旁，“海棠干妈”王
悦琪、蓝天救援队队员姜军等长期相
伴“海棠”的爱心人士，挥别的手臂迟
迟不愿放下。

“三亚是座美丽的城市，景美、人

更美。与‘海棠’相识，与这群海洋保
护热心人的相知，开启了我与三亚的
缘分，期待日后能有机会带着家人一
起好好游览这座有爱的滨海城市。”参
加完送别活动连夜赶回宁波，宋科威
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三亚椰风海韵的
魅力，但参与见证一次有意义的活动，
她觉得不虚此行。

宋科威和“海棠”的温暖故事经媒
体报道后，引发众多关注，许多市民为
之感动。目前，三亚旅文部门和众多
涉旅企业纷纷表示，为她和家人提供
酒店住宿、海上娱乐、特色餐饮等专属
礼遇产品，盛邀她重游三亚，深度体验
鹿城独特的风光和特色旅游服务。

（本报三亚5月26日电）

意外相识

数月牵挂

宋科威回到宁波后仍时刻关注
“海棠”的消息。

“媒体关于它的报道，我及时分享
给朋友们，大家都很关心‘海棠’的救
治情况。”宋科威说。

“检查发现肺部有感染，肝、肾功
能异常”“1月5日开始进食”“1月9日
独立游动”“1月18日肝功能恢复正
常”“1月23日自主下潜”“4月27日血
检结果正常”“5月7日经评估达到放

归标准”……“海棠”身体的点滴变化，
牵动着宋科威的心。

“志愿者日夜陪护‘海棠’的网上
视频，我经常和孩子一起翻看。”宋科
威说，看着“海棠”一天天好转，特别
开心。

5月12日是宋科威的生日，她许
下心愿：“海棠”平安健康，顺利回家；
并向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捐赠512
元，用于购买“海棠”日常食用的鱿鱼。

“‘海棠’一天能吃近20公斤的鱿
鱼和鲱鱼，视频中看到它大快朵颐的
模样，特别可爱。”宋科威在云端关注
着“海棠”的成长，既欣慰又感动。

“500余人次数月接力陪伴，各方
8万多元的爱心捐赠，‘海棠’的救助
开创了我国短肢领航鲸成功救助和野
外放归的先例。”宋科威感叹道，这个
为爱奔跑的故事，是一座文明城市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温暖写照。

千里送别

海报深读融媒工作室
制作推出《偶遇鲸豚搁浅，
怎么办？》科普视频，扫码观
看，一起来听听专业救援人
员和志愿者的正确答案。

成功放归后的“海棠”在海面缓缓游动。 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上接A01版

团结协作
开启生命接力

因为长时间搁浅，这头短肢领航鲸体
力耗尽、身体虚弱，无法自主浮动，需要
有人帮它在水中保持身体平衡，以防侧
翻呛水。现场的保育员迅速赶制出浮
具、三亚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立即发布
志愿者招募令、省内外专家先后赶来参
与救治……一场生命接力就此开启。

“因为在海棠湾被发现，我们为它取
名‘海棠’。当天发出的志愿者招募令也
很快得到回应，有人甚至下班后就直接赶
了过来，还有专程从陵水赶来，放下手头
生意也要参与的……”蒲冰梅说，当天起，
志愿者们每 4人一班轮值 3个小时，配合
兽医、保育员完成“海棠”抽血等各项检
查，同时观察它的动态，避免侧翻呛水。

也是在 1 月 3 日，三亚固定翼飞机驾
驶员李思聪还在“埋怨”相约出海潜水的
朋友爽约，便得知了朋友前去救助“海
棠”的消息。热心的他立马跟上，一“跟”
就是 3 个多月。“从 1 月 3 日到 4 月初，几
乎每天都来，一天不见，还怪想它的。”李
思聪说。

1月、2月的水温仍凉意十足，李思聪
每天下水至少 3 个小时，有时人手紧，他
还会主动申请值两个班次，下水就是一
个通宵。看着“海棠”从需要人工托扶，
到依靠浮具游动，再到完全自主游动，李
思聪觉得这是他最值得骄傲的事。

不只是李思聪，常给“海棠”送来鱿
鱼、为它涂抹凡士林保护皮肤的王悦琪，
因为像照顾孩子般地付出，从事美人鱼
潜水工作的她被其他志愿者称作“‘海
棠’干妈”。今年春节，王悦琪甚至在除
夕夜陪伴“海棠”到凌晨2点才回去。

“志愿者在救助‘海棠’过程中发挥
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特别是救助初期，

‘海棠’需要 24 小时看护，王悦琪在水里
泡了 4 个多小时，冷得发抖也没抱怨；李
思聪曾一次下水6个多小时，是下水时间
最长的志愿者。”蒲冰梅说，此次接力救
助，有500余人次志愿者参与其中。

而更多爱心人士、爱心企业也在生命
接力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有给“海棠”
送来鱿鱼等食物的，甚至身处外地也拜
托朋友送来；有学校组织义卖活动，所得
善款全部用来救助“海棠”……贡献不分
大小、关心无论老幼，一个个行动、一次
次帮助，都凝聚着人类对“海棠”的爱。

收获良多
救助鲸豚更专业

26 日，看着空荡荡的室外大池，海昌
三亚项目生物保育部水族饲养主管王树
森心里空落落的：“‘海棠’很通人性，陪
伴了几个月都有感情了，还真舍不得。”
虽然嘴上说着舍不得，但他心里还是为

“海棠”回归大海感到开心，因为它本来
就属于大自然。

放眼古今中外，鲸豚搁浅事件并不鲜
见。然而其中只有少数鲸豚能幸运重回
大海。在此次救助“海棠”前，三亚蓝丝
带海洋保护协会 2011 年来共救助 79 头
鲸豚，只有 1 头印太瓶鼻海豚成功放归，
其余全部死亡。“面对如此低的存活率，
哪怕只有一线生机，也要全力以赴。”蒲
冰梅说。

2019 年，短肢领航鲸“丫丫”在三亚
搁浅，尽管所有参与者都努力营救，还是
没能挽救它的生命；2023 年，100 多人用
近 30 小时的爱心接力，最终也未能挽救
侏儒抹香鲸“蓝宝”的生命……在蒲冰梅
看来，只有不断总结和反思，才能为下一
头鲸豚救助赢得更多的生机。

“海棠”无疑是幸运的。“发现‘海棠’
搁浅的当天我们就召开了多地联动视频
会议，与多个生物医疗团队线上交流讨
论。救助第二天，海昌海洋公园生物健
康负责人乜英奎还专程从上海赶到三亚
参与救助，并根据短肢领航鲸的各类身
体指标制定针对性的补水、消炎、护肝、
护胃等治疗方案，而及时、专业的治疗也
为‘海棠’的后续恢复打好了基础。”三亚
海昌水野救助中心负责人曹政说。

得益于多方的救治和守护，“海棠”
从需要七八个人托举、五六个人搀扶、三
四个人守护、一两个人陪伴，到最终可以
独立游动，并顺利从医疗池搬入户外大
池。5 月 7 日，经专家评估，“海棠”健康
状况良好，具备野外放归条件，踏出“回
家”第一步。

在没有同物种放归经验的情况下，救
助力量群策群力、细致谋划、反复斟酌，
科学制定了“海棠”野外放归方案，全力
保障“海棠”平安归家。5 月 26 日，在随
船志愿者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协力下，“海
棠”被安稳地从船上放归大海。

“刚回到大海时，无人机还能拍摄到
‘海棠’下潜的画面，后来它的背鳍从海
面上消失，无人机也没再发现它的踪影，
我想，它一定是带着大家的祝福，去寻找
它的族群了！”蒲冰梅说。

（本报三亚5月 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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