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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陕西西安未央湖动物园推
出一款价值 268 元的服务套餐，其中包含

“撸小狮子”服务——在专业饲养员的监护
下，游客可以与一只一个多月大的小狮子
零距离接触10分钟，广受游客追捧。

“如果人太多的话，小狮子也会比较烦
躁。为了让小狮子更好地休息，也为了游
客安全，我们才下架。”日前，记者以游客身
份咨询动物园，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客流量
过大，目前动物园已经下架该套餐，以方便
小狮子更好地休息。

记者从未央区未央湖街道办事处获悉，
街道办事处之前并没注意到未央湖动物园
推出的类似套餐，但在收到公众的反馈后已
向上级部门汇报。“市场监督管理等相关部
门已知晓此事，也已经开始对未央湖动物园
进行整改。”工作人员表示。然而，“撸小狮
子”是否合规？对小狮子是否有伤害？动物
园这一行为引发公众广泛讨论。

对此，长期关注动物保护立法的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钱叶芳表示，这一行为
不仅违反了相关规定，而且狮子作为野生
动物，不宜跟人类近距离接触，“撸狮”会对
它们造成心理上的恐惧以及应激，而猫科
动物应激后可能会导致疾病的产生。

专家称“撸狮”并不合规

记者梳理发现，推出类似套餐服务的
动物园不在少数。辽宁省辽阳动物园推出
抱小狮子打卡拍照项目，浙江温岭动物园
提供和园区小老虎互动的项目，北京顺义
虎乐园可以遛老虎，保山市太保公园动物
园可以摸狮子；还有以“研学”名义推出的
各类项目，例如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推
出“小小保育员”研学互动项目，包括考拉
小小保育员、熊猫小小保育员等，为儿童提
供与动物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2023年5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正式实施，其中第
二十八条规定，利用野生动物进行公众展

示展演应当采取安全管理措施，并保障野
生动物的健康状态。与此同时，该法将动
物园内未经历野外生活的人工繁育野生动
物，视作野生动物的一部分。

在钱叶芳看来，与家禽等经过人类驯
化的动物不同，狮子作为野生动物，基因并
未发生改变。这样近距离地与人类接触，
不管是从法律法规还是动物福利的角度来
讲，都十分不妥。

“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园管理
的意见》中，要求动物园切实保障动物福
利，保证动物健康。”

该意见要求，动物园要保质保量供应
适合动物食性的饲料；建设适合动物生活
习性、安全卫生、利于操作管理的笼舍，配
备必要的防暑御寒设施；加强兽医院建设，
采取必要的疾病预防和救治措施，为动物
提供必要的医疗保障；妥善处理死亡动物
的尸体；不得进行动物表演；避免让动物受
到惊扰和刺激。

“‘撸狮子’这一做法，明显与上述要求
不符。”钱叶芳说。

与此同时，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
布的《城市动物园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
动物园管理机构应当完善各项安全设施，
加强安全管理，确保游人、管理人员和动物
的安全。动物园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游人
的管理，严禁游人在动物展区内惊扰动物
和大声喧哗，闭园后禁止在动物展区进行
干扰动物的各种活动。

或给人狮双方带来伤害

在被问及抱小狮子互动时游客是否有
防护措施，西安未央湖动物园工作人员称，

“会让游客戴手套和小狮子进行互动。”但
在不少游客的打卡视频中可以发现，互动
式并没有手套等防护设备，一名游客像抱
猫一样抱着小狮子，另一名游客则不停抚
摸小狮子的头。

“园区一共两只小狮子，差不多大，是
园里的大狮子繁殖的。小狮子还在喝奶，
没有攻击性。它们比较小，很可爱，大家都
非常喜欢它们，也基本上是摸一下抱一
下。”园区工作人员介绍。

在北京动物园的饲养员杨毅看来，这种
人与狮子的过密接触，于人于狮都可能会带
来伤害。杨毅1997年从园林学校毕业，后
到北京动物园跟着师傅养猴子。40岁出头
的他，已经在这里养了20多年的动物。

杨毅表示，无论幼崽还是猛兽，狮子的
野性始终存在，在近距离接触的情况下，很
有可能会误伤游客。人类和小狮子接触过
密，很可能会导致人畜共患病和交叉感染
等问题，这对小狮子和人类，彼此都是一种
伤害。

“比如说，如果游客家里养了猫，身上携
带家猫的病菌，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很
容易传染给小狮子。”杨毅解释，“因为二者
同属于猫科动物，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与此同时，如果人得了流感，也很容
易传染给小狮子，小狮子再传染给别的狮
子，从而引起人畜共患病。值得注意的
是，杨毅说，“这种可以与人类亲密互动的
小狮子一般是人工喂养，免疫力比较低。
加之跟人类接触较多，患病和早夭的风险
比较高。”

在杨毅看来，动物园应该更多地尊重
动物福利，让动物健康地成长。因为动物
园真正的功能和意义，一是迁地保护，把更
多野生、濒危的动物保护和繁育起来，有朝
一日让它们能够重归生态，回到大自然的
环境中；二是科学研究，研究存在的动物为
人类造福；三是自然教育，让大朋友和小朋
友了解野生动物存在的意义。

“在自然教育方面，南京红山森林动物
园做得很好，既能起到自然教育的作用，又
能让人与动物保持一种比较好的界限。”他
说，“但这种撸猫式的撸狮子，很难起到正
面教育的意义。” 本报综合消息

一些“老年大学”怎就沦为了推销场

一动物园推出一动物园推出268268元元““撸狮撸狮””套餐套餐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到来，老年大学
作为老年人学习、社交的重要场所，越来越受
到这一群体的青睐。中国老年大学协会数据
显示，截至2023年4月，全国各级各类老年大
学（学校）已达7.6万所，参加学习的学员2000
多万人，但只能满足8％左右有需求的中老年
人。供不应求，让民办老年大学、教培机构

“活”了起来，市场上掀起了一波老年教育加
盟潮流。

然而，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一些不良商家
盯上了老年教育这块“香饽饽”，以“办老年大
学”为幌子，打着“免费体验”“名师授课”的旗
号，将推销课程包装成“学习机会”，诱导老年
人掏钱购买高价课程，赚取高额利润，导致一
些老年人掉入消费陷阱。

老师成了老师成了““推销员推销员””诱导老人贷款消费诱导老人贷款消费

“前 3 节课，老师讲得不错，我也学得很
开心，可到了第4节课，老师突然开始推销一
套价值数千元的书法课程。”李玲回忆道，老
师见她犹豫，又说这套课程是名师授课且名
额有限，很多学员都抢着报名。

在老师的“软磨硬泡”下，李玲掏钱购买
了课程。可上了几节课后，她发现课程质量
与之前的体验课相差甚远，老师也不是所谓
的“名师”。更让她气愤的是，课程结束后，老
师又向她推销更贵更“高级”的课程，声称“只
有继续学习才能成为书法家”。

爱好摄影的王晓峰也在一所宣称是“民
办老年大学”的机构里被坑了。今年65岁的
王晓峰从陕西某事业单位退休后，报名参加
了该机构的摄影课。

起初，课程内容主要是摄影基础知识，可
没上几节课，老师就开始频繁推荐一款高端
相机，“老师说这款相机原价要两万多元，通
过他可以拿到内部价，只要1.5万元。”在老师
的鼓励下，王晓峰心动了，但手头没有足够的
钱，老师便“热心”地帮她联系了一家贷款公
司，让她分期付款购买相机。

“我当时觉得老师是为我好，没想到买完
相机后，课程内容就变得敷衍了事，老师也不
再像之前那样耐心指导了。”王晓峰说，更让
她苦恼的是，每个月的还款让她不堪重负。
她试图将相机转卖，但由于是二手货，价格大
打折扣。

记者注意到，上述受访者参加的“老年大
学”均非政府办学，而是一些民办教育机构打
着“老年大学”的旗号，利用老年人群体防范
意识薄弱、信息不对称等特点，将推销课程包
装成“学习机会”，通过“免费体验”“名师授
课”“收获颇丰”等噱头吸引老年人报名，再通
过“饥饿营销”“情感绑架”等手段诱导老年人
掏钱购买高价课程或相关产品。

机构质量良莠不齐机构质量良莠不齐 教师资质难以保证教师资质难以保证

目前我国老年大学的办学性质主要包括
政府办学、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社会办学几
种，其中以政府办学为主，约占老年大学总数
的70％以上。

一名老年大学教学负责人透露，如今公
办老年大学供不应求，且面临分布不均的问
题，江苏、山东、四川、上海均有超过300所老
年大学，除四川外其余省市均位于东部沿海
地区，在平均数以下的省份共计19个，宁夏、
海南等省份的老年大学数量不足 20 所。他
说，当各类主体一窝蜂涌进老年教育这个赛
道后，泥沙俱下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卖课
的、卖药的、卖保健品的并不少见。

记者近日以帮家里老人报名为由，在线
上咨询了 10 家民办老年教育机构的相关负
责人。关于师资力量，对方均承诺：“我们这
里的老师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课程质量有
保障。”

但有从业者告诉记者，有些老年教育机
构所谓的“名师”其实是推销员，他们利用老
年人对“名师”的信任，将推销课程植入正常
课程中。为了规避监管，他们将推销课程包
装成“学习资料”“教材”等，以“自愿购买”的
名义向老年人兜售。然而，这些“学习资料”
往往价格虚高，且与课程内容关联不大。

“还有一些培训机构与民办老年大学以
‘合作办学’为名，通过支付场地租金、课程分
成等方式，将推销课程植入其日常教学中。
这些机构往往以‘公益课程’‘政府补贴项目’
为幌子，招募讲师进驻课堂。这些讲师的真
实身份并非教育工作者，而是经过话术培训
的销售人员。”该从业者说。

来自江苏南通的刘丽敏介绍，一名自称
“国学大师”的刘老师以讲解《易经》为切入
点，将话题引向“玉石开运”，说“玉石能调节
人体磁场，还能保家宅平安”。课堂上，他不
仅展示了自己佩戴的“开光玉石”，还搬出一
套“五行能量”理论，宣称佩戴特定玉石可以
延年益寿。课后，他私下向学员推荐一款标
价1.28万元的“能量玉石手串”，声称“仅限内
部学员购买”。

“同学们投诉后才知道，这名刘老师其实
是一家玉石销售公司的业务员，‘国学讲师’
的资质是伪造的。”刘丽敏说，后来机构负责
人解释说，这属于合作课程，对方只需向机构
交纳30%的场地分成，内容审核不归机构管。

课程备案师资审核课程备案师资审核 形成质效督导体系形成质效督导体系

多名受访的老年学员提到，他们在选择

学校报课时看到对方写着“老年大学”几个
字，便想当然地认为是公办老年大学，完全
没想过会是民办教育机构、培训机构，更没
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些不良机构试图割掉的

“韭菜”。
“我报名的那所学校名称就是××老年

大学，实际上它都没有办学资质，可我以为它
就是一所大学。在大学里上课，怎么会被坑
呢？”李玲感到不解，“希望相关部门能对老年
教学的办学主体规定得更加明晰一些，没有
经过审批的怎么能叫大学呢？”

实际上，202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
见》，文件中提到，创办老年大学必须经过教
育部门的审批，取得办学资质才能招生。其
间，必须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督。

在教育专家李一陵看来，老年人普遍存

在信息获取渠道有限、防范意识薄弱的问
题。一些机构利用老年人对“老师”的信任，
通过精心设计的话术和套路，诱导其购买高
价课程或产品。

“老年人遭遇消费陷阱后，也往往因证据
不足、法律意识淡薄而放弃维权。即使投诉，
也面临‘取证难、立案难、执行难’的问题。”湖
南高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吴茜说，她曾接触过
一个案例，一名老年学员在某民办教育机构
购买了一套价值两万元的“养生课程”，后发
现课程内容与宣传不符，但因合同条款模糊，
最终未能追回损失。

如何治理一些民办老年教育机构收割老
年人“钱袋子”的乱象？

受访专家建议从四个方面发力：明确
监管主体，将各级各类老年大学纳入教育
或民政部门统一管理，建立课程备案和讲
师资质审核制度，老年大学开设的所有课
程需向监管部门备案，包括课程内容、讲师
资质、收费标准等；严查利益输送，禁止老
年大学与培训机构进行收入分成，违规者
取消办学资格；建立“课程黑名单”，对虚假
宣传、诱导消费的机构实施联合惩戒；此外
要公开透明收费，所有收费项目需在显著
位置公示，禁止以“自愿购买”名义变相推
销。

受访专家一致提出，要建立维权机制，降
低老年人维权成本。比如设立老年人消费维
权绿色通道，简化投诉流程，提供法律援助；
支持消费者协会或公益组织对侵害老年人权
益的机构提起公益诉讼。

吴茜提出，还要加强宣传引导，增强老年
人防范意识。可以在社区开展防诈骗宣传活
动，通过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等方式，帮助老
年人识别推销套路；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
传统媒体，以及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
媒体，普及消费维权知识；鼓励子女多关心老
年人的学习和生活，帮助其辨别虚假宣传。

（文中受访的老年学员均为化名）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