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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台北11月20日电（记者齐湘辉 黄扬）
19日 13时 48分，罹患脑部疾病的大陆赠台大熊猫

“团团”，在麻醉沉睡中停止了心跳。4岁来台的“团
团”，生命定格在 18岁。

消息传出，两岸同胞痛惜不已，以不同方式表达
对“团团”的悼念和追忆。“‘团团’不怕了，不痛了，好好
走，谢谢你这些年带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回忆……”

“‘团团’走好，谢谢你陪伴两岸同胞这么多年……”
潮水般的网络留言，寄托着两岸同胞的思念。

今年 8月，台北动物园为“团团”庆祝了 18岁生
日。在园方公布的直播视频里，“团团”独享一个单
层方形蛋糕，细嚼慢咽了好一会儿才把蛋糕掀翻，
拿起上面充当蜡烛的甘蔗吃了起来。憨萌的模样
逗乐了不少在线上观看庆生活动的台湾民众。

不久后，传出“团团”患病的消息。台北动物园
消息称，8月下旬“团团”突然出现癫痫、口吐白沫的
症状，9月 18日被送往台大附设动物医院检查，发现
有脑部水肿、坏死的现象。10月 16日，“团团”开始
出现后肢无力、食欲下降的症状，进食量、排便量和
活动量甚至不到以前的一半。从前坐着吃饭的“团
团”，虚弱得只能躺着进食。

“团团”患病的消息牵动着两岸同胞的心。两
岸网友持续在网上为“团团”祈福。台北动物园为

“团团”专设的六块留言板，在短短三周内贴满了祝
福语，一字一句寄托着台湾民众希望“团团”战胜疾
病、早日康复的祝福。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9月底
即成立专家组，与台北动物园持续保持线上沟通，
并应邀派 2名专家赴台，协助开展诊疗护理工作。

此后，“团团”一度传出病情稳定的好消息。然
而，11月 17日以来，“团团”癫痫发作频繁，一天发作
数次，19日凌晨更是连续3次癫痫发作。台北动物园
称，综合评估“团团”癫痫发作频率、用药难以控制、
临床血液检查指标恶化、醒后可能无法正常进食生
活等因素后，医疗团队出于动物福祉方面的考量，忍
痛决定放手，让“团团”在麻醉沉睡中离开这个世界。

“‘团团’是一只很乖的大熊猫，生病期间也乖
乖配合治疗。”回忆起“团团”生前点滴，台北动物园
大熊猫馆馆长陈玉燕忍不住落泪，“我们尽量让它
快快乐乐地过完最后的日子”。

2005年 5月，大陆方面宣布，大陆同胞将向台湾
同胞赠送一对象征和平、团结、友爱的大熊猫。在
200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经过两岸同胞和海外侨
胞的投票，这对大熊猫被命名为“团团”和“圆圆”。
2008年 12月 23日，“团团”“圆圆”跨过海峡落户宝
岛台湾，并于次年的农历大年初一首次与台湾民众
见面。台湾同胞回赠大陆同胞的一对梅花鹿“繁
星”“点点”和一对长鬃山羊“喜羊羊”“乐羊羊”，
2011年 4月在山东威海安家。

两只大熊猫的到来，在岛内掀起“熊猫热”，正
式亮相首日吸引逾 1.8万民众前来一睹“芳容”，成
为台北动物园的“明星”。据台北动物园统计，“团

团”“圆圆”初亮相的 2009年，动物园创下 360万入园
人次的纪录。这个纪录直到后来它们的幼崽“圆
仔”的诞生才被打破。

由于“团团”体形较圆，园方曾试图将每天 3下
的仰卧起坐加入训练菜单，并设计许多行为丰富化
玩具，让“团团”多爬树。“团团”还因为在 2018年左
上犬齿断裂，成为全球第一只戴牙套的大熊猫。

在台北动物园动物组组长王怡敏眼里，“团团”
像一个呆萌的大男孩，害羞、不太自信，却是一个

“暖男”，比“圆圆”还要温柔。
“我们馆里有很多人自称‘团嫂’，特别喜欢‘团

团’，因为它对人百分之一百二的信任。我们对它
做医疗处理，它会感到不适，但隔天就忘记，还是跟
我们一样亲近。”王怡敏说。

2013年，“圆圆”在台产下第一胎幼崽，取名“圆
仔”。7年后，“圆圆”产下第二胎“圆宝”。这个幸福
美满的小家庭，深受台湾民众喜爱，成为一代人的
童年回忆。

网友“Brian Chan”回忆，自己当年经常看直播
节目“天天看圆仔”，视频里看到的“团团”“总是坐
着在静静地吃竹子，好一只乖乖熊的样子……”

网友“李思榆”说：“‘团团’一路走好。不痛
了。感谢您来台湾，我的小孩是看着您长大的。”

……
14年前大熊猫“团团”“圆圆”赴台安家，是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象征。它们给台湾同胞带去
了无数欢乐和美好记忆。对于“团团”不幸离世，国
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我们对“团团”病逝感到痛
心和惋惜。我们感谢两岸专业团队、台北动物园以
及有关各方为救治“团团”尽到的努力，希望两岸有
关方面继续做好大熊猫保护的交流合作。她说，大
熊猫作为“国宝”值得两岸同胞珍惜。两岸民心相
通、良性互动，应该共同珍惜维护。

对于赴台驻点采访的大陆记者而言，台北动物
园大熊猫馆是每次赴台必“打卡”之地。看着可爱
的“团圆”一家，就像娘家人探亲一样，满心喜爱和
祝福。今年由于疫情叠加“团团”病情，竟没有来得
及见上“团团”一面。

聚散终有时，感谢“团团”为两岸同胞留下的共
同美好回忆。

大熊猫“团团”
感谢你带给两岸同胞的美好回忆——

国家卫健委

11月19日新增
本土病例2204例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11
月 20 日 通 报 ，11 月 19 日
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26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63例（广东 21例，福建 11例，
江苏 7 例，北京 5 例，上海 5
例，陕西 3例，天津 2例，湖南
2例，重庆 2例，四川 2例，辽
宁 1 例，山东 1 例，云南 1
例），含 3例由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均在广东）；
本土病例 2204例（广东 1157
例，河南 192例，重庆 183例，
四川 156例，内蒙古 99例，山
西 81 例，北京 69 例，云南 50
例，江苏 38例，陕西 33例，山
东 20 例，新疆 20 例，辽宁 17
例，黑龙江 16例，浙江 16例，
福建 11例，贵州 11例，湖北 8
例，湖南 8例，河北 5例，上海
4例，天津 3例，海南 3例，西
藏 2例，青海 2例），含 977例
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
例（广东 876 例，重庆 27 例，
四川 14 例，陕西 12 例，山西
10例，浙江 9例，北京 7例，黑
龙江 4例，湖南 4例，内蒙古 3
例，河南 2例，云南 2例，新疆
2例，辽宁 1例，福建 1例，山
东 1 例，海南 1 例，青海 1
例）。新增死亡病例 1例，为

本土病例，在北京；无新增疑
似病例。

截至 11月 19日 24时，据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
有确诊病例 20829例（其中重
症病例 95 例），累计治愈出
院病例 260141 例，累计死亡
病例 5227例，累计报告确诊
病例 286197 例，无现有疑似
病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
者 10002167 人，尚在医学观
察的密切接触者 1105680人。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
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22168
例，其中境外输入 157例，本
土 22011例（广东 8381例，重
庆 4527 例，河南 1026 例，新
疆 914 例，内蒙古 864 例，甘
肃 817 例，陕西 750 例，山西
657例，北京 552例，河北 520
例，青海 496例，四川 470例，
山东 341 例，黑龙江 285 例，
湖北 241 例，吉林 184 例，江
苏 147 例，广西 140 例，湖南
123例，天津 122例，云南 109
例，宁夏 56例，贵州 55例，辽
宁 53 例，浙江 43 例，安徽 42
例，上海 35例，福建 31例，江
西 14 例，西藏 9 例，海南 4
例，兵团 3例）。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11月 19日，模特在发布现场展示亲子时装。
11月 19日晚，第十一届上海高级定制周之“WJX婉珺玺

2023《小囡梦蝶》主题系列发布”在复兴艺术中心举行。该系
列的旗袍礼服、亲子童装等展现了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并
融入了海派钩针等非遗元素。 新华社 发

新华社太原11月20日电（记者柴婷）
为保障河道行洪通畅，守牢防洪安全底线，
解决妨碍河道行洪安全突出问题，山西建
立河湖长制工作重点跟进机制。截至目
前，山西省发现问题 563 处，完成整治 521
处，完成率 92.5%，其他问题整改工作正在
抓紧推进。

去年，山西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
强秋汛。今年 1月，山西两位省总河长共同
签发山西省总河长令第 01号《关于深入开
展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的
决定》，以河长令形式开展妨碍河道行洪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

为保障相关问题得到有序整治、有效

解决，山西省政府督查室会同省河长办重
点梳理出河湖长制工作中存在的 5类共性
问题，结合今年排查发现的 563 处个性问
题，建立了河湖长制工作重点跟进机制，成
立了河湖长制重点工作专班。

山西针对妨碍河道行洪安全个性问
题，建立健全工作机制，重点问题重点跟

进；针对涉河阻水桥梁隐患、河道内部分
历史遗留违规建筑、环境治理欠账、监管
体系不完善和部门合力不够强等 5 类共
性问题，通过召开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
作厅际联席会议，压实交通、住建、水利、
生态和农业农村等部门整改责任，建立
长效机制。

山西建立河湖长制工作重点跟进机制

上海高定周发布婉珺玺2023主题系列

大熊猫“团团”。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