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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七夕的传说大家应该都不陌生，相传在七夕这天，牛郎
织女就会在喜鹊搭成的鹊桥上相见。

这个传说口口相传了这么多年，你是否好奇过，为什么一定
是喜鹊为牛郎织女搭桥呢？是因为它的名字里有个“喜”字吗？

为什么是喜鹊
为牛郎织女搭桥

重庆市民族地区各区县机关食堂
带头厉行节约减少餐饮浪费

万盛经开区
线上科技夏令营圆满结束

本报讯（通讯员 李沁）近日，由万盛经
开区科协主办，万盛科技馆承办的线上科技
夏令营活动万盛站圆满结束。

此次夏令营以“智慧暑假健康心灵”为
主题，夏令营成员来自参加市、区“参观科技
馆有奖征文”比赛获市级、区级奖项的青少
年以及区内青少年科技爱好者，百余名青少
年分小学组、中学组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开
展活动。上午开展了小学组的暑期安全教
育讲座以及化学实验，下午开展了中学生情
绪讲座以及化学实验。

自夏令营活动开始以来，深受学生和家长
的喜爱和欢迎，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科技馆
将不断拓宽青少年科技教育的发展路径，进一
步提升万盛经开区青少年的科学素养。

大足区科协开展
高新技术企业走访调研

本报讯（通讯员 刘小兰）为更好地服
务创新驱动发展，近日，大足区科协一行赴
双桥经开区，对重庆盛泰光电有限公司进
行走访调研。区科协一行参观了办公场
地、产品研发部及展示厅，详细了解企业生
产经营、技术研发和科技工作者情况。企
业非常重视对新产品的研发投入，成立了
专门的科技创新研发团队。

区科协对该公司不断加大投入、注重
研发团队建设、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相关
工作表示赞赏和肯定。建议尽快成立科协
组织，把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和力量更加有
效地融入企业发展。区科协也将积极发挥
人才库、专家库优势，秉持需求导向和结果
导向，为工业强区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创新
发展发挥科协的积极作用。

沙坪坝区科协开展
暑期趣味科学实验活动

北碚区举行全国科普日
天文地理知识竞赛

本报讯（通讯员 傅建华）“仰以观天
文，俯以察地理”。在2020年全国科普日即
将来临之际，近日，由北碚区科协、西南大
学天文地质馆联合举办的第五届天文地理
知识竞赛顺利举行。本次竞赛以选手抢答
的方式在线上进行，共有百余名天文地理
爱好者参与。随着题目的依次抢答，竞赛
气氛愈发热烈，选手们不仅发挥着自己的
实力，还展现着过人的反应力。

本次天文地理知识竞赛为广大市民提
供了一个检验自己天文地理知识能力的机
会，也促进了广大市民对天文地理知识的
了解，吸引了大家对天文地理知识的兴趣，
很好地向广大市民展示了天文学、地理学
的魅力。

近日，重庆市民族地区各单位部门、行业协会通过
发布倡议书、强化监督等举措引导合理消费，呼吁减少

“舌尖上的浪费”。民族地区各区县机关事务管理部门
加入到反对餐饮浪费的行列中，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
效机制，将厉行节约的理念融入食材采购、加工、服务
全过程，从源头上杜绝餐饮浪费。

黔江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向全区人民发出倡议：
从我做起，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改进食堂管
理制度，实行原材料精细化管理，按需做餐。

石柱自治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切实深化机关食堂的
各项节约措施，通过“带头精准控制、带头从严管理、带头

宣传引导”，积极倡导“浪费可耻、节约光荣”良好风尚。
秀山自治县机关事务中心在食堂餐盘回收处设立

“制止餐饮浪费督导员”，对食物浪费行为及时进行监
督和制止，并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加大对餐饮浪费行为
的曝光力度，引导干部职工养成节约粮食的好习惯。

酉阳自治县行政中心食堂近日新推出“半份菜”
“小份菜”，在餐食制作加工环节，食堂根据用餐人数及
消耗情况，合理确定食品供应量，采取勤做、少炒的办
法供应饭菜。

彭水自治县各级单位食堂推行“大改小”模式，运
用内网平台，实现干部职工网上点餐，让干部职工自由
选择，避免因单份菜品太多吃不完而造成浪费。

（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办公室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冉璐）为提高青少年
科学素质和培养创新能力，激发青少年对
科学实验的兴趣，丰富暑期生活。近日，沙
坪坝区科普志愿者在高滩岩社区科普馆开
展“趣味小实验 科学大发现”活动。

活动现场，科普志愿者为大家做科学
演示并讲解科学原理。此次科学小实验活
动，培养了青少年的动手能力、观察力、专
注力和逻辑思考能力，引导他们进行科学
探索，放飞科技梦想，抒发践行中国梦。

在“全国科普日”来临之际，沙坪坝区
科协将充分整合全区各类科普资源，联合
街道、学校、科普教育基地等，号召广大科
普志愿者深入社区，将沙坪坝区科普志愿
者系列服务活动推向高潮。

喜鹊有什么特别之处

喜鹊是鸦科喜鹊属的一种鸟类，喜鹊的亚种有很
多，广泛分布在欧亚大陆上。喜鹊在我国十分常见，它
们的头、颈、背至尾为黑色，并常常呈现紫色、绿蓝色、绿
色等光泽，胸腹和肩羽为白色，尾翼较长。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也许都注意到了，这种鸟儿最让
人印象深刻的是它们“不怕人”的特性。

与通常的鸟类不同，喜鹊喜欢把巢筑在民宅旁的大
树上，在居民点附近活动。人类活动越多的地方，喜鹊
种群的数量往往也就越多，而在人迹罕至的密林中则难
见它们的身影。

据说如果你细心观察的话，会发现每天都在窗外喳
喳叫的喜鹊在七夕前后便神秘地消失了。再过几天见
到它们时，喜鹊的羽毛就变秃了，看着好像被人踩了一
样。所以老人们都说，喜鹊是去给牛郎织女搭鹊桥了。

经过查证，喜鹊的确是在七夕这天集体失去了踪
影。既然喜鹊的神秘失踪是真实无疑的，那么，喜鹊在
七夕前后究竟是去干什么了呢？

“失踪”的真相

许多流传千古的传说背后的原理往往都和一些客观
规律有关，喜鹊的失踪和回归后的“秃毛”自然也不例外。

喜鹊的上述表现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这个现
象其实就是——换毛。羽毛对鸟类而言是非常重要
的，但在日常活动中难免会受损。为了在求偶、保暖、
飞行各方面都有比较好的状态，换毛也
就必不可少。

农历的七夕一般在7月下旬到8月
初，这个时候恰好是喜鹊们换毛的高峰
期。喜鹊春天的羽毛比较粗硬，这时候会
大量脱落，而柔软
细密的冬天的羽毛
还没有长成，它们
的身体抵抗力和活动能力都大幅下
降。为了躲避天敌，喜鹊们很
少出来活动，所以不常见。等
到 喜 鹊 羽
翼渐丰，也
就 开 始 出
来活动了。

其实，喜鹊的换毛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并不一
定所有的喜鹊都恰巧在这一天躲起来换毛。而人们
之所以觉得在七夕这天看不到一只喜鹊，也一定程
度上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这种效应被称为“视网膜
效应”。到了七夕，大家因为搭桥的传说而特别留
意，心理上就更加觉得这一天喜鹊少见，其实很多人
平时也不常留意喜鹊。

喜鹊的美好寓意

喜鹊的形象被赋予了为爱情搭桥的美好寓意，喜鹊
受人喜爱的程度可见一斑。在传统文化中，喜鹊们亲近
人，有灵性，能够捕食害虫，一直是人们眼中的吉祥鸟，
它的身影也频繁出现在画作和文章中。

喜鹊的叫声尤其被人们所肯定，无论生老病死，喜
鹊的声调始终恒定不变，“喳喳喳喳”的声音听起来就像
在说“喜事到家”。在俗语中，两只喜鹊面对面地叫，叫
作喜相逢；两只喜鹊加上一枚铜钱，叫作喜在眼前。除
此之外，还有喜上眉（梅）梢、声名鹊起这类词汇，都是有
关于喜鹊这种鸟类的。

重新认识喜鹊

喜鹊被人们认为有灵性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研
究表明，喜鹊可能是“最聪明”的鸟类之一。

不过，“喜鹊的叫声代表好运”却只是人们美好的愿
望。和其他很多鸦科鸟类一样，喜鹊也是一种具备攻击
性的鸟类，它的叫声可能只是攻击发起的一种宣告。

它们不是猛禽却胜似猛禽，领地意识极强，无论是
人类还是其他鸟类入侵它们的地盘，都很
可能遭到喜鹊的疯狂攻击。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已经逐渐猜出
七夕的喜鹊数量减少是因为某
种特殊的习性。毕竟牛郎星和

织女星
的距离
大约有

16 光年，就算把地
球上所有的喜鹊都
送过去搭桥，也远
远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