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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动 潼南区气象局与区融媒体中心
合作共推气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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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坡区科协赴重庆市
针灸学会对接工作

时值初春三月，惊蛰已过，春雷的响动声惊醒了蛰伏的动物，春
耕时节已然到来。人类从事农业耕作已有约1.2万年的历史，比起
采集和狩猎，种植农作物才是更为稳定的获取食物来源的方式。

然而早在五六千万年前，昆虫就已经熟练掌握了耕作的技
能。在蚂蚁、白蚁及甲虫等几类会“种地”的昆虫中，切叶蚁可谓是
佼佼者。它们通过栽培可食用真菌，实现了食物资源的自给自足。

北碚区科协开展天文地质
科普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傅建华）近日，北碚
区科协科技志愿者支队为西南大学资源环
境学院部分学生和市民开展了天文地质科
普科技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大家在科
技志愿者的引导下逐一参观了地质馆和天
文馆。科技志愿者们专业和精彩的讲解让
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就天文地质问题展
开讨论，激发了他们对天文地理的浓厚兴
趣。整场活动内容丰富、氛围热烈，活动达
到了预期效果。

接下来，北碚区科技志愿者支队将联
合西南大学天文地质馆，扎实推进天文地
质科普科技志愿服务活动，努力打造一支
高科技、高水平，具有影响力的天文地质科
普志愿服务队伍。

璧山区科协为企业女职工
普及健康知识

本报讯（通讯员 江丽）近日，璧山区
科协联合区人民医院到璧山高新区台商工
业园为女性职工开展了以“宫颈癌早诊早
治”为主题的健康知识讲座。

活动现场，璧山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专
家陶才莉向广大女性职工普及了宫颈癌的
相关健康知识。随后，还演示了一套专为
女性编排的“女性专属健身操”，可有效缓
解精神疲乏、情绪不佳、骨关节疼痛甚至骨
质疏松等症状。

下一步，璧山区科协将加强与市卫生
健康委、市教委、市农业农村委等单位的联
动，积极组织开展科普知识进农村、进社
区、进学校、进企业活动；将积极创新科普
宣传途径，进一步扩大科普覆盖面，促进广
大群众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

秀山县科协召开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本报讯（通讯员 鲜丽华）近日，秀山
县科协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会议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
必然要求，把党史学习教育同持续学懂弄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
起来。秀山县科协全体职工特别是领导干
部必须不打折扣地深化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服从
服务市委、县委工作大局。要推动秀山县科
协系统党史学习教育热潮，把学习成果转化
成科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实效，为迎接中国
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近日，潼南区气象局一行前往区融媒体中心调研，
双方就如何更好开展部门合作，推动气象预警信息联合
发布机制与新媒体的有机融合进行研讨。

双方按照“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优化服
务”的原则，围绕潼南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发布、气象科普
宣传策划、气象为农服务等内容进行了讨论。区气象局
将充分发挥气象职能，及时向区融媒体中心提供最新天
气实况、预报预警、人影作业公告等信息；区融媒体中心
将通过电视、潼南日报、潼南手机报、潼南人微生活等平

台准确、及时、权威发布，畅通气象预警信息的快速传播
渠道，拓宽公众气象服务覆盖面。同时，区融媒体中心
还将积极协助区气象局开展气象为农服务宣传报道工
作，进一步创新科普载体，推进气象科普宣传，拓宽潼南
气象服务及气象科普活动的社会影响力。

双方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加快推进部门间的合作
服务机制建设，整合优势资源、信息共享，不断提升防灾
减灾气象服务能力。

（重庆市气象局供稿）

咱们工蚁有力量

正如其名，切叶蚁最为人熟知的行为便是会使用发
达的上颚来切割叶片。它们并不会直接食用切下的叶
片，而是会将其带回蚁巢当作栽培真菌的养料，以此来
经营自己的“蚂蚁农场”。

获得适合的植物叶片并种出真菌可不是件简单的
事情，切叶蚁们需要不同工种的工蚁彼此协作，才能完
成这项浩大的工程。

首先派出的是速度敏捷、充当侦察兵的工蚁，它们
的任务是前往各处，去搜寻能用于培养真菌的植物。第
一波增援的角色是能把嘴巴当剪刀使的大型工蚁，大型
工蚁用极其强大的上颚把整片树叶切割成多个便于运
输的小块。

运输兵回到蚁巢后，会把叶片碎块转交给另外一种
角色——小型工蚁，它们需要进一步处理叶片碎块，将
其不断咀嚼，并混合唾液将其变成浆糊状的营养物质，
也就是制作培养基。培养基做好之后，小型工蚁便会把
菌种移栽过来，再悉心照料，直到长出可供食用的成熟
真菌。

依靠不同工种间的配合，切叶蚁家族才得以世代都
靠栽培真菌来养活自身。

养菌还能润泽四方

切叶蚁的农业劳作益处颇多，除了能给家族成员提
供食物、保证种群自身的繁荣昌盛之外，还能帮助改善
蚁巢周围的环境。

通过对比切叶蚁蚁巢近处和远处的环境，研究人员
发现，蚁巢附近的土壤更加肥沃，而且邻近植物群落有
着更优的生长参数（即植株半径、株高及根茎生物量更

高）。切叶蚁之所以能够改善周
围的土壤及植物，是因为其种
植蘑菇所产生的大量废渣废料

重新进入了食物链，促进了营养物质循环。
那么，切叶蚁是如何处理废渣废料的呢？一般说

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工蚁将废料碎块运到巢穴
之外，这种处理方法有利于草本和小树等根系较浅植物
的生长；另一种方法则是将废料堆积在蚁巢内部深处的
储藏室，对根系比较深的大树有所裨益。

共生真菌：吃我可不能白吃

在“蚂蚁农场”中，切叶蚁和真菌之间并不是简单的
食用关系，而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共生关系——切叶蚁获
得了共生真菌所提供的稳定食物来源，同时也充当着保
镖的角色。

不过，切叶蚁要驱赶的天敌，是一些会与共生真菌
进行竞争的杂菌。会制作培养基的小型工蚁，在照看共
生真菌时还有个额外任务，那就是将其他野生杂菌的孢
子挑拣出来搬走。而且，切叶蚁自身还会分泌一些抗体
物质来抑制有害菌类的生长。

在经历和切叶蚁漫长的协同进化之后，真菌的生活
史也发生了变化。真菌一般是通过子实体（即蘑菇）和
孢子来繁殖及扩散的，但切叶蚁培养的共生真菌除外。
这些共生真菌不再需要产生子实体和孢子，因为切叶蚁
就已经成为了它们繁殖及扩散的唯一媒介。

切叶蚁和共生真菌彼此相互“磨合”，互相依存，
甚至年轻蚁后在分
巢时也要带着原来
家族中的菌种，通
过培育新的蚂蚁农
场，来建立自己的新
家族。

本报讯（通讯员 谢楚彤）近日，九龙
坡区科协一行赴重庆市针灸学会对接工
作。座谈中，双方就联合承办市级学术活
动、开展科普志愿服务活动等进行了深入
交流，并就联合开展“名中医下基层”义诊、

“脊柱侧弯”科普宣传和筛查、“中医药科技
志愿者下基层”等中医药科普宣传活动达
成合作意向。

重庆市针灸学会是全市针灸医学和相
关学科中从事医疗、科研、保健、康复等工作
的医务、科技工作者自愿组成的社会组织，
是发展全市中医药科学技术事业的重要社
会力量。下一步，九龙坡区科协将加强与市
针灸学会的联系对接，开展更多的中医药普
及活动，弘扬中医药文化，造福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