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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区科协
开展布艺科普活动

万盛经开区科协
深入农村调研特色农业

本报讯（通讯员 刘永梅）近日，万盛
经开区科协组织机关支部党员和万盛经开
区科创大厦非公党委所属党支部党员、农
技专家到关坝镇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主
题党日实践活动，深入农业农村生产一线
调研特色农业春播情况，邀请农技专家为
农技协会员春耕备耕“把脉支招”。

万盛经开区科协一行先后实地调研参
观了圣枣种植基地、兔子养殖基地、梨子种
植科普示范基地等，认真听取会员情况介
绍，针对会员提出的种植养殖技术难题，农
技专家现场做了示范指导和政策解读。

区科协负责人指出，要充分发挥土专
家、田秀才与专业农技相结合的优势，积极
应对农业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

荣昌区科协组织志愿服务
队“送科技下乡”

本报讯（通讯员 唐恬恬）近日，荣昌区
科协联合区科技局、区卫生健康委、区气象
局、区中医学会、区老科协等部门及学（协）
会组成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到荣昌
区河包镇、峰高街道开展以“送科技下乡”为
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向当地群众发放
宣传资料，开展农业、气象等咨询服务；区
科协组织专家为农户们讲授农林牧渔种植
养殖技术；区中医学会和区老科协派出医
生和护士组成义诊团队，为群众提供了多
科室诊疗咨询建议；区科协还组织科普大
篷车进校园、进社区，以互动、展示、体验等
形式为学校师生和社区居民带来丰富多彩
的科技大餐。

秀山县科协
传达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本报讯（通讯员 鲜丽华）近日，秀山县科
协召开专题会议，传达贯彻十三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精神。

会上传达了两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
告、“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等重要内容和精神。并就贯彻落实两会精
神作出安排：

提高政治站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和坚定
执行力。认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按照中央
部署不折不扣抓好落实，持续推动从严治党
与科协工作有机融合，并行发展。聚焦两会
重要部署，深入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纲
要，奋力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

为激发全馆员工学税、懂税的热情，进一步做好
宣传辅导工作，切实保障员工自身合法权益。近日，
重庆科技馆开展2020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
清缴培训。

此次培训特邀专业老师在线指导，培训内容涵盖面
广，可操作性强，培训节奏紧凑，信息量大。培训会上，
老师以条款解读、图文并举、案例穿插、线上答疑等方
式，首先对2020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相关政策
进行全面解读，并对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
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大病医疗等六项个税专项附加

扣除项目的政策规定、扣除标准、扣除方式等进行详细
讲解。之后逐步解析了个税汇算清缴全过程，实际操作
了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软件。最后，老师用实际案例就
填报过程中盲点、难点问题进行剖析，让员工轻松掌握
个税知识，受益匪浅。

此次培训是对个人所得税法的一次全面宣传，及时
有效且实用性强，一方面有效提高了员工对政策的理解
和掌握，激发了员工学税懂税的热情，增强了员工的纳
税人意识；另一方面也为更加规范申报工作提供了有力
指导，对个税改革的实施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重庆科技馆供稿）

蓝色素魅力的历史

古埃及人非常痴迷蓝色花朵，例如：蓝色莲花，他们
会想尽一切办法使用蓝色装饰物品，他们使用一种美丽
的合成颜料（现在被称为埃及蓝）给花瓶和珠宝上色，用
准宝石等级的青金石和绿松石来装饰重要的文物，其中
包括图坦卡蒙法老面具。

现代将蓝色染料用于织物制造非常普遍，但事实上
该工艺起源于古代秘鲁，大约6000年前，一种靛蓝染料
被用于对棉织品上色，靛蓝染料在16世纪从印度传入
欧洲，蓝色染料和相关植物的生产成为重要的商品，它
们对人类时尚和文化发展的影响至今仍能真实感受到，
最明显的可能就是蓝色牛仔裤和衬衫。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使用青金石创作出令人
眼花缭乱的艺术作品，现今许多蓝色是用现代合成颜料
或者光学效果创造出来的，2015年，在网络上疯传的蓝
色/金色裙子照片，不仅表明蓝色非常绚丽，还表明颜色
和某些波长的光一样，都是人类的感观产物。

为什么人类如此喜欢蓝色

人类对颜色的偏爱通常是受到生活中重要环境因
素的影响，对于人类普遍偏爱蓝色的生态学解释是，蓝
色是晴空和清澈水体的颜色，这是美好生活环境的标
志，除了天空和水，蓝色在自然界是比较少见的。

我们使用一个新的网络植物数据库对比分析蓝色
花朵和其他颜色花朵的出现频率，结果显示，在没有蜜
蜂或者其他昆虫干预授粉（被称为非生物授粉）的花朵
中，不存在蓝色。

但当我们观察需要吸引蜜蜂和其他昆虫来传播花
粉的花朵时，便看到了一些蓝色花朵。这表明，蓝色花
朵的进化是为了实现高效授粉，即使这样，蓝色花朵仍
相对罕见，意味着植物很难制造出蓝色素，这可能是植
物传粉者适应环境的重要标志。

我们感知颜色是由眼睛和大脑的工作方式决定的，
人类视觉系统通常有3种锥状光感受器，它们分别从可
见光谱中捕捉不同波长（红、绿和蓝）的光，之后大脑比较
分析这些感受器的信息，从而产生对颜色的感知分析。

对花朵进行授粉的昆虫，尤其是蜜蜂，它们拥有与
人类完全不同的色彩视觉，蜜蜂有对紫外线、蓝色和绿
色波长敏感的感光器，它们也表现出对“蓝色”的特殊偏
好，蜜蜂偏好蓝色花朵的原因仍然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
的领域。

为什么蓝色花朵非常重要

据统计，人类大约三分之一的食物依靠昆虫授粉，
然而自然界的蜜蜂和其他授粉昆虫的数量持续减少，这
可能与气候变化、栖息环境遭受破坏、扩大农业耕种和
其他人为因素导致的。

开花植物产生蓝色素的能力与土地利用强度有关，
土地利用强度包括人工施肥、放牧和割草等减少蓝色花
朵出现频率的人为因素，相比之下，生存压力更大的环
境似乎有更多的蓝色花卉。

尽管蓝色花朵在自然界非常罕见，但是我们观察
到，在恶劣的条件下，例如：喜马拉雅山脉，蓝色花比预
期更多，这意味着在恶劣环境下，植物可能必须吸引少
数可用、必不可少的蜜蜂传粉者，因此，当自然界授粉昆
虫较多时，蓝色花朵最吸引蜜蜂等授粉昆虫的关注。

城市环境是蜜蜂等授粉昆虫重要的栖息
地，为蜜蜂提供一个美丽的花园，以及种植绚

丽的蓝色花朵，将有助于未来实现可持
续性发展的绿色环境。

为什么蓝色植物
如此稀有罕见

蓝色花朵非常罕见，部分原因是植物
很难产生蓝色素，它们可能只有在真实受
益时才会进化形成蓝色素，尤其是花朵能够
吸引蜜蜂或者其他授粉昆虫。同时，我们还
发现蓝色花朵的稀缺性是由于我们自
己的眼睛受限，从蜜蜂的角度来看，颇
具吸引力的蓝色花朵可能很“普通”。

本报讯（通讯员 傅建华）为丰富社区
居民文化生活，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近日，北碚区科协科技志愿者支队在蔡
家岗街道两江名居社区科普大学教学点开
展了“巧手生花”布艺课程之香包制作活动。

北碚区科协科技志愿者支队邀请重庆
市工艺美术大师梁世惠为辖区居民授课。
活动中，梁老师详细给居民们介绍了手工
布艺香囊的原材料、制作方法、绣制技巧等
注意事项。

此次活动的开展，让居民们感受到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活动丰富了社
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唤起社区居民对民间
艺术的热爱，同时增强了居民的文化自信
和自豪，为北碚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提供
了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