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碚区科协运用科普重庆
云平台开展防诈骗宣传

本报讯（通讯员 傅建华）为积极配合做
好防诈骗宣传工作，近日，北碚区科协联合区
公安分局启动了运用科普文化重庆云平台向
全区群众开展防诈骗科普宣传工作。

据了解，“防诈骗”专题宣传海报、视频
已在各科普基地71台科普重庆云平台实现
全覆盖。内容涉及防范贷款诈骗、防电信网
络诈骗、如何识别虚假网贷等。

北碚区科协此次运用全区科普重庆云平
台终端设备向群众进行防诈骗专项科普宣
传，使科普云平台更大地发挥作用，更好地贴
近基层服务群众。下一步，北碚区科协还将
利用宣传栏、社区科普大学等多渠道开展防
诈骗宣传活动，线上线下全覆盖，推动科普文
化、社会治理内容的建设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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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区科协召开
科普服务进社区联席会

本报讯（通讯员 云海）近日，江北区
科协在重庆爱尔眼科医院科普基地组织召
开科普志愿者服务进社区联席会，共商“科
普大蓬车”科普进社区相关事宜。

区工程师协会负责人和重庆信用管理
中心、重庆市商业供应协会的负责人，分别
就区工程师协会设立科普志愿者服务站、
搭建“科普大蓬车”科普进社区项目，作了
项目介绍及说明，详细介绍了涉及绿色消
费、助老助残等科普内容和实施方案。

区科协负责人要求各街镇和区工程师
协会要以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
服务为宗旨，坚持正能量，相互配合立足科
普，把好服务品质和质量关，实实在在不断
提高市民的幸福指数，以优异成绩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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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南飞的“南方”
是哪里

■ 伍 洋

璧山区科协
调研指导基层科协组织

本报讯（通讯员 江丽）近日，璧山区科
协二级调研员带队到来凤街道调研基层科
协组织建设情况，就下一步工作的开展进行
指导。交流座谈会上，来凤街道科协主席围
绕来凤街道科协队伍建设、“三长”履职，以
及科普活动开展等方面做了重点介绍，提出
了相关问题和困难。

区科协二级调研员要求，来凤街道科协
要充分发挥联系服务科技工作者、推广科学
技术、普及科学知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要
尊重人才，充分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
性；要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百姓生产生
活，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不断提
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科学种养技
能，营造崇尚科学的良好社会风尚。

大足区科协
走进校园慰问留守儿童

本报讯（通讯员 李艳丽）近日，大足
区科协5名党员志愿者来到雍溪镇对溪小
学开展“冬日阳光温暖你我”慰问活动。

为了满足留守儿童的心愿，区科协准
备了个性化慰问品。去年12月，在雍溪镇
团委的帮助下，区科协征集到了孩子们的
新年愿望。为尽力满足每一个留守儿童的
心愿，机关支部提前采购优质物品，还为孩
子们额外赠送了手工材料、科普读物等物
品。活动当天，志愿者们向孩子们表达了
新年祝愿，鼓励他们学习科学家精神，刻苦
学习、逆境腾飞。

下一步，区科协还将开展留守儿童科
普游、科普大篷车进校园等活动，为留守儿
童的快乐成长发挥作用，在全社会营造关
爱留守儿童的积极氛围。

一支箭解密鸟类飞行轨迹

岁月漫漫，候鸟总是秋去春来。秋天过后候鸟都
去哪里了？春天见到的还是去年秋天的同一只鸟
吗？为了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人类经过了两千多年
的思考。

在中国先秦时期，就有人对此产生了好奇。尤其
是宫女和公主们，平日没有太多的消遣，她们就抓住
宫中的家燕并为其系上彩帛，观察它们第二年是否还
会回来。

1822年，在鸟类迁徙研究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只
白鹳出现在德国的一个村庄附近。白鹳是欧洲常见
的鸟类，而这只白鹳的传奇之处在于它的脖子上插着
一支80cm左右长的箭，也可以说是矛。这种武器来
源于非洲中部的一些部落。正是这支箭让人们知道
了这只鸟的轨迹：它在冬天穿越地中海，到达非洲，被
非洲人击中后又活着飞回了欧洲。在这之后，人类又
陆陆续续记载了24只身体带着箭的白鹳。

简单易行的鸟类环志

1899年，丹麦的一名教师将印有不同号码的铝
环套在鸟类的腿上，用来研究鸟类迁徙。他的做法和
古代宫女给家燕系彩帛本质上有些相似，但显然更加
科学和系统，这种标记方法被称为环志。

环志回收需要重新捕捉鸟类，可世界又是何其广
阔。环志的回收率显然不会太高，大型鸟类能达到
20%以上，小型鸟类最低甚至小于0.1%。上世纪90
年代，鸟类学家开始使用旗标研究候鸟，尤其是水鸟
的迁徙。旗标和金属环一样绑在鸟的腿上，不同的是
旗标是彩色的，而且不同地区环志的鸟类旗标的颜色
和组合不一样。通过旗标颜色组合能够确定环志的
地点，如果能看清楚上面的编码，就能确认个体。这
种方法不用再重捕回收，使用望远镜或长焦镜头就能
发现，效率更高。

全球共画鸟类迁飞图

通过世界各地的环志站以及观鸟爱好者提供的观

测记录，我们能够知道鸟类它们从哪
里来、到哪里去、经过哪里，勾画出它们

的生活轨迹。目前全球共划分为9条主要
的迁飞路线，其中3条经过我国。

鸟类环志是全球范围内科学研究通力合作的典
范。环志促进了我们对鸟类迁徙的了解，也让我们见
证了鸟类生命的壮丽。

1956年，鸟类学家钱德勒·罗宾斯在中途岛为一
只后来被命名为“智慧”的黑背信天翁进行了环志，
佩戴的旗标编号为Z333，当时它至少已经5岁了。
在那之后几乎每一年繁殖季，人们都能在它的出生
地见到它。它不断刷新着已知繁殖年龄最大的野生
鸟类记录，也一直刷新着已知环志时间最长的鸟类
记录。

每年它是否会回到中途岛繁殖，都会牵动无数人
的心。2020年，“智慧”已经至少69岁了，脚上的旗标
更换了6次。它的年龄远高于黑背信天翁的平均寿
命，科学家推测它更换了好几次配偶，就连罗宾斯也
在三年前去世，但它还是回来了，依然向我们展示着
生命的奇迹。

给鸟类配备追踪器

环志法虽简单经济，但更多时候要靠运气。如果
给鸟类环志的同时，给它装个小设备，主动记录它飞
行的时间和地理位置，岂不是更好？卫星跟踪、光敏
定位仪等新的技术应运而生。

随着人造卫星技术的发展，卫星追踪也被用于鸟
类迁徙的研究中。简单说，就是让鸟背上一个GPS追
踪器，追踪器能记录鸟类的位置，通过卫星传输到地
面，经过处理后到达我们手中。

光敏定位仪是根据日出日落时间和日照长度来
记录经纬度的设备，它不能够实时传输数据，需要
像脚环一样重捕获取，但是和卫星追踪器相比它更
轻便，能够放在一些无法佩戴卫星追踪器的小型鸟
类身上。

鸟类学家穷尽一切可能去探究鸟类的迁徙，回
到最初的问题：鸟类南飞的终点在哪里？大多数北
半球的候鸟冬天确实是要到南方去，但是“南方”这
个概念是相对的，正如海南人认为中国其他省份都
是北方一样。

近日，交通运输部联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
能技术困难便利老年人日常交通出行的通知》（简称《通
知》），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
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按照
强化传统服务、便利智能服务“两条腿”走路的原则，进
一步细化交通运输领域便利老年人出行服务的政策措
施，确保“智能时代”老年人日常交通出行便利。

一是改进交通运输领域“健康码”查验服务。二是
便利老年人乘坐公共交通。三是优化老年人打车出行
服务。四是提高客运场站人工服务质量。

《通知》强调，各地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完善
保障措施，积极争取财政资金等支持，进一步明确时间
表、路线图，建立工作台账，明确责任分工，确保各项工
作落到实处，并加快建立解决老年人日常交通出行面临

“数字鸿沟”问题的长效机制。
（重庆市交通局供稿）

前不久在东北某地，一些被非法捕捉的鸟儿得到了解
救，但却错过了迁徙的时间。为了帮助它们顺利去往南方过
冬，人们开车载着它们，行驶2000公里后放飞。那么鸟类南
飞的终点究竟在哪里？人们是如何“跟踪”鸟类南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