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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女士和她的“邻居”

名师点金+名校浸润
洛一高集结一高一线名师组成初

高中衔接夏令营超强名师阵容，让孩子
接受洛一高名师点拨，掌握科学的学习
方法，同时浸润百年名校，力助孩子赢
在高一新的学习起跑线上！

快人一步，领跑三年！

学霸经验+榜样力量
夏令营将安排营员对话洛一高状

元，汲取成功经验；洛一高优秀毕业生
全程陪读，汲取榜样力量，为孩子打通
一条成功之路。

教育不容试错，名师不容错过，赶
快抢报哦！

适合群体：全市高一新生
开营时间：7月10日，营期两周
营训地点：新区洛一高校内（天津

路洛轴职工大学、西工区凯旋路小学院
内有衔接班，仅上文化课）

一高名师点金+百年名校浸润=洛阳超好的初高中衔接夏令营

往届夏令营往届夏令营““全家福全家福””

学习效率低、压力大、没兴趣、总是
记不住……往往不是因为孩子不努力，
而是学习方法不对路。学会学习，比学
会知识更重要。洛一高高效学习夏令
营由洛一高名师团队与洛阳师院教育
专家共同设计高效学习高端课程，特色
和优势明显：

一本“学霸”跟班辅导作业；传授实

用的记忆和阅读技巧；与洛一高状元面

对面交流；名师专家授课指导；活动丰

富多彩，寓教于乐情智双赢。

适合群体：8岁至15岁

开营时间：7月10日，营期7天

温馨提醒：报名地点：1.新区洛一高信息楼东一高网校；2.涧西天津路洛轴职工
大学门前；3.西工区凯旋路小学院内。

咨询电话：65503111 63969788 13403799769 18238851873

洛一高初高中衔接夏令营抢座冲刺

一高名师，一旦迟疑就错过了！
有些难题，一次课程

就搞定了！
有些毛病，一个活动

就解决了！
有些班级，一旦犹豫

就爆满了！
有些名师，一旦迟疑

就错过了！

让孩子学会学习好方法

洛一高高效学习夏令营集合啦

6月中旬，记者在闫女士家阳台
窗户外面的窗台上，看到了用树枝
搭建的鸟巢和特殊的“邻居”：一只
体长约30厘米、褐色、颈部有斑点的
小鸟一动不动地卧在鸟巢里，它的
身下有三只毛茸茸的幼鸟，不时拱
来拱去。

“这三只幼鸟是刚刚被孵出来
的。”闫女士说，大约一个月前，两只
小鸟飞到她家阳台窗户外的窗台上，
过了一会儿飞走了，再回来的时候，

嘴里都衔着一根小树枝。之后，它们
便开始在窗台上筑巢。

闫女士听老人们说，鸟儿筑巢是
好兆头，而且她特别喜爱小动物，于
是她没有打扰这两只鸟，只在没事的
时候悄悄地观察它们。

“两只鸟儿特别‘勤快’，不停地
叼着小树枝回来搭巢。它们花了好
几天才把巢筑好。鸟巢筑好的第二
天，我就发现他们在鸟巢里下了几个
白色的鸟蛋。”闫女士说。

5月中旬，闫女士家飞来一特殊的“邻居”，两只小鸟在窗台上筑巢，并孵出三只幼鸟

为保护“邻居”她近两个月没关窗

□记者 郭秩铭 见习记者 陈涵晗 文/图

近日，瀍河回族区的闫女士遇到了一个令她高兴的“难题”。
近两个月前，一对小鸟在她家的窗台上筑巢，并孵出三只幼鸟。
为了照顾这家特殊的“邻居”，闫女士家阳台上的窗户一直没关。
如今，“邻居”家的幼鸟长大，大鸟带着幼鸟飞走了，但留下的鸟巢
又招来了新“邻居”。“今年夏天，这窗户是关不成了。”闫女士笑称。

现在是不少鸟类筑巢孵化后代的
高峰期，前不久，本报也曾报道过鸟将
巢筑在一市民家抽油烟机管道中的新
闻。（详见本报5月26日A08版）那么
什么样的地方容易吸引鸟类筑巢？如
果不想让鸟类在自己家附近筑巢，应
该怎么做才不会伤害到它们呢？

王文博说，鸟类筑巢的习惯主要
分两大类：一些鸟喜欢自己用树枝、
泥土在树枝或市民家的窗台等开阔
的地方搭建鸟巢；另一些鸟则喜欢寻
找一些洞穴、角落安家，如空调室外
机后空洞、废弃的通风口、雨搭和屋
檐下的角落等。

“爱鸟人士想吸引鸟类给自己当
‘邻居’，可以制作人工鸟巢放在室
外，但人工鸟巢吸引来的主要是麻
雀。”王文博说，“如果市民不想和鸟
类做‘邻居’，可以在它们的筑巢繁殖
期来临前，将自家附近的一些孔洞进
行封堵；也可以在发现鸟类开始筑巢
后，将它们衔回来的巢材清理掉，它
们就会重新选地方。”

王文博说，在鸟类产卵前采取以
上的方式，不会对鸟类造成伤害，但
如果发现鸟类已经产卵，希望市民不
要再动鸟巢，让它们安稳地度过筑巢
繁殖期。

在看过鸟的照片后，市林业局湿
地处鸟类专家王文博认出，这种鸟是
珠颈斑鸠。

“这种鸟在洛阳很常见，它们不
会随着季节迁徙，主要以昆虫幼虫、
草籽、植物种子为食。”王文博说，珠
颈斑鸠的习性与多数鸟类相同，在4
月至6月筑巢繁殖。

王文博认为，闫女士给鸟类喂
食、遮阳很有爱，她做得最好的一
点，是用布帘把鸟巢和自己家隔开，
与鸟类互不干扰，让它们安静度过
孵化期。

“我们不需要给在自己家附近
筑巢的鸟类人为地创造什么有利条
件，如果今年它们筑的巢不够结实，
没能完成孵化，那么明年它们就会
把巢筑得更坚固，更能适应自然条
件。”王文博说，“我们对它们过多的
照顾可能适得其反，惊吓到它们，造
成雄鸟、雌鸟在未完成孵化前弃巢
而去。”

王文博说，珠颈斑鸠的孵化期大
约为20天，幼鸟出生一周后，大鸟就
会带着幼鸟飞走，到时候它们留在闫
女士家窗台上的鸟巢就没用了。

接下来，鸟儿开始孵蛋了。闫女
士说，白天时，一只鸟总是卧在窝里一
动不动，另一只不知道飞到哪里；到了
晚上，从窗户外面总传来扑棱翅膀的
声音，她猜测可能是鸟儿带了食物回
来，或是两只鸟儿“换班”孵蛋。

为保护它们，从两只鸟筑巢的第
一天开始，闫女士家的这扇窗户就没
有关上过。看到即将有小生命在自己
的窗台上诞生，闫女士很欣喜。

她担心孵蛋的鸟饿了、渴了，就用
塑料瓶剪了两个小容器，放上小米和
水摆在鸟巢边。害怕鸟巢被日晒、雨
淋，她又用塑料布在鸟巢上方搭了个
小棚子。她还关上了这扇窗户的纱
窗，又专门挂了个布帘，尽量减少自家

人对“邻居”的打扰……
尽管如此，闫女士还是会不时掀

开布帘一角，看看小家伙有没有降
生。6月17日早晨，当她再次掀开布
帘时，期待已久的一幕出现了。

“我很喜欢这家特殊的‘邻居’，只
要它们在这儿，我家这扇窗户就永远
为它们开着。”闫女士说。

昨日，记者与闫女士联系后得知，
经过半个多月的时间，幼鸟们已经长
大，跟着它们的父母飞走了，但它们
留下的鸟巢，又为闫女士招来了新

“邻居”。
“它们和飞走的鸟是一个品种，已

下了一个蛋。”闫女士说，“我爱这些小
生命，我家这扇窗户是关不成了。”

两只鸟在窗台上安了家

为保护小鸟，她一直没关窗户

面对这样的“邻居”，不打扰是最好的照顾

爱或不爱，都请不要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