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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心呵护，他们让小区变成麻雀乐园
放鸟巢、撒谷子，举手之劳，您也能助麻雀成长

 爱鸟声音

▲

每天16时，14号街坊里的伏
桂阁和闫奠基老人家的窗台上都
会变得热闹非凡，几十只麻雀叽叽
喳喳地聚集在一起，分享着窗台上
的“美食”，旁边的碗里还有专门为
它们准备的水，吃饱喝足，小家伙
们才会飞走。

伏桂阁和闫奠基老人已年过
七旬，每天给麻雀喂食是他们坚持
了十余年的习惯。

“我们小区里绿树成荫，天天
都能看到麻雀飞来飞去，怪热闹。
前些年，冬天里总有麻雀在路边
的小餐馆门口吃地上的剩饭、剩
菜，看着怪心疼。”闫奠基老人说，
为了让麻雀“安心”地吃一顿饱
饭，老两口决定在窗台上给它们
喂食。

一开始，老两口把小米、谷子
等撒在窗台上，只有几只麻雀非常
警惕地试着啄几口。后来，它们或
许发现了不会有人来打扰它们，于
是便“呼朋唤友”放心大胆地来吃。

“现在，只要把谷子一撒上去，
它们就飞过来了，冬天最多的时候
有近百只。”闫奠基老人说，他家窗
台上的麻雀成了小区一景，不少邻
居喜欢在楼下驻足观看。

如今，老两口每个月都要喂掉
十几斤粮食，一年下来就得花好几
百元。虽然他们都有退休工资，但
生活并不富裕，勤俭的他们每次外
出都会捡些瓶子、废报纸，再用卖
废品的钱买粮食喂麻雀。

□记者 寇玺

15日、16日，由《洛阳晚报》联合市林业局组
织的“湿地大讲堂”活动在市科技馆举行，吸引了
不少热爱大自然的市民参与。两场“湿地大讲
堂”寓教于乐，在观赏鸟类图片、听故事中，让市
民增长了不少知识。

昨日，前来参加活动的市民韩女士说，她的
同事参加了15日的活动，感觉非常好，并在微信
朋友圈里直播了讲堂情况。看了同事的直播，韩
女士也带着儿子过来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几名坐在前排的市民非常
认真地做着笔记，聊天后才知道，他们来自洛宁、
嵩县等地，有的生活在山区，有的工作在林间。
洛宁县国有故县林场的护林员惠女士说，每次看
到漂亮的鸟儿，听到它们清脆的声音，心情就特
别好。得知“湿地大讲堂”活动后，她便和朋友来
学习，以后见到鸟儿，自己也能认识它们了。

为市民科普鸟类知识的大讲堂结束了，接下
来，欢迎您实践一下。

今日9时，市民观鸟推广活动将在隋唐城遗
址植物园内举行。市林业局和河南野鸟会的鸟类
专家将携带专业观鸟设备与您相约，带您实地看
看活跃在我们身边的鸟儿。感兴趣的市民就赶紧
行动吧，贴心的主办方还为参与者准备了太阳帽。

观鸟地点：隋唐城遗址植物园西门附近的野
趣水景园。

观鸟时间：今日9时开始。

□记者 潘立阁

现在，喜欢鸟儿的市民越来越多，不少人在
赏鸟时会带些米粒、面包屑、火腿肠等喂鸟，对于
野生鸟来说，这样做合适吗？

网友“20小怪兽”：去年冬天去云南旅游，在
滇池边看到成千上万只红嘴鸥，不少游客拿着面
包喂它们，场面很壮观。我觉得喂鸟无可厚非，尤
其是候鸟，它们大老远飞来，不就是为了食物吗？

网友“洛洛秋水”：作为摄影爱好者，我经常
观察鸟儿，虽然觅食对它们来说并非易事，但这
是它们必须经历的。假如鸟儿不用寻找，随便就
能获得食物，它们的生存能力难道不会减弱吗？

市林业局保护区管理处副处长秦向民：市民
给野鸟喂食的行为是不合适的，一是会改变鸟儿
的生存习惯，二是市民喂的食物鸟儿不一定能
吃，鸟儿吃了之后甚至会有危险。在特殊情况
下，比如冬季气温过低，河流封冻一周以上，我们
才可以适当投放一些食物帮鸟儿过冬。

 我和我爱的鸟儿

▲

□记者 范瑞 通讯员 王文博/文 记者 杜卿/图

走进涧西区天津路14号街坊，叽叽喳喳的麻雀叫声不绝于耳。之所以能吸
引这么多麻雀驻足，是因为这里住着一群爱鸟的居民。为麻雀筑巢、给麻雀喂
食，居民们让数百只麻雀在这里健康成长。

本报联合市林业局组织的
“湿地大讲堂”备受欢迎

学了鸟类知识
今天到植物园实践吧

请别随意给野鸟喂食

您可以拨打本报新闻热线66778866，
也可以通过晚报官方微博、微信与我们交流
互动，还可以将您的想法、建议、故事等整理
好后，发送至邮箱gyz011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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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号街坊里，不仅有麻雀
“餐厅”，还有麻雀的“家”。与闫奠
基老人一楼之隔的韦女士，专门为
麻雀搭建了两三个精致的鸟巢，每
年都有小麻雀在这里出生、长大。

韦女士准备的鸟巢安在窗台
外的防盗网下，鸟巢是用鞋盒大小
的木盒子制成的，上面有一个孔，
供麻雀进出。

“我家的鸟巢大概是2009年

放上去的。”韦女士说，鸟巢放上去
没多久，就有麻雀来安家。韦女士
观察，每年3月底，就有麻雀衔着
杂草、羽毛进入鸟巢“装修”，没多
久就能听到幼鸟的叫声，7月后，
麻雀一家就飞走了。

“每次它们离开后，我都会把
鸟巢里的杂草清理干净后再放回
去。”韦女士说，和麻雀做“邻居”，
感觉家里充满了生机。

每天在窗台撒谷子，
老两口坚持了十余年

如果您想和麻雀为邻，就跟着
河南野鸟会的资深鸟友“恨狐”，学
学如何做巢、喂鸟吧。

●制作鸟巢：用木板钉一个方
盒子，大小和鞋盒差不多，在两侧
靠上的位置各开一个乒乓球大小
的洞，里面不用放任何东西。

●安放位置：尽量选择窗台、
雨搭下或空调外机架子下等地
方。将鸟巢固定牢固，避免它在大

风天里掉落。
●喂食：可在窗台上均匀地撒

上小米、玉米等。在鸟儿进食时不
要靠近它们，喂食要尽量有规律。

●注意事项：决定安放鸟巢和
喂鸟前，您需要先观察小区里是否
常有麻雀出现。

“麻雀非常聪明，有较强的记
忆力，会对救助过它的人较亲近，
且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恨狐”说。

挂在窗外的鸟巢，成了麻雀的“家”

想与麻雀为邻？来学学如何做巢、喂食吧

提起麻雀，不少人认为它是
偷吃粮食、“四害”之一的害鸟。
实际上，麻雀为杂食性鸟类，夏季
和秋季主要以谷物为食，春季主
要以昆虫为食，其中多为鳞翅目
害虫。

麻雀对有害昆虫的控制起到
了非常大的作用，在麻雀多的地
区，害虫特别是鳞翅目害虫的数量
明显少于其他地区。近年来，麻雀
数量一直在减少，它已被列入国家
三有保护鸟类。

相关链接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麻雀是益鸟还是害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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