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花了6年时间，写就一篇精彩的“喂鸟记”——

白头翁不吃教训来“报复”
母鹦鹉打赢“婚姻保卫战”

白头翁

鹦鹉

麻雀

在与鸟儿相处的过程

中，向女士从不懂鸟变成了

半个鸟类专家。今年6月的

一天，她在家中听到一阵急

促的鸟叫声，原来是对面邻

居家的鸟笼里一只鸟在上蹿

下跳。后来发现，邻居家每

天会把鸟笼挂在西晒的窗台

前。与鸟相处了这么久，加

上查阅过很多鸟类的习性和

知识，她能感受到这只鸟应

该很燥热，而且有中暑的迹

象。于是，她敲门找邻居，但

邻居不在家，于是将提醒的

纸条贴在邻居家门口。

“和鸟相处久了，慢慢能

分辨出鸟儿的多种叫声，知

道大概是什么意思。”向女士

笑着说，每天叫她起床的是

一对虎皮鹦鹉。公鹦鹉是一

只流浪鸟，几年前因为受伤

飞到她家，她救治好它，没想

到它赖着不走了。向女士经

常把鸟笼打开，让它到处飞，

有一次飞到外面第二天才回

来，还带了一只母鹦鹉回

来。后来向女士才知道，这

只母鹦鹉是邻居家养的。

向女士说，怪不得那段

时间公鹦鹉在家叽叽喳喳"隔

空传情”，原来早与邻居家的

母鹦鹉“私定终身”。邻居告

诉她，母鹦鹉是在洗笼子时

偷溜出来找公鹦鹉的。邻居

是性情中人，便成全这一对，

让向女士也收养了母鹦鹉。

不久，公鹦鹉就露出了

“花心”的本来面目。有一

天，向女士把鸟笼放在露台

上，招来一只“第三者”，公鹦

鹉与“第三者”互动起来。向

女士拿出手机拍下了一场

“婚姻保卫战”：母鹦鹉突然

与公鹦鹉叽叽喳喳吵了起

来，其间还发生了两次打斗，

最终母鹦鹉驱赶了“第三

者”，守住了“家庭”。这个

月，母鹦鹉产下了3枚鸟蛋，

随即开始了孵化，这个“家

庭”已经迎来新的成员。

“这些鸟给我的退休生

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向女士

把这些经历都拍成视频分享

给朋友，朋友们都说很有趣。

日久投喂，向女士对鸟儿

产生了特殊的情感。她说，鸟

儿也有情绪表达，一个表情或

许就是在传递某个信号。她

在绘画教学中也会在学生们

面前展示与鸟儿互动的过程，

让学生们多画画鸟儿，在画中

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昨天，一民间动物保护

组织的专家告诉记者，向女

士的善举值得点赞，八哥、麻

雀这些鸟类都是杂食动物，

且与人的生活圈息息相关，

人类的救助行为不会对这些

动物的生态造成影响。不

过，也有研究鸟类的专家表

示，过度投喂行为会让野生

鸟类丧失生存能力。

温都记者 金晖

午后雨停，露台上飞来一
只八哥，叽叽喳喳地叫着，仿佛在
说“下午茶时间到了”……向女士
打开露台的门，撒了一把米，不一
会儿，八哥、麻雀、珠颈斑鸠等鸟
儿“拖家带口”来进食。这是昨天
下午记者在市区金桥花园向女士
家看到的情景，她讲述了与这群
鸟儿结缘6年来的故事。

大露台成“招待所”
一餐最多有30来只鸟

向女士是一位退休的媒

体工作者，目前在市区开了

一家绘画工作室。向女士

说，她是2016年入住金桥花

园的，当时就是看中了房子

附带180多平方米的大露

台。入住后，她在露台上养

花种水果，一开始吸引一两

只鸟儿来觅食。她投喂了几

次之后，“食客”逐渐增多，一

餐最多时有30来只。

“我每天准备一些小

米、剩饭以及一些面包皮，

撒在露台地面上，一会儿

就被它们吃光了。”向女士

说，这群鸟儿一天要吃三

顿，中午会午休，傍晚归

巢。每天观察鸟儿“聚餐”

很有意思，观察久了会发

现珠颈斑鸠是一对“恋

人”，八哥是“一家三口”且

爱吃米饭，成群的麻雀喜

欢吃小米。

6年来，除了这些常驻

的“食客”，还不断招来其

他种类的鸟儿。“我在露台

上种了一些桑树和黑豆。

今年夏天，一只白头翁成

了不速之客，我拿米饭招

待它，它却把成熟的桑葚

偷吃了。”向女士说，她用

网捉住了这只白头翁，给

了它一个“教训”，把它放

走了。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

这只白头翁带着一个小伙

伴来“报复”，不仅把桑葚

吃光，还把刚长的黑豆苗

都啄断了。向女士驱赶

时，其中一只白头翁飞进

了她家中，到处拉屎。就

这样“斗智斗勇”了几日，

向女士主动与它和解，经

常扔一些水果给它吃。最

近几个月，又飞来了一只

不知道什么品种的鸟，她

一日三餐会多洒一些食物

招待“客人”。

成了半个鸟类专家
慢慢能分辨多种鸟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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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报健康周刊面向全城招募中老年缺牙病例——

缺牙多，想种牙，明天可免费约口腔种植专家现场答疑
限额30名，现在报名可享免费口腔检查，做种植牙还可申请多项费用减免

缺牙多、缺牙久、牙槽骨萎缩的老年人，
有没有省时省力的牙齿修复方法呢？种植
牙真的可以做到当天种牙当天用吗？很多
人可能都想知道答案。那么，您不妨报名参
加由都市报健康周刊特别推出的“中老年种
植牙惠民援助活动”，您可以当面找口腔疑
难种植专家进行详细的了解。此外，还可享
免费口腔检查及多项种牙费用减免福利，名
额有限，有兴趣的请抓紧时间报名。

报名约专家免费答疑，惠民活动再升级■公益活动

为回馈广大读者对本报的支持

与厚爱，让老百姓都种得起牙，在本

月，本报健康周刊特别推出专门针

对中老年人的大型种牙公益援助活

动，凡提前拨打本报公益活动服务

热线8889 8048报名者，即可享以

下多项公益援助及福利：

1、种植牙享补贴：多款品牌种

植体每颗可享厂商惠民补贴数千

元，更有进口品牌种植牙（含牙冠）

可享特价。

2、三项费用全免：口腔拍片检

查费（含口腔全景片、CT片费），口

腔十项常规检查费，种牙方案设计

费一律全免。

3、专家当面答疑：11月 17日

（周四）上午，本报健康周刊特邀口

腔疑难种植专家陈洪峰院长与缺牙

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限额30名，

可提前预约。

老人缺牙多、缺牙久，真的能当天种出“新牙”？■延伸阅读

一些年龄偏大、体质较差的老

人，常常会出现多颗、半口甚至全口

牙缺失，有的甚至还会出现牙槽骨

萎缩。因此，就需要术前经过严格

的检查评估和方案设计才行。

现在对于一些上颌牙槽骨萎缩

较为严重的缺牙者，据记者了解，其

实也可采用穿翼板或穿颧骨的形

式，将上颌两端的种植体斜行植入

到咽旁的翼板或颧骨上，由于这两

处的骨质硬，可获得较大的支撑力

度，不用额外植骨，且中远期的稳固

性较好。有些符合条件的甚至还可

当天种牙，当天戴牙，当天便能恢复

基本的咀嚼功能。 温都记者 张晓

●中华口腔医学会种植专委

会专科会员

●原上海 IDDC 种植复杂病

例诊断中心执行主任

●原上海九院口腔正畸科主

任沈刚教授团队成员

●Dentium种植体培训教官

●Invisalign、angelalign 隐形矫

正认证医师

陈洪峰

8889 8048
报名 热线

扫码看喂鸟视频

温都讯 11月12日至13

日，2022年浙江省传统武术

（南拳）教练员培训班在温州

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全省

各地的30余名武术南拳精英

汇聚温州武术学院，参加浙江

首次举办的传统南拳教练员

培训班。

该培训班分线上和线下

两个阶段进行。线下培训由

温州武术学院承办，培训内容

主要是浙江省武术协会推出

的“四会教学法”，目的是规范

全省传统武术教练员的执教

技术，进一步提高传统武术教

练员的教学能力，大力推进浙

江传统武术的标准化发展。

这次活动由浙江省武术

协会主办，温州武术学院承

办。培训期间，各位学员进行

了中国武术段位考试和浙江

省传统武术（南拳）教练员资

格考试。经过两天的学习，全

部学员均完成培训任务，顺利

取得中国武术段位制证和浙

江省传统武术（南拳）教练员

资格证。浙江省武协南拳专

委会主任张洪国现场指导并

担任评审组组长，中国武术七

段郑晓燕和周建平担任培训

教练，省武协赵霞和张前担任

监督。

浙江省武协南拳专委会

主任张洪国表示，浙江武术在

全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尤其

以温州南拳为代表的地方传

统武术享誉全国，被列为全国

129个优秀拳种之一，2010年

入选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

价值。温州是全国知名的“武

术之乡”“武状元之乡”，历史

上曾诞生许多武进士、武状元

及武术名家，如明代内家拳名

家陈洲同，近代太极拳名家郑

曼青、叶大密等，在现代竞技

武术中也涌现了一大批世界

冠军、亚洲冠军等，推动了我

国武术的发展。希望通过此

次培训提升浙江南拳的教学

水平，今后将继续举办类似的

培训活动。

温都记者 叶海鹏

通讯员 赵显品

浙江首次！传统南拳教练员培训班在温州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