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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娄刚

本报讯 近日，市民李先
生打扫房屋时在抽油烟机烟道
里意外发现了几只小麻雀，两
只成年麻雀受惊飞走。李先生
决定给这一家子一段时间，等
大麻雀回来救孩子。

5月23日中午，记者在一
微信群里看到了李先生上传的
小麻雀照片，于是和他取得了
联系。李先生说，他在市区建
设路中段原标准件厂家属院有
一套旧房，闲置多年。最近他

打算搬过去住，就先去打扫房
间。在清理抽油烟机时，他隔
窗看见两只麻雀往抽油烟机的
烟道里飞，觉得有点奇怪，就取
下烟道检查，发现里边已经成
了麻雀的“家”，有5只没长毛
的幼雀躺在鸟窝里。明白了两
只大麻雀为啥不停地往烟道里
飞的李先生犯起寻思：刚才他
把烟道取了下来，两只大麻雀
被惊走，怎么办呢？总不能把
小麻雀扔了吧。

最后，李先生决定试一试，
把5只幼雀放回烟道，看看大

麻雀能不能回来把孩子带走。
昨天早上，李先生和记者

取得联系：“大麻雀飞回来了，
一窝小麻雀也还活着。”

记者立即赶到李先生家。
在厨房，记者听到了麻雀在烟
道里叽叽喳喳地叫，烟道还不
时晃动。记者感到，虽然这家
麻雀耽误了李先生的时间，但
他还是很高兴的。

考虑到李先生马上要装修
房子，记者问他准备怎么办，是
否要把麻雀窝挪到不远处的阳
台上？李先生有点迟疑：“恐怕

一挪，这窝麻雀就会死。”
记者随后与市林业局野生

动物保护科一魏姓工作人员取
得联系，请教他怎么办。这位
人士说，鸟类的习性是一旦受
到惊吓就不顾雏鸟飞走，不会
再回到受到惊吓的地方，这两
只大麻雀虽然飞回来了，但挪
窝还是有风险的，如果时间允
许就再等等，大约一个月时间
小麻雀就长大啦。

记者把专家的话转告李先
生，他说：“那我就祈祷它赶快
长大飞走吧。”

一对麻雀在抽油烟机烟道内生育了5个儿女

市民等了5天它们仍不搬家
专家说“再等等”

□记者 杨岸萌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人
才交流中心获悉，2019年市夏季
人才交流大会将于6月 19日、20
日在平顶山人才市场（市河滨公
园南门对面西50米）举行。

据市人才交流中心有关人士
介绍，本次大会采取网上报名预
订展位方式为主，同时以现场报
名作为辅助方式。用人单位可登
录平顶山公共就业人才网、关注
微信公众号或下载安装手机APP

“平顶山人社”进行注册；上传营
业执照副本彩色扫描件或照片；
审核通过后，自行预订展位。网
络报名具体操作流程可登录平顶
山公共就业人才网“帮助文档”
下载查看。现场报名需持单位营
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事业
单位持单位介绍信）、法人代表或
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并加
盖单位公章，到平顶山市人才交
流中心人才交流与市场管理部
（平顶山人才市场4楼12室）报名
预订展位。

另外，为更好地促进就业和
减轻用人单位负担，此次大会用
人单位免费入场，其招聘信息在
平顶山公共就业人才网免费发
布。本次大会每日设60个展位，
每家用人单位仅能选择参会一
日，预订一个展位。

夏季人才交流大会
下月举行

□记者 杨元琪

本报讯 昨天上午，省慈善
总会在我市举行网络募捐培训
会，对市慈善总会、市志愿者协
会积极推广的“互联网+慈善”
救助模式给予了高度肯定。

“科技在发展，网络慈善正
成为募捐善款的发展方向，大家
动动手，每人捐一元、两元，就
能帮助很多人。”省慈善总会网
络募捐部部长胡英芝为我市民政
部门和慈善组织负责人讲解网络
募捐的最新发展状况。据了解，
民政部于 2016 年公布了首批 12
家获得互联网募捐资质的平台，
普通民众正成为个人捐赠的中坚
力量，尤其是80后、90后，正
成为网络捐赠的主力军。省慈善
总会副会长董颍生对我市近些年
公益慈善工作取得的成绩予以充
分肯定。

据市慈善总会副会长孙天兴
介绍，自 2015 年以来，市慈善
总会、市志愿者协会积极推广

“互联网+慈善”救助模式，先后
组织三届99公益日活动，通过
互联网筹集善款 1700 多万元。
去年99公益日活动，市慈善总
会、市志愿者协会6个项目共筹
款 919万余元 （含配捐），位居
全省首位。此外，去年夏季，市
志愿者协会与市慈善总会、《平
顶山晚报》联合发起了“爱心成
就大学梦”公益活动，筹集善款
30多万元，帮助61名贫困大学
生顺利迈进大学校园。

省慈善总会为我市
“互联网+慈善”
救助模式点赞

□记者 牛超

本报讯“市园林处动物园
柏树林里栖息着数百只夜鹭，
每天早晚景象特别壮观，已经
有好几年了。”近日，记者到市
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科采访
时，工作人员魏晨巍对记者说。

5月27日和28日，记者连
续两天来到市园林处动物园观
察。柏树林内林木笔直，阳光
透过树叶斑驳地洒在地上。走
在林中，不时有“咕咕”的鸟叫
声传来，抬头却看不到鸟的影
子。

“夜鹭？这树上都是。你
看这地上，这些都是它们的粪
便。”在柏树林西侧做生意的一
名商户对记者说。记者顺着她
指的地方看去，发现刚铺不久
的红色透水砖上缀满了白色
的斑点，尤其是一些柏树下，
密密麻麻一层。仔细观察，这
些白点确实是鸟粪，不是记者
误认为的工人铺路时遗留的白
灰。

在柏树林西部，两只小鸟
从树上的鸟巢中探出头来。褐
色羽毛、长尖嘴，站在巢中左顾
右盼。不时，有成鸟从空中飞
过。

“巢里是夜鹭的幼鸟。刚
才飞过去的是成鸟，背部是黑

色羽毛，胸膛呈白色。”市园林
处动物园党支部书记谢秀丽
说，“这些夜鹭至少在这儿安家
三四年了，有200来只。早上
出巢和傍晚归巢时，场面特别
壮观。”

另据该园其他工作人员
说，由于柏树林旁边就是天
鹅湖，有时，这些夜鹭还会在

湖边嬉戏，成为动物园的又一
景。

鹭鸟不是应该生活在水边
吗？怎么在柏树林安家？对
此，魏晨巍告诉记者，夜鹭属于
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经常在
晨昏和夜间活动，白天喜欢隐
藏于密林中僻静处。喜欢在食
物充足、植被丰富的地方安家

落户。
“夜鹭是群居鸟类，在我市

也比较常见。不过，在市区的
柏树林居住这么一大群夜鹭还
不多见。”魏晨巍认为，夜鹭选
择这个地方栖息，说明此处生
态环境良好，有充足的食物、较
少的人为干扰，可以让它们舒
舒服服繁衍后代。

两百多只夜鹭在动物园安家

□记者 燕亚男

本报讯 近日，市区凌云路
一商场出现“失恋博物馆”，不大
的房间里面展出了各种“失恋遗
物”，有戒指、杯子、信件等。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这个
“失恋博物馆”，扑面而来的全是
打印在背景板上有关失恋的语
句和字眼，加大加粗或是鲜红的
字体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让
人陷入到“扎心”的氛围里。“只
有紫霞仙子真正地离开，至尊宝
才能成长为孙悟空吧”“当眼泪
流下来，才知道分开也是另一种
明白”“做不到明天快乐，但我可
以说声：明天你好”“如果有一天

我结婚了，我希望是因为爱情”。
除了“扎心”的句子外，还有

各种情感寄托物件展出。有票
根、钢笔、旧手机、水杯，甚至还
有戒指，令记者印象深刻的是一
张张郑州到北京西的来往车票，
无声地诉说着一段无疾而终的
情感故事。展示墙上贴满了密
密麻麻的小纸片，还有代替纸张
的餐巾纸、名片、微信聊天屏幕
截图，里面详细记录了每一段爱
情走到最后的挽留或决绝。背
景板上也有不少人的留言，或伤
感，或忧伤，或庆幸，或励志。

记者看到，不时有年轻人前
来拍照留念，并翻看各种情感物
件。旁边一家商铺的老板说：

“来的最多的是一些年轻人，周
末的时候人最多。”

该商场企划部负责人蒋梦
露说，4月份的时候，他们想做一
个抒发情感的话题，就选择了这
个在网上比较火的“失恋博物
馆”，没想到很受年轻人喜欢。
背景板上的句子都是在网上搜
集的，墙上挂的镜框及悬挂在空
中的话语是从网上和身边朋友
那里征集来的。“现在‘失恋’已
经不再是隐忍不谈的话题，年轻
人也需要情感宣泄的途径。我
们希望能在这里给他们无处安
放的情感一个寄托，也希望有人
来玩的时候看到这些，能治愈内
心的创伤。”

给无处安放的情感一个家

市区出现“失恋博物馆”

市民参观失恋博物馆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动物园柏树林巢穴里的夜鹭雏鸟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