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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个蔬菜瓜果
有人胡乱收费
武侯街道办：收费者是
附近闲散人员，正寻找
这几人，要求其停止乱
收费行为

绿色出行、网上支付、网络办公……这些低碳生活方式可转换成虚拟能量在
手机软件上“种树”，慈善机构认领虚拟树并种棵真树在沙漠地区——

我用手机在阿拉善种了一颗梭梭树
□本报记者 王延娟

近日，市民王
女士向记者反映，
身边很多朋友迷上
了用手机在一款支
付软件进行虚拟种
树，说是通过低碳
方式产生的虚拟能
量可以让“树”长
大，等能量收集到
一定重量树就会长
成，这时候可以申
请种植，慈善机构
认领完毕就会在阿
拉善地区种一棵真
树，他们起早贪黑
收能量，种出了一
棵棵梭梭树，用自
己的力量为沙漠添
一片绿，她觉得这
件事很好，让很多
人养成了低碳环保
的好习惯，值得提
倡。

“因为我平时就很喜欢
玩手机嘛，看见新鲜的东西
就想尝试一下，有天无意间
在支付平台里看到了这个
应用，就点了进去，发现还
挺有意思的，收集点能量给
树浇浇水，慢慢地树就长大
了，感觉比养一棵真的植物
看着它长大还开心。”刚种
出一棵树的市民李先生告
诉记者，刚开始玩并没有在
意这个游戏和别的有什么

不同，玩得多了就开始好奇
了，于是仔细研究了一下，
发现自己在手机上种成的
树会有慈善机构认领后去
阿拉善沙漠里种一棵真树，
瞬间觉得自己玩手机也没
那么不务正业了，每天开始
坚持收集能量，让自己的能
量让树快快长大。

市民段先生已经种出
了三棵树，他说：“一开始
在手机上发现这个种树应

用的时候，其实有怀疑过
自己种出来的树是不是真
的有机构认领后在荒漠种
一棵真树，后来又觉得，
反正每天都要使用这个支
付平台，干脆就种种看好
了，万一是真的呢。于是
就坚持每天收能量种树，
第一棵树种了三个月才长
成，接着就是第二棵、第
三棵……最近在直播平台
看到了自己在手机上种的

树真的出现在了阿拉善地
区，特别开心，希望有一
天可以种出一片森林，和
朋友一起自驾去看树。而
且当种出一棵树的时候，
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就
想把这份喜悦让更多的人
感受到，也不会刻意去准
时收能量或者‘偷'好友能
量了，而是想着让大家也
有能量可以收并都能种出
属于自己的树。”

手机种树举动虽小 收获的成就感却很大

“刚开始在手机上玩
种 树 只 是 觉 得 和 以 前 玩
的 农 场 偷 菜 是 一 个 性 质
的 ，每 天 收 收 自 己 的 能
量 ，再‘ 偷 偷 ’别 人 的 能
量 。 我 的 能 量 一 般 都 是
七点多“成熟”，为此我专
门 定 了 个 闹 钟 准 时 起 床
收能量，还研究了一下好

友 们 能 量 都 在 几 点“ 成
熟 ”定 闹 钟 提 醒 自 己 去
收。因为收能量这件事，
我 连 睡 懒 觉 的 习 惯 都 改
掉 了 。 一 开 始 就 是 单 纯
以 收 能 量 让 自 己 的 树 赶
快长大为目的，之后发现
真的种出了一棵树，还在
手机上收到了证书，至于

现实中的树，我虽然没见
到，但是我相信它已经存
在了，不管这棵树是大是
小，我都觉得自己干了一
件正确的事。”惠女士对
记者说，可能这种被赋予
了某种意义的东西，更有
动力坚持吧，她已经连续
半 年 每 天 早 上 七 点 起 床

了，再也不像之前那样爱
睡懒觉，而且也开始关心
自己院子里的植物，没事
的 时 候 就 给 它 们 浇 浇 水
修剪一下叶子，打心眼儿
里 觉 得 这 个 应 用 很 有 意
义，不仅种出来的树保护
了环境，还让自己的生活
方式变得更健康。

定闹钟收能量 生活习惯都变健康

据了解，参加到这项
环保活动中的市民还有很
多，有的还在为在阿拉善
地区种上一棵自己的树上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收
能量，还有的已经种出了
八九棵树仍在坚持，不管
怎样，大家的公益心都是

一样的，低碳环保的生活
方式也是我们现在这个社
会所需要的，有网友称，种
树让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有

能力改变世界，而且保护
环境的方法有很多，不管
采用哪一种，只要对环境
有好处就值得提倡。⑧3

一起努力保护环境

□本报记者 王 冕

近日，有市民拨打本报热线反映
说，城区武侯路与北京路交叉口西的
武侯农贸市场对面，有人向道牙上的
流动摊贩收钱，但也不给票据，希望相
关部门去管管。

“武侯农贸市场对面路边道牙上
平常有不少摆摊的，那些人是最近才
来收费的，估计有个把月了。也不知
道有啥标准，有的摊子一天就收10元，
有的摊子就向人家要二三十元！”反映
人 4月 19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摊贩
们对此很有意见，觉得对方收钱也不
给票据，收钱时也没有说明依据，对方
的身份似乎也不正规。

记者当天上午10点多来到该地暗
访，看到武侯农贸市场对面的马路道
牙上排了一长排的流动摊点，看起来
有三四十个之多。记者随机问了几个
摆摊的，对方告诉记者，平常会有两个
人在附近转悠，看到有人过来摆摊了，
就上前收费。那俩人不定什么时间出
现。有商贩说，对方可能是按照摆的
摊子大小、东西的多少来收费的，有的
小摊子就收 5元，有的就是 10元甚至
是20元。

4月 20日上午，记者就此事采访
辖区的卧龙区武侯街道办，街道办了
解情况后随即安排人员前去调查。相
关工作人员随后回复说，流动摊贩摆
摊的位置属于便道的道牙上，不在城
管的主干道管辖范围内，但也不属于
对面农贸市场管理，收费的人员只是
附近村里的闲散人员。街道办将会联
系当地村组寻找这几人，立即停止这
种乱收费行为。由于一些流动摊贩们
不愿进入武侯农贸市场里摆摊，时间
一长就形成了一个临时的马路市场，
但平常缺少规范管理。为了以后避免
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又不影响围群众
买菜、购物，城管将会前去清理这个临
时市场，随后向上级部门申请在此设
立一个正规的瓜果蔬菜销售点。⑧3

（软件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