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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对网购同样不陌生。从小物件到
大装备，鼠标轻轻一点，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
内的商品尽入囊中。现在，同样还是鼠标轻轻
一点，个人就可以参与绿化活动。

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后石门村云居
寺附近的联慧集体农庄，曾经是一片由于过度
砍伐耕作放牧致使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恶化的
荒山荒坡。2004年，当地建立“中华环境保护
基金会北京环境教育基地”、“北京娱乐信报读
者林”。最近几年，它的另一个身份是淘宝网
上“绿色助学公益植树活动”店铺的线下种植
地点。

在淘宝网的店铺里，可以看到种类繁多的
树木：有绿化种植的松柏，也有用于认养果实

的各类果树。顾客通过支付一定的金额，既可
以种植绿化树木，也可以年度为单位在采摘期
内“认领”该年度的果树果实。参与活动的单
位及个人可以获得植树荣誉证书，参与名录也
以年度为单位在网站上公布。

值得一提的是，这片果树的部分收益还用
于捐献给周边小学的贫困学生进行助学。根据
该活动网站的资料显示，经过多年的积累，此活
动累计收集到捐款十余万元，园区内的树木数
量也从当初的400多棵到如今的5万余棵。

该活动的执行人李红对笔者表示，“早几
年大多数接待的是单位团体，报名后乘车前
来。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个人报名可以
省去来往交通的不便，线上交易完成之后，我
们直接将种植证书邮寄过去，这就很方便了。”

在网站上公布的个人捐款名录里，个人捐
款近几年保持着六七十人左右的参与规模，交
易数额也在六七千元左右。虽然相比于团体捐
献在规模上依旧有差距，但李红对个人在互联
网上的绿色参与寄予厚望，“随着年份的长
大，果树的养育成本也在增加。捐赠人在网上
参与，是在帮助我们分担养护成本，自己还收
获着这一年的果树果实。看着这满山绿意，我
也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鼠标一点鼠标一点 添绿一片添绿一片
李忱阳

互联网新方式便利着生活，也改变着个人参与绿化的方式。如今，无论是通过支

付平台减少碳排放，还是在购物平台上为绿化项目贡献一笔资金，个人对于低碳环保

的贡献和付出已渐渐成为一种风尚。

办公室里立把铁锹

右玉人拼命种树，靠的是一种
精神：右玉历届县委、县政府带领
全县人民在 60 多年植树造林、防风
治沙的历程中形成的一种艰苦奋
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它植根于右
玉人民自强不息、勤俭质朴的地域
性格的土壤中，生成于植树造林、
改善环境的艰苦历程当中，升华于
执政为民、科学发展的理想实践中。

1949 年，第一任右玉县委书记
张荣怀在县委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
个响亮的口号：“右玉要想富，就得
风沙住；要想风沙住，就得多栽
树；想要家家富，每人十棵树。”此
后的 60 多年里，种树成为历任县
委、县政府和右玉人民的共同事业。

第十一任县委书记常禄，因为
爱树、抓树、护树，被右玉群众亲
切的叫做“树书记”。每逢植树季

节，他都要带着妻子、孩子和干部
群众一起，干在工地，吃在工地。有人
曾建议他：“粮食上去戴红花，其它上
去没人夸。你树植的再多，到时候咋
交账呀？”老常哈哈一笑：“作为县委
书记，我要向人民、向历史交账。”

第十三任县委书记姚焕斗离开
右玉的时候，带走了两样东西，一
样是右玉县一片普普通通的杨树
叶，另一样就是办公室里伴了他十
余年的一把铁锹。两样普通的东
西，印证的是一种质朴的情怀，记
录的是一段艰苦奋斗的历史。

直到现在，许多干部的办公室
里，还立着一把铁锹，放着一双胶
鞋。右玉的干部一年中有一半时间
都在农村，每逢植树，都是与群众
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

每个人都播撒绿色

这种精神传承，不只是右玉历

任书记、县长的工作动力，同时也
是右玉普通干部和民众的生活源
泉。

曹村农民曹国权，从 1949 年分
得土地就开始种树，年过九旬依然
守在山上种树。有人劝老汉，上了
年纪了，够吃够用就行了，何必受
这苦。但曹老汉郑重地回答：“这些
树就是我的儿子。”他的生命已与种
树融为一体。北辛窑村老支书伊小
秃，在任时带着全村村民植树，退
休后承包荒沟一人植树，在7年的时
间里，自己一个人义务植树 300 多
亩，如今的北辛窑村，已成了当地
有名的绿色生态村。

从美丽的云南远嫁来南崔家窑
村的余晓兰，承包荒滩荒沟植树造
林，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出了一片绿
色，一个细皮嫩肉的南国妹子变成
了粗糙黝黑的塞北婆姨，也成为了
全国劳模、三八红旗手。

几十年来，右玉群众始终以播
撒绿色为己任，把创造绿色作为人

生价值的尺度。

持之以恒 久久为功

这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绿
化“接力赛”，考验的正是右玉县
历任党政主要领导的执政观和政绩
观。因为种树是一件说起来再简单
不过、不值得称道的事情，而且是
十八任一任接一任，都在前任画下
的框里施展拳脚。当种树与群众生
存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时，“要个
人前途，还是要群众的出路”这一
问题不容回避地考验着每一任执政
者。

右玉历届县委、县政府始终秉
持着一个共同信念，就是改善生存
环境，造福右玉人民。激励和支撑
他们的，正是“持之以恒，久久为
功”的“右玉精神”。

压题图：右玉人种树场景

“扫一扫”，“哔”……这样的场景对
于每天大量使用移动支付的用户而言，再
熟悉不过。每一次的扫码、移动支付，带
来的不只有便利，更避免了因消耗缴费单
据而增加碳排放量。而当涉及到缴纳水电
煤气等费用时，用户往返营业网点的交通
碳排放也因为在支付平台上“动动手”而

“无影无踪”。这样的“节能减排”，也被支
付平台的运营商所发现并重视。

由阿里巴巴集团开发、目前以蚂蚁金
服为其母公司的“支付宝”就是其中的一
个代表：打开“支付宝”页面，点击“更
多”，在“教育公益”栏里有一项“蚂蚁森
林”，这就是蚂蚁金服方面为每个支付宝用
户开发的“碳账户”。

“碳账户”，顾名思义，度量的是人们
一些日常活动的碳减排量。用户在步行、

地铁出行、在线缴纳水电煤气费、网上缴
交通罚单、网络挂号、网络购票等行为所
减少的相应碳排放量，可以用来在支付宝
内养一棵虚拟的树。这棵树长大后，公益
组织、环保企业等蚂蚁生态伙伴们，可以

“买走”用户的“树”，而在现实某个地域
种下一棵实体的树。

根据蚂蚁金服方面的定位描述，这一
在2016年8月27日全面上线的功能，致力
于打造“全球最大的低碳生活衡量、交
易、共享平台，不仅可以让人记录低碳绿
色足迹，也可以形成碳资产的交易账户，
未来条件成熟，可能实现碳资产买卖、投

资”。这一账户的
独特之处，在于

让人们更清晰地感知到低碳行为的对价效
应，用户持续不断地使用支付平台，就相
当于持续不断地“节能减排”。在计算方法
上，蚂蚁金服通过和北京环境交易所合
作，开发了计算相应减排量的方法学。根
据蚂蚁金服总裁井贤栋的说法，“互联网+
绿色金融，可以激发每个人的能量。”

在蚂蚁金服官方网站上，多幅由蚂蚁
金服配合其合作伙伴阿拉善 SEE 基金会

“一亿棵梭梭”项目的活动照，显示着用
户们所节省下来的“碳排放”数据所养的

“树”由“虚拟”走向“现实”。
在今年 3 月份的一场蚂蚁森林用户体

验活动中，当时刚刚由“蚂蚁森林”所栽
种的梭梭林，由于树龄尚在一年内，还在
等待着长出绿色。不过根据“蚂蚁金服”
方面公布的数据，截至 2017 年 4 月底，蚂
蚁森林用户超过 2.2 亿，已累计种成梭梭
树 845万棵。

① 低碳在指尖① 低碳在指尖

② 网购能种树

不毛之地变生态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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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金服”在内蒙古阿拉善盟种下的梭梭树。 （据百度）““蚂蚁金服蚂蚁金服””在内蒙古阿拉善盟种下的梭梭树在内蒙古阿拉善盟种下的梭梭树。。 （（据百度据百度））

亲爱的希希回来了。她前段
时间趁着年假和一群驴友自驾去
了大西北，经常在朋友圈看到她
发的照片。莫高窟、鸣沙山、月
牙泉、酥油茶，成群的骆驼，一望无际的草原，绵延不绝的天
山山脉，沿途风景美不胜收，让人心驰神往。于是，我迫不及
待地约希希见面聊天，听她分享这一路的风景和趣事。

一段日子不见，她晒黑了，但看起来很健康。“大西北的自
然风光壮观辽阔，让人流连忘返。这一路我还认识了很多朋
友。有时候夜宿在外，或者住当地老乡家里。那边气候干燥，
一些地区荒漠化严重，水成了大问题，有时几天洗不上一次
脸。我学会了节约用水，爱惜水资源。过去觉得浪费一点没关
系，但对当地的老乡们来说，这水就像油一样珍贵。一碗水，洗
脸，洗菜洗碗，还能再喂猪。一碗水还可以养活一棵梭梭树。”

“一碗水，梭梭树？”我问道。
“嗯，给你看照片，这就是梭梭树，很

好看吧，它可是沙漠里最威风的小卫士，
防风固沙，还能喂牛羊，一棵才 10 块钱，
就能固定住 10㎡的荒漠，使荒漠变绿洲，
它的根还能养殖肉苁蓉，增加收入。”

我羡慕地看着她，“我也想和你们一样
亲自去参加呢，但时间不够，你知道我年
假没有你那么多。”“亲，都网络时代了，
不用亲自去才能种的，爱心公益的方式多
种多样，可以捐款给公益组织委托他们帮
你种，或者志愿者协会都行，他们不仅有
爱心，还很专业。”

这是一个好办法！如果中国网民每天
通过自己的日常的身体力行，用满满的爱
心一起合力种树，我相信绿洲和森林会越
来越多，天会越来越蓝，云会越来越白，
空气会越来越新鲜。

与希希一席谈，我突然明白了，爱护
生态环境，它并不遥远，它与生活息息相
关，每一个人都可以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
事做起，爱惜每一滴水，少用一次性筷
子，少用塑料购物袋，不乱扔垃圾，做好
垃圾分类，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步
行、骑车，节约用电以及参加各种公益种
树活动……我们与生态环境密不可分，爱
护生态环境，也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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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玉县地处晋西
北地区黄土高原。这
座塞北小城曾风沙成
患，地瘠人贫。“一
年一场风，从春刮到
冬；十山九秃头，洪
水遍地流；风起黄沙
飞，雨落洪成灾”，
形象的民谣是昔日右
玉的真实写照。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右玉人一代接着
一代植树造林，全县
生态环境发生了惊人
逆转。目前全县森林
覆盖率由不到0.3%提
高到 54%，高出全国
平均水平，成为国家
级生态示范区。

60 余 年 来 ， 18
任县委书记、17任县
长带领民众全力植树
造林，使右玉县逾一
半面积被森林覆盖。

李李 欣欣作作 （（选自选自《《大众摄影大众摄影》》中国好风光新余优秀作品中国好风光新余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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