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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互动

� � � �边过马路边看手机、吃饭时各顾各看手机、图书馆里
不看书只玩手机……

生活中随处可见“低头族”
你有没有躺枪？
阅读提示

人手一部手机，隔出人与人之间“最遥远
的距离”。 生活中，出现越来越多“低头族”，正
在看文章的你，回忆一下，你上次过马路、吃饭
或等人时，有没有“低头”玩手机？

□ 记者 林子靖 文/图

本报讯 如今，马路上、公交车上、图书馆里、餐厅
里……时刻盯着手机的“低头族”随处可见，有些人甚
至在开车、骑车、过斑马线时也不忘刷一刷手机，即使
是与朋友结伴出行， 也是各自盯着手机“全程无交
流”。

近日，本报记者走上市区街头，对“低头族”进行
了观察和采访。

记者观察
“低头族”无处不在，各年龄段都有

上周末，记者来到市区多个十字路口、莲都区图
书馆、万地广场等人流密集场所进行了观察。

7 月 27 日 9 时， 中山街和丽阳街路口：30 分钟
内，约有 13 人边过马路边看手机，有人的目光甚至从
未离开过手机屏幕；7 月 27 日 10 时，花园路和宇雷路
路口：30 分钟内，超过 10 人在过马路时低头看手机。

7 月 28 日 17 时和 19 时，记者分别在人民街和花
园路路口、中山街和解放街路口观察，发现过马路看
手机的“低头族”屡见不鲜，主要以年轻人和中年人
主。

在中山街和解放街路口，一名红衣女子一手抱着
孩子，一面盯着手机，直接闯红灯过了马路，迫使两辆
轿车停下让行。“过马路前我瞥了一眼是绿灯，就低头
走过来了，你不说我还不知道自己闯了红灯。 ”女子对
记者说。

记者发现，在等待绿灯的间隙，不少骑电动车的
市民、开车的驾驶员也会趁机刷手机，更有甚者，骑车
时都不忘看手机。

炎炎夏日里，到公共图书馆“蹭”空调是不少人的
选择。 28 日 16 时，记者来到莲都区图书馆，发现一楼
少儿馆中的大部分孩子在做作业、看书，但前来“陪
读”的不少家长却埋首于手机。“孩子在这里要待好几
个小时，我看手机解解闷。 ”家长吴先生告诉记者。

而在阅读区，“低头族” 就不分年龄了。 打游戏、看
视频、聊微信……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沉浸在自己
的手机屏幕中。在阶梯阅读室里，还有人躺着玩手机。记

者数了一下，长时间低头看手机的约有 20 多人。
在万地广场，公共座椅、按摩沙发、影院等候区都

能见到不少“眼不离屏”的人。 广场内的餐厅，也是
“低头族” 的聚集地———等位时， 大家玩手机打发时
间，即使饭菜上桌，大家也是边玩手机边吃饭。

“低头族”说
玩手机是为了打发时间

为什么一直玩手机呢？ 记者询问了一些“低头族”。
“不玩手机不知道干什么好。坐这么久的公交车，

玩着手机感觉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李同学是记者在
16 路公交车上遇到的一位高一学生，他告诉记者，他
从怡景花苑站坐到处州公园站， 约 20 分钟车程里他
都在刷微博、看短视频，偶尔回复微信。

在中山街钟楼附近的一家面馆里，两位女士各自
边玩手机边吃饭。“我们一路上都在聊， 现在坐着吃
饭就玩手机喽。 ”其中一位女士说，如果双方都玩手
机，她并不会介意，但如果一个人在说话、另一个人
玩手机，就不太礼貌了。

在记者随机采访的“低头族”中，大部分人玩手机
是为了打发时间或寻找乐趣，但也有个别人是工作需
要。

27 日 20 时，市民陈女士站在中山街一家服装店
门口，盯着手机看了三四分钟，另一只手上还提着 3
个袋子。 陈女士告诉记者，自己是出来逛街的，但上
司突然发微信交代工作，她不得不第一时间回复。

“没办法，接到工作信息总得回复吧，我还曾在高
铁上用手机改了个方案。 ”在陈女士看来，对上班族
而言，成为“低头族”往往是迫不得已。

读者朋友们，你的身边有“低头族”吗？ 你是“低
头族”中的一员吗？ 低头看手机曾给你带来困扰或麻
烦吗？欢迎通过晚报热线 2151666 和微信公众平台留
言，谈谈你的感受和想法。

� � � � 7 月 29 日上午 10 点 14 分 ， 记者在市
区府前农贸市场前发现，人行道上杂乱堆放
着 10 余辆共享单车 ， 其中 2 辆甚至直接
“躺”倒在地，不仅影响道路通行 ，而且破坏
了城市形象 。 市民在享受共享单车便利的
同时，也应注意文明停放。

记者 麻东君 文/图

共享单车乱堆放
“方便”成“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