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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包装物被称为“白色污
染”，由于其很难降解，造成长
期 的 、 深 层 次 的 生 态 环 境 问
题。最近还有媒体报道，说人
类患的各种癌症就跟它有关。
所以，我国自 2008年 6月 1日起
实行限塑政策。然而，“限塑
令”施行 10 年，正陷入尴尬境
地，特别是在菜市场，几乎是
令行不止。如何从根本上解决
用塑问题，我以为，关键是要寻
找替代品。

塑料袋几乎渗透到人们生活
的方方面面，它之所以大受消费
者青睐，原因很简单：方便。现
代人生活节奏快，事务繁忙，已
经对便利的塑料袋养成了难以割
舍的消费依赖。以买菜为例，如
果要像几十年前一样环保地带着
篮子去买菜，似乎很难，尤其对
下班后急急忙忙去菜市场的上班
族来说更是不太可能，就是有条
件的退休老人也稀有带着篮子买
菜的。哪怕让上班族带着一个布

袋去买菜，也会感觉十分不方便，
很多年轻人连装钱的皮夹也不愿带
了，还会为买菜去带一个布袋吗？
因此，老老少少买菜已习惯使用菜
市场摊主提供的塑料袋。至于大型
商超有偿使用塑料袋，试图通过提
高塑料袋获取的成本实现限塑目
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几毛钱的支
出完全“不是个事儿”。一部分人
不用塑料袋，那是因为这些人内心
的道德约束。

“限塑令”的最终落实，关键
在于有相关替代品，发展可降解的
环保制品，这样既能方便消费者，
又能保护环境，从源头上堵住“白
色污染”。期待宁波的企业家，抓
住商机，开发价廉物美的一次性环
保袋制品，相信这将是前景广阔的
市场。

当然，在相关替代品没有出来
前，还是要按照“限塑令”的规定
执行，像菜市场出现的这种使用塑
料袋乱象，至少是相关管理部门的
失职。 （李国民）

根本的办法在于寻找替代品

本报讯 （记者孙佳丽） 如
今，在越来越多潜水者的镜头
中，用塑料做围脖的螃蟹、被困
在渔网里的海豹等慢慢成为主
角，一次性塑料污染已经蔓延到
海洋中。6 月 5 日，同济大学携
手宁波中小学生举办了一场保护
环境、“塑战速决”活动。

“塑战速决”是联合国环境
署确定的 2018 年世界环境日的
主题。今年的世界环境日呼吁公
众齐心应对当今塑料污染这一环
境挑战，考虑如何改变我们的日
常生活，减轻塑料污染对自然环
境、野生动植物和我们自身健康
造成的沉重负担。

“我们的大海美吗？但是我

们所消耗的每一片塑料，都有可能
流入大海，将这幅美景破坏。”海
洋环保 NGO 负责人申剑向孩子们
展示了美丽又奇幻的大海，同时也
告诉了他们保护海洋的紧迫性。

“海洋上已经出现了一种新兴污染
物——微塑料，它就是‘海洋中的
PM2.5’。”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教授徐小燕向孩子们解释，
微塑料一旦进入食物链，将会严重
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持续发
展，甚至威胁到人类的食品安全和
公众健康。

孩子们还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
了“争做环保小卫士”的宣誓仪
式，参与了环保画创作、知识问答
以及主题演讲等活动。

同济大学携手
我市中小学生“塑战速决”

记者在民安东路旁的中通快递
派送点看到，大大小小的快递包裹
中，塑料袋包装的快递与纸盒包装
的快递几乎各占“一半江山”。东
环南路、宁秋路、五乡镇等都是快
递员老赵负责的派送区域，每天
200 多件快递派送量，“塑料袋包
装的占六七成”。

眼下的快递包裹，不论是采用
纸箱还是塑料袋，里头多会大量充
斥塑料气泡膜、塑料泡沫等塑料制
品。大学生小杨最近在苏宁易购上
买了根数据线，却收到了一个长
30 厘米、宽 20 厘米的纸盒，刨开
充气塑料块，才找到了那根小小的
数据线。

相比于快递领域，外卖领域一
次 性 塑 料 制 品 的 使 用 更 加 “ 泛
滥”。“饿了么”外卖黄小哥告诉
记者，他当天从一家韩国料理店
取到了要送的第一份外卖。这份
外卖一共用到了四个塑料餐盒和一
个塑料袋。“我每天要送 20多份的
外卖，都是用塑料餐盒和塑料袋的
形式包装的。”而“美团”外卖陈
小哥坦言，确实送过纸袋包装的外
卖，但“纸袋子里同样是塑料餐
盒”。

在宁波，外卖包装基本由塑料
餐盒与塑料袋组合而成。外卖吃完

后，这些塑料餐盒和塑料袋通常被
直接丢进了垃圾桶。

餐饮外卖、邮政快递等新兴消
费 行 业 由 于 监 管 责 任 主 体 不 明
确，出现监管盲区和薄弱环节。
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宁波
应着力加强新兴消费领域限塑工
作，研究建立统一的塑料制品采
购使用标准，减少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制品采购使用，有效遏制增长
势头。

“限塑，要尽快升级，要既限
得 住 大 型 商 超 又 限 得 住 边 边 角
角。”我市相关环保人士表示，作
为固废垃圾，白色污染不容小觑。
如今在宁波，塑料袋作为生活垃圾
的一部分由专业的环保处理企业处
理。处理方式通常有两种：焚烧、
填埋。由于焚烧技术的日益成熟，
塑料袋焚烧后通常可以实现达标排
放。但由于自然降解时间较长，塑
料袋采用填埋的方式对环境污染和
人的身心健康影响相对较大。

目前，宁波大约 62%的生活垃
圾采用焚烧的方式进行处理，南三
县的生活垃圾处理还是以填埋为
主。对此，我市将加大生活垃圾的
处理力度，计划在已有的 5个生活
垃圾焚烧处理点的基础上，再建 3
个处理点。

既要限住商超又要限住边角

限塑十年，大型商超成效明显

“塑战速决”
下一步啃下菜市场“硬骨头”
本报记者 冯 瑄 孙佳丽 通讯员 张 艳

“限塑令”已经推行整整十
年。根据当时规定，我国禁止生
产、销售和使用厚度小于 0.025 毫
米的塑料袋，所有超市、商场和
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
塑料袋有偿使用制度。记者近日
走访了菜市场、商场、超市、快

递代收点、外卖店后发现，在一
些大型超市、商场、餐饮企业，
环保塑料袋有偿使用得以推广，
不合格塑料袋难见踪影。但在菜
市场、小餐饮店，超薄塑料袋、
不可降解塑料袋依然是包装“主
角”。

在近一周采访调查中，记者发
现“限塑令”执行中，大型商超做
得比较好，环保塑料袋实行有偿使
用，而菜市场超薄塑料袋“禁而难
绝”。

在欧尚江东店的收银台边，公
务员王旭聪和女儿付完款，从背包
里拿出红色布袋，将所购物品装入
其中。“尽量不使用塑料袋，环保
习惯要从小培养，希望自己的行为
能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另一个收银台边，华侨城社区的殷
阿姨忙着将物品装入黑色布袋中，
但由于所购物品较多，殷阿姨最终
向收银员提出“购买一个小型塑料
袋”。“我们的环保塑料袋分三种规
格，有 3 公斤、6 公斤和 13 公斤，
收取的费用分别为0.1元、0.3元和
0.5 元。”一位男性收银员告诉记
者，挂着的一排塑料袋，大约 160
个。“一天下来，用得差不多。”

记者在现场观察了近十名顾
客，有六成是手提塑料购物袋离开
收银台的。欧尚江东店负责人说，

他们有 62 个收银台，常开的有 40
个，按每个收银台一天约 130个袋
子用量计算，一天至少 5200 个袋
子，不需要使用塑料袋的顾客占比
为5%至7%。

相比大型商超有偿使用环保塑
料袋，在菜市场的超薄塑料袋却是
随处可见。在通途路一个菜市场的
水产摊位，东海社区的吴阿姨买了
两条河鲫鱼准备给月子里的儿媳妇
炖汤用。水产摊老板介绍，装鱼的
袋子一天用量是“两大袋”，每

“一大袋”成本170元至180元，重
量大约25公斤。

距离不远的福明菜市场，阿康
蔬菜摊位的老板正忙着为顾客称
重。“两根黄瓜一根玉米”被麻利
地装入一个淡绿色袋子里。“我这
里塑料袋用量挺大的，一个月光袋
子的成本就在1500元左右。”

不少早餐店、小吃店也在用各
色不同规格的超薄塑料袋。以民安
路旁的一家早餐店为例，一个早上要
用2000个左右的白色超薄塑料袋。

“限塑令”执行喜中有忧

据市发改委等部门的调查，
2007 年以来，我市贯彻落实“限
塑令”情况总体良好，特别是各大
型超市、商场采取多种措施，执行
情况普遍较好，限塑成效明显。

当前，宁波各大型商超均已
规 范 实 施 了 塑 料 袋 有 偿 使 用 规
定，各超市、商场的塑料购物袋
比原来普遍减少使用 50%至 75%。
诸如三江购物超市浙东区 40 多家
门 店 ， 塑 料 袋 的 使 用 量 减 少 近
60%。尽管没有使用标有“环保降
解”字样的塑料袋，华润万家胡经
理也表示，“十年前国家实行限塑
政策时，我们就开始采购符合标准
的塑料购物袋了。”

不仅如此，银泰百货等一些商
场甚至已规定不提供塑料购物袋，
改用纸质环保型替代品包装。

相比之下，各大菜市场、早餐
小店等在“限塑令”的执行上成了

“硬骨头”。事实上，我市从 2009
年起，每年将菜市场限塑工作列入
市政府商贸服务业对各区县 （市）
政府工作考核项目，全市 69 个菜
市场更是通过招标使用统一的“宁
波市菜市场专用袋”，各级政府部
门在流通环节和生产环节持续进行
把关和监管。然而，菜市场和各类
餐饮小店的执行情况却不佳，特别

是菜市场个体经营者免费提供超薄
塑料袋的问题仍普遍存在。有个体
商户坦言，这是无奈之举，“如果
提出收费，顾客扭头就走，生意没
法做。”在一些小型市场、超市、
杂食店，“禁塑令”的执行因塑料
制品成本、质量问题等，确实存在
打折扣现象。“十多斤超薄塑料袋
只要七八十元，相比菜市场 3元至
15元100个的环保专用袋，肯定要
选超薄塑料袋了！”走访中有不少
菜市场摊主说。

“一直以来，菜市场、餐饮小
店都是监管超薄塑料袋使用的重点
和难点。”在市场监管部门看来，
超薄塑料袋“禁而难绝”的主要原
因在于菜市场有些摊主属流动作
业，与执法人员“打游击”。而超
薄塑料袋的小生产厂家或批发商常
处于“地下状态”,并且大多是熟
人生意，隐蔽性较强。另外，消费
者环保意识的淡薄,凡事图方便,也
加大了“限塑”难度。对此，我市
市场监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加大
对“限塑令”的宣传力度，让经营
户进一步树立环保意识，对尚未执
行的经营单位或个人要求责令整
改，若屡教不改，将对其进行行政
处罚。同时，将加大对塑料袋生产
或经营厂家的执法力度。

菜市场餐饮店是监管重点

菜市场内各色超薄塑料菜市场内各色超薄塑料
袋随处可见袋随处可见。。（（冯瑄冯瑄 摄摄））

韩立萍 制图

塑料袋在商超、菜市场、快递派送点等随处可见。（冯瑄 孙佳丽 摄）

今年

6月5日是

第47个世界

环境日，呼吁

全世界齐心协

力对抗一次性

塑料污染问题。

我 国 自 2008

年 6月 1日起

限塑，至今限

塑 成 效 如

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