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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污染”触目惊心
2020年6月20日，记者在郑州世纪联华超市调查发现，每当

消费者提出要塑料袋，结账的工作人员都会熟练地报价：“大号塑

料袋5角，小号塑料袋3角。”很多消费者也接受了塑料袋收费的

现实。

而在超市内的蔬果、猪肉、海鲜等档口，成卷的免费生鲜塑料

袋基本都是任由消费者扯下，用来盛装挑选好的食品。一位购买

海鲜的顾客告诉记者：“塑料袋防水、轻便，用完就丢，自己拿购物

袋的话没这么方便。”

在一家农贸市场记者还看到，大多摊位会免费提供塑料袋。

一家蔬菜店内，每隔几米就挂着一捆塑料袋，不大的店面挂着十几

捆塑料袋供顾客选用。“顾客大多不愿意将不同的蔬菜放在一个袋

子里，而是买一种菜用一个袋子，经常是一个人就拿走好几个塑料

袋。”一位摊主说，他听说过“限塑令”，但在同行都免费的情况下，

单独一家收费不现实。

前来买菜的张小姐告诉记者，自己平时不会携购物袋，农贸

市场内的店铺都会免费提供塑料袋，随取随用很方便。

河南限塑 一波三折
“限塑令”虽已实施多年，但现实中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量

却有增无减。

记者走访一家小型便民超市时，一位收银员告诉记者，不少

老年人会自己带购物袋来买东西，年轻人则比较能接受塑物袋收

费，还有一些购物较少的顾客不会要收费的袋子。“塑料袋成本很

低，大概几分钱一个。”一家水果摊摊主表示，塑料袋价格低廉，小

商店用起来没有负担。

“限塑令”并不是一个新话题，2008年6月我国就推出过一

次“限塑令”。当时也是要求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

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

零售场所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于是，大型超市开始有偿

提供塑料袋，而一些小超市仍然免费提供。

有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的塑料袋使用量为30亿个，

仅用于买菜的塑料袋就达10亿个。12年过去了，新兴的外卖和

快递业却成为使用塑料袋的大户，塑料袋整体消耗量不降反增。

越限越重 危害繁多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位外卖小哥，他手里提着一份刚从店里取

来的外卖：两个餐盒分别用塑料袋包装，再与一次性餐具放进一个

大塑料袋中。外卖小哥表示，他一天能送三四十单，这些外卖基本

上都要用塑料袋包装好几层。

塑料因为难以降解，会在环境中长期存在，因而被称为“白色

污染”，影响地球数长达百年时间。白色污染的危害是多方面的，

对人体来说，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可能致癌。而不可降解塑

料制品进入土壤里，会影响土壤内的物、热的传递和微生物生长，

改变土壤的特质，破坏土地结构,阻碍植物吸收水分及根系生长,影

响农作物收成。

那些废弃在地面和水上的废塑料袋，容易被鱼、马、牛、羊等动

物当作食物吞入，塑料袋在动物肠胃里消化不了，容易导致动物死

亡，在动物园、牧区、农村和海洋，这种现象屡见不鲜。

需求旺盛 利益诱惑
据记者了解，仅快递塑料盒（袋、箱）每年全国的使用量就达到

100多亿个，且逐年上升，造成了较大的能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

染。一家提供外卖服务的餐厅服务人员告诉记者，每天店里外卖

订单上百份，需要塑料袋500个是“正常水平”。

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在一些小型、偏远集贸市场里使用的

塑料袋大部分不符合国家标准，一般都是用回收的废旧塑料制品

重新加工的，并不能装食品。他认为，这些违规塑料袋的出现，还

是由于塑料生产厂追逐利益造成的。

据国家邮政局3月27日发布的《2019年中国快递发展指数

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快递企业日均快件处理量超1.7亿件，

全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35.2亿件。这些快递使用了大量塑

料包装制品。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由于可降解材料的采购

成本比常规物料贵至少1倍以上，国家目前尚无明确政策扶持，这

给企业带来一定成本压力，也让更多企业很难大面积投放。

政策升级 多方配合
6月2日，河南省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加快白

色污染治理促进美丽河南建设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

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推动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

据了解，在生产端，河南将在全省范围内禁止生产和销售厚

度低于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袋、厚度低于0.01毫米的聚乙烯农

用地膜。禁止以医疗废物为原料制造塑料制品。全面禁止废塑料

进口。到2020年底，禁止生产和销售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一次

性塑料棉签，禁止生产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到2022年底，禁

止销售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

河南农业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汪洋表示，生活中常用的塑料

袋便于携带，因此让大家习惯使用，加之相关部门的监管并没有强

有力的政策支撑，很难从源头上制止该类产品的生产和使用。

另外他还告诉记者，虽然关于“白色污染”的宣传教育不少见，

但与“限塑令”直接有关的宣传，除了在环境日等特殊宣传日得到

体现外，其他时间的宣传力度并不够。杜绝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

政府除了要出台相应完善的制度和规范，还要从整个产业链上完

善塑料制品的销售、使用和回收的全链条制度设计，利用新材料技

术，找到合适的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替代品。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

媒体宣传转变公众的意识，全社会共同努力齐治理，才能让“限塑”

从政令变为习惯。

此外，中国塑协降解塑料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工商大学

教授翁云宣表示，超市里面可以用纸袋、布袋来替代；在餐饮行业，

可采用一些可降解的食品包装、餐饮具；吸管也可以用聚乳酸吸

管、纸吸管这些来替代。

2008年，我国开始实施“限塑令”。如今12年过去了，随着新兴业态的发展，尤其是快递、外卖
行业的兴起，一次性塑料制品等不易降解材料被大量使用，不仅给“白色污染”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市
民日常生活也依旧被塑料袋、塑料餐具等各种塑料制品所包围。

时隔12年，河南“限塑令”再升级——

“白色污染”何时休？
文/谷苗苗

近日，记者从郑州公交总公

司获悉，经市交通局批准，郑州公

交于2020年9月9日起，对B67

路、Y18 路、108 路、Y19 路、

S152路、279路进行优化调整。

同时,于2020年9月10日起，对

62路、84路、B11路进行优化调

整。

具体信息如下：

B67路沿科学大道、金柏路

延伸至金柏路公交站，沿途并站

停靠。

Y18路沿科学大道、金柏路

延伸至金柏路公交站，沿途并站

停靠。

108路 沿西四环、科学大

道延伸至紫竹路公交站，沿途并

站停靠。

Y19路 沿西四环、科学大

道延伸至紫竹路公交站，沿途并

站停靠。

S152路沿莲花街、红松路、

意杨路、创新大道、河阳路、红杉

路、枫香街、金柏路延伸至金柏路

公交站，沿途并站停靠。

279路 沿紫竹路、枫香街、

金柏路延伸至金柏路公交站，沿

途并站停靠。

62路 沿京广路、南三环调

整至南三环大学路，沿途并站停

靠。

84路 沿大学路、南三环调

整至南三环大学路，沿途并站停

靠。

B11路 沿嵩山路、长江路、

大学路、南三环调整至南三环大

学路，沿途并站停靠。

市民可查询郑州行APP获

取相关信息，如有疑问拨打郑州

公交客服热线63881333或通过

郑州公交官网、郑州公交微博、微

信服务平台等方式进行咨询。

多条公交
线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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