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行三周年 监管遇尴尬

“限塑”重在替代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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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十二五”规划
有望 9月出台

导报讯 从权威部门获悉，
《全 国 循 环 经 济 发 展 规 划
(2011-2015)》 的编制工作已正式
启动， 目前该规划已列入报请国务
院审批计划，将于 9月出台。

从国家发改委有关方面了解
到，“十二五”期间，国家将按照减
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减量化优先
的原则， 以提高资源产出效率为目
标，推进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循
环经济发展， 并从推行循环型生产
方式、健全资源循环利用回收体系、
推广绿色消费模式和强化政策技术
支撑 4个方面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指
明方向。 （信民）

环保部：苹果茶叶
最早年底禁用硫丹

导报讯 据环保部消息， 因为
《斯德哥尔摩公约》 在上月将农药
硫丹列入最新“黑名单”，这种在中
国使用量较大的农药， 将于今年年
底或明年年初在苹果、 烟草和茶叶
中全面禁用。而在棉花种植上，因为
还存在着寻找替代品、 棉农适用期
等方面的问题， 中国已申请了 5年
的豁免期。
《斯德哥尔摩公约》 于 2004

年开始生效， 中国是首批签约国，
目前，全球已有 173个缔约方。 今
年 4月底，在日内瓦召开的《斯德
哥尔摩公约》 第五次缔约方大会
上，包括中国在内的 127个国家一
致同意，将农药硫丹列为《斯德哥
尔摩公约》禁用的物质。

（金煜）

儿童玩具曝生产两套标准

“毒玩具”只销国内

导报讯 日前，一家国际环保
机构公布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显
示，国内市场上大量存在的塑料玩
具含有危害儿童健康的邻苯二甲
酸酯。

据悉，目前包括欧盟、美国、东
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均已禁止生产和
销售含有该物质的玩具。

有业内人士报料， 国内企业生
产儿童玩具有两套标准， 出口的标
准很高，使用无毒无害的漆和原料，
而国内使用的是有很多隐忧的低成
本染料和原料。 玩具生产内外有别
的“毒玩具”只伤害中国孩子。

（楠日）

铅酸蓄电池行业
淘汰率或超 50%%

% % % %导报讯 近期浙江等地铅酸蓄
电池厂周边居民血铅超标严重一
事， 已引起主管部委高度关注，浙
江、广东、河南等多个省市大范围
采取了专项环保整治，预计后续更
为严厉的环保标准与安全措施也
将实施。

目前，环保部正联合中国铅酸
蓄电池行业协会等单位拟定严格
的蓄电池清洁生产规范以及相关
标准， 届时不达标企业将面临淘
汰。 据环保部初步估计，预计全国
约 2000 家铅酸蓄电池企业将有
1000多家被淘汰，整顿后能保留的
厂商不足 300家。 （侗枣）

我国正在编制
“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导报讯 我国正在编制“城市
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为国家制定
减排政策提供科学支持。

据介绍，通过研究城市温室气
体排放清单和排放水平， 可以清
晰地掌握城市温室气体排放结构
和组分， 辨识温室气体排放量和
排放特征，准确掌握城市能源利用
中的低效和不足， 发现节能和碳减
排空间。

据了解，正在编制的“城市温
室气体排放清单”由环保部环境规
划院负责， 世界自然基金会参与了
编制工作。 （爱芬）

平均万元 GDP 能耗 0.618 吨标煤

20家节能环保基地
营收 5102.83亿元

导报讯（记者 吴淑娟）“位于临
沂开发区内的沂星电动汽车公司生产的
纯电动客车按每日运行约 200公里，耗
电 200 千瓦时计算， 单车全年可节能
9.855吨标准煤，节约燃料费用 14.96万
元。 ”经济导报记者从山东省经信委了
解到，我省 20家节能环保产业基地去年
平均万元 GDP能耗 0.618吨标煤，较全
省平均能耗低 0.4吨标煤。

据介绍，截至目前，全省已重点培育
节能环保产业基地 20家， 分布在 14个
市，拥有规模以上企业 1946家，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 5102.83亿元、 利税 486.95
亿元、利润 330.58亿元。 其中，节能环保
企业 1345 家， 占基地企业总数的
69.1%，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062.87 亿
元、利税 387.5 亿元、利润 273.63 亿元，
分别占基地总数的 79.6%、79.6%、82.8%。

20家节能环保产业基地逐渐形成了
节能机械装备制造、 风电装备制造、节
能机电泵业、地源热泵、新能源、新材
料、太阳能利用、新能源汽车和再生资
源加工等不同特色的产业集群。 去年各
基地共实现科技投入 199.55亿元，占主
营业务收入比重达到 3.9%；拥有国家重
点实验室或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26
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112 个，分别占
全省总数的 22.6%、18.2%； 拥有中国名
牌产品 32个、中国驰名商标 53个，发明
专利 2265项。

2010年 -2011年，20家基地重点规
划了 226个节能环保项目， 计划总投资
910.2亿元， 其中， 节能装备类项目 82
个， 总投资 254亿元， 节能产品类项目
83个，总投资 157亿元。 项目达产后，年
可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022.83 亿元、利
税 343.48亿元、利润 225.54亿元。

求解“垃圾围城”困局

杭州试行
垃圾实名制

导报讯 在小区楼道下回收厨房垃
圾的垃圾桶里， 绿色塑料袋上标明了每
袋垃圾的门牌号。 居民每天扔厨房垃圾
时，旁边还有专人验收打分，得分情况定
期公示在小区的“垃圾分类试点积分示
意图”上。

这是笔者日前在杭州市上城区湖滨
街道东平巷社区看到的场景。

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聚集， 中国
不少城市周边，堆积如山、即将被填满的
垃圾填埋场警示着“垃圾围城”的危局，
而被视为解决途径之一的“垃圾分类”
又面临推行难， 有的“不分类”， 有的
“分错类”。 对此，杭州开始尝试推行垃
圾“实名制”，求解“垃圾围城”困局。

湖滨街道公布的“垃圾分类试点积
分示意图”是对垃圾分类的考核，以绿、
黄、红三色区分，当天 80%以上的垃圾进
行准确分类的家庭用绿色标注，60%的
用黄色标注，低于 40%的则用红色标注。
湖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姚杰说：“哪家
做得好，哪家做得不好，一目了然。 ”

和很多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一样，杭
州也面临“垃圾围城”困扰。 统计显示，
仅杭州市区产生的垃圾量，6 年就可填
满 1个西湖。

杭州市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所长张
束空介绍说， 杭州目前常住人口超过
870万， 每天产生生活垃圾 6850吨，去
年垃圾产量共达 250.2万吨， 而垃圾处
理能力相对滞后。 目前生活垃圾各有一
半采用焚烧和填埋的方法， 在主城区填
埋的垃圾占到 70%。

张束空说，推行垃圾分类，可以让厨
房垃圾回归土地、塑料垃圾进行再利用，
做好源头“减法”，这是综合成本最低、
最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 但效果并
不明显。于是，一些社区开始尝试垃圾分
类“实名制”。

姚杰说， 居民小区试行垃圾分类
“实名制”后，垃圾分类投放准确率、分
类准确率一般都能提高到 80%以上，这
两项指标均比普通小区高出 20%以上。

（益波）

绿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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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记者 曹凤芹
通 讯 员 张甲伟 莒县报道

有着“江北塑料第一镇”之称的
莒县刘官庄镇，自“限塑令”实施后，
化危机为契机，化压力为动力，塑料
产业逐步走上了转型升级、科学发展
之路。 去年，全镇塑料产业实现产值
39.1 亿元，利税 3.2 亿元，被评为山
东省塑料产业第一镇。

刘官庄镇共有 6.6 万口人，其
中从事塑料制品行业的人员达3.5
万人。
“一纸限塑令，销量减九成。 ”刘

官庄镇振兴塑料厂经理张德这样
形容当时的情形。 他告诉经济导报
记者，2008 春节过后， 自己工厂的
塑料机器只有一台运转，原来的 20
多个裁切工人只剩下 4 个。 当年 4
月底开始，多数客商已不敢大批量
进货，5月中旬订货量更少了，产量

只有往年同期的 20%， 销量则减少
了近九成。
“限塑令”是起步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塑料制品业第一次遇到的
最为严重的考验和挑战， 全镇当时
350 余家塑料制品企业，1240 余家
个体工商业户， 该如何应对？ 成为
摆在当地政府和企业面前的难题和
考验。

不能因“限塑令”坐以待毙，刘
官庄镇党委书记陈龙盟说，毕竟刘官
庄镇塑料制品业经过这么多年的发
展， 多数已具备技术改造的实力。
“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势在必行。 ”

日照明亮铝业有限公司原来生
产塑料机械，“限塑令”实施后，该公
司及时转型， 投资 6000万元改生产
高档建筑用复合铝型材，因产品绿色
环保、档次高，产品投放市场后，供不
应求。 目前公司已拥有熔铸炉 4台，

铝型材挤压机 8台及先进的经编机、
氧化电泳、喷涂生产线、自动印花生
产线和后整理生产线数条，年实现产
值 1.2亿元，利税 840万元。

对于走转型升级发展之路，当时
也有部分民营企业主不“感冒”，他
们提出质疑：塑料企业技术改造投入
资金要上百万元， 谁担保能收得回
来？ 还不如将技改的钱存入银行，旱
涝保收。

为提高业主的创新意识，当地政
府牵头召开研讨会等进行行业交流，
引进了现代化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理
念，还专门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激
励措施，设立了 200万元的企业技术
改造专项基金，用于鼓励塑料产业加
快转型升级等。 在引领技术改造中
作出突出贡献的恒祥化工集团，2009
年获得 58万元的重奖。

不仅有科学的发展战略以及相
关配套支持政策做支撑，刘官庄镇还

根据企业规模、技术水平、发展潜力
和市场前景等情况，优中选优，将晨
曦集团、华洋、广源等 5家吹塑企业
确定为产业发展的龙头，加强组织管
理和科研开发，先后引进专业技术人
才 60 多人， 引进先进技术成果 13
项，用知识和科技不断增强抵御市场
风险的力量。

为推进塑料产业集群发展，进一
步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该镇在
塑料产业链上建立起“产业 +商会
+党组织”新模式，并以此为平台，
进一步密切企业间的横向联系，强化
协作配套， 促成大企业大集团居中、
配套企业围绕的塑料产业发展新格
局。 莒县振民塑料厂原来生产规模
小，销售市场不稳定，经过商会党委
牵线搭桥，成为华洋集团下端原料供
应商，短短一年，固定资产由 200万
元发展到 500万元。本地许多企业因
得到了实惠而主动加入商会。

“限塑令”倒逼产业升级
———莒县刘官庄镇塑料业“蝶变”样本

新闻同期声

除了市民对
其污染危害认识
不足外， 市场需
求、 相关部门对
生产企业、 商户
销售和使用超薄
塑料袋的监督力
度的“疲软”，也
让塑料袋有了
“用武”之地

在日常购物中，使用塑料袋已成为人们的习惯 曹凤芹 摄

◆导报记者 曹凤芹 济南报道

今年 6月 1日，是“限塑令”施
行 3周年。 日前，国家发改委负责人
表示，“限塑令”实施要纳入到全国
文明城市和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以
及农村文明集市的建设工作中去，
必须成为一项硬性指标。 同时，考虑
将书店、药店等纳入“限塑”范围。

经济导报记者近日走访调查发
现，商超等部分场所执行较好，农贸市
场、路边摊位等因缺乏长期、有效的持
续监管，“限塑令”在声势浩大的高调
开场后，遭遇执行难。 如今，超薄塑料
袋在这些场所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集贸市场：
塑料袋还在“飞”

25日早晨 6点半，导报记者在位
于天桥区政府附近的无影山农贸市
场看到， 超薄塑料袋依旧是每个摊
主的必备之物。 “再给套个袋子，我
拎得远。 ”一名购买土豆的市民要求
摊主韩女士再给个袋子。
“行。 ”韩女士麻利地拿出一个

红色塑料袋递给这名市民。
导报记者发现，这些塑料袋颜色

各异，没有 QS标识，并且都很薄，远
远达不到国家规定的 0.025 毫米的
标准。“每天大概要用两三百个。”韩
女士说， 来买菜的都习惯空手而来，
“你不给袋子，人家怎么装？ ”

农贸市场内多名摊主说， 他们
使用的塑料袋购买方便、价格便宜，3
元左右就能买 100个。 因此，他们在
使用中毫不吝惜。

当导报记者问到是否考虑过不
向顾客主动提供塑料袋或者改用环
保购物袋时， 商贩们道出了自己的
苦衷：“我们希望顾客自己带购物
袋，这样也可以节约开支，不过目前
不好办。 你看大家都在免费提供，如
果我不提供， 顾客有可能去别家购
买，会影响生意。 ”
“‘限塑令’刚出台时，大家都

不敢用塑料袋， 但是顾客来买菜很
不方便。 有的就直接问有没有袋子，
没有就不买了。 我们不是不想用环

保购物袋，但成本太高，都是小本生
意，要是用个袋子都收费，谁还买我
们的东西？ ”一名正忙于称重的蔬菜
摊主告诉导报记者。

大型商超效果明显

同农贸市场和各小市场相比，济
南各大超市因为实行了较为严格的
收费制度，“限塑”效果比较明显。

导报记者 25日下午走访大润发
天桥店、银座购物广场无影山店等几
家大型超市发现， 中老年人逛超市，
大多会自己带布袋购物，而年轻人在
购物结账时，大多选择付费塑料袋。

家住翡翠郡的乔阿姨楼下就是
一家大型超市， 她是超市的常客，为
了方便，每次出门购物前，总是带上
无纺布的环保袋。“这样就不用每次
购物都额外买塑料袋了，而且这布袋
又可循环使用，挺方便的。 ”她说。

和老年人不同，年轻人自己带袋
购物的较少。 在大润发天桥店收银
台，买了一大堆生活用品的张岱晨在
结账时发现， 消费金额恰好是 84.4
元， 于是要了两个 0.3元的塑料袋，
省去了找零的麻烦。收银台的工作人
员说，年轻顾客大部分会选择使用付
费塑料袋。

导报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虽然
大型超市提供的连卷袋是免费的，但
顾客基本上不能随意撕取。

在大润发天桥店和银座购物广
场无影山店一楼生鲜处，导报记者看
到连卷袋大都放在称重处，顾客有需
要可向工作人员索取。
“大多数是用几个要几个。 ”银

座购物广场无影山店工作人员王侠
说，“‘限塑令’之后，一些不舍得买
购物袋的顾客， 会用连卷袋来替代。
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一次撕几个带
回家很普遍。由于连卷袋不在限塑范
围，我们也不太好强制不给。 ”

扩容面：
书店药店多已“限塑”

虽然目前执行的“限塑令”并
没有针对医院， 但导报记者走访发

现，自“限塑令”颁布后，不在限制
之列的医院，大多也不免费提供塑料
袋了。

26日下午，在济南军区总院，导
报记者看到，药房把患者的药放在一
个小篮子里递出来，患者取了药又把
篮子放回去。 对于医院取消提供塑
料袋，一些患者表示理解。 前来看病
的刘女士说：“一般来看病肯定都会
自备袋子，医院提不提供免费塑料袋
无所谓。 ”也有一些患者反映，不提
供塑料袋，拿药很麻烦。

不光大医院，部分社区医院也不
再提供免费塑料袋了。 在重汽医院，
前来治病的高先生正对着一堆药品
发愁：“我不知道有这么多， 医院又
不提供免费塑料袋了， 这可咋拿回
去？ ”药房的工作人员建议高先生先
把药品寄存一会儿，去医院门口的超
市买个塑料袋。

随后。 导报记者走访了济南多
家大型连锁药店，这些药店都不再给
顾客提供塑料袋。 即便是中药材，也
只是给一个大纸袋。

同样，济南市各大书店也不再免
费提供塑料袋。

源头打击更重要

据了解，“限塑令”颁布以来，济
南市工商管理部门对超薄塑料袋的
监管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刚开始几
个月，‘限塑’效果非常好，还在几个
市场开了经验推广会。 ”济南市工商
局历下分局消保科科长陈树同说。

至于为何会出现反弹，陈树同表
示，除了市民对其污染危害认识不足
外，市场需求、相关部门对生产企业、
商户销售和使用超薄塑料袋的监督

力度的“疲软”， 也让塑料袋有了
“用武”之地。

据他介绍，超薄塑料袋泛滥的主
要是那些与市民生活关系最密切的
小集贸市场、流动摊点。“这些经营
者大多没有营业执照，不在工商管理
部门的职责范围内。小摊点做的是小
本生意，靠的是薄利多销，如果提供
环保塑料袋， 无疑会影响他们的生
意。 在这种情况下，自觉抵制超薄塑
料袋是不可能的事情。 ”

如何有效解决“限塑令”执行难
的窘境？ 陈树同认为，除了加大市场
的查处力度外， 源头打击更为重要。
“有人生产，就有人销售；有人销售，
就有人购买。只有从源头禁止生产违
规塑料袋，摊贩自然没得送。 ”

政府应研制推广替代品

山东建筑大学副教授孙英军认
为，塑料袋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太多
方便，市场有需求，又暂时找不到很好
的替代物，这是塑料袋屡禁不止的重要
原因。“在日常购物中，使用塑料袋已
成为人们的习惯， 在没有其它替代品
的前提下，突然停用是不可能的。 ”

对于国家将考虑扩大限制塑料
袋的使用范围， 孙英军表示，“‘限
塑’应该是全方位的，凡是涉及使用
塑料袋的地方都应该加强监管，而不
仅是‘手里提的’。 ”

孙英军表示，限塑 3年来，只不
过是将过去由商家向顾客免费提供
塑料袋，改为由顾客有偿购袋而已。
要治理白色垃圾， 不是谁为塑料袋
埋单这么简单， 关键是政府研制推
广替代品，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