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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街头免费塑料袋缘何屡禁不止
从去年 6 月 1 日起，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
(俗称“限塑令”)正式实施，厚度小于0.025毫米
的超薄塑料袋被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
塑料购物袋实行有偿使用。

如今，一年过去了，“限塑令”实施的效果
如何？记者采访发现，虽然郑州的大型商场、
超市的“限塑”效果很好，但在众多的小商店、
农贸市场、流动摊点等处，免费提供超薄塑料
袋的情况还相当普遍。

这种情形使一些人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限塑令”是否会变成“一纸空文”，陷入“白禁”
的尴尬境地？小小的塑料袋应当如何监管，似
乎成了一道难题。

“限塑”效果喜忧参半

塑料袋被称为“20 世纪人类最糟糕的发
明”，科学研究表明，废弃的塑料袋埋在土壤中
过了200年也难以完全降解。面对日益严重的

“白色污染”，塑料袋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
正是由于塑料袋对环境危害极大，“限塑令”

的实施得到了广泛认可。记者在世纪联华、丹尼
斯、大商新玛特、华润万家等商场看到，“限塑令”
在郑州的大型商场和超市的执行效果令人满意，
这些场所的塑料袋使用量已大为减少。

在人民路上的丹尼斯大卖场，记者发现，消
费者在收银台结账时，大都拿出了自备的可降解
手提袋或无纺布袋，个别付费购买塑料购物袋的
多是一些年轻人。该店店长冀红辉介绍说，“限
塑令”实行以前，该店每天要免费提供1.5万个塑
料袋，而现在，可降解的收费塑料袋每天的使用
量只有200个左右，超过8成的顾客都是自带购
物袋，说明消费者的环保意识明显增强了。

现在，商家不再提供免费的塑料袋，许多
人又重新拿起了久违的菜篮子、布袋子和纸袋
子，很多消费者已经形成了自备购物袋去购物
的习惯。在丹尼斯百货购物的市民胡女士告
诉记者，她特意买了两个无纺布袋，去超市购
物、出门买菜都是用布袋子，她已经很久没有
用过塑料袋了。

实行“限塑令”，使郑州市民的购物习惯悄
然发生改变，一些购物不多的顾客不再使用购
物袋，直接将物品拿出了超市。在东风路上的
世纪联华超市，王先生买了一些东西却没有要
购物袋，而是用超市的购物车从三楼推到一
楼，装入自己的自行车车篓里。该超市的保洁
员魏阿姨高兴地说：“过去塑料袋不要钱，有的
顾客不但拿了很多还随手乱丢，大风一刮到处
都是塑料袋。现在乱丢塑料袋的 人少了，使用
布袋子的人多了，环境卫生也变好了！”

郑州的一些大型商场和超市不仅对“限塑令”
执行得比较到位，先后推出了环保购物袋和自制
购物袋，还更进一步尝试着改“限塑”为“禁塑”。

从今年 6 月 5 日世界环保日开始，麦德龙
郑州商场试行全面“禁塑”。该商场主管李先
生说：“试行‘禁塑’以来，顾客很理解，个别没

有带购物袋的顾客，我们免费提供了纸箱，效
果挺不错。”

毋庸置疑，“限塑令”实施以来，取得了明显
效果。中国连锁经营协会5月21日发布的统计
调查结果显示，近一年来，全国超市零售行业的
塑料袋使用率平均下降了 66%，塑料袋消耗减
少近400亿个，相当于节约石油160万吨。

与“限塑令”在商场、超市的明显执行效果
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众多的集贸市场和街头
店铺，各种免费的塑料袋和超薄塑料袋依然大
行其道，很多人感觉“限塑令”被打了折扣，无
法发挥整体“减塑”的作用。

在南阳路刘寨综合集贸市场，记者看到，
各个摊位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超薄塑料袋，免
费提供给买菜、买水果的顾客。说到“限塑
令”，正在买菜的退休干部吴老先生不解地说：

“去年刚开始实行‘限塑令’时，到市场买菜我
都要拿个菜篮子。渐渐的，郑州几乎所有的集
贸市场和小摊点又免费给塑料袋子了，这‘限
塑令’好像又变成了一阵风了！”

免费塑料袋禁而不绝

不仅仅是在郑州，放眼全国，集贸市场、小
商店和流动摊位都是免费超薄塑料袋泛滥的

“重灾区”。一些消费者对塑料购物袋收费不
理解，商户对待“限塑”的态度也不积极，集贸
市场门口和路边占道经营的流动摊贩，更是很
难受到“限塑令”的约束。

那么，这些场所为何成了“限塑”的“盲区”呢？
对此，集贸市场的商贩们似乎也有满腹苦

衷：“去年我们也用了一段环保塑料袋，但
环保塑料袋要收费，顾客不想掏钱，俺卖菜
没有多少利，来一个顾客再增加两三毛钱
的环保塑料袋成本，就挣不到钱了。”一位
在南阳路刘寨集贸市场卖菜的妇女说。

一些顾客认为，在农贸市场中，卖菜、
卖水果的摊贩们免费提供塑料袋是理所当
然。在纬三路农贸市场，一位买菜的市民
说：“我也挺支持环保的，可是，我不可能出
一次门就记着拿个袋子，商户不给个塑料
袋顾客很不方便。”

实行“限塑令”之后，很多商户甚至感
觉“两头受气”。纬四路集贸市场的一位摊
贩充满无奈地告诉记者：“我也不想免费送
塑料袋，但收了几毛钱的塑料袋钱之后，顾
客就不要你的东西了，收费的塑料袋根本
没有人买。时间长了，市场上谁送塑料袋
谁的菜就卖得快，没办法大家都得送。可
是这边工商所又查得很严，我只好偷偷摸
摸进一些便宜的塑料袋，免费送给顾客，感
觉像做贼似的！”

据了解，目前郑州市场上的小号环保
购物袋每只售价约为 0.3 元、中号的为 0.5
元、大号的为 1~3 元，而被国家明令禁止的
超薄塑料袋每个售价仅有几分钱。曾几何
时，用环保购物袋替代一次性塑料袋的呼

声不绝于耳，然而，由于售价较高，在利益驱动
下，环保购物袋逐渐陷入了“叫好不叫座”的尴
尬境地。

眼下，在郑州市各个超市，还产生了一个奇
怪的现象：收费的塑料袋使用量虽然下降了，手
撕的免费平口卷帘袋的使用量却急剧上升。

根据“限塑令”规定，商家可以免费提供卷
帘袋给消费者，用于包装水果、蔬菜、干果等生
鲜食品。超市里的卷帘袋大多由消费者任意
撕取，于是，有些消费者便多撕几个，将购买的
物品装入其中当塑料袋使用。现在，丹尼斯大
卖场每月消耗卷帘袋近 2800 公斤，较推行“限
塑令”之前多出了1200多公斤。

市场监管难以治本

6月 1日，清丰县农民刘天全来到郑州，他
头戴黑色大礼帽，脚蹬尖头鞋，嘴上画着乌黑
的胡子，身穿写着“环保靠大家，白色污染危害
大”的字样的紧绷上衣和肥大的裤子，扮成“卓
别林”的模样，呼吁人们抵制“白色污染”。

在经八路集贸市场等场所，这位“卓别林”
呼吁市民和商贩们不要用非降解塑料袋，以减
少环境污染。他深有体会地说：“我的家乡已
经被塑料袋污染了，孩子们经常烧着塑料袋
玩，气味非常难闻。”

刘天全选择在集贸市场宣传“限塑令”，无
疑是找对了地方。面对集贸市场上超薄塑料
袋满天飞的现状，很多人埋怨是工商部门监管
不力所致。对此，工商人员却大呼“冤枉”。

一位工商部门的人士告诉记者，“限塑令”

实施一年来，郑州工商部门统一安排的塑料袋
专项检查行动不下于4次，就在6月25日，我市
工商部门刚刚开展过又一次持续多日的零售
市场塑料袋检查专项行动。

令执法人员苦恼的是，一些超薄塑料袋批
发商贩与执法人员玩起了“猫与老鼠”的游戏，
见他们来了，摊主就把超薄塑料袋藏起来。执
法人员下班后，他们就做起了生意。“实行‘限
塑令’以来，我们白天去检查，发现销售超薄塑
料袋的商户都关门大吉了，后来听人举报才知
道，他们等工商人员下班后，又开始出售超薄
塑料袋。”金水区一位工商执法人员说。

桐柏路集贸市场的一位管理人员感叹说，
“限塑令”实行以来，虽然该市场用广播、黑板
报、条幅、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宣传“限塑”，却收
效甚微。工商部门在集贸市场查处到一次使
用超薄塑料袋的行为，一般只罚款 50元，难以
引起商户的重视。

虽然工商部门的查处行动持续不断，但无
数次的检查，依旧是治标不治本。对此，省工
商局市场处处长苗爱臣认为：“有市场就有需
求。集贸市场点多、面广，消费者多年来已经
形成了塑料袋免费消费的观念，要想改变大众
使用塑料购物袋的习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全面“限塑”任重道远

早在上个世纪 90年代，北京、上海、天津、
武汉、成都等城市就曾颁布过地方性的“禁白
令”或“限塑令”。然而，每一轮的“限塑”都是
雷声大雨点小，最终不了了之。

去年，“限塑令”这一话题还成了我市的中
招考题。其实，同样的社会考题也横亘在公众
面前：“限塑令”会不会重蹈覆辙，陷入“白禁”
的尴尬境地？

郑州大学水利环境学院副教授高健磊认为，
造成“限塑”不彻底的原因，一是意识问题，很多
消费者没有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观念没有
得到彻底扭转；二是利益的驱使，消费者贪图便
宜，生产者有市场能赚钱。要
想“限塑令”得到更好的实施，
国家应当出台对塑料袋的生
产、销售、使用等环节更为严
格的政策法规。

由于超薄塑料袋的生产
工艺简单，门槛低，投资也不
大，很多生产超薄塑料袋的
小企业就和监管部门打起了

“游击战”，一方面提高了执
法成本，另一方面也给超薄
塑料袋的泛滥提供了温床。
因此，惠济区的一位工商所
长坦言：“执行‘限塑令’不是
工商部门一家的问题，除了
执法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
还要多措并举。我觉得实行

‘限塑令’，最根本的问题是

要从源头上进行治理。”
这位工商人员建议，“限塑”应从生产源头

抓起，从根本上杜绝不符合环保标准的塑料袋
上市。“这边不让消费者使用超薄塑料袋，那边
小作坊还在大肆生产，源头不控制，光从市场
环节进行把关，在集贸市场上查多少次也起不
到决定性作用。”

“限塑令”实施一年来，其“软肋”也日益显
现。工商人员提议，有关部门应针对实施中存
在的问题，及时给“限塑令”打上“补丁”，使其
更具有可操作性。比如，仅靠对塑料袋收费，
并不能解决塑料制品带来的环境问题，应当规
定，生产厂家必须生产环保塑料袋，市场上必
须使用环保塑料袋，杜绝使用中小型购物袋，
只能提供大型购物袋，使购物袋能够循环使
用，鼓励回收、利用废旧塑料袋等等，这样，“限
塑令”才能避免成为“一纸空文”。

省社科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认为，
“限塑令”的推行，短期内不可能改变大多数人
的环保意识，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并非一朝一
夕的事，塑料袋的管理是个系统工程，重要的
是要让人们增强环保意识，养成绿色消费的好
习惯。实行“限塑令”，目的是为了减少“白色
污染”，但指望老百姓自觉地杜绝使用塑料袋
并不现实，因此不仅要有收费等经济手段刺激
人们减少使用塑料袋，还要有替代产品，要有
回收利用处理系统。

为了减少“白色污染”，国外也做出了种种努
力。英国零售商推出了一种“绿色积分卡”，如果
顾客没有使用塑料购物袋，收银员就会在顾客的
绿色积分卡上为顾客增加积分。当绿色积分累
积到一定数值后，商家就会返利奖励顾客。

德国抵制“白色污染”的做法也值得借鉴，
该国目前使用的塑料袋的主要成分是聚乙烯
塑料，这种塑料袋不含有软化剂和重金属固化
剂，因此不仅生产过程环保，而且在焚烧处理
时，只会产生二氧化碳和水。

为了治理“白色污染”，专家们建议，科研
机构应当研制开发价格便宜、不会造成环境污
染或污染较少的塑料袋替代产品。

本报记者 余英茂 文/图

6 月 27 日 6 时左右，上海莲花
南路莲花河畔景苑一幢在建13层
楼房整体倒塌，造成一名工人死
亡。类似事故在国内实属罕见，倒
塌楼房的现场照片随后传遍互联
网，很快引起了舆论强烈关注。事
故发生后，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
市长韩正立即作出批示，要求成立
联合调查小组，彻查事故原因，依
法公开严肃处理。

由于事故发生原因尚在调查
之中，现在急于下什么结论恐怕都
为时过早。可以知道的是，一幢接
近完工的住宅大楼不会无缘无故
地倒塌，这背后肯定有着许多复杂
的因素。这就要求调查组尽快明
确分工，从规划、施工许可、招投
标、资质管理、施工图审查、工程监
理等各个环节迅速开展缜密调查。

就事故本身而言，目前社会和
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大致为：倒塌大
楼是否存在严重建筑质量问题；该
小区是否距离河道太近；为何工地
施工已对附近防汛墙造成严重损
害，却没有被及时发现和阻止；如
果这幢大楼存在地质隐患，何以还
能公开发售；该小区其他建筑是否
也会存在质量安全问题，周边住宅
会不会受到大楼倒塌的影响；该小
区在审批、开发过程中是否存在违
规问题，等等。

在展开调查过程中，还有必要
把事故当作一起公共事件，成立或
指定统一新闻发言机构(人)，及时
公开调查信息，解答社会各界关注
的焦点问题，这样才能够及时消弭
公众疑虑，避免事故产生更大消极
影响。应该说，在事故调查的初步
结论尚未出来时，社会舆论有着各
种各样的判断和猜测，甚至出现种
种传言，都是难免的。只要坚持公
开、透明原则，处置妥善，传言便会

逐渐消散，人心也会安定下来。
在事故调查以外，相关善后工

作也应迅速展开。可以说，这是和
调查事故原因同等重要的后续处
置工作。对此，政府部门应当高度
重视，广泛听取相关民众的意见，
敦促开发商主动正面回应业主的
合理要求，并采取各种办法保障购
房者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在这方
面牵涉赔偿办法等诸多复杂因素，
政府部门一定要站在公开、公正的
立场上依法妥善解决，才不会因此
酿成更多负面后果。

此外，相关部门还应对这起塌
楼事故进行深刻检讨和反思，举一
反三，汲取教训，避免再次发生类
似悲剧。事故发生后，除了严防周
边小区和公共设施发生次生灾害，
有关部门也已发出紧急通知，对全
市楼盘进行普查。这在当前不仅
是必要的预防措施，也是对市民生
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一种体
现。一幢大楼倒了，可是人心不能
乱了。所以，在普查过程中，要坚
决杜绝走过场、搞“面子工程”的做
法，而要切实保障相关工作有效进
行。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尽快稳定
社会情绪，消除公众不安和疑虑。

近些年来，各地城市大多处于
高速发展和扩张状态，房地产经济
甚至成为许多城市的“支柱产业”，因
此，难免出现急功近利以及寻租腐
败现象。这幢大楼无论因为地质原
因或施工质量原因而倒下，都反映
了在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所存在的
隐忧，也是现阶段房地产市场乱象
的一种写照。值得庆幸的是，由于
事故发生在正式交房之前，没有造
成重大人员伤亡。希望这起事故能
够引起各地城市的高度关注，从而
对当前房地产经济及城市发展模式
作出进一步反思。 沪 文

既有状元实力
为何还冒险造假
近日，记者获悉，重庆高考文科状元郎

——考了659 分的何川洋，涉及少数民族加
分造假，是被重庆市联合调查组查出的违规
学生之一。何川洋是县招办主任何业大之
子，且因少数民族加分造假，被做了严肃处
理，取消加分并已将民族由土家族改回了汉
族(6月27日《新京报》)。

如果严肃处理只是取消加分，只是将民
族由土家族改回汉族，这只是事实的更正，根
本算不上严肃。

而如果按照国家民委、教育部、公安部
联合下发的《关于严格执行变更民族成分有
关规定的通知》，取消舞弊者录取资格则又
显得过于严苛了些，毕竟此次舞弊的是高考
状元，毕竟问题发现在录取之前，而且已经
做出了及时修正。此次高考文科状元的称
号是考生凭自己的能力获得的，与造假后的
民族加分无关。

恰恰是因为这样一个矛盾，让整个事件
复杂起来。人们会很疑惑：既然有状元实力，
身为招办主任的父亲为何还如此“画蛇添足”
呢？作为招办主任，他不可能不知道变更民
族成分的现实危害，不可能不知道变更民族
成分可能接受的惩罚啊。

无论具体的原因怎样，在旁观者看来，问
题只是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约束时欲望
是不可遏止的；二是无敬畏时制度的效用是
有限的。既然造假是有可能的，当事人对更
好结果的追求冲动便会得到最大的释放。而
因为自身的特殊地位，知道反正制度的约束
力并不会落到自己身上，这就自然而然了。
那么，制度的约束力为何缺乏呢？按理说，如
何加分的制度是完备的，原因只能出在基础
秩序的溃败上。由于缺少对制度的敬畏，缺
少坚守制度的自觉和做人的诚信，加分制度
也就成为形式。

没有敬畏，就会造成制度流于形式，就会
让约束成为空话，这是此事所证明的一个常
识。而另一个传递出来的常识就是，外部的
监督可以重建被破坏的制度。正是民众举报
促使联合调查组揭出了这一丑闻，就是第二
个常识的最好例证。 乾 羽

有多少禁令疑似鸡毛掸子打老虎
先来看两则新闻：其一：四川省纪委、省监察厅日前

下发《关于重申和严格执行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通知》，
严禁领导干部在参加会议、学习、培训期间用公款相互宴
请和以同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各种名义用公款请客送
礼。（《成都商报》6月29日）；其二：苏州日前出台多项新
规，其中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任何学校领导以及教职
员工不准向他人提供学生名单、成绩、住址、电话等个人
信息，违规者将被惩处。（《北京青年报》6月29日）

实话实说，此类禁令以新闻的形式几乎每天都“活跃”
在互联网上。“严禁公款请客送礼”，“不准泄露考生信
息”……这种逻辑没有什么错，可以说字字句句都非常正
确。可是，不妨换个角度来看，我们又不难发现，严禁这个、
不准那个——这些禁令条款，都是相关法律规章中都有明
文规范的东西，何必多此一举出个禁令再次规范一遍呢？

按照正常的逻辑，凡是被三令五申“强调”的事情大
抵都是现实中已经屡见不鲜的“痼疾”。就像上述两地
的两条禁令，如果不是公款吃喝和考生信息外泄现象比
较严重，有关部门岂能即耗费心力又浪费财力地推出禁
令。不过，现行制度都不能“制止”的不良之风，一纸区
区禁令又能起到多大作用？我看，很难很难。

林林总总的禁令不厌其烦地出台，似乎用这种方式

表达有关部门治理腐败和整肃不正之风的勇气和魄力，
向外界表明对某项工作的重视，其实，一边是鸡毛掸子
打老虎，相比于制度体系而言，以行政命令面目出现的
禁令只能是鸡毛掸子，制度都管不了的“老虎”，鸡毛掸
子打下去最多是给“老虎”挠痒痒；而另一边，则是在重
复着正确的废话——严禁公款吃喝，法律制度上有，地
球人也都明白。难道没有禁令，官员就能浪费公款以权
谋私吗？或者，难道没有禁令，公职人员就能上班炒股
打麻将？不能。只是，欲望的放纵和利益的驱动超越了
对于制度的敬畏，如此而已。

这些年，行政禁令出了不少，严禁官员这个、不准官
员那个，就差把官员的私生活也一概纳入禁令的范围。
乍一看上去令人心情振奋，细细一琢磨却又让人大失所
望：原本以为是有所创新的反腐倡廉新招，但实际上不
过是在“老调重弹”——重复法律法规中已有的内容。
我们的法律不可谓不严，约束权力的法规也不可谓不
细，但我们缺乏的是对法律法规的恪守和执行——这个
问题不解决，用红头文件将法律法规上的内容重复多少
遍，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还有多少禁令疑似鸡毛掸子打老虎？我看，这还真
不是一个小问题。 鱼烟罗

时政 击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高考加分听证制度值得扩大
最近几年，高考虚假加分丑闻层出不穷，而获取

虚假加分的手段五花八门：四体不勤的考生，可以成
为体育特长生而获得加分；一直都是汉族的考生，高
考前摇身一变成了少数民族。各种各样的虚假高考
加分，不但严重损害了教育公平，而且让这项政策遭
遇了空前的信任危机，很多考生和家长为此愤愤不
平。高考虚假加分之所以泛滥，是因为很多人弄虚
作假成功了，而弄虚作假者能够成功，是因为高考加
分过程过于隐蔽，缺乏透明。

河北省近日表示，正考虑举行高考加分听证
会。按照河北省教育厅的设想，这个高考加分听证
会，将邀请学生、家长、老师、学者和媒体等参与。学
生、家长和老师，都对加分学生情况最为了解。同时
再加上其他学生家长和媒体的监督，相信那些想通
过弄虚作假获得加分的考生和家长，是很难得逞的。

高考加分听证会制度，说到底就是把高考加
分公开化，透明化，加强社会监督。而这正是解决
目前高考虚假加分现象不断，虚假加分丑闻频出
的一剂良药。 苑广阔

志愿者在二七广场宣传“限塑令” (资料图片)

塑料袋造成的“白色污染”触目惊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