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限塑令”需疏堵两条腿走路
今日论衡之 OO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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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报今日报道 ，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日前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
意见》， 要求在今年底， 全国餐饮
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
吸管；地级以上市的城区及景区景
点的餐饮服务 ，禁止使用不可降解
一次性塑料餐具；直辖市、省会等城
区商场、 超市及餐饮外卖和各类展
会活动，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文件同时对一些塑料制品的生产销
售等做出了规范。

我国于 2008 年起首次在全国
实施限塑。 相较于前次限塑，这次
新的 “限塑令 ”对相关塑料制品的

生产、销售、使用，以及实施步骤等
更全面更明确， 可行性亦更强，可
谓画出了未来一段时间全国治理
塑料污染的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图。

塑料包装及塑料制品的广泛
应用，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
但其对环境的污染、 破坏等负面效
应也日益显现。 田野、江河、海洋等
到处是无法降解的 “白色垃圾”，土
壤恶化、 大量的海洋生物因误食塑
料垃圾死亡。白色污染，已成为威胁
人类及地球生物生存的灾难。因此，
限塑禁塑也是全球化的潮流， 许多
国家都颁布了禁限塑的法令。

限塑在我国已执行了 12 年 ，
但成效不彰。 究其因，除了执法不
力等因素外，最大的掣肘还在于市
场的巨大需求无法满足或替代。特

别是近年餐饮外卖及快递行业的
爆炸式发展，令塑料包装及制品的
需求迅速放大，但相关替代品的供
应却远远跟不上市场需求。因此限
塑多年，但却愈限愈多。 即便在西
方国家，限塑成功的亦不多见。

因此，此次“新限塑令”采取“禁
限一批、替代循环一批、规范一批”
的原则和思路，无疑是明智之举。

一方面，明确列出限塑禁塑的
时间表， 做好生产源头的治理，控
制好制造源。 实践证明，只注重市
场应用方面的限制，无异于本末倒
置 。 为此 ，必须严格执法 ，关停或
引导企业转型升级 ，从而确保 “限
塑令”能够令行禁止。

另一方面，通过科技攻关或财
政税收政策等手段，促进可降解塑

料替代品的发明和制造。历经多年
发展，便利化的包装及使用方式已
深入人心，要想改变人们已成习惯
的生活方式困难异常， 可以说 ，完
全限塑禁塑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
务。 相较而言，寻找合适替代品更
现实更可行。

限塑并不只是简单的生产方
式改变，同时关乎观念更新及民生
福祉。 因此，要让“限塑令”真正实
施到位 ，并发挥作用 ，还要做艰苦
细致的宣传动员，从而让绿色生活
的理念真正走进百姓心中。 这也是
“疏”的重要内含。总之，要想让限塑
走出越限越多的困境， 就必须疏堵
结合两条腿走路，其中，正面引导与
尽快推动替代品入市更显迫切。

（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

苑广阔

今日论衡之公民问政

“坚决纠正涉产权冤错案
件 ， 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
预经济纠纷。 ”1 月 18 日，全国
高 级 法 院 院 长 会 议 在 北 京 召
开 ，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表
示 ， 要坚决禁止超标的查封财
产，严格区分企业家个人合法财
产和违法犯罪所得，依法保护民
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
纷 ， 由来已久———有的违背罪
刑法定原则 ， 有的违背法不溯
及既往 ， 还有的违背疑罪从无
原则 ， 本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
很正常的经济纠纷 ， 却遭相关
部门动用刑事手段插手 ， 不仅
使简单纠纷复杂化 ， 更使民营
企业家身陷囹圄 ， 整个企业陷
入灭顶之灾。

“坚决纠正涉产权冤错案
件，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
经济纠纷，坚决禁止超标的查封
财产，严格区分企业家个人合法
财产和违法犯罪所得……”这一
系列“坚决”，既是对法治精神的
捍卫，也保障了民营企业和民营
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值得一提的是 ， 日前在京
召 开 的 全 国 检 察 长 会 议 也 指
出 ， 要以更大的力度保护民营
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 切实
做到依法能不捕的不捕 、 能不
诉的不诉 、 能不判实刑的就提
出适用缓刑建议 。 从法院到检
察院 ，“不约而同 ” 地维护民营
企业的合法权益 ， 显然绝不偶
然 。 从大的时代背景看，这是因
为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
扮演重要角色 ， 如果侵犯民营
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 势必蚕食
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同时 ， 民营企业家有权利
受到法律保护 。 乱抓人 、 乱查
封 、乱冻结 ，刑事手段介入经济
纠纷 ，既背离了依法治国 ，也导
致民营企业家惶恐不安 。 此前
有媒体称 ， 杭州一家企业的子
公司涉案 100 余万元 ， 而办理
此案的外地警方被指奉行 “抄
家 ”式执法 ，一时备受争议 。 真
相如何，尚需彻查。 但不争的事

实是 ，“乱抓人 、 乱查封 、 乱冻
结 ”于法不符 ，正如此前最高人
民 法 院 党 组 召 开 会 议 所 提 出
的 ，依法审慎适用强制措施 ，禁
止超标的 、超范围查封 、扣押 、
冻结涉案财物 ， 最大限度减少
司法活动对涉案民营企业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

人们常说 ， 法治是最好的
营商环境 ， 营商环境就是软实
力 、生产力 。 可是 ，如果不强化
公正执行 、善意执行 、文明执行
理念 ，不落实罪刑法定 、疑罪从
无等法律原则和制度 ， 民营企
业哪有安全感？

很显然 ， 杜绝将经济纠纷
当作犯罪处理 ， 防止将民事责
任变为刑事责任 ， 让民营企业
家的财产更加安全 ， 权利更有
保障 ， 才能促进增强企业家人
身 、 财产安全感和干事创业信
心。 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
装前行 ，让他们专心创业 、放心
投资、安心经营。

从检察机关到审判机关 ，
都在致力于保护民营企业的合
法权益， 值得激赏 。 就目前而
言 ，应清理利用刑事手段干预
经济纠纷的案件 ， 及时纠偏 ，
以 零 容 忍 态 度 严 肃 查 处 利 用
审 判 执 行 权 侵 害 民 营 企 业 和
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行为 ，努力
让 包 括 民 营 企 业 家 在 内 的 人
民 群 众 在 每 一 个 司 法 案 件 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 。 另一方面强
化司法监督 ，将全国高级法院
院 长 会 议 等 会 议 所 提 出 的 要
求落到实处 。 此外 ，也应追究
那 些 乱 抓 人 、乱 查 封 、乱 冻 结
的人的法律责任。

民营经济只能壮大 、 不能
弱化 ，关心民营企业发展 、民营
企业家成长 ， 不是仅挂在嘴边
的口号 。 保障民营企业家合法
的人身和财产权益 ， 保障企业
合法经营 ， 是社会正常运行的
底线 ，民营企业依法经营 ，发展
得好，才能实现多赢。 从这个角
度上看 ， 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
纷早该画上休止符。
（作者是北京著名时事评论员）

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
该画上休止符

□王石川

近日 ， 不少在物美大卖场志
新店购物的消费者发现 ， 平时能
随意使用的购物车居然被锁了起
来 ，需先下载 “多点 ”APP 安装之
后，才能扫码解锁使用购物车。此
外 ， 超市还停止使用原来的卡片
式超市会员卡 ，使用多点 APP 付
费才能享受会员优惠 。（1 月 20
日北京青年报）

这真是一个奇葩操作 ， 消费
者使用超市的购物车 ， 还需要下
载 APP 扫码解锁。 由于购物车用
铁链穿在了一起 ， 每一个都上了
锁 ， 有需要的消费者只能被迫安
装 APP 扫码解锁 。 可见 ，对于超
市和 APP 开发者来讲 ，乃是将购
物车当成一个导流工具 ， 为 APP
增加用户。如此做法，名义上是为
了购物车安全 ， 实际上有强制推
广之嫌。

消费者去超市购物 ， 绝大多
数情况下 ， 都会使用购物车装载
商品 。 如果超市担心购物车会丢
失，只需要在出口处设置障碍 ，拦
截购物车通过 ， 完全不需要如此
繁琐。可见，所谓的“怕丢”只是借
口罢了 ， 目的还是为了诱导顾客
下载注册 APP， 以达到深度捆绑
用户 ， 通过大数据深入挖掘顾客
的信息和需求。

况且 ， 目前能够扫码的 APP
非常多 ， 用户最普遍使用的就是
支付宝 、 微信等 ， 很多商家都与
其对接 ， 不仅可以扫码付款 ，也
能实现扫码查询 、 解锁 、 识别等
功能 。 如果超市需要通过扫码解
锁守住购物车 ， 完全可以让顾客
使用支付宝 、微信等大众化 APP，
不仅安全可靠 ， 也不会增加顾客
负担 ， 无需再额外下载一个不知
名 、 安全性能不清楚的 APP。 如
果顾客信息在此 APP 上遭 到 非
法泄露、盗用 ，那么超市是否要承
担责任呢？

购物车只 是 一 种 普 通 的 运
载工具 ，超市应小心利用 ，不能
将其改造成 “闯关技能 ”，去测试
消费者的操作水平和容忍度 ，需
知消费者也有用脚投票的权利 ，
如果消费体验感觉糟糕 、权益被
侵犯的话 ， 他们随时可以转场购
物也。

扫码解锁购物车
乃是“画蛇添足”

□江德斌

一些大学生
在网上直呼，“放
假回家 3 天就被

爸妈‘嫌弃’了”。 中青校媒面向全国各
地高校的 1622 名大学生发起关于“大
学生假期和父母相处情况”的调查。 调查
结果显示，85.02%的大学生都曾有过假
期被父母唠叨的经历，47.23%的大学生
尝试和父母沟通，希望增进相互理解。 （1
月 20 日中国青年报）

其实不只是回家过寒假的大学生，
很多已经参加工作， 回家过年的年轻
人，也同样会遭遇父母的唠叨。 若有些
父母唠叨得太多太频繁，而被唠叨的年
轻人又受不了， 就可能引发双方的矛
盾，最终导致双方“不欢而散”。 年轻人
希望父母对自己少些唠叨，尤其想到自
己一年难得回家一次，回来也待不了几
天，父母还要唠叨自己，心里难免会有
些情绪。

但是对于父母来说，他们也知道孩
子回家一趟不容易，而唠叨也并非是“鸡
蛋里挑骨头”，更多的原因还在于两个方
面：一是年轻人的一些生活习惯，日常做
派与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相背离，让他
们看不惯，所以忍不住唠叨；二是他们的
唠叨， 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为了指出年轻
人身上的一些不足和缺点。

当一些年轻人抱怨父母唠叨自己
的时候，不妨想想自己其实也知道好不
容易回趟家，应多陪陪父母，多帮父母
做点家务，多体谅一下父母挣钱供书教

学的不易，或者是独自留守家里的苦衷
与难处， 反而每天不是抱着手机玩游
戏、聊微信、刷微博，就是出门去参加各
种各样的聚会。 试问，这样的春节回家，
这样的回家过年，目的又是什么？

父母应该尊重年轻人，但是作为年
轻人， 更应该对父母多些体谅与理解，
除了主动约束、收敛一些父母看不惯的
生活习惯、做法，更重要的是不要忘记
了自己春节回家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要
学会对父母多些陪伴，好好珍惜待在父
母身边的时间。

说到底，父母对我们的唠叨，是因
为他们对我们有期待，而他们的这种期
待，我们并没有做到，所以才会让他们
感到失望，并且通过唠叨来表达和宣泄
这种失望的情绪。 作为年轻人，与其抱
怨父母对自己的唠叨，不如好好反思父
母为什么要唠叨自己。 如果是因为误
会，或者是客观原因导致自己没有达到
父母的期待，那么就要通过和父母真诚
的沟通、交流，化解这种误会。 但如果是
因为自己的懒惰、消极、不懂事、不知道
体谅父母而招致父母的唠叨，那么就要
好好反思自己的不足了。

正如一些网友所说，能够在春节有
家可回， 回家以后还能被父母唠叨的
人，是幸福的，这种幸福是值得珍惜的。
毕竟我们的父母在一天天变老，早晚有
一天会离开我们，那
时候我们再想听听父
母的唠叨，也不能了。

街谈巷议

春节被唠叨是值得珍惜的幸福

近日 ， 河北邯郸鸡泽一
村 干 部 广 播 “取 消 拜 年 磕
头”习俗。 广播称，除春节期
间不允许放鞭炮外， 取消磕
头拜年习俗 。 有村民称 ，老
风 俗 应 该 传 承 ； 有 村 民 则
称， 老传统应该改一改 。 杨
庄村村支书杨现芳说 ， 此前
小 辈 磕 头 回 来 膝 盖 都 是 肿
的。（1 月 20 日新京报）

春节拜年是传统的习俗
之一， 节日期间提上礼物带
上红包， 走亲访友， 亲友之
间互相问候互道贺喜 ， 这可
说是春节期间绝大多数中国
人的必备活动。 可是拜年是
否应该磕头？ 却在河北邯郸
鸡 泽 引 发 争 议 ， 赞 成 者 认
为， 磕头拜年有助于塑造尊
老敬老的社会氛围； 反对者

则觉得， 磕头拜年是陈旧的
“文化枷锁”。

在城里人看来，这个争议
其实毫无争议，磕头这种只有
电视电影上才能见到的举动，
居然还在现实中出现，着实让
人大吃一惊。 简单而言，磕头
这种拜年方式，不仅会带来身
体上的痛苦，更会带来精神上
的痛苦———有人高高在上，有
人匍匐在地，如此举动明显背
离了人权平等的现代观念。如
若强行下去，恐怕出门在外的
年轻人肯回来拜年的只会越
来越少。

有村民称 ， 老风俗应该
传承。 可是风俗并不一定就
好，缠脚磕头之类的风俗，只
能称之为 “陋俗 ”，实应尽快
摒弃为宜。

在“陕品南下、 粤品北
上”之前，还有一个省际合作
吸引了全国的目光，那就是广
东与黑龙江经过 5 年探索形
成的“稻稻薯”全产业模式。

从 2015 年起，每年秋天
都有一批来自黑龙江省绥化
市望奎县的农民，跨越 4000
公里， 如大雁南飞般迁徙至
温暖南国， 在湛江遂溪广袤
的红土地上播种马铃薯，期
待来年春天的丰收。 这场创
造性的“北薯南种”，不仅跨
越空间， 让来自寒地黑土的
马铃薯在南国红土地上生根
发芽；也“穿越”时间，让东
北农民享受到一年两茬收获
的喜悦；更带来双赢，盘活了
遂溪的闲置土地， 为当地农
民带来就业机会，增加收入。

当初想出“北薯南种”点
子的望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李亚文， 一开始看中的是

“双城记”能让猫冬的东北农
民有活干， 广东反季种植的
冬种马铃薯收购价也比黑龙
江的高出了约一倍。 后来随
着越来越多的猫冬农民跟着
李亚文南下， 目前遂溪县利
用冬闲地种植马铃薯的面积
已超过 3 万亩， 呈现出“冬
季到、种薯忙”的火热场景，
“稻稻薯”的全产业模式也成
为了“粤黑合作”一个重要模
式被固定了下来。

原来， 湛江的冬种马铃
薯主要是在旱坡地上种植。
2019 年 11 月， 望奎县龙薯
联社合作社与广东省粤良种
业合作， 给马铃薯种植又增
加了稻田这么一片新天地，
形成“稻稻薯”模式：早造优
质稻———晚造优质稻———冬
种马铃薯， 一片稻田一年可
种植“两季水稻一季马铃
薯”，高产又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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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省际合作新模式
广东农业做大朋友圈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许悦

以“粤陕合作”“粤黑合作”为排头兵，
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越来越多现代

农业省际合作相互激荡

1 月 17 日， 广东湛江遂溪县城月镇石塘村的
田间地头好不热闹，粤黑合作“稻稻薯”现代农业
示范基地迎来了一大批客人， 看到稻田冬种马铃
薯长势喜人，采购商们纷纷洽谈合作。

1 月 22 日，“粤陕好年货 欢乐嘉年华”系列活
动在广东广州、陕西彬州巡回展出之后，又将开到
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花市， 广州市民逛花市的同时
还能买到粤陕两地的好年货。

以“粤陕合作”“粤黑合作”为排头兵，广东现
代农业探索出了一条省际合作的新路子，通过“走
出去”和“引进来”，越来越多的现代农业省际合作
正在粤陕、粤黑之间相互激荡，不断迸发出更多合
作的火花，广东农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了。

迎春花市是广州地区人气最旺
的传统民俗文化盛会，今年这场嘉年
华上，粤陕十县最优质的农产品将隆
重亮相。 22 日越秀区西湖花市开市
当天，“粤陕好年货 欢乐嘉年华”之
迎春花市活动将同步启动，来自广东
德庆的贡柑、翁源的兰花、连山的土
特产，还有陕西富县和延安宝塔区的
苹果、周至的猕猴桃等，都将在花市
上迎接八方来客。

在此之前，1 月 10 日上午，“粤
陕好年货 飞进千万家”在广州白云
机场 T2 航站楼的一场“快闪”活动，
吸引了众多行色匆匆的旅客驻足关
注。 由“县长 + 网红直播”带动，通过
短视频传播、媒体宣传等方式，推销
两省名特优新农产品。

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县长
冯红云第一次客串网红就一炮而红，
在镜头前她说起大肉姜如数家珍：
“我们连山山清水秀， 非常适宜大肉
姜的生长，你看这姜皮薄肉厚，色泽
金黄，肉质也是非常脆嫩……”。陕西
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省果业中心
书记高武斌也第一次站到了直播镜
头前：“我为陕西苹果代言！ 吃陕西
苹果，过好年。 ”

紧接着，1 月 12 日，“粤陕好年
货 联动三秦行” 又转战陕西主会
场彬州隆重举行。 这么几趟“走亲
戚 ”下来，粤陕两地签下了一揽子
订单，不但提升了十县特色农产品
的知名度 ，还促进了两地农产品的
大流通。

1 月份这一系列的年货节活动，
只是 2020 年粤陕现代农业合作落
地实施的第一个项目。 2019 年，粤陕
两地在现代农业上的合作不断深化，
从年初的“苹果南下、荔枝北上”，到
年底已经升级为更多农产品、更多区
域加入的“陕品南下、 粤品北上”县
域合作新模式。

事实上，粤陕两省因农产品结缘
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 早在 20 多
年前， 就有一群茂名人扎根延安洛
川， 源源不断地将延安苹果运回广
东。 如果说这是粤陕农产品合作的

“1.0 模式”， 那么 2019 年上半年粤
陕两地农业农村部门主推的“苹果南
下、荔枝北上”系列活动，就是粤陕
农产品合作的“2.0 模式”。

荔枝季一过， 遂溪火龙果马上闪
亮登场。2019 年 11 月初，“苹果与火龙
果比翼、富县与遂溪齐飞”的一场活动，

开启了两地农产品合作的“3.0 模式”。
两个友好县亲密合作，更多农产品加入
了粤陕合作的朋友圈，“苹果南下、荔枝
北上”升级成为“陕品南下、粤品北上”。

陕西富县和广东遂溪县的合作
模式很快被固定下来， 当月 16 日，
广东省遂溪县县委书记余庆创、县长
陈政一行 13 人赶往富县。 在富县，
富县县长李彦侠与遂溪县县长陈政
签订友好结对协议，两县正式结对并
达成合作意向。 当天， 遂溪运来
15000 斤火龙果到富县，“回头车”又
装满了 15000 斤苹果运回广东。

按照粤陕两地农业农村部门的
构想，未来，苹果大会可以在消费地
广东举行，往来粤陕两地的水果“回
头车”， 除了装载水果， 还能搭载海
鲜等广东特产回到陕西。 不仅如此，
粤陕两地除了共享南北大市场，下一
步还能共享出口的大市场。

苹果与火龙果的成功合作
迈出了“陕品南下、粤品北上”
的第一步后， 广东省农业农村
厅在探索县域合作新模式这件
事情上， 马上又走出了令人瞩
目的“广东速度”。

第十届广东现代农业博览
会上，粤陕 10 县签下“陕品南
下、粤品北上”战略合作协议，
探索农产品营销合作新模式 。
陕西富县与广东遂溪县、 陕西
彬州市与广东德庆县、 陕西延
安市宝塔区与广东阳西县 、陕
西周至县与广东惠来县、 陕西
眉县与广东翁源县，两两结对，
以特色优质农产品为纽带 ，以

新型销售模式为桥梁， 让粤陕
两地农产品营销渠道共拓 、平
台共建、资源共享，实现两地农
产品的比翼齐飞。

但这个“陕品南下、粤品北
上”的 4.0 版本，并不只是拉上
更多的县两两合作。 羊城晚报
记者了解到， 粤陕两地农业农村
部门正在研究探索的是一个可复
制、 可推广的县域农业发展新模
式，打造一个资源共享、渠道共享、
品牌共享的农产品营销平台，接下
来还可以吸引粤陕之外的更多县
域农业加入这个庞大的朋友圈。

陕西富县县委书记李志峰告
诉羊城晚报记者：“我们将进一步

扩大合作范围和内容，按照目前十
县合作的思路，打造‘富县遂溪模
式’升级版，搭建起‘百县合作联
盟’，探索形成新时代可复制、可覆
盖的全国县域农业合作新模式。 ”

广东遂溪县县委书记余庆
创也表示：“在省委省政府和省
农业农村厅的领导和推动下，
遂溪和富县的合作， 不仅为两
地农产品的销售拓宽了市场 ，
在线上线下满足了老百姓对美
好生活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促
进了两地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
交流融合， 为两地的企业搭建
了良好的合作平台， 有力推动
了两地的现代农业发展。 ”

1 月 17 日，遂溪县城月
镇石塘村的田间地头好不热
闹，粤黑合作“稻稻薯”现代
农业示范基地迎来了一大批
客人。 湛江稻田冬种马铃薯
栽培管理暨采购商对接现场
会就在此举行， 采购商们深
入田间地头， 看到首期的稻
田冬种马铃薯长势喜人，纷
纷洽谈合作。

羊城晚报记者从广东省
农 业 农 村 厅 了 解 到 ，2018
年， 望奎县龙薯联社在遂溪
县草潭镇的 6700 多亩基地
亩均产量约 2 吨， 年均纯利
润 700 多万元， 带动周边农
民就业 200 余户， 人均收入
增加 3 万余元。 该项目合理
调度南北两地优势资源，不
仅盘活了望奎县闲置劳动
力， 也盘活了遂溪县的闲置
土地资源， 有效提高了当地
的土地利用率， 探索了跨区
域合作的资源优化配置的新
模式， 成为粤黑两省对口合
作的典范。

专门从黑龙江赶来参加
17 日现场会的李亚文抑制
不住兴奋：“龙薯联社今年在
遂溪已经种了 1.3 万亩马铃

薯，今年的‘稻稻薯’长势喜
人，预计亩产 3 吨没有问题，
农 民 每 亩 收 成 能 够 达 到
2500-3000 元， 这真是一个
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广东和
黑龙江两省各级政府部门对
这个项目高度重视， 我们黑
龙江省望奎县为我们龙薯联
社提供了一批大型农机具和
喷灌设施支持； 广东省农业
农村厅对‘稻稻薯’项目也是
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遂溪
县与望奎县的农业技术部门
也全程密切配合提供技术服
务。 这让粤黑两地的农民真
正走出了一条致富路。 ”

粤陕好年货年前忙着“走亲戚”

水果为媒串起“粤陕合作”朋友圈

粤陕探索县域合作新模式

“粤黑合作”上演双城记

“稻稻薯”今年迎来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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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阳西程村蚝

陕西苹果2020 年粤陕农业合作不断深化

“稻稻薯”今年将迎来大丰收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