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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时终于有学上

反哺社会帮别人

十年前艰难爬进校门
十年后站上讲台支教

四川凉山“爬行少年”熊洞
在一群佛山好心人的帮助下改
写命运，积极投身志愿活动

羊城晚报记者 黄婷 许悦 戚耀琪 陈亮

日前，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意见》（简称《意见》）， 明确到
2020年年底，广州、深圳城市建成区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
等场所以及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和各类展会活动，禁止使用不可
降解塑料袋， 集贸市场规范和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意
见》自9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

“限塑”政策自 2008 年施行以来，已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如今“限塑”政策加码，广东商场、超市等经营场所的反应如何？
如何有效保障“限塑令”在广东各地落地？ 羊城晚报记者梳理
《意见》发现，此次“限塑令”不仅要求禁产、禁售、禁（限）用对

环境污染较大的塑料制品，还加快推广可替代产品和模
式的应用。

《意见》提出，广东将分三个
阶段逐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 到
2020 年，率先在部分地市、部分
领域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
生产、销售和使用。 到 2022 年，
一次性塑料制品禁限范围进一
步扩大， 替代产品得到有效推
广，塑料废弃物资源化能源化利
用比例大幅提升；在塑料污染问
题突出领域和电商、快递、外卖
等新兴领域， 形成一批可复制、
可推广的塑料减量和绿色物流
模式。 到 2025 年， 塑料制品生
产、流通、消费和回收处置等环
节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替代产
品开发应用水平进一步提升；珠
三角城市基本实现塑料垃圾零
填埋，其他城市塑料垃圾填埋量
大幅降低，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
制。

在推进部分塑料制品禁限
工作方面，《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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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底，禁止销售

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意见》
中禁止、限制使用的塑料制品包
括：不可降解塑料袋、一次性塑
料餐具、宾馆及酒店一次性塑料
用品、快递塑料包装。

对于积极推广应用替代产
品，《意见》明确，在商场、超市、
药店、书店等场所，推广使用环
保布袋、纸袋等非塑制品和可降
解购物袋， 鼓励设置自助式、智
慧化投放装置， 方便群众生活。
在商场、超市推广使用生鲜产品
可降解包装膜（袋）。 在各类商品
零售场所推行塑料购物袋有偿
使用制。 推广集贸市场购物袋集
中购销制，逐步停止市场内个体
商户向消费者无偿提供塑料购
物袋行为。 在餐饮外卖领域推广
使用符合性能和食品安全要求
的植物纤维餐盒等生物基产品、
可降解塑料袋等替代产品。 在邮
政快递网点、快递企业推广使用
电子运单和环保箱（袋 ）、环保胶
带、 环保填充物等环保包装，鼓
励寄件人使用可降解可循环再
利用的环保包装等。

相比 2008 年首次推行“限塑
令”，这次商超和市民的反应平静
了许多。 羊城晚报记者在广州永
旺超市天河城店看到， 超市收银
台旁竖着提示牌， 提倡市民自带
购物袋，在收银台结账的顾客中，
超过半数的顾客自备购物袋。 如
需购买购物袋， 永旺超市提供两
种袋子。一种是无纺布环保袋，分
别为 1 元 / 个、4.8 元 / 个、5 元 /
个； 另外一种是全生物降解塑料
袋，在全国零售业率先使用，价格
分别是 0.9 元 / 个、1.3 元 / 个。

24 日晚 6 时许正是晚饭时
间，不少周边居民到超市买快餐，

这部分顾客因单买一份快餐，几
乎无人自备购物袋， 都是使用超
市分装生肉等散食塑料袋打包带
走。

对于新一轮“限塑” 加码措
施，部分商超接受采访时表示，已
经准备好了。永旺超市表示，早在
2008 年，永旺就在广东率先推行
全生物降解购物袋， 比零售同行
早起步了五年，完成了广州、深圳
等事业开展区域的全导入， 计划
于 2020 年实现在永旺中国店铺
的 100%导入。

华润万家超市表示， 公司目
前已针对使用可降解材料成本进

行了评测，并列入了 2021 年度费
用预算。 公司已启动可降解购物
袋的采购工作， 后期将根据《意
见》的相关政策和实施计划，逐步
推进“限塑”工作。

广百超市表示 ， 根据国家
发布 2020 年 底 新 版 限 塑 令 要
求， 计划单列城市建成区的商
场、超市、药店等场所以及餐饮
打包服务和各类展会活动 ， 禁
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现广
百超市已与供应商洽谈可降解
胶袋引入计划 ， 按照国家要求
的材质及实施时间推进可降解
塑料袋工作。

白色污染在自然界的停留
时间较长 ， 其危害众所周知 ，国
家一直积极应对塑料垃圾问题 。
然而 ， 前期仅能做到限制使用 ，
在推广相应替代品方面缺乏手
段 ，导致此前的限塑政策执行效
果不佳。

此次 “限塑令 ”重点寻找替
代传统塑料制品的方式 ，加上相
应的惩罚条例来解决问题。 本次
《意见》强调了“分类管理 ”，在控
制范围方面除传统的一次性用
品 、商场超市的包装等外 ，还增
加了快递物流的包装 ，这是与我
们生活水平的变化 、经济发展的

趋势相一致的。
《意见 》最大的亮点是强制

推行可降解塑料 ，除了应对塑料
制品造成的废物垃圾问题外 ，还
符合垃圾分类的要求。 因为不可
降解塑料占日常生活垃圾较大
比重 ，推广使用可降解塑料将分
流一部分塑料垃圾到可生物降
解的渠道处理 ，对于无法大规模
采用焚烧或其他先进垃圾处理
技术的区域将有所益处。

此外 ，《意见 》通过法律文件
的方式严令禁止使用危险废物 ，
一旦发现违规行为 ， 将有据可
查、有法可罚。

鼓励快递邮寄使用环保包装

商超正推进可降解替代品计划

近六成塑料污染源于包装领域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王筱虹：

欢迎不塑之客
广东政策再加码

落地

观点 强制推行可降解塑料
是新措施的一大亮点

《意见 》的实施有几个问题
亟待解决。 一是消费者长期形成
免费或廉价使用塑料袋的购物
习惯要改变 ；二是目前可降解购
物袋技术不成熟 ，产品具有成本
高和储存时间短等缺点要改善。

目前可降解购物袋比不可降

解的价格高十多倍， 消费者能不
能接受？ 市价降低了， 厂家愿不
愿意生产？ 政府是否考虑给予厂
家补贴？ 这些问题都要考虑。

另外 ，在推广应用替代产品
的同时 ，应关注塑料再生利用等
其他途径。

随 着 生 产 技 术 发 展 等 变
化 ，环境要求更高 ，广东属于沿
海大省 ，土地资源比较稀缺 ，因

此 ， 采取更加严厉的环保措施
推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很有
必要 。

暨南大学经济学教授梅林海:

广州社科院高级研究员谈锦钊：

措施

链接

不可降解塑料袋 一次性塑料餐具

快递塑料包装 宾馆及酒店一次性塑料用品

新“限塑令”禁 (限 )用的塑料制品包括

荨16岁前，熊
洞因右腿残疾，无
法站立，只能爬行

通讯员供图

▲今年暑假，
熊洞回到自己当年
就读的村小学做起
支教老师，为17名
学生辅导功课

通讯员供图

9 月 1 日起，广东实施最新“限塑令”；
到年底，穗深商超、餐饮禁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如果没有那群支教的老师和医护人员，我这辈
子都没办法站起来，更没办法走出大凉山。 ”暑假接
近尾声，在老家四川凉山支教一个多月的 26 岁大学
生熊洞， 开学即将升入大二， 这个暑假他过得最开
心，因为通过十多年的努力，他终于有机会站在三尺
讲台上，对十年前帮助过他的人说一声“谢谢”。

熊洞因右腿残疾靠爬行走路。 2009 年，佛山
南海支教队伍到凉山支教，帮助他艰难“爬”进校
门，之后发动社会力量帮助他站立起来。一晃已是
十余年，曾经的“爬行少年”熊洞，今年暑假回到自
己当年就读的村小学当起支教老师。 一场改写熊
洞“爬行人生”的慈善接力，再萌新芽。

””

据商业信息提供商 IHS 统
计 ，2018 年全球塑料应用领域
主要为包装领域，市场占比达到
了 40%， 而全球塑料污染也主
要来源于包装领域， 占比高达
59%。 从包装塑料的应用场景入
手加强塑料污染治理十分重要。

2008 年，我国开始实施“限
塑令”。 有研究显示，以广州为例，
政策实施一年后，消费者对“限塑
令”的认知程度达到了 96%。今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
部公布“新限塑令”，要求深入推
进限塑和环境治理工作。

为将升级版“限塑令”落到
实处，广东出台《意见》，从有序
推进部分塑料制品的禁限工作、
加快推广应用替代产品和模式
两方面提出具体措施。 后者包括

推广使用环保布袋及纸袋等非
塑制品、植物纤维餐盒等生物基
产品以及可降解购物袋。

在塑料制品替代方案推行
方面， 应国家发改委的要求，广
东省准备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
的企业和产品参与到产业绿色
转型中，为《意见》的落地提供现
实的解决方案。

据华安证券统计，截至今年
7 月， 已有 36 家公司在建或拟
建可降解塑料项目，新增产能合
计 440.5 万吨。 到 2025 年，考虑
到可降解塑料产能开工率低，我
国产能或需要达到 476 万吨才
能满足需求，仍有供给缺口。 未
来 5 年可降解塑料市场是政策
拉动的卖方市场，市场大且供不
应求。

“要让他重新站起来，手术
难度之大是我从业 20 多年来不
曾遇到过的。 ”当年，熊洞到佛山
顺德和平外科医院就医时，院方
派出了时任该院业务院长和首
席专家的张敬良博士，会同医院
专家团队接诊。

经过初步评估， 专家们认
为，熊洞血管神经等各组织挛缩
变形严重， 加之他患病时间久，
手术风险很大；而且，治疗对显
微外科游离皮瓣移植术等方面
的技术要求相当高，手术费用至
少需要10万元，当时义工组织凑
到的4万多元远不够完成治疗。

好在，当时该医院的院领导
在听完专家评估意见后，研究决
定，冒风险也要接过这支“爱心
接力棒”。 该院医护人员们得知
此事后， 也主动捐款了 8000 多
元，希望一起帮熊洞实现走着上
学的梦。

术前评估、讨论，定方案，进
行术前准备…… 2009 年年底，
张敬良亲领专家团队上阵，为熊

洞实施了长达 12 个小时的手
术。 术后，熊洞经过康复训练和
牵引， 终于在 3 个月后站了起
来。“站起来的那一刻，我觉得眼
前有了光芒，生活有了希望。 ”熊
洞说。 2010 年 3 月初，熊洞出院
回到家乡。 站起来后的他，用 6
年时间啃完了小学和初中 9 年
的课程 ，2016 年考取了攀枝花
市建筑工程学校，并先后获得校
园十大“自强之星”“孝心之星”

“形象大使”“球赛风尚运动员”
等殊荣。 2019 年，他考上了四川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成为一名大
学生。

其间，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
延续不断。 顺德和平外科医院的
一名员工连续多年资助熊洞上
学的学杂费， 直到他读完中专。
在熊洞念大学时，医院获悉他经
济上有困难，也再次提供资助。

现在的熊洞可以快跑 、疾
行、打球，还能挑一百多斤重的
东西。熊洞说：“因为能够站立行
走，尊严也‘站’起来了。 ”

四川大凉山是大雪山的支
脉，海拔两三千米，地势凹凸起
伏，交通不便，是贫困落后的山
区。 熊洞的老家在四川凉山彝族
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白碉苗族
自治乡烂房子村。 1996 年冬天，
两岁多的熊洞在睡觉时将床边取
暖用的火盘踢翻，右腿被火烧成
了肉团。 由于家庭极度贫困，加
上村里医疗条件差，没能得到及
时治疗的他自此无法站立，只能
爬行。

然而，祸不单行。熊洞 10 岁
那年的冬天，他的父亲在矿里干
活时遭遇山体崩塌， 不幸遇难。
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熊洞也因
此一直没办法像普通学生一样
上学。

16 岁时， 熊洞幸运地遇到
了前去凉山支教的广东义工组
织———佛山好友营支教团队。 义
工团队的发起人伍景勋，得知这
个少年爬行了 13 年， 还没有上
学时， 第一时间找到他的母亲，
希望能让孩子入学读书。

“当时母亲担心我上学没人
送，靠自己爬行到校很困难，也怕

我吃不了那个苦，有些犹豫。 但是
我内心很想读书， 母亲最后便答
应了。 ”熊洞回忆说，自此他开始
艰难“爬”进校门读书学习，当时
已经 16 岁的他和一群不到六岁
的小朋友一起上一年级。

从家里到学校的山路不算
长，700 多米的路很多人只需不
到十分钟就可以走完，但爬行的
熊洞需要近一个小时。 熊洞的手
掌常常在爬行的过程中被沙石
磨破出血， 但他一直咬牙坚持，
希望自己能多学一点知识，改变
命运。

看着爬行上学的熊洞， 支教
老师们十分难受， 于是发动义工
志愿者四处奔走，帮他寻医治疗。

在社会各方力量的帮助下，
伍景勋的义工组织募集到 4 万
多元治疗费。 但带着熊洞寻医问
诊的路并不通畅， 当地多家三甲
医院了解到熊洞的情况后婉言谢
绝。 最后， 义工组织找到了佛山
一家专业的外科医院顺德和平外
科医院。 医院了解到熊洞的现实
情况后， 表示愿意给予帮助。 熊
洞的人生终于迎来了转机。

为了尽量减少别人的负担，
熊洞生活中十分节俭。 2016 年，
初中毕业的熊洞再次来到广东
做暑期工，还看望了当时为他治
疗的医护人员。 后来，他常常兼
职打工，赚取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费用。

念大学的这一年里，熊洞加
入志愿者团队，有空时便去养老
院与公共场所做义工。 帮老人捏
捏腿、按按肩，缓解疲劳，向公众
宣传垃圾分类……熊洞觉得只
要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到别人，就
会感觉很开心。

今年 7 月 14 日， 放暑假回
到老家的熊洞在村里的小学当
起了支教老师。“我把村里的孩
子们召集起来， 给他们上课，跟
他们分享外面精彩的世界，丰富
他们的知识。 ”熊洞介绍，这一个
多月来， 他为 17 个二至六年级
的学生上课， 每天授课 7 个小
时，除了进行语文、数学、英语辅
导之外，还为学生们开设了音乐
课。 为了备课，他有时忙到凌晨
两三点，就算期间有几天身体不
适也咬牙坚持了下来。 他的善心

义举也感动大学同学，有同学主
动要求加入志愿支教行列。

在课余时间，学生们很爱向
熊洞打听大山外的风景、 人和
事。 熊洞也常常勉励孩子们刻苦
学习，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走向
更远的地方。

有人问起他为什么要支教？
他说，如果去打暑假工，的确可
赚钱补贴生活，但自己想做更有
意义的事。熊洞说：“孩子们很懂
得感恩。 他们会送给我一些课余
时间画的画或祝福语。 每份礼
物，我都好好地保存了起来。 ”

谈及今后的规划， 熊洞说，
他想过要当医生、当老师，但无
论干哪行， 都要做个有用的人，
力所能及地多帮助别人， 将当
年的爱心延续下去。“如果当年
没有那群支教的老师和医护人
员，我这辈子都没办法站起来，
更没办法走出大凉山。 我永远
都不会忘记这些好心人给我提
供的帮助，所以我在 17 岁时便
下定决心， 以后要尽自己的能
力去帮助别人，做一些对社会有
意义的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