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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塑令今起实施
对对消消费费者者影影响响几几何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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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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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 日，《意见》便开始正式实施，在此之前，羊城晚
报记者走访商场、超市等地，了解限塑令是否对普通消费者
产生影响。

市民对限塑令了解多少？
超市消费者多自备环保袋

8月30日， 记者来到广州天
河又一城的永旺超市， 发现超
市内提供免费纸皮箱， 供顾客
在店内购买物品后打包使用，
以取代塑料袋的使用。 记者在
该超市的6号收银台观察了20
分钟， 发现这段时间内结账的
19名顾客中，有4人购买塑料袋
打包物品，5人购买超市环保袋
打包，2人不用任何袋子或使用
超市内的保鲜袋打包，4人自备
环保袋打包，4人购物后使用纸
箱打包， 选择使用环保袋购物
的市民为多数。 市民李奶奶告
诉记者， 虽然她不太了解限塑
令， 但表示日常出行都会自备
环保袋，如果买的东西过多，也
会选择购买超市5元一个的大
号环保袋。

而在广百超市，记者在收银
台观察了15分钟，发现这段时间
内结账的7名顾客中，有2人购买
塑料袋打包物品，5人自备环保
袋打包，选择使用环保袋购物的
市民为多数。市民徐女士告诉记
者，自己出门一般都会自备环保
袋或者是一部手提小推车，很少
使用塑料袋，她还向记者表示希

望国家早点取缔塑料袋。
那么普罗大众是否了解《意

见》的相关信息？ 在广东生活四
年的刘先生告诉记者:“这个我
并不了解，但是感觉最近几年国
家对于塑料袋的限制力度还是
挺大的。 ”另一位来自湛江的银
先生则说：“我是在浏览器推送
中看到过限塑令，但是并未深入
了解。我还记得当时超市塑料袋
要单独收费时，还挺诧异的。 ”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有
很多市民使用布袋。布袋作为塑
料袋最好的替代品之一，既环保
也时尚，那市民对于布袋的使用
有什么看法呢？

“最开始使用布袋是因为嫌
每次在收银台都要花钱买塑料
袋，就买了一个布袋，一直用下
来觉得挺方便的。 ”刚刚购物完
并自带布袋的苏先生对记者表
示， 自己对限塑令并不了解，没
怎么关注这方面的消息。记者在
采访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市民对
于该最严限塑令的发布和实施
并不是很了解，但是他们基本都
愿意用比较环保的购物袋或者
其他制品。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宋昀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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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商场为消费者提供纸箱自助打包

最严限塑令严在哪？
涵盖了所有较常用的塑料制品

据记者了解， 早在 2007 年
12 月 31 日， 国家发改委办公厅
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
售使用塑料袋的通知》（以 下 称
《通知》）。 该《通知》明确提出，自
2008 年 6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
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塑料购物袋，并且为
了引导群众节约使用，《通知》规
定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
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
偿使用制度。

2020 年 1 月 19 日， 国家发
改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进一
步加强塑料污染的治理意见》（以
下称《意见》），该《意见》被称之为

“最严”限塑令，甚至是被称为“禁
塑令”。 8 月 2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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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

记者仔细研究两份文件发
现，文件的更“严”之处在于，不仅
是禁止限制塑料购物袋的使用，
其范围更广更细， 禁止目录更加
详细。 其中明确规定，禁止生产和
销售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超薄
塑料袋，厚度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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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全面禁
止废塑料进口。 一次性塑料餐具、
宾馆酒店一次性塑料用品、 快递
包装塑料都有明确的禁止限制指
示。 而文件所治理的塑料制品覆
盖面几乎涵盖了市面上所有较常
使用的塑料制品， 所以在一定程
度上被称为“禁令”。

记者看到， 在文件中，“推广
应用替代产品和模式”这一板块，
是之前《通知》 中较少提及的部
分。 文件提出， 推广应用替代产
品、培育优化新业态新模式、增加
绿色产品供给。 在各交易场所推
广环保制品， 强化企业绿色管理
责任，推行绿色供应链，明确各塑
料制品生产企业要严格执行有关
法律法规， 生产合格并不得添加
危害人体安全的化学添加剂的塑
料制品。

在规范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
和处置，完善支撑保障体系，强化
组织实施的要点上， 更是细致划
分， 把治理塑料污染的责任细分
到每一个部门， 每一位个人和每
一个详细的措施上， 并严格指定
法律法规， 保证在治理期间的秩
序问题。

对消费者影响有多大？
限塑令多针对生产者和经营者

对于为何如此严格推行限塑
令， 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
发展中心主任毛达博士认为，是
出于对环境问题、资源浪费问题、
对海洋陆地生物的直接伤害问
题， 以及对健康的直接影响等方
面综合考量后必须坚决执行的举
措。“相比于 2007 年的限塑政策，
这次文件就有很多区别化的设
置、区别化的安排。 ”

“目前大众对塑料污染以及
如何从个人生活层面减少塑料
污染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教
育 。 以厨余垃圾袋这个场景举
例，目前各地限塑令并未规定居
民是统一使用普通塑料袋并且
对厨余做破袋投放，还是使用可
堆肥的生物降解塑料垃圾袋从
而无需破袋。 ”环保专业人士唐
大旻则认为， 限塑令目前实施仍
有难点。

除此以外， 他还认为如今新
限塑令本身对消费者基本不会造
成新的不便， 除了塑料购物袋收
费的范围有所扩大之外， 其余的
措施都是针对生产者和经营者，
比如禁止在化妆品中添加塑料微
珠，是针对生产者；要求餐饮服务
不再对堂食消费者提供一次性不
可降解餐具，是针对经营者。 因此
消费者也不必过分担忧。

持此观念的还有毛达，“比如
说像吸管这个产品， 我们很多的
饮料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这个习
惯， 然后对吸管有依赖的一些消
费者， 很多的商家还可以提供纸
质吸管或者可降解材料的吸管，
所以光是吸管我们就可以看出
来，我们印象当中的不方便，其实
并不是不方便， 只是对我们习惯
的一种调整， 是这个习惯本身改
变的一个障碍。 ”

市民是否愿意使用？ 塑料吸管改纸质有人“不习惯”

同日， 记者来到广州体
育西路天河城的星巴克，发
现这里使用的杯盖上，均标
有塑料回收标志，其中白色
塑料杯盖使用的材料是聚
苯乙烯（PS）， 透明塑料杯
盖 使 用 的 材 料 为 聚 酯
（PET），吸管使用的是可降
解 纸 吸 管 。 自 星 巴 克 于
2019 年 4 月宣布在上海、
深圳率先实行纸质吸管至
今，全国范围内星巴克门店
都是用纸质吸管。 一位正在
等人的李女士告诉记者，虽
然用纸吸管一开始觉得很

不习惯，而且时间久了质感
不是很好，但是在了解到用
纸吸管更为环保之后便也
慢慢开始习惯使用纸吸管
了，并会主动告知身边朋友
选用纸吸管。

在广州麦当劳今日广场
分店， 记者发现无论是堂食
还是外带都已经开始使用
“无吸管”杯盖，店家提示将
不再主动为可乐、雪碧等不
含固形物的冷饮配备吸管，
顾客可通过“无吸管 ”杯盖
直接饮用，珍珠奶茶 、麦炫
酷等含有固形物的冷饮，以

及麦咖啡冷饮，暂时仍将配
备吸管。

普通塑料制品和可降解
产品的质感有较大的区别，
市民是否愿意使用或者是
否习惯？ 一位星巴克的忠实
顾客告诉记者，“刚开始星
巴克换成纸吸管的时候，真
的很不习惯，因为纸质很容
易就变软，就很难吸到。 后
来我也问过他们为什么要
换 ， 说是环保， 也就理解
了。 ”记者发现，大部分市民
都愿意接受这些环保产品
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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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衡之公民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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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
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
会发布了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8月
份 ， 制 造 业 采 购 经 理 指 数 为
51.0%，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 ，
非 制 造 业 商 务 活 动 指 数 和 综 合
PMI产 出 指 数 为 55.2%和 54.5% ，
分别高于上月1.0和0.4个百分点，
三大指数均连续 6个月保持在临
界点以上。 三大指数企稳，凸显企
业生产经营活动持续恢复向好。

8月14日 ， 国家统计局发布7
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 7月份主
要经济指标延续了二季度全面复
苏的态势 ：7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连续4个月同比正增长 ，1-7月
增速距离转正仅一步之遥 ； 当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203亿元 ，
连续 3个月超 3万亿元 ；1-7月份
全 国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同 比 下 降
1.6%，降幅连续5个月收窄……虽
然8月份国民经济数据尚未公布 ，
且第三季度还剩一个月 ， 但可预
料的是 ， 第三季度会延续二季度
经济 “中速增长 ” 甚至更好的态
势 。 二季度 、三季度企稳增长 ，四
季度又有中秋国庆 “黄金周8天 ”
“双 11” 电商狂欢等消费动能加
持，经济全面“转正”已无悬念。

疫情突发 ， 成为 2020年全球
市场最大的 “黑天鹅 ”。 随后 ，“黑
天鹅 ”就变成了 “灰犀牛 ”在全球
市场横冲直撞 。 中国经济最先被
疫情 “灰犀牛 ”撞了个 “大趔趄 ”。
第一季度 ， 中国经济第一季度出
现6.8%的负增长 ， 这意味着支撑
中国经济增长的 “三驾马车 ”动力

几乎归零 。 更关键的是疫情对市
场供应链 、 资金链的阻断以及对
市场信心的打击。

市场是辩证的 ，经历疫情 “灰
犀牛 ”低谷 ，中国从第一季度之末
开始最先复工复产复商复市 。 货
币政策 、 财政政策也开始双向发
力 ，通过输入流动性的 “做加法 ”
和继续减税降费的 “做减法 ”为市
场主体减负赋能 。 相比其他经济
体简单粗暴的 “大水漫灌 ”和财政
赤字 ， 以及给予市场主体和社会
个体不加区别的补贴 ， 中国货币
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有所节制的 ，
在普惠市场提振全市场信心的同
时 ，重点关注实体经济 ，尤其是中
小微企业。 这也是中央出台六稳、
六保政策的重点所在。

三大指数企稳 ， 凸显市场主
体经营活动恢复 ， 企业信心也开

始稳步提升。 从7、8月两个月的消
费市场观之 ，7月份商品零售月度
同比增速由负转正 ， 凸显消费力
已开始真正复苏。 8月份一部具有
“冲喜 ”意义的战争电影《八佰》给
电影市场注入了激情和活力。 8月31
日，该片票房已经逼近20亿元，在整
个电影票房大盘子里占比近3成。

疫情以来 ， 第一季度消费几
乎停滞 ，二季度的清明节 、五一节
和端午节三个 “小长假 ”的假日消
费也未能恢复到以往水平 。 线上
消费的热火 ， 包括各路网红的带
货 ， 也 难 以 弥 补 市 场 实 体 消
费———尤其是和消费者零距离接
触的街头门店难以为继的短板 。
《八佰 》的成功 ，不仅是一部商业
大片的成功 ， 也意味着电影市场
的 “满血复活 ”，提振了资本市场
影视板块的信心 ， 也清晰折射出

整个消费市场的复苏。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

务公司日前预测，2020年二十国集
团 （G20）经济将萎缩4.6%，2021年
将增长5.3%， 中国是G20中唯一能
在今年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 在此
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已
经作出同样判断， 中国经济或是主
要经济体中今年唯一“转正”的国家。

后势看，中国经济“V形”增长
的趋势清晰可见， 然而制约中国经
济的风险因素犹在。 全球市场面临疫
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不畅和政治因
素带来的全球化受阻。 中国作为全球
货物大国，也将受到负面拖累。 中国
作为全球主要国家，既要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 也要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形
成内外循环齐发力的经济发展格局。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
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三指数企稳夯实全年经济“转正”根基
□张敬伟

漫话
漫画 文/郝冬梅 图/春鸣

6 月 18 日，黑龙江大庆市自
然资源局女职员柴媛在家办公
时被一名男子入室杀害。 虽然事
发后凶手已坠楼身亡，但被害人
柴媛的姐姐认为事件并没有结
束， 柴媛被害时处于在家办公状
态，应属工伤，并一直为申请工伤
而奔波。截至发稿前，大庆人社局
工伤科工作人员表示， 工伤申请
已受理， 但目前还没有结论。 （8
月 31日紫牛新闻）

柴媛在宿舍被害，该不该认
定为工伤，争议之处是：家属认
为，柴媛虽死于宿舍，但当时处
于工作状态， 符合工伤标准；而
大庆市人社局认为其不属于工
伤的理由是，她当时在家办公。

虽说， 经过家人多方争取
后，目前人社局最终受理，并在
调查认定过程中，但“在家办公
不属于工伤”的说法，恐怕不够
专业。 而人社局给出的“在家办
公”不符合条件的理由，如果不
是家属转述有误，这个说法本身
就明显存在矛盾之处：既对“办
公”不存异议，认定工伤的障碍

从何而来？
工伤的定义，《工伤保险条

例》相关条款的重点是，工伤标准
须满足“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岗
位）”两个要件。此案中，工作时间
无争议———当时柴媛正为单位工
作，这一点已被单位证实；家属从
警方拿回的柴媛的电脑和手机
中， 也保存有案发时其在家办公
并向单位传文件的相关信息。

但对“工作场所”也不该有
异议。一者，相关法规中从未有过
“只有单位才属于工作场所”的规
定，而因公出差、外出开会、办事
途中出现意外的情况， 也一直是
按照工伤对待的。 这是个常识。

甚至，修订后的《工伤保险
条例》中，上下班途中出现意外
的工伤认定，都已经延伸到了下
班购物———2014 年 8 月 20 日最
高法发布《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
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时任
最高法行政审判庭庭长赵大光
解释称：下班后，等交通的高峰
时段过了之后再回家，属于合理
时间；下班途中需到菜市场买菜
再回家，属合理路线。

再者，信息技术时代，工作

场所和岗位正在无限延伸，而非
仅局限于单位，早已是不争的事
实。 5G 时代的到来，更将颠覆传
统的工作方式，移动办公和远程
办公将扩展到更多领域 、 更多
“工作场所”。 在此语境下，相关
部门仍对“在家办公”是否属于
“工作场所”工作持有异议，未免
有些匪夷所思。

事实上，关于“在家工作”是
否属于“工作场所”工作，近年来
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司法判例，法
院无一例外地支持了“在家工作
猝死”职工家属申请认定工伤的
诉求。 今年 2 月，湖北一抗疫医
生在家猝死，当地人社局以“工
作时间与地点不符” 为由拒绝认
定工伤，但此决定最终被仙桃市人
社局推翻。 仙桃市政府的行政复议
决定书中就指出：基层部门对“工
作时间和场所”的理解过于机械。

相比之下， 大庆市人社局的
某些说法似乎更显“机械”：疫情严
重期间，当地许多单位都执行“除非
特殊情况到单位， 平时在家实行弹
性工作”的背景下，仍无视“在家办
公视同工作场所”工作的事实，这
就不仅是机械教条的问题了吧？

“在家办公身亡算不算工伤”不该再是个问题
热点快评 □马涤明

山西临汾 “8·29”饭店坍塌
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
然而，失去至亲的李大爷心中悲
痛，内疚中下跪道歉的行为冲上
热搜。 不过，不少网友都表达了
对李大爷的同情———“这个其实
跟他无关”“心疼大爷，老人也不
想好好的喜事变悲剧 ”“重点是
房子的问题啊”……

老人面对镜头哀嚎、 下跪的
场景，的确如网友所言，让人心疼。
设身处地想， 生日宴变成了惨剧
现场，又失去多位亲朋，老人的内
疚乃至不自觉地将事故责任推给
自己的心理倾向， 其实是一种本
能的“应激反应”，它无关严肃的责
任推定，而是一种情感上的自责。

诉诸常识就可以判断，老人
不仅不应该为事故道歉，而且应
该得到必要的心理救济。因为他
不仅有多名亲朋受害，在经历了
大喜到大悲的瞬间切换，也不可
避免地会背负上巨大的心理压
力———下跪道歉，一定程度上其
实就是这种压力的直观体现。

毫无疑问，整个事件的祸因
是房屋的质量问题，是可能存在
的房屋质量安全监管失责。作为
受害者之一的老人不应该承受
指责，举办生日宴更是一种再正
常不过的行为。如果将老人的下
跪道歉作为事故原因追索的一
环 ，既是一种错位的归因 ，也可
能模糊真正的问题。 好在，网友
的主流意见，展示出了一个社会
应有的理性。

说到底，真正该为事故道歉
和负责的 ，不是老人 ，而是那些
对房屋质量负有直接和间接责
任的人或机构。虽然目前事故的
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但多个已
暴露的细节， 很难不让人相信，
这本是一起不应该发生的悲剧。

如有村民证实，涉事饭店于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修建，后来多
次扩建，“当时没有设计，就找了
俩大工，自己家里干小工”；另有
村民表示， 事发前村子曾下雨，
村里组织力量排查了部分房屋

的安全状况，但因涉事饭店没积
水，便未排查。

另外，虽然农村房屋安全在监
管上存在相当大的政策盲区，但房
屋由民用改为商用， 本应该遵循
相应的审批程序。 如果这个环节
严肃依规操作， 或也不难发现安
全隐患； 而报道显示，2015年，该
饭店还因未按 《个体工商户年度
报告办法》 规定报送资料而被市
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显然，这样一座经历多次改
建 、加盖的农村饭店 ，在日常的
安全监管以及经营规范上，相关
部门是否落实了该有的责任，在
出现异常情况后又是否采取了
必要的排查措施，乃至事故背后
对应的整个农村房屋质量监管
体系该如何完善，这些才是最应
该追问和厘清的。在这个角度而
言，相关部门更应该把老人的痛
苦自责和下跪道歉，当作是对落
实安全监管的“沉重”敦促。

目前，山西全省已开展对违
建房屋全面排查。 不过，事发后
临汾市襄汾县多个乡镇村收到
通知，要求一律停止摆宴席。 这
种举措或许也是为了 “举一反
三”， 但它无形之中也不无错误
地引导，仿佛办宴席本身成了问
题。 如此“一刀切”的做法，不仅
可能增大老人的心理压力，实际
上也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不少声音将老人下跪道歉指责
为媒体“吃人血”。能够理解社会
对于老人的同情，媒体在事发后
采访受害者家属，确实也应该有
更多的恻隐之心 ， 坚守必要的
新闻伦理 ，警惕制造二次伤害 。
但若将老人下跪道歉完全等同
于媒体的 “冷血 ”引导 ，并与媒
体在事件真相挖掘和责任追问
上的努力对立起来 ， 也未免是
上纲上线。

让该道歉的道歉，让该负责
任的负责 ， 让每起悲剧得到完
整 、科学归因 ，这样的社会就会
有更多的安全感。

“坍塌饭店过寿老人下跪道歉”
也是对安全监管的敦促

□朱昌俊

据《人民日报》报道：今年以
来， 黑龙江佳木斯市在全市959
个行政村全面推行小微权力清
单，将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化、流程
化，通过定清单、晒流程、强监督、
严问责，构建闭环监督管理机制，
融洽了干群关系， 基层党组织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增强。

一般来说，“微权力” 都是掌
握在基层干部手里的。 一个单位
的科长，甚至是科员，手里也都是
有些权力的； 一个村子里的村干
部，手里也或多或少有些小权力；
而且随着简政放权的逐步深入，
基层干部手里的“微权力”数量也
在增多。虽然权力不大，却也容易
出事。一个方面是，“微权力”因其
小，容易被忽视；一个方面是，上
级监管部门眼睛主要盯着 “大案
要案”，“微权力”的腐败容易成为
“隐秘的角落”。

“微权力”虽小，造成的问题
并不小。 有的人例行盖个章要收
20元好处费，有些村干部一家违
规享受扶贫补助，有的基层干部，
甚至把手伸向老百姓的救命钱、

养老钱……群众对这些 “身边的
腐败”可谓切齿痛恨。这些伴随着
“微权力”而滋生的“小腐败”影响
的是政府的“大形象”。

有时候，“微权力” 还能滋生
“大腐败”。 在全国各地公开 “村
官”违纪违法案件中，涉案金额巨
大的也有不少， 比如山东省淄博
市临淄区齐陵街道聂仙村原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崔某，在短短
三年时间里， 利用集体土地疯狂
敛财600余万元。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推行
小微权力清单， 利于规范最切近
老百姓的权力， 使其更好地为大
家服务。

“小微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