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限塑令”正式施行的第九
年。然而，调查显示：小商铺直接提
供免费塑料袋，大商店卖塑料袋，已
是司空见惯之事。在一些地方，“限塑
令”可以说是名存实亡，已几乎沦为

“卖塑令”。
塑料袋这枚“硬币”，正面是“方

便”，一拎就走、用完就丢，十分方
便；背面是“污染”，塑料袋被称为

“20 世纪人类最糟糕的发明”，所造成
的白色污染令人头痛。“限塑令”旨在
提高塑料袋获取的成本，让用户为使
用塑料袋支付一定的费用，以减少塑
料袋的使用。

事实证明，“限塑令”曾经产生了
显 著 效 果 。 国 家 发 改 委 环 资 司 曾 统
计，自 2008 年 6 月 1 日“限塑令”正式
实施至 2015 年，超市、商场的塑料购

物袋使用量普遍减少 2/3 以上，累计减
少塑料购物袋 140 万吨左右，这是一个
不小的成就。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
的不断提高，人们为便利性埋单的意
愿与能力都提高了，一个塑料袋两三
毛钱，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痛感。

塑料袋滥用并非无解难题，不过需
要大决心和大智慧。解决思路，一在
堵，二在疏，三在教育。面对“限塑
令”遭遇尴尬，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将“限塑令”改为“禁塑令”——在
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不
可降解的聚乙烯和聚氯乙烯塑料袋。
理论上，全面出台“禁塑令”并无不
妥，自然环境形势如此严峻，为了自
己及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牺牲当下
的 一 点 点 便 利 是 必 须 且 可 能 的 。 其
实，“禁塑”也会带来新机会，如加速

可降解塑料袋的市场机遇。
“ 限 塑 令 ” 出 台 之 后 ， 环 保 布 购

物 袋 、 纸 袋 等 替 代 品 开 始 流 行 起
来 。 不 过 ， 如 果 这 些 袋 子 没 有 多 次
利 用 而 直 接 扔 进 垃 圾 堆 的 话 ， 或 许
更 不 环 保 。 为 此 ， 许 多 企 业 开 始 寻
找 可 降 解 环 保 袋 。 譬 如 广 东 番 禺 就
有 一 位 创 业 者 利 用 坚 硬 的 石 头 做 成
塑 料 袋 。 这 种 “ 石 头 袋 ” 无 毒 无
味 ， 通 过 光 照 和 土 壤 掩 埋 可 实 现 降
解 ， 既 便 宜 又 环 保 ， 备 受 市 场 青
睐 。 据 悉 ， 该 企 业 每 月 向 全 国 各 地
市场供应过亿个“石头袋”。

实际上，用什么类型的塑料袋，都
不 如 少 用 、 正 确 使 用 对 环 境 贡 献 更
大。在这方面，必须借助教育手段，
使得环境保护意识深入人心。

《广州日报》2017.6.15 文/练洪洋

假如家里的一袋袋垃圾，贴上小小
的二维码后，就可以变成积分兑换礼品，
你还会嫌垃圾分类麻烦吗？6月11日至17
日是全国节能宣传周，在北京展览馆举行
的展示活动上，北京环卫集团为推进垃圾
分类想出的妙方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 这 套 垃 圾 分 类 的 方 法 非 常 简
单。”北京环卫集团城市微环境公司工
作 人 员 孙 璎 手 里 拿 着 一 沓 二 维 码 贴
纸，向参观者介绍如何进行垃圾智慧
分类：首先要注册北京环卫集团“e 资
源”居民垃圾智慧分类服务，无论是
通过微信平台、现场还是电话注册，

每户都会领到一张磁卡，一沓独一无
二的二维码以及一本垃圾分类指导手
册；之后，将废纸、塑料、金属、玻
璃、织物等可以回收利用的垃圾分类
打包，在垃圾袋外贴上二维码，投入
小区里的可再生资源回收柜就行。工
作人员在收集这些垃圾时，会采集二
维码数据，并将每袋垃圾所对应的积
分录入系统，每积 1 分就等于 1 分钱。

孙璎告诉记者，目前这套垃圾分类
方法已在北京、安徽等地部分社区落
地。在北京，专门收集“贴码”垃圾
的可再生资源回收柜已经投放 1000 多

台，主要集中于朝阳区安贞街道和小
关街道。分类收集起来的可再生资源
将被分类运输至废纸厂、纺织厂等分
类处置工厂进行资源回收利用；厨余
垃 圾 则 会 通 过 生 物 技 术 进 行 堆 肥 处
理，每吨可生产 0.6—0.7 吨有机肥料。

“这个方法已经推行一年多了，我
们回访发现，居民们的使用率没有任
何下降，说明这套简单的方法还是挺
受欢迎的。”孙璎透露，目前已有北京
其他城区考虑采纳这种方法，垃圾智
慧分类服务以后会入驻更多社区。

《科技日报》2017.6.13 文/刘园园

今年 5 月，距 2007 年太湖蓝藻暴发
已 10 年。最近，记者再访太湖，了解
到 10 年来太湖流域经济总量翻番，人
口增长上千万，环境压力大幅增加，但
未再出现蓝藻大面积湖泛和沿湖城市饮
用水安全问题。太湖水质扭转了长期以
来持续下降的势头，总体呈稳中向好态
势 。 然 而 ，“ 湖 病 ” 并 未 根 治 ， 正 从

“急性病”转为“慢性病”，太湖治理正
进入新瓶颈期。

水质稳中向好
记者从太湖边的鼋头渚景区乘船到

太湖中的仙岛，途中看到湖水依然较为
浑浊，还有些微带状蓝藻隐约漂浮在水

面。然而，鼋头渚景区园艺景观科科长
宣国伟说，这比 10 年前不知好多少倍。

蓝藻大暴发那一年，宣国伟就在仙
岛工作，每天坐船经过这片水域。当时
这一带灾情严重，漂浮在水面上的蓝藻
都是块状的，一块 100～200 平方米，厚
度接近 30 厘米，水面像泼了绿漆一般。

“ 那 时 离 湖 很 远 就 能 闻 到 蓝 藻 腥
臭，自来水中也混合着蓝藻的臭味，很
多人家去超市抢购桶装水洗菜做饭。”
家住太湖边景亭苑小区的 79 岁退休教
师钱炳良说，自那以后至今未出现这种
情 况 ，“ 这 些 年 全 家 人 一 直 饮 用 自 来
水，水质没有出过问题”。

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办公室主任
朱铁军说，历经十年治理，太湖湖体水
质由Ⅴ类改善为Ⅳ类，富营养化程度从
中度改善为轻度。过去的9个夏季均未出
现蓝藻大面积湖泛，沿湖城市自来水供
应主要指标全部满足或优于国家标准。
难得的是，这样的成就是在流域 GDP 翻
番、人口增加千万的情况下取得的。

统计表明，10 年间江苏各级财政投
入太湖治理的专项资金，以及带动投入
治理的社会资金，累计超过 1000 亿元。
朱铁军说：“长期向大自然欠下的账，
必须还。舍得‘金山银山’，才能‘赎
回’绿水青山。”

“慢性病”需长期疗养
经过 10 年整治，太湖水质虽然总体

稳中向好，但“湖病”正从“急性病”
转为“慢性病”，治理进入瓶颈期。不
少基层干部称，好做的都做了，难做的
还有一大堆。

记者采访了解到，太湖湖水氮磷指
标偏高，蓝藻暴发“温床”还在。从治
理的现实困局看，污染成因缺乏精准基
础数据支撑，外源入湖污染量仍超纳污
总量，内源清理管控依然粗放，控污工
程和生态湿地建设跟不上需求等难题亟
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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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治污：十年投资超千亿 “慢性病”咋疗养？

浙江省青田小舟山风光秀丽，勤劳
智慧的先人为小舟山乡创造了 4000 余亩
梯田，从山脚到山顶级共有 500 多级梯
田，梯田随山势而建，规模宏大，气势
磅礴，是浙南保存最好的梯田之一。

阳春三月，油菜花漫山遍野尽情渲染
无边；暖暖初夏，梯田水面如镜尽现清新
田园风貌；沁凉秋日，金色稻穗和七彩田
鱼传递丰收的喜悦；乍寒冬日，梯田覆雪
山川更显婀娜多姿；雨天，云雾缭绕，飘
飘洒洒；晴天，极目远眺，尽览磅礴雄
姿。无论何时来，站在什么地方，呈现在
你面前的都是一幅天然油画。

“ 藏 在 深 闺 人 未 识 ”， 境 内 山 涧 幽
深，溪水潺潺，形成了 11 级的瀑布群，
有高达百米的百丈祭，也有可从瀑布后
方穿越的水帘洞，形态各异，每节瀑布
下都有一个潭，每个潭都有一个名字和
一个动听的典故，峡谷内是内亚热带植
被，郁郁葱葱。

青田县小舟山乡地处青田东南，东
连温州永嘉，南接温溪，海拔在 380 米，
这 里 是 有 名 的 “ 摄 影 之 乡 ”、“ 生 态 之
乡”、“鱼米之乡”，一直保持着稻田养鱼
的传统耕作方式。

小舟山有机稻米产于海拔 400 米上下
的梯田。自古至今，有机稻米深受食膳
者欢迎，其原因有三：一是稻田养鱼历
经千余年历史，鱼之灵气渗透了稻米，
使之珠润圆滑；二是采用有机绿肥，用
无 公 害 的 菜 籽 饼 培 育 秧 苗 ， 并 用 菜 籽
油、太阳能杀虫，人工除草，不使用化
肥、农药；三是种植环境特殊，用山泉
水灌溉，光照时间长，日夜温差大，而
且常有薄雾滋润。因此，成熟的有机稻
米金衣玉粒，闻有芳香，食有甘味，口
感松软，百食不腻，为米中极品。

明朝时，经刘伯温推荐，小舟山稻
米曾被朝廷选为贡米；清朝时，还作为
国米出口东南亚；2005 年，“稻鱼共生系
统”被联合国评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而倍受世界瞩目。

青田小舟山田鱼产自海拔400米以上高
山冷水稻田，依赖自然生态，以稻花为
食，被国家评为无公害产品，是淡水鱼中
的一绝。2005年6月稻田养鱼被联合国粮农
组织列入世界农业文化遗产。 中国青田网

青田小舟山
翠绿花溪谷

垃圾也贴二维码 智慧分类潜入百姓家

中国科学院日前发布“中国可持
续发展遥感监测报告 （2016） ”，该报
告 针 对 大 气 、 水 质 、 土 地 利 用 、 植
被、水资源、农业等众多领域进行了
记录和汇总，科学客观地呈现了我国
的资源环境现状及其历史变化。

长期观测发现，我国二氧化氮排
放浓度呈现季节特征

遥感科研人员通过监测 2010—2015
年中国及重点区域大气浑浊度和 PM2.5
浓度，全面呈现了“十二五”以来大
气浑浊度和 PM2.5 浓度的时空特点。

报告副主编、中科院遥感与数字
地球研究所研究员陈良富说：“我们主
要是对二氧化氮排放进行观测，因为
其排放对大气污染影响巨大，它在空
气中转变为硝酸盐，是 PM2.5 的重要前
体物。”

从报告看，我国大气二氧化氮柱
浓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京津冀、长三
角和珠三角地区；河南北部、山东西
部和新疆乌鲁木齐等地也存在不同程

度 的 高 值 区 。 其 中 ， 2010—2015 年 ，
二 氧 化 氮 柱 浓 度 高 值 区 范 围 有 所 缩
小，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
三角洲地区等均有不同程度降低。

全国大型地表水体中，西部清洁
为主、东部相对浑浊

此次报告还首次发布了 2000—2015
年全国大型湖泊和水库的水质状况监
测成果。

“我们的监测对象是大于 50 平方
千米的湖泊、水库等大型地表水体。
利用水质状况遥感指数，将水体划分
为 21 个 不 同 的 颜 色 级 别 。 级 别 越 高
水质越差。该指数指示水体浑浊程度
的 精 度 为 63% 。” 报 告 编 委 、 中 科 院
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副研究员申茜
说。

报告显示，2000—2015 年，全国统
计的 175 个大型地表水体中，虽然年间
有波动，整体来看，全国 A 类 B 类水体
个数在上升，C类D类水体个数在下降。

据悉，2015 年全国大型地表水体

浑浊程度空间分布显示，西部水体以
清洁和较清洁为主，东部水体以浑浊
为主。东北山地与平原湖区湖水浅、
面积小，矿化度高，地势低洼排水不
畅以及人为因素，造成该地区湖泊浑
浊程度偏高。

实施遥感监测 20余年间，耕地和
水域面积增大

报告显示，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
始遥感监测的 20 余年间，我国土地有
266193.86 平 方 米 改 变 了 一 级 利 用 属
性，占遥感监测土地总面积的 2.8%。
动态变化广泛出现在全国范围，东部
地域和北方相对集中。其中，城乡工
矿居民用地、耕地和水域面积增大，
林地、草地和未利用土地减少。

“耕地变化最显著，其动态变化面
积高于所有其他土地类型。耕地面积
先增后减，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该报告副主编、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
球研究所研究员张增祥说。

《人民日报》2017.6.14 文/吴月辉

“ 限 塑 令 ”不 能 沦 为“ 卖 塑 令 ”

我国首份可持续发展遥感监测报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