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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品走入生活，生产产能
逐步提升

在大润发超市海口国兴店，记者发
现，全生物可降解产品已然就位 。 超 市
生 鲜 区 的 连 卷 环 保 袋 同 样 是 可 降 解 材
质 ，顾客可以免费自取使用。在熟食区，
提供的一次性饭盒也是可降解的。超市
的收银台处统一“亮出”宣传牌，介绍全生
物降解塑料购物袋及收费标准，大号 0.8
元/个、小号 0.6元/个。

“我们的购物袋、生鲜蔬果等散装货
品保鲜袋、熟食打包袋等，都换成了符合
新规的替代品。”超市工作人员陈月云介
绍说，就连超市商场里餐饮店铺打包用的
杯具、餐具，也里里外外全部更新。

批发商店、超市、农贸市场、景区景
点、海航航班飞机上……“控塑令”带来的
绿色生活新主张，正在渗透各式场景。

记者来到海南省首家售卖全生物降
解用品的赛小高生活超市。其中，“我爱
海南”系列全降解购物袋、垃圾袋及相关
产品深受市民欢迎。据介绍，在合适的环
境下，全生物降解袋仅需 6 个月左右的时
间就可以完成降解成水和二氧化碳，回归
到自然生物链中。

在海南省首批“控塑”名录中，涵盖了
非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的一次性袋类，包
括购物袋、日用塑料袋、纸塑复合袋和垃
圾袋；含有非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的一次
性餐饮具类，包括盒（含盖）、碗（含盖）、
碟、盘、饮料杯（含盖）等制品，也被列上

“黑名单”。“控塑”的补充目录中，超薄农
膜 、一 次 性 刀 叉 勺 、塑 料 棉 签 、含 塑 料
微 珠 的 洗 护 用 品 等 品 类 也 被 纳 入 限 制
范围。

“名录以负面清单的形式，明确禁止
生产销售和使用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种类，体现了先易后难、积极稳妥的
原则。”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土壤和农村环
境管理处处长伍晓红介绍。

不少生产企业对全面实施“控塑”首
批名录后的市场需求量增长表示期待，金
塑（海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之
一。

“可以预见，首批名录正式实施后，海
南市场需求量或将迎来一个小高潮。”金
塑（海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普
东指出，他对未来市场发展充满信心，公
司近段时间还专门投入了 8条生产线。

截至今年 10 月底，包括金塑（海南）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海南赛高、海南创佳
达、中科信晖新材料等公司，省内已有 7
家一次性全生物降解制品的生产企业，年
产能为膜袋类 2.48 万吨、餐饮具约 1860
吨、改性粒料约 4800 吨，并逐步增加。

公众接受度有待提高，价
格因素是关键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替代品
如何满足市场需求，并让消费者接受，是
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对于禁止使用一
次性塑料制品，社会各界反应不一。大部
分市民表示这是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事，应
该支持；但也有一些市民表示担忧，焦点
就在于替代品的价格问题。

“作为餐饮经营方，成本控制是我们
一大考虑因素，我们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

‘控塑’替代产品。”海南旭杨餐饮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宋鸿钰介绍，他们公
司主要经营学校、单位食堂等餐饮服务，
作为率先试点的重点行业和场所，他们已
开始使用替代产品。

宋鸿钰提到了关键词“价格”。她以
公司所经营的某家食堂为例说道：“原先

食堂采购 300 套普通塑料打包餐具的价
格约为 180 元/件，现在替代产品价格为
330 元/件，每个月采购成本是原来的约两
倍。我们希望价格能降下来。”

在海口龙华农贸市场经营摊位多年
的陈大姐也算了一笔账：“以前传统塑料袋
几分钱1个，现在 0.3 元~0.5 元 1 个，按照摊
位一天用200个左右的袋子算，一天下来我
们的成本可能要增加几十元到百元不等。”

“‘控塑’是件好事，但如果替代品生
产和销售成本增加，则会导致成本转嫁。”
结合餐饮业特别是外卖行业对塑料制品
使用的依赖情况，海南省食品安全协会秘
书长赵文阳指出，“控塑”推行需要更加平
稳有序。

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工程塑料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季君晖认为，要加大
研发投入，持续开发新型全生物降解塑料
种类，结合海南本地特点研发相关制品，
逐步降低成本，不断扩大应用领域。随着
规模效应的形成，全生物降解塑料价格还
存在较大的下降空间。

推广可降解塑料，政策扶
持和引导少不了

据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介绍，针
对目前可降解塑料等替代产品 产 业 链 不
成 熟 、成 本 居 高 不 下 的问题，目前正在
联合海南省财政厅和省工信厅研究相应
的产业引导和扶持政策，力求出台惠及可
降解塑料制品研发、生产和销售全产业链
的系统性政策。

今年 10 月，海南出台的《海南省禁止
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
品工作实施情况评估考核工作方案（试
行）》明确，省“控塑”领 导 小组办公室将
采取各市县自查自评与第三方评估相结
合的方式，对各市县“控塑”工作进行年度

“期末考”，考核实行百分制，考核结果将
予以通报。

下一步，海南省将在保障替代品供给
的条件下，进一步扩大“控塑”目录，同时
加大可降解材料研发力度，开发更多适应
海南地理环境的新型可降解材料和制品。

选择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挖出一两
个自家阳台种的红薯，放进烤箱 20 分钟
后，欧阳湘萍就被冬日的暖阳以及食物的
甜蜜填满了身心。自从 8 年前搬进位于北
京市房山区的新家，她就开始在阳台上种
菜，追求一种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阳台菜园收获满满，看待自
然的角度也悄然变化

“在阳台上种菜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诀窍，我会尽量让每一种植物都按照它们
的意愿自由生长，就算是意外长出来的野
草，我也不会连根拔起，折下来的部分就铺
在土层上，既防水分流失又能为植物增加
养料。”谈及种菜，欧阳湘萍的话语里透露
着欢喜。

“很多时候，大自然会给我们带来不一
样的愉悦。”在欧阳湘萍眼中，早春时节，家
里会收获不少从阳台菜园采摘的野菜，有
灰菜和野苋菜。小鸟和风带来了野菜的种
子，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就变成了大自然
的馈赠。枸杞树和养心菜冒出嫩芽，头一
年越冬的蒜苗和香葱也长出叶子。

而夏天，则是绿色蔬菜收获的季节，有
丝瓜、豆角、西红柿和南瓜。20 平方米的
露台，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收获。对于欧
阳湘萍来说，看着种子发芽、开花、结果，这
种自然的力量能使人远离喧嚣，获得内心
的宁静。

有一次，家里收获了花生。欧阳湘萍
告诉已经读高中的儿子，花生是花开后落到
土地长出的果实，所以也叫落花生。而在此
之前孩子一直以为花生是从根部直接长出
的果实。“我意识到，原来家里的菜园还是
可以为孩子提供自然教育的场所，他可以
直接看到植物从地里破土而出的样子。”

除了教给孩子果实是怎么来的，培养
孩子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和自然观，欧阳湘
萍自己对野草和昆虫的理解也在悄然发生
变化。

“一开始我看到虫子也会心里感觉不
舒服。”后来她发现，有一种金龟子的幼虫，
在土壤肥沃的地方特别多，它们会吃堆肥
的物质，分泌出来的自然物就变成了最好
的肥料。还有夏天地里会出现很多蜗牛，
它们吃菜叶。“当我观察一段时间后，我发
现并不是每一种叶子蜗牛都会吃，它的破
坏 有 限 ，而 它 蜕 下 的 壳 能 为 土 壤 增 加 钙

质。”
换个角度看待这些昆虫后，欧阳会将

这种体会与孩子分享，也希望他能够认识
到，每一种生物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不能完全以人类的想法来左右动物的生
存。

合理利用厨余垃圾，以环境
友好的方式生活

与家人一起种植、一起收获，追求绿
色、健康的生活，这方阳台上的小菜园，给
欧阳湘萍一家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体验，也
带来惊喜。

一个最明显的改变是，家人的生活方
式变得更节约和环保。

在欧阳家，为了让厨余垃圾得到最大
化的利用，吃完的水果皮和不要的菜叶都
被留下来进行堆肥。而当自家的厨余垃圾
满足不了堆肥时，欧阳湘萍还会去小区收
集落叶。

“我们家一般使用竹浆纸，就是因为它
便于分解堆肥，同样为了减少资源浪费，我
还会把旧衣服和旧床单剪成小块来使用。”

以对环境最友好的方式生活，成了欧阳乐
此不疲的事情。

她还会琢磨菜园的灌溉问题。北京冬
天雨水少，为了保证菜园用水又能节水，欧
阳湘萍会把夏天的雨水收集起来合理利
用。为了让家里省下来的生活用水更适合
浇灌，她还会自制洗衣液和洗涤灵。如今，
阳台菜园的灌溉基本不用自来水。

“一旦习惯养成了，坚持下来就很容
易。”欧阳分享了儿子的变化：他知道吃完
的果皮、果核该放哪里，节约用水、节约用
纸，也都变成了他自觉的生活习惯。

因为阳台菜园经营得有声有色，绿色
生活方式坚持得颇有成效，欧阳还被小区
邀请做低碳生活讲座。对于在小区成立的

“绿友会”，欧阳湘萍还想做更多有意义的
事情。

“今年，小区在申请厨余垃圾堆肥试点
小区的项目，如果通过了，将会有专家过来
指导，那样，小区里的落叶都将派上大用
场。”她开心地告诉记者，“物业对我做的雨
水收集也很感兴趣，希望能够推广开来，用
于小区绿化灌溉。”

1.“绿主张”项目中，家庭参与厨余堆肥，其推广度如何？

近年来，或出于在家养花种菜需要肥料，或是想减少厨余垃
圾的产生，亦或是想要在家庭教育中提高小朋友对食物和土地
的认知，家庭厨余堆肥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新生活爱好。随着
各大城市垃圾分类政策的施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
对健康问题的重视，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这样的生活方式。

去年，我们的“绿主张”项目通过线上线下的互动活动，发展
了约 500余户家庭进行厨余堆肥。

目前“绿主张”全国快乐堆肥群已经有 1000 余人，都是来自
全国各地的家庭厨余堆肥爱好者，这个数字也在不断扩大中。
年龄集中在 35 岁~65 岁之间，但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
入进来。

2.家庭厨余堆肥需要满足哪些客观条件？

家庭厨余堆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虽然家庭环境和每个人
投入的时间精力都不同，但其实只要想做这件事情，和家人达成共
识后，学习正确的方法，就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堆肥方法。

例如，楼房室内环境适合用波卡西（厌氧）堆肥桶配合帮助
分解 EM 菌，而有露台或者一层小院的家庭可以直接用土和枯
枝落叶，进行有氧通气堆肥。家里的泡沫箱、废油桶等，也都可
以作为堆肥的容器。

3.家庭做厨余堆肥，如何避免因发酵而产生难闻的气味？

如果有强烈的异味，通常代表我们的堆肥出现了问题，需要
及时调整，正确的堆肥方式异味是可以控制的。另外，针对生活
在城市公寓楼的居民来说，比较推荐用波卡西堆肥法，这是一种
厌氧堆肥的方法，整个发酵过程会在完全密封的堆肥桶中进行，
而且体积小，占用空间少。堆好的肥料是发酵的酸爽的味道，只
要正确操作并不会产生恶臭。处理好的厨余最终埋到土里就可
以成为植物生长的养分，而且在堆肥过程中也可以随时获得液
体肥料。

4.不少城市家庭阳台面积小，又想种菜，您有什么建议？

合理利用空间，是阳台种植中非常重要的技巧，可以用悬
挂、立体种植等方式来增加种植面积植面积。。另外根据阳台甚至室内另外根据阳台甚至室内
不同空间的光照时间不同空间的光照时间，，可以合理安排喜阴和喜阳的作物可以合理安排喜阴和喜阳的作物，，不一定不一定
只是使用阳台的空间只是使用阳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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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堆肥那些事儿
——对话北京农夫市集“绿主张”团队成员郑芳

◆本报见习记者肖琪

从 12 月 1 日起，海南省率
先在全国全面禁止销售和使用
10 个类型的塑料膜袋、餐具等
一次性塑料制品，正式进入“控
塑时代”。

目前，海南“控塑令”实施已
近一个月，各项工作进展如何？

“替代品”的推行效果公众还满
意吗？还有哪些待解的问题？

海南全面进入“控塑时代”

公众对公众对““替代替代品品”，”，还满意吗还满意吗？？
◆本报见习记者周海燕

本报讯 环境 污 染 会 对 人
体 健 康 造 成 哪 些 危 害？当受
到 危 害 时 ，又 该 采 取 哪 些 行
动？吉林省日前开展居民环境
与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工作人
员深入白城市、白山市、延边州
的街头巷尾和田间地头，对群
众进行问卷调查，并向公众宣
传环境与健康素养监测的意义
和内容。

此次监测是《国家环境保
护“十三五”环境与健康工作规
划》重点任务之一，也是生态环
境部加快推进“美丽中国”“健
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旨在
科学评估和掌握现阶段我国居
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
响因素，为确定素养提升目标
和重点工作领域、建立素养监
测长效机制、有针对性地开展
风险交流提供科学依据。

在吉林，监测工作分别在
3 地 各 选 取 一 个 社 区 和 行 政
村，共 6 个监测点位。在兼顾
年龄、性别分层样本构成比例
的前提下，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
法，以 15 周岁～69 周岁的居民
和村民共计 1300余人为调查对
象。通过对生活中环境与健康
基本理念、基本知识、基本技能
掌握情况的问卷调查，全面了
解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

为 保 质 保 量 完 成 监 测 工
作，吉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对
相 关 工 作 人 员 进 行 了 工 作 培
训，省生态环境厅组织专家实
施督导检查，对技术力量相对
薄 弱 监 测 点 给 予 重 点 技 术 指
导。同时本次监测执行问卷数
据三级审核，以确保监测数据的
真实有效。目前，监测工作已
全部完成。 白姝霍晓

吉林开展居民
环境与健康素养监测

本报综合报道 12 月 24 日，《北京
市 塑 料 污 染 治 理 行 动 计 划（2020—
2025 年）》正式发布，将聚焦餐饮、电
商等六大行业，加大减塑力度。

“行动计划”明确要求，从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北京全市餐饮行业禁止
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全面
替换为可降解塑料吸管；建成区外卖

（含堂食打包）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
解塑料袋，替换为可降解塑料袋；建成
区、景区景点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
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鼓励餐饮堂食
服务采用可清洗消毒、重复使用的餐
具。到 2021 年 6 月底，全市餐饮行业
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咖啡搅
拌棒。

“行动计划”提出，鼓励外卖平台
在点单环节设置“无需餐具”等选项，
并给予积分等形式的奖励；通过发放

“绿色优惠券”等措施，引导消费者少
用或不用一次性塑料制品。

快递行业是使用塑料制品的大
户，“行动计划”对快递行业使用的塑
料包装袋、编织袋、胶带等用品也作了
明确规定。从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
北京市快递网点发出的快递包裹中，
使用“瘦身胶带”的封装比例应达到
90%、循环中转袋使用率应达到 95%
以上。到 2022 年底，全市快递网点禁
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包装袋、一次性
塑料编织袋等，循环中转袋基本实现
全覆盖。

不可降解塑料袋、
一次性吸管将禁用

北京出台“限塑10条”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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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肖琪

四川省成都市中和中学第六届科技创新教育节近日开
幕，机器人群舞、VR 体验、三维立体影像展等 20 多个科普
项目为学生送上一份“科技大餐”。图为中学生在科技节上
体验放飞仿生扑翼机的乐趣。 人民图片网供图

悦·览

我的绿色足迹

欧阳湘萍家的阳台一角欧阳湘萍家的阳台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