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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发布全球最快智能电视
4 月 17 日，全球操作速

度最快的智能电视 VIDAA
TV 在北京发布。这款由海
信集团研发生产的新一代智
能电视采用了 38 项创新技
术，实现了应用极简、切换极
快的全新体验。海信集团董
事长周厚健在发布会现场表
示，他本人将为 VIDAA 代
言，从 VIDAA 开始，“简单”
将真正成为智能电视的“新
定义”。

调查数据显示，八成以
上(85 . 2%)消费者认为理想
的智能电视要简单易用、运
行流畅。VIDAA 源于西班
牙语，是生活的意思，作为一
款“生活电视”，VIDAA TV

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消费者
对理想智能电视的要求。
VIDAA TV 采用了无主页
设计，开机直接看电视。开发
了仅为普通遥控器三分之一
大小，“能揣进口袋”的遥控
器，四个按键分别对应直播
电视、点播视频、媒体中心、
智能应用，四大功能均实现
一键直达，将此前智能电视
繁杂的操作简化到了极致。
首创瀑布式极速选台，通过
上下滚屏实现了换台不黑
屏，只需 0 . 1 秒的“零等待”
响应速度，成为全球反应最
快的智能电视，将智能电视
带入了极速切换时代。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外

观上，VIDAA TV 也彻底
摆脱了“黑电”的传统框架，
大胆采用白色边框设计，辅
以透明钢化玻璃底座，时尚
靓丽的外观也彰显着这是一
款颠覆性的电视产品。

周厚健表示，用户的消
费体验真正成为智能电视的
发展方向，“简单好用”成为
智能电视产业成败的风向
标。VIDAA 的诞生以及后
续 2 . 0 、3 . 0 的不断升级与
创新，能加快海信在市场的
竞争优势，突出海信的领先
地位，也能成为智能电视的
引导方向，肩负起用电视这
块屏给消费者带来愉悦的责
任。

吉利控股集团向雅安灾区提供 2000 万援助计划

首批捐赠 26 辆 SUV 用于抢险救灾

2 0 1 3 年 4 月 2 0 日 8
点 0 2 分，四川雅安发生 7
级地震，给当地人民的生命
财产带来重大创伤。为帮助
灾区人民度过难关，早日恢
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吉利
控股集团今天宣布向雅安
灾区提供 2000 万元的救灾
和灾后重建援助计划。作为
该计划的第一步，吉利控股
集团旗下吉利汽车和沃尔
沃汽车将联手向灾区捐赠
26 辆 SUV 用于抢险救灾
工作，这其中包括 22 辆吉
利 成 都 制 造 的 全 球 鹰
GX7 、英伦 SX7 和 4 辆沃
尔沃 XC90 车型。后续援助
计划将根据抗震救灾和灾

后重建的需求分步落实。
吉利集团在成都拥有

吉利和沃尔沃汽车两个生
产基地，致力于长期扎根成
都，为四川的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应有贡献，同时承担应
有的社会责任。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
李书福第一时间对灾区同
胞遭遇如此严重的灾害表
示悲痛和同情，向遇难同
胞表示哀悼。他说，危难
之际，全体吉利人心系灾
区，与灾区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我们愿与灾区民
众共克时艰，支持他们重
建美好家园。

21 日凌晨，吉利汽车

销售公司已做出决定，为
雅安地震中受损的吉利车
主提供“特别关爱政策”：凡
在雅安地区，因地震受损的
吉利各车型车主，前往当
地 4S 店进行维修，自费维
修部分(及保险不赔付的内
容 ) 将由吉利汽车全额承
担；同时，吉利汽车位于
地震灾区的所有 4S 店，为
灾区民众无偿提供避难场
所，并 24 小时为避难群众
提供免费餐食、热水、简易
医疗救治等服务，助灾区民
众度过难关。

天灾无情人有情，吉利
控股全体员工共同祈愿“天
佑巴蜀，雅安平安”。

“限塑”近五年
塑塑塑料袋仍满街“飞”
本报记者 张召旭

农贸市场>> 塑料袋免费提供，市场内有批发点
记者在市区几家农贸市场发现，商

贩依然向顾客免费提供超薄塑料袋。在
交运大市场，记者询问菜贩是否有可降
解的塑料袋时，一位卖菜的商贩一脸茫
然。记者在市场内注意到，几乎所有的
摊位前都挂着一些超薄塑料袋，这些塑
料袋都是免费提供给顾客，而且市场内

就有塑料袋批发点。
在该农贸市场附近有一处垃圾中

转站内，半数垃圾是塑料袋。垃圾中转
站工作人员介绍，垃圾站紧挨着农贸市
场，塑料袋根本避免不了。

在市场附近一处早餐店，店主用
白色超薄塑料袋盛热包子、豆浆、豆腐

脑等。记者在早餐店观察发现，仅有两
位市民带着保温桶来买热豆浆，其余的
都是用白色塑料袋装走。早餐店店主表
示，他的生意一直不错，一天要用好几
百个塑料袋。“有时候顾客嫌我们的碗
不干净，我们就给他套上袋子，一把白色
的塑料袋3元钱，共有200个，很便宜。”

就买4根黄瓜，随手拽了8个手撕袋
22日上午，在振兴路一家大型超市

内，一位市民在免费手撕袋支架上连续
撕下了8个塑料袋，但她只买了4根黄
瓜，把剩余的7个袋子直接塞进衣兜里。
记者发现，很多市民都有这样的举动。
在超市收银台前，一位结完账的女士将
购买的几瓶水和几包方便面放在手撕
袋中拎走了。“超市的购物袋要收费，手
撕袋是免费的，所以很多顾客都这样。”

超市收银员王小姐说。
在建设路一家超市，一位买大米的

女士撕下1个袋子把大米装好后，又撕
下两个袋子放在了购物篮里。还有一
位市民什么东西都没买，撕了几个袋
子装在兜里就走了。“袋子免费，我看
拿的人多，我也拿几个，在家里装东
西，用着比较方便。”有市民认为，超
市已经把手撕袋的成本算到商品里

去了，所以不拿白不拿。
城区一家超市的工作人员说，这种

现象经常发生，超市里平均每天要被白
拿上千个塑料袋。“除了免费的手撕袋
之外，超市收费的小号、中号及大号塑
料袋能卖出上千个，主要是很多市民买
的东西比较多，又没有准备购物袋，只
能买塑料袋用，而且这些袋子价格也不
贵。”

解决塑料袋问题，还需从源头做起
聊城市工商局一名工作人员介

绍，2008年6月1日国家实施限塑令后，
他们曾多次检查，发现超市、商场执
行得比较好，四年来塑料袋使用量确
实减少了。但农贸市场和小集市上的
塑料袋却屡禁不止。据他们调查，从
总体来看，限塑令实施后塑料袋的使
用量下降了很多。

这名工作人员还介绍，限塑令实

施近5年，他们组织过多次专项检查。
按规定禁止使用0 . 0 2 5毫米的塑料
袋，检查中发现使用不合格的塑料袋
便要没收。但检查过后，却容易反弹。

“我们只负责流通领域，如果要彻底
治理塑料袋问题，还要从源头做起。”

也有市民认为，塑料袋满天飞的
最根本原因，还在于市民绿色消费的
习惯还没有养成，更为绿色环保和方

便的取代物也没有得到普及。“毕竟塑
料袋的便利性还是无法取代的，有的
市民购物时确实忘了自备袋子，而有
的本来没打算购物，路过时发现有要
买的东西就买了，对顾客来说，塑料
袋的便利价值远远大于它的金钱价
值。”市民孙先生说，这些塑料袋并非
用完就扔了，会用来盛放东西、装垃
圾等。

超市>>

各方说法>>

4月22日是第44个世界地球日，还有一个多月，限塑令实施就5
年了，然而导致“白色污染”的塑料袋依然盛行。22日，记者走访城
区超市、农贸市场了解到，大量三无塑料袋仍然充斥市场。

22日，在交
运大市场，大多
数摊位前都挂
着塑料袋。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格相关链接

限塑令的由来
2007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
购物袋的通知》。这份被群众称为“限塑令”的
通知明确规定：“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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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6月1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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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不得免费
提供塑料购物袋”。

国家实行“限塑令”是为了限制和减少塑
料袋的使用，遏制“白色污染”。有关专家表
示，目前市场80%以上的塑料购物袋厚度都
无法达到要求，一般农贸市场提供的塑料购
物袋厚度在0 . 005毫米左右，大型超市和商场
提供的塑料购物袋厚度一般在0 . 015毫米至
0 . 020毫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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