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泡餐具“复出”
早已不受待见
消费者：应加强回收监管
文/片 本报记者 陈伟 实习生 吴起

C07
2013年5月2日 星期四 编辑：蓝峰 组版：洛菁

今日济南

96706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王倩 实
习生 张希月) 驾驶大货车撞死人后逃
逸，面对审讯，驾驶员拒不承认。而在此
前，民警已经提取了死者及嫌疑车轮胎挡
泥板上的DNA进行比对，将其锁定。

4月12日，党家庄镇吴家村附近发生
一起交通事故，一名60岁左右的老年人死
亡，肇事车辆逃逸。

民警调取附近监控录像，并结合调
查，锁定一辆绿色重型货车为嫌疑车辆，
但民警在这辆车上并没有发现可疑血迹。

民警再次调取了附近的监控录像，发现
一直有一辆黑色轿车跟在嫌疑车辆后边。

民警联系到黑色轿车驾驶员，据这名
驾驶员介绍，经过事故发生地时，他准备在
货车左侧超车，但这时听到了货车轧到东西
的声音，并且看到货车随后减速靠边。

民警来到重汽公司，依法提取了嫌疑
车辆轮胎挡泥板上的DNA痕迹。经鉴定，
确定死者DNA与轮胎挡泥板上提取到的
DNA的同一性。

4月18日，市中区交警大队依法传唤
鲁A40××挂重型货车驾驶员，讯问过程
中，驾驶员否认发生了事故。但面对充足
的证据，他最终无话可说。4月27日，市中
区检察院批准将其逮捕。

驾车撞死人逃逸

DNA比对将其锁定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张泰来)
5月1日早晨，山东省中医医院病房楼

下，一老人坠楼，等医生赶到，老人已经没
有了生命体征。

5月1日上午，记者赶到省中医医院
时，现场已经处理完毕。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目击者告诉记者，事发时间是早上7

点30分左右，当时他听到了“嘭”一声，接
着看见一名70岁上下的老年男子倒在了
病房楼下墙角处。

据这位目击者介绍，现场有人随即报
了警，医院急救医生也很快赶到了现场。
不幸的是，经过检查，老人已没有了生命
体征。

据了解，老人是从病房楼11楼西侧的
洗手间坠下的，记者询问周围多名市民，
均表示不认识老人。省中医工作人员也表
示，老人身上并没有穿医院统一的病号
服，经过简单核查，住院的病人也没有减
少，老人应该不是医院病人。

随即老人遗体被运离了现场，他的身份
和坠楼原因，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病房楼老人坠亡

经核查并非病人

5月1日，记者走访了省城
祝甸、洪家楼、芙蓉街等处的
10家小吃店以及七里堡和西
市场两个批发市场，并未发现
发泡餐具的“踪影”。所有正在使
用或者批发的一次性餐盒材质
均为PP塑料餐具，即聚丙烯。

“自1999年发泡餐具被禁

止使用之后，我们就没再用
了。”祝甸一餐馆老板段三全
介绍，他的店虽然不大，但是
每天也要用近300个一次性餐
具，都是聚丙烯材质的饭盒。

在洪家楼一快餐店，负责
人刘绍光说，发泡餐具的进价
便宜，是它受市场欢迎的最主

要原因，但是自从禁止使用
后，一些企业生产出来的聚丙
烯餐具价格也很低，而且安全
性比发泡餐具要好，所以现在
店里都用聚丙烯餐具。

在七里堡批发市场，销售一
次性餐具的老板王先生说，目前
市场上的一次性餐具均是PP材

质，型号有250、350、450三种。价
格可相差6倍，便宜的7分钱一
个，贵点的得近5毛钱。

西市场只有十多家批发
销售塑料或不锈钢餐具的店
面，其中有3家兼售一次性餐
盒，但存货数量很少，也没有
发泡餐盒的影子。

记者调查：市场难觅发泡餐具

在淘宝网上，只有一家临
沂的商家目前正在出售发泡
餐具，网站上详细写明了餐具
的型号以及价格。

网店负责人孔先生说，目
前店里正在销售的发泡餐具
型号有两种：HD-3B(中号)和
HD-1(大号)。如果买10万个
餐盒，每个约6分8，如果买10
万至20万个的话，价格是6分

2，20万个以上的话就是6分
钱。

“自从国家禁止销售发泡
餐具后，生意就一落千丈，原
来一天能卖几万元，如今几年
卖不了1万元。”

而在其网页的成交记录
里，“0”交易量也显得格外醒
目。“14年的禁令，让我们对发
泡餐具的前途有些悲观。毕竟

市场上已经接受了PP塑料餐
具，而且它们的价格很低，几
乎和发泡餐具一样，但是会让
消费者觉得更安全。”孔先生
说，如果为了每个餐盒节省几
分钱而造成顾客流失的话，就
太不值得了。

刘绍光介绍说，即便发
泡餐具解禁了，他也打算继
续使用PP塑料餐具，毕竟店

里的使用量不大。“虽然国家
解禁了发泡餐具，但是市民
对此的接受仍然需要一个过
程。再就是从价格、质量、认
可度等方面，PP塑料餐具都
更具优势。”

采访中，不少批发商以及
小吃店老板都表示，以后他们
还是会出售或者使用聚丙烯
材质的一次性餐具。

商家说法：不打算再使用发泡餐具

山东塑料行业协会相关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发泡餐具
自身的优势比较明显，物理性
能好、原料消耗少、性价比高、
可回收利用等，因此在禁令发
布之前，一直受到消费者的欢

迎。
“之所以禁止生产以及使

用发泡餐具，除了不够安全
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白色污
染。由于回收少，发泡餐具也
的 确 给 环 境 带 来 了 一 些 破

坏。”该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情
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发泡餐具
的安全性已被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食品安全所证明，符
合国家的相关安全标准。

此外，随着科技进步以及

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高，发泡
餐具的回收也逐步规范起来，

“如果能将发泡餐具大规模回
收再利用，可生产建材、涂料
等产品，就能变废为宝，这已
经被很多国家证明了。”

塑料协会：发泡餐具安全性已被证明

据公开报道：1998年发泡
餐具曾漂至葛洲坝，引起发电
机组故障。1999年，一次性发泡
餐具被列入淘汰落后产品，在
全国范围内禁产禁用。今年，
国家发改委以“发泡餐具使用
后可回收再利用、国际上许多国
家和地区一直在使用、能节约石
油资源”等多个理由，在修改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时，删除了

“淘汰产品目录”中的一次性

发泡塑料餐具，意味着发泡餐
具5月1日起合法回归。

发泡餐具的回归引发激
烈争论。在安全性问题上，代
表行业利益的中塑协曾公开
宣称发泡餐具无毒、健康，是
绿色产品。但国际食品包装协
会则驳斥：发泡餐具盛装含油
食品或使用微波炉加热时，可
能导致中毒。

正当此事达到争议最高

峰时，3月21日人民网、京华时
报等媒体以《450万元公关合
同意外曝光》报道了发泡餐具
的回归“内幕”。而应当代表公
众利益的发改委却沉默以对。

有意见认为，一次性发泡
餐具的回归，应该是一个让消
费者放心的回归，让环境不受
伤害的回归。

业内人士表示，发泡餐具的
生产必须尽快出台行业标准，明

确行业准入条件，并规范由原料
生产到最终成型的一系列环节
所应适用的标准，同时要警示、
告知消费者在哪种情况下餐盒
可以安全使用，哪种情况下餐盒
会产生有毒物质，以便保障消费
者的生命健康权。在回收环节，
要建立起废旧一次性发泡塑料
餐具回收再利用体系，以防止白
色垃圾对环境的污染。

（宗合）

格相关背景

发改委“朝令夕改”令人生疑

5月1日，被禁

14年的一次性发泡

餐盒正式解禁。然

而记者走访发现，

发泡餐具已在济南

市场销声匿迹。尽

管现在解禁，但众

多商家仍表示会继

续使用 P P塑料餐

具，而不会重新“拾

起”发泡餐具。

济南批发市场
及餐馆销售和使用的
仍是PP塑料餐具。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杨照君) “把钱交上去都快一
年了，煤气还是没来。”对于青后小区三区
两栋楼50余户居民来说，管道煤气成了他
们的心病。

4月30日，青后小区三区8号楼的居民
田先生介绍，去年6月，他们以及7号楼的
居民把每户三四千元的费用交给了物业。

“交费后燃气公司两天就把两栋楼的
煤气管道安装好了。”田先生说，家里装上
了煤气表，大家以为很快就能用上煤气
了。可出乎大家的意料，煤气迟迟不来。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解释，迟迟没有通
上煤气，是因为小区里几户住户管道发生
了变更，他们正在跟燃气公司协调。

“其中一户，本来厨房在北面阳台，
后来改到了南面，这样管道就得进行改
变。另一户不想用管道煤气，也不想让
管道从他家走。”物业工作人员说，他们
一直在做协调工作，争取在“五一”后把
煤气通上。

管道装好近一年

就是不通煤气

煤气表都有了，就是不通煤气。
本报记者 张泰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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