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评论

□毛旭松

被禁14年后，一次性发泡塑
料餐具5月1日起正式“放出笼
子”重回市场。发泡餐具的“突然
解禁”引发诸多争议，公众担忧

“白色污染”可能重现。
一次性发泡餐具实际上一

直普遍用于餐饮行业，尤其在街
边的小餐馆里屡见不鲜，所以对
于这次解禁民众不免忧心忡忡，
既担心“白色污染”卷土重来，更
担心其安全性是否有保证。为打
消民众疑虑，发改委给出5条解
禁理由：一是其符合国家食品包
装用具相关标准；二是使用后可
以回收再利用；三是国际上许多
国家和地区一直在使用；四是可

以节约石油资源；五是社会环境
已经发生变化。笔者认为几个理
由值得商榷。

其一、“许多国家和地区一
直在使用”，这里所指的国家和
地区无疑指欧美等发达国家地
区。与之类比的言下之意是，一
次性发泡餐具不仅符合国内标
准甚至也跟国际接轨。但国际标
准不是不可以借鉴，怕就怕选择
性借鉴，于我有用就拉来与国际
接轨，于我没用就高呼中国特
色。退一步讲，即便欧美等国在
一直生产和使用，也要看到它们
是如何管理发泡餐具的。韩国有
专门针对一次性发泡餐具回收
的立法，澳大利亚建立了相应的
回收系统，日本已经开发出可以

耐125摄氏度的发泡餐具。而有
关专家测算，我国的发泡餐具现
有的工艺水平落后国外20年。

其二、“使用后可以回收再
利用”，不可否认，当前塑料回收
再生技术非常成熟，废弃发泡餐
具可以制成建材、涂料等多种产
品。国外经验也证明，回收利用
发泡餐具可以节约资源。但就现
状看，对发泡餐盒的回收，许多
人持悲观态度。垃圾分类推广多
年迟迟不见效果，很多城市也少
见分类垃圾桶，即便分类，保洁
车一起装车，垃圾又给混到一块
去了。所以，回收利用说起来容
易做起来难。

其三、“社会环境已经发
生变化”，14年的时间，人们的

素质有了普遍提高，随手丢弃
垃圾的行为也大幅减少，可仍
有相当一部分人陋习难改。可
以想见，方便廉价的发泡餐具
解禁之后肯定大受欢迎，谁也
无法保证白色污染是否将卷
土重来。时隔 1 4年，发泡餐具
依旧面临着如何降解、如何回
收利用、如何避免环境污染的
难题。

既然发泡餐具已经解禁，
那么科学的行业准入标准、有
效的行业监管和健全的回收
利用制度必须建立。一次性发
泡餐具的回归不应该是一个

“裸归”，应该是一个让消费者
放心的回归，让环境不受伤害
的回归。

发泡餐具解禁，我们准备好了吗 为加大本地读者评论力

度，形成关注烟台的良好氛围，

本报诚邀烟台市民针对烟台新

闻及各种社会现象，在互动版

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果您对烟台身边事觉

得不吐不快，对自己的经历

见闻有话要说，或者对烟台

城市发展有自己的建议，《我

有话说》栏目欢迎您的参与；

如果您读本报新闻后想谈谈

看法，《评报区》、《一家之言》

栏目也等着您。

稿件字数以500-1000字

为宜，择优刊发，稿费从优。

来稿注明姓名、地址、邮编。

投稿邮箱：qlwbqss@163 .com

征稿启事

@今日烟台

@今日烟台

烟烟台台微微信信圈圈子子 微微博博烟烟台台早早知知道道

名嘴说事

嬉笑怒骂

所谓理想，就是驱动你这
辈子活得跟别人不一样的强心
剂。所有的理想，最终都会归于
尘土，归于幻灭，这是定律。但
在昼伏夜出追捕理想的道上，
能让你脱胎换骨，能让你获得
独特的人生经历。仅此而已。你
觉得受骗了，那就是受骗了，你
觉得没受骗，那就没受骗。路都
是自己选的。

——— 刘原(专栏作家)

新闻：他们是纳税主体，他
们是消费主力，他们也是未来建
立橄榄型社会的主力军。但最近
十年，他们的收入水平不仅与富
裕群体的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增
幅也赶不上低收入群体和企业
退休人员……这个群体就是“白
领”。(广州日报)

点评：白领新解，工资“白
领”。

新闻：在经历了两周前创纪
录的跌幅之后，世界各国引发抢
金热潮，中国投资人购金热情更
是被引爆——— 业内预测，10天内
中国内地投资人就鲸吞了实物
黄金300吨，约占全球黄金年产
量的10%！(成都晚报)

点评：像买白菜一样买黄
金。

新闻：一位在饭店打工的服
务员对记者采访她如何看待“劳
动最光荣”时苦笑：像我们这些
临时工，一人干两人活，月工资
只有1200块，哪里能体会到光
荣？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理事
会会长纪宝成称，目前社会风气
存拥抱资本、疏远劳动、轻视劳
动者现象。(新华网)

点评：“五一”劳动节，也就
这天尊重劳动者的权利。

旅行中的学生洪流

□高克(芝罘区)

往返于烟台与青岛的K8254/
K8251列车上平日里的旅客并不
多，鲜有满座的情况，而劳动节前
后的火车上却挤满了人，并且大都
是来自烟台各高校去青岛旅游的
学生。节假日外出旅行是常有的事
情，而如此集中地从一个城市涌向
另一个城市的学生洪流，我是第一
次见到。

“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去过青
岛。”一位来自烟台大学的大三女
生说道。听上去，烟台的学生去青
岛旅游似乎成了一种潮流。青岛离
烟台不远，景点众多，知名度相对
较高，对于经济不太充裕又想旅游
的学生来说还是个比较不错的选
择。

“同学带我去了栈桥、五四广
场、极地海洋世界，还有石老人海
水浴场。这一天走下来腿都酸了，
可是并没有什么收获，觉得青岛没
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回来的火车
上有不少的学生发出了这样的感
慨。

同样是沿海城市，烟台滨海的
自然风景并不比青岛差，单从自然
风光的角度上讲，烟台的许多地方
更胜人群聚集的青岛。作为烟台的
学生，为何不从生活的地方开启自
己的旅程呢？虽然不同城市不同景
点的文化底蕴和自然风光有所差
异，但是旅行的意义是相通的。如果
没有学会旅行的方法，不曾懂得旅
行的内涵，不妨停下盲从的脚步，静
下心来思考一下心灵的归属。

□魏同山(芝罘区)

烟台市区街头，经常有小
学生斜挂着红色的条带，头
戴志愿者小红帽，怀里抱着
一沓报纸，向各位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售卖。当您看到
这些小报童时，不妨停下来，
微笑着买他们一份。当然，这
种销售是不盈利的，孩子们
得到的钱会直接捐汇给需要
帮助的人。

或许，几角钱对我们来
说是无所谓的事情，但对这

些孩子们，却显得很重要了。
卖报纸这件事的本身，就是
对孩子们的一种考验。他们
正处于身心发展迅速，性格
塑造的重要时期。让他们走
出学校，感受一下社会，会丰
富自己的成长经历。孩子们
喜悦地感受到“我可以帮助
他们了”。尽管他们得到的钱
微不足道，但可以使他们感
觉到社会的温暖，何尝不是
一件好事情呢？

就前几日的芦山地震来
说，孩子们可能还不清楚地

震的残酷性。在他们心里，或
许 只 知 道 那 里 的 人 需 要 帮
助。在学校里的爱国教育固
然重要，但通过义卖中得来
的体验，不可能从教材上，也
不可能从老师的口中获取。

当 我 们 驻 足 在 他 们 面
前，微笑地望着他们，孩子们
也同样会用喜悦的目光注视
着我们，然后清脆地说一声

“谢谢”。不经意间，这种爱心
已经传递下去了。我们希望，
这种爱心能够一代一代传下
去，永不停止。

让爱心代代相传永不停止

我有话说 人造古迹该休矣

□郭晓慧(开发区)

自古以来，烟台就是一个
文明富庶的地区。这里承接着
孔孟思想，延续着贩盐之利，
因此借助着发达的经济，建有
很多进步思想的古迹。经过岁
月的沉淀和风雨的浸蚀，这些
经历沧桑的古建筑具有重大
科考意义和艺术价值。

然而近来少部分县市区
为了增加旅游客源，提高地方
财政收入，占用土地，广建园
林，建造出一座座金碧辉煌的
现代仿古建筑。虽然巍峨壮
观，光芒万丈，但毕竟是现代
人用现代的建筑设备创造的。

凡是名胜古迹，都是当时
的人们综合考察各种因素费
工尽力，并且凝结了广大劳动

人民智慧结晶而出的杰作。这
些愈久弥新的建筑物，反映的
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风貌，
体现的是当时人们不畏困难，
战胜自然的信心和魄力。正是
这种信心和魄力，才是我们
烟台人民乃至中华民族恒久
相传的高贵品质。

人造古迹缺乏时代的艺
术性和创新性。凡是名胜古
迹，都是当时美学观念、物理
科 学 在 建 筑 业 上 的 重 大 体
现。这些建筑单单是一个房
顶，简单分类，就有的是庑殿
顶，有的是歇山式，这些流传
千年的建筑样式或是有严格
的象征意义，或是深入考虑
日照、风雨等因素，既体现了
华夏神州的伦理道德，又反
映了老祖宗勇于实践的探索

精神，这是人造古迹无可比
拟的。

人造古迹虽令人沉迷，
但是却没有感染力。举目一
望，我们烟台地区这样的建
筑或是在建工程还是不少。
相信这样的建筑，只会在一
段时间内有它的经济价值。
但是从长远来看，反倒是给
未来的城市发展带来了一些
障碍。首先，人造古迹的建造
维护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
力，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
费。其次，人造古迹的社会价
值不大，一旦面临拆除，巨大
的建筑成本又令我们难以下
手。再次，这种片面注重眼前
利益的发展观念，会给地方
政府带来畸形政绩观，影响
其他方面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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