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段店、七里堡市
场，每双批发价3—5分。批发

菏泽包装点包装后销往
全省，每双卖2分8厘左右。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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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时不消毒

包装不戴手套
一次性筷子其实不卫生

“服务员，有一次性筷子吗？”21
日，济南山大南路一家快餐店内，柜
台上虽然摆放着可循环使用的消毒
筷，但不少用餐者主动索要一次性筷
子。前来就餐的王女士表示，这主要
是考虑别人未用，感觉比较干净。

事实真是这样吗？
19日下午，记者辗转找到菏泽东

郊一家一次性筷子包装公司，公司门
外没有任何标志，包装车间只是一栋
200多平方米的钢结构厂房。

厂房内各种装筷子的编织袋堆
积如山，三台机器正在运转。负责人
说，袋子里装的都是从东北运来的成
品筷，机器要对这些筷子进行包装。

门口小桌子上，摆放着各种薄塑
料包装袋，上面或印着“已消毒”、“高
温消毒”，或印有“广东东莞”的字样。
负责人称，包装袋都是在外边买的。

包装机运转的过程中，每双筷子
都被自动套上包装袋，然后弹落在地
上，工作人员每捡20双就用橡皮筋捆
成一捆。包装过程中，工作人员连手
套都没戴。

“这些筷子不用消毒吗？”对此该
厂负责人竟称，这些筷子都是刚进的
新货，很干净，不用消毒。

(本报记者 刘铭)

回收利用

几乎是空白

8月21日中午，东关大街一家餐
馆内人流如织，就餐完毕，食客碗筷
一放离开餐馆，服务员则将客人用
过的筷子直接扔到垃圾篓里了事。
餐馆老板表示，筷子很便宜，回收很
麻烦，再说也没地方处理，直接扔掉
是最省事的。

山东泉林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的
业务员王先生介绍，经过回收再利
用，—次性废旧筷子可以用来造纸、
做胶膜板等。“现在一次性筷子的使
用量不小，如果废旧筷子回收能形
成一个产业，相信前景也不错。”王
先生说。

据统计，我国每天就用掉近1亿
3000万双一次性筷子。这相当于近
100亩的林地遭到砍伐。

今年6月底，商务部等6个部委
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在城市的消费
集中区设立回收点。但目前，一次性
筷子都被当作垃圾处理，一次性筷
子的回收利用几乎是个空白。

(本报记者 刘铭)

小店用方便筷，一天成本仅8元

“一双一次性筷子按4分钱算，
一天大约有200人来我店里吃饭，
总费用才8块钱。”8月21日，济南
芙蓉街上，一家小餐馆的老板张先
生给记者算了一笔筷子的经济账，
“一个月下来也就200多块，比起雇
人清洗、消毒，省钱又省事。”

和张先生持相同看法的，还有
饮虎池附近一家烧烤店的老板。这
位老板说，店里忙的时候每天要消
耗掉三四百双一次性筷子。由于价
格便宜，这些筷子用完就扔，他也
从没感觉到心疼。

在省城东关大街，记者看到，
餐馆把散装的一次性筷子放在筷
篓内，有些有简易包装，但只是一
层薄塑料纸，没有标明厂家和生产
日期，有的则干脆是裸装。

记者走访发现，省城大部分低
档餐馆和路边摊，仍在使用一次性
筷子，中高档饭店则难觅一次性筷
子的踪影。

泺源大街上一家饭店的韩经
理说，他们很早就不使用一次性
筷子了。现在大约每月换一次新
筷子，旧筷子都当垃圾扔掉了，
店里有消毒柜和专职消毒人员，
碗筷每天消毒一次，一次两个多小
时。

韩经理计算，他们买的筷子每
双3元，按每张桌子放4双，店内15
张桌子的筷子得花180元，消毒用
电每天约3元钱，每月近百元，再加
上餐洗净、工人工资等费用，成本
要远高于使用一次性筷子，“但用
一次性筷子太掉档次了。”

批发商一次能卖十几万双

在济南，段店和七里堡批发市
场是一次性筷子的批零集中地，两
个市场内的数十家销售商，主导着
省城一次性筷子的销售。

记者在两大市场了解到，一次
性筷子的质量也有好坏，机器包装
的好些，也相对较贵，人工包装的
则要便宜些。筷子的批发价每双3
分到5分钱之间。

那批发商的进价是多少？在段
店批发市场，做一次性筷子批发生
意的李女士表示，她的筷子都是从
菏泽进的，每袋有7把筷子，每把25
双，略好些的5块钱一袋，平均每双
2分8厘左右。

李女士证实，一次性筷子大多

都销往市里的小餐馆，也有一部分
流向了周边县市和农村市场。

另一家批发商刘女士说，她最
多一次能发货十多万双，有的可以
用车去送货。

走在批发市场，不时能看到
有客户前来购买一次性筷子。在
省城营市街开餐馆的赵女士一
次买了2000双，只花了60块钱。
赵女士说，她经营餐馆已经有 5
年时间了，隔三岔五就来这里批
发筷子，忙时就打个电话让对方
送货。

不过在七里堡市场做生意的
王先生介绍，最近几年，一次性筷
子的销量相比以前降低了。

省内方便筷多来自东北

五六年前，菏泽曾是省内一次
性筷子的主要产地，仅成武县就曾
有近千家一次性筷子生产企业或
作坊。

随着木材涨价，菏泽的一次性
筷子生产商纷纷关门，目前成武只
剩下不到10家。这里转而成为一次
性筷子的销售中转站——— 筷子大
部分都由黑龙江、吉林、江苏、江西
等省购入，再销往省内各地。

菏泽市夹斜街是一次性餐具
批发“一条街”，8月19日，记者来到
这里，只见各种一次性筷子成捆成
袋摞满了各个狭小的门头房。

一家门店前，一辆厢式货车正
在卸货。店主张女士告诉记者，这
些都是从黑龙江进的一次性筷子
成品，在当地经过包装后运到这儿
的，“济南、聊城、临沂、淄博等地都
从我们这儿走货。”

张女士透露，从东北批发的成
品筷，平均每双2分钱，经她包装
后，卖给各地批发商的价格会再涨
一些。

成武县南鲁集镇赵爱刚曾经
做一次性筷子生意，两年前他的厂
子停产了。赵爱刚说，他干一次性
筷子5年时间，那几年每个村都有
五六家生产筷子的，开始也赚钱，
可木材价格提升，每方木材生产7
万-9万双筷子，加上工人工资，成
本约1600元甚至更高，基本不赚
钱，所以就停工了。

赵爱刚说，其他人的厂子也是
这样，有些设备转让出去，有的干
脆就当废铁卖掉，还有的改行做镟
皮、木皮合成。目前只剩下几家生
产杨木筷子的，还都是家庭作坊。
而在聊城莘县、济宁微山等地，筷
子生产商也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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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商务部近日再次牵头各部门下文，要求减少使用一次性筷
子，但它还是在低档餐馆或小吃摊上“大行其道”。一次性筷子从哪
来，每双价格是多少？比起普通筷子，它能为餐馆节省多少成本？

通过展示这条产业链，我们更能明白，消灭一次筷子并不是一
个文件的事。 ——— 张跃伟

靠什么消灭
一次性筷子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铭

省城一处小吃摊上摆着不少一次性筷子。

菏泽一处工厂，工作人员正在包装一次性筷子。

一次性筷子加工作坊。（资料片）

济南批发市场的一次性筷子批发点。

东北生产，销往菏泽，
每双筷子售价2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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