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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限塑令”实行将满 4 周年，执行情况不容乐观

市场、小吃摊罕见达标塑料袋
本报见习记者 孟凡萧 记者 杨淑君

聊城市工商局一名工作人员介
绍，2008 年 6 月 1 日国家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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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
这名工作人员还介绍，“限塑令”

实施近 4 年，他们组织过多次专项检
查。按规定，0 . 025 毫米的塑料购物袋
禁止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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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聊城市环保局了解到，他
们每年都联合聊城大学、地方社团、
环保组织在汽车站、商场等人流密集
地举办“限塑”等相关宣传活动，并取
得了不错的效果。

自“限塑令”执行以来，超
市塑料袋改为收费，在用量上
确实有一定减少，但超市的连
卷袋用量却猛增。

记者在多家超市走访发
现，塑料袋虽说是有偿使用，但
大多数顾客仍然“不差钱”，自
带袋子的是极少数，而且大多
是老年人。

记者发现几乎所有顾客都
用连卷袋，少则一两个，多则十
多个。干果、蔬菜、水果及肉类
食品销售区供消费者自取的

“连卷袋”，顾客可以随意扯，数
量不限。特别是在蔬菜销售区，
成卷的“连卷袋”一个接一个的
被消费者扯下来，有的消费者
甚至一次就扯四五个，他们不
仅用来装东西，还把袋子装在
兜里带回家。

20 日上午，记者在柳园路
一家超市蔬菜销售区看到，一
位老年人扯下四五个连卷袋，
其中几个袋子直接放进了兜
里，手里只留下一下。随后，记
者紧跟其后发现，这位老年人
在蔬菜销售区转了一圈后，只
用袋子装了一个茄子，手里拿
着一个甘蓝，称重后又撕下两
三个袋子套上。

工作人员介绍，由于“连卷
袋”是免费的，顾客大都随意
扯，特别是老年人。

记者在市区几家农贸市场发
现，超薄塑料袋依然向顾客免费
提供。在东昌路交运大市场，当记
者询问菜贩是否有可降解的塑料
袋时，一位卖鱼的商贩一脸茫然。
此市场内超薄塑料袋随处可见，
而且市场内就有塑料袋批发点。

20 日上午，记者在交运市场
南边塑料袋批发点以买塑料袋为
由，询问店主是否有可降解的环

保塑料袋时，店主称有几种，但当
记者要看看时，店主却拿了一把
黑色塑料袋，摸上去很薄，而且掉
色。

“‘限塑令’刚出台时知道，当
时工商部门查得紧，差点关门。”
塑料袋批发店店主说：“那段时间
市场上确实少了许多塑料袋，但
后来慢慢松了，许多商贩又来买，
现在又回到以前，生意越来越火

了。”在记者与店主交谈时，附近
一商贩买走了 10 多把塑料袋。

交运大市场工商办公室一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规定市场
内卖熟食必须用白色塑料袋，并
对市场内使用方便袋的商贩进行
过处罚，现在市场内已无塑料袋
批发点。但当记者提及市场南边
塑料袋批发点时，工作人员表示，
那家不在他们管理范围内。

路边小吃摊是限塑的“真空
地带”，由于小吃摊流动性强，管
理较困难，再加上消费者的不良
消费习惯，致使“限塑令”在此失
去效用。

21 日上午 10 点左右，柳园
南路一快餐车，四周都挂着方便
袋。一市民要了四元钱的菜，摊
主用两个塑料袋装好。“这么薄，
能把菜拿回家吗?”市民接过菜
后说。摊主随手拿了个塑料袋给
顾客“加固”一下。

据摊主介绍，一般一名顾客
需要两个袋子，有的买一份菜甚
至要四个，她一天八百个方便袋
都不够用。“一个塑料袋才两分
钱，顾客要，能不给吗？再说不用
方便袋，顾客怎么把菜带回家
啊？”

此外，记者走访市内多处便
民小吃点发现，大家都在使用超
薄塑料袋，有的甚至用超薄塑料
袋装刚出炉的烧饼和滚烫的粥。
甚至有的摊主用超薄塑料袋套
在碗上，并声称“这样既卫生又
方便，而且能减少刷碗环节，省
了不少事。”

不少顾客对此习以为常，有
的顾客担心店主刷碗刷不干净，
感觉还是套袋子更干净，吃得更
放心。

超市>>

有的顾客

多撕连卷袋带走

路边小吃摊>>

一天 800 个塑料袋

都不够用

农贸市场>> 超薄塑料袋免费提供，市场里有塑料袋批发点

到 2012 年 6 月 1 日，“限塑令”将迎来实行 4 周年的日子。几年来，“限塑令”在聊城执行
情况不容乐观，除了超市以外，市场、小吃摊几乎看不见达标的塑料袋。尤其是在菜市场，超
薄塑料袋使用率反弹，几乎回到了“限塑令”实行前的水平。

部门说法>>

解决塑料袋问题
还需从源头做起

在交运大市场，一位市民电动车上放满了用塑料袋装的物品。 本报见习记者 孟凡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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