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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B07

不送塑料袋没有客源，要送就只能送便宜货

五年后，农贸市场
仍是“限塑”盲点
本报记者 李涛

2008年6月1日，我国开始推行“限塑令”，禁用厚度小于0 . 025毫米的塑料购物

袋，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

如今，限塑即将满五年。记者走访城区部分商超、农贸市场、城区蔬菜销售

点、小吃摊等发现，厚度小于0 . 025毫米的超薄、“三无”塑料袋依然在菜市场里

“满天飞”；商超则控制得比较好，市民都使用收费塑料袋或自带购物袋。

买两头蒜也给一个塑料袋

28日中午，记者来到位于新
华路福寿街附近的福新园市场看
到，前来买菜的的市民络绎不绝。
每个摊位前除去摆放着新鲜的蔬
菜之外，还悬挂着大小不一的白
色塑料袋，这些塑料袋大部分是
超薄或“三无”塑料袋。摊主们一
边介绍菜价，一边向每一位前来
挑选蔬菜的市民递送方便袋。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一位市
民要购买大蒜，摊主递过一个白
色塑料袋。因为只买两头大蒜，

摊主将大袋子换成了一个相对较
小的白色塑料袋，称重后价格为
0 . 7元。

在福新园市场经营蔬菜批发
零售业务的一名摊主告诉记者，
大家都免费提供塑料袋，你单独
收费，同样都是卖菜的，人家自
然不会来你这边买菜，没有客源
了，你这买卖也就做死了。

一捆塑料袋4元钱，一捆一
百个左右，平均下来也就几分
钱，没必要为了几分钱将顾客拒

之门外。该摊主告诉记者，市场
上的商贩基本上都是免费提供塑
料袋，有专门零售塑料袋的，他
们都是一次性购买好几捆，用完
了随时可以进货。

在福新园市场，记者看到一
家批发零售塑料袋的摊点，根据
塑料袋大小、型号，一捆的要价
从2 . 5元到十几元不等。摊主告
诉记者，不同型号的塑料袋售价
不一样，市场内很多商贩都从这
儿拿货。

8元钱就能批发200多个塑料袋

在福新园市场一处水果零售
点，摊主告诉记者，限塑令刚推行
的时候，他也买了一大批符合国
家标准的塑料袋，差不多一把12

元钱，但用了一段时间后，大家又
开始使用普通塑料袋了；时至今
日，当时购进的塑料袋还有存货。

大家也想使用好袋子，简单

举个例子来说，用好袋子装西瓜
一个就可以，普通的袋子一般都
会再套上一个。该摊主表示，超
市里对塑料袋都收费，但在农贸
市场则行不通，一旦收费就很少
有人来买了。

在交谈过程中，记者看到不
少市民选购水果后都会要求摊主

在外面再套一个袋子，以防袋子
破裂，水果洒落。

该摊主告诉记者，他一天差
不多能使用两把塑料袋，一把一
百个左右；他使用的塑料袋都是
按斤购买的，每公斤14元，平均
下来一把也就4元钱左右，再算
到每个塑料袋上就微乎其微了。

28日下午，记者来到南下河市场，标有南下河市场字样
的塑料袋在摊位前随处可见。在生鲜水产厅，一位摊主一边
为海鲜换水，一边告诉记者，他们现在使用的都是市场管理
处统一要求的塑料袋子。大小型号不同价格也不一样，小的
10元100个，大的20元100个，摊主们买来免费提供给消费
者。

在大多数摊主按照规定使用标准塑料袋的同时，记者发
现也有部分商贩为贪图便宜使用价格低廉的塑料袋。

在蔬菜厅，一名商贩的摊位前挂着一沓标有南下河市场
字样的白色塑料袋，同时还有一捆没有任何标记的白色塑料
袋。摊主在向消费者售卖蔬菜时，用的基本上都是没有任何
标记的白色塑料袋。

记者以批发塑料袋为由与摊主进行交谈，该摊主告诉记
者，市场里规定统一使用塑料袋，但大家有时候会偷着使用
价格低廉的塑料袋，便宜的塑料袋10元钱能买5捆，每捆差
不多40个左右。而同样10元钱买市场里的小袋子才买100

个，考虑到成本，一些人就会偷偷使用便宜的袋子。

规范的市场也有人

偷用劣质塑料袋

西城名都地下室被淹俩月
物业和开发商都说责任在对方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秦昕
宋昊阳)潍城区西城名都二号

楼一单元的近二十户业主最近遇
上了一件烦心事，小区地下室从
两个月前就开始渗水。28日，记
者来到西城名都，发现原本好好
的地下室几乎变成了水窖，被泡
过的物品堆了一地。

28日，记者跟随业主王先生
来到西城名都小区二号楼的地下
室，刚进地下室，一股发霉的味
道迎面扑来，整个地下室的地面
都是湿漉漉的。在通往东侧地下

室的通道内，一床被子横在一间
仓库的门口，踩上去还能渗出不
少水来。

在地下室两侧的空地上堆放
着业主从仓库中搬出来的物品，
地下室东侧放着一些凌乱的水
管。顺着水管往里看去，东侧地
面上有一个坑，里面全是积水。

记者看到，有的业主为了防
止水进入自己仓库的门，在门口
处放置了沙袋，有位业主甚至自
己弄来水泥，将地下门缝砌了起
来。王先生告诉记者，前两天下

雨的时候没及时抽水，大概有二
三十公分深。

王先生告诉记者，渗水是两
个多月以前邻居告诉他的，后来
水越积越多，除了王先生家，整
个单元有将近二十户业主地下室
被水淹了。

王先生告诉记者，地下室被
淹之后，物业在这里挖了一个坑，
让地下渗出的水暂时存在这个坑
里，然后再用水泵将积水排出。

因为渗水问题，业主们曾经
多次找过物业公司，但物业始终
没给出解释和答复。杨先生说，
物业说正在组织人维修，正在联
系开发商，责任是开发商的，但
是两个月了一直在联系中。

随后，记者来到物业处，工
作人员李先生告诉记者，具体问
题由开发商来处理，现在正在协
调。随后记者又找到西城名都的
开发商华鹏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工作人员称不知道情况，物
业没告诉他们，那是物业的事，
一二期工程，早都交给物业了，
有协议，所有的事情都是物业负
责。

业主们认为，不管责任方是
物业还是开发商，希望尽量能解
决一下，这样相互推诿也不是个
办法。

对于地下室渗水的问题，业主们认为是开发商
建设的时候没有做好防水，或者是地下的管道破
了。虽然物业隔三差五用水泵抽积水，但是找不到
渗水的根本原因，只是治标不治本。

二单元业主曹女士告诉记者，其实地下室渗水
从去年春天便开始了，只是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严
重，对于地下室物品泡水，业主表示那都是小事，
业主更担心的是，长期受水的浸泡，会不会对楼体
安全造成影响。

记者发现曹女士地下室内的水印已经到了半腰深
的位置，曹女士很担心，“半腰深的墙体全部浸入水中，
时间长了墙体就泡软了，以后住在楼上都不安心。”

本报记者 秦昕 宋昊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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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水泡坏楼体

地下室积水很严重。

水线高达二三十公分。本报记者 宋昊阳 摄

人人 们们 对对
使使 用用 超超 薄薄
塑塑 料料 袋袋 习习
以以为为常常。。

本本 报报 记记
者者 孙孙 国国
祥祥 摄摄


	K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