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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覆蓋完地膜的耕地，白茫茫一片；這是覆
蓋地膜後的莊稼長勢，綠油油一片；這是收割後的
照片，如果回收利用跟不上，廢舊地膜就會堆積如
山，對環境產生嚴重的污染。」身在吉林扶余的全
國政協委員楊承志通過手機連線給參會人員展示了
幾張照片，給大家帶來了強烈的視覺衝擊感。
全國政協委員胡軍也深切感受到了農村地膜污染
問題的嚴重。「為了降低成本，目前應用的地膜多
以0.006毫米甚至0.004毫米的超薄地膜為主，回
收非常困難，殘膜污染十分嚴重，部分農田連續覆
膜長達十餘年，殘留量高達6千克/畝以上。『過
去是耕地之中看地膜，現在是扒開殘膜找耕地』，
地膜殘留阻礙種子或者作物根系生長，對作物苗期
生長影響很大。」
全國政協委員張廣東關注的是醫療機構白色污染
問題。「近年來，隨着衛生健康事業迅猛發展，醫
療領域產生的醫療廢棄物總量逐年增長，但醫療廢
物管理體制機制不健全，導致全國醫衛行業出現了
不少觸目驚心的白色污染事件。」

依法管控和宣傳教育兩手抓
對於如何應對來勢洶洶的白色污染，很多委員表
示，控源是關鍵。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
康樂建議擴大限塑範圍，將「限塑令」升級為「禁
塑令」，全面禁止生產和銷售無法回收的塑料產
品。重點監管生產企業，堅決取締製作不合格塑料
袋、農膜的生產和銷售黑窩點，杜絕這些不合格產

品的生產、流通和使用。同時，要堅持依法管控和
教育引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消費環節，加
強宣傳教育，營造綠色消費氛圍。樹立白色污染治
理『一盤棋』理念，推動白色污染防治宣傳進學
校、進社區、進農村、進企業、增強群眾對白色污
染的防範意識，營造健康的生活習慣。」
在全國政協委員江澤林看來，加強生產和流通環

節監管是做好「禁塑」工作的關鍵環節。他建議各
地、各部門依據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執行統一的執
法標準，實行全方位、全鏈條的市場監管。進一步
落實地方監管責任，明確執法主體，加強涉事部門
協調配合，加大「禁塑」監管執法檢查力度。
江澤林表示，應嚴厲打擊不符合標準產品和相關

生產、銷售、使用行為，特別是要把非標農用地膜
作為治理重地，堅決杜絕進入市場、鋪進農田。這
一觀點得到了楊承志委員的支持。「要讓國家農膜
強制性標準『長上牙』『帶上電』，對於超薄地
膜，讓不良商家由之前『偷着生產』『偷着賣』到
『不敢生產』『不敢賣』，控住源頭。」同時，楊
承志表示，建議各級政府應統籌安排涉農資金，對
回收加工處理農業白色垃圾的企業執行工業電價調
整為農業電價，減輕企業的負擔，確保回收利用企
業能正常運轉。
「鑒於中國目前正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

物污染環境防治法》進行修改，建議把白色污染防
治納入該法的調整範圍，為白色污染防治提供高位
階的法律保障。」全國政協委員沈開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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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白色污染防治重點戰打好白色污染防治重點戰

「在北極積雪中發現了微塑料」「全球
人平均每周攝入5克微塑料，相當

於一張信用卡的重量，吃入人體的微塑料對
人類健康構成潛在威脅」「在過去幾年裡，
科學家們在土壤、瓶裝水、海鮮甚至空氣中
都發現微塑料的存在」……連日來，有關塑
料污染的消息不時見諸報端，引起了社會各
界的廣泛密切關注。塑料在給我們日常生活
帶來極大便捷的同時，也給環境帶來新的污
染隱患。
中國是全球塑料生產和消費大國，隨着經
濟發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塑料製品的
用途越來越廣，用量越來越大，涉及面越來
越寬。數據顯示，目前中國規模以上生產企
業為7,000多家，塑料製品消費量由2008年
的不足4,000萬噸，增長到2017年的7,500
多萬噸，其中，地膜使用量由2008年的110

萬噸增加到2016年的147萬噸。
早在2007年，國務院辦公廳就印發了

《關於限制生產銷售使用塑料購物袋的通
知》（以下簡稱「限塑令」）；今年9月9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召開的第十
次會議，又審議通過了《關於進一步加強
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見》，再次發起大規模
應對塑料污染物的國家行動。委員們認
為，中國是開展白色污染防治較早的國家
之一，有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積
極成效。下一步關鍵是較真碰硬、狠抓落
實，重點解決法律法規不完善、監督管理
不到位、替代產品供給不足、社會參與不
夠等問題。
委員們建議，要強化源頭防控，提高生
產標準，嚴格執法工作，落實企業的主體
責任，杜絕各類違規產品流入市場。要擴

大治理範圍，禁止和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
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非標農用地膜
等，更加重視解決電商、醫療、海洋等領
域的白色污染問題。要加快替代產品研發
應用，推廣環保布袋、紙袋等非塑料品以
及松針、秸稈、玉米苞葉等包裝替代物。
要規範塑料廢棄物回收利用和處置，擴大

廢舊農用地膜回收試點，完善垃圾處理系
統，發展塑料再生行業。
同時，委員們建議，要強化政策支撐，通

過財政補貼、稅費減免、產業基金等手段，
加大對綠色產品研發生產、綠色物流建設、
智能化回收設施等項目支持。要完善法律法
規，修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增

加白色污染防治內容，加大懲罰力度。要重
視科學研究，加強各類白色污染的動態監
測，搞清楚白色污染的成因和機理，深化國
際合作，提出科學具體的防治方案。要廣泛
宣傳白色污染防治知識，增強公眾環保意
識，倡導「重提菜籃子、重提布袋子」，形
成人人參與、人人負責的良好局面。

推廣使用可降解塑料製品

「中國將對非環保塑料袋逐步由限制使用過渡
到全面禁止使用。支持企業生產出環保、質優、
價格合理的產品，以滿足『限塑』『禁塑』後的
消費需要。」全國政協委員劉志新的發言引發了
委員們對替代技術的研發和產業化問題的討論。
南樂縣是河南首個發出「禁塑令」的縣區，
2018年4月以來，全縣從單位到市場再到農業生
產領域梯次推進，至當年 10月 1日全面「禁
塑」，年減少白色污染50噸以上。「塑料袋是玉
米芯或玉米稈做的」「可降解」「埋在土裡會化
成水」……河南省政協委員李莉榮在南樂縣國家
生物基材料產業園，通過手機視頻連線向參會人
員展示了一場高科技下玉米變塑料的「魔術」：
從液態玉米澱粉開始，經過液態L－乳酸、液態
丙交酯、液態聚乳酸，直到以纖維、服裝、汽車
內飾材料、可降解農用薄膜為主的終端產品。一
條完整的生物基材料產業鏈也由此基本形成。傳
統「石油基塑料」極難降解，是造成「白色污
染」的「元兇」，生物基6個月之內就可以降
解。李莉榮認為，推廣使用可降解塑料製品有重
要意義。
「但產品成本較高、佔有市場難，剛性約束

小、推廣使用難，缺乏行業標準及扶持政策、企
業發展難成為其主要掣肘。」李莉榮表示。數據
顯示，生物基可降解塑料產品成本、價格較高，
約為常規的石油基塑料終端產品的1.5倍。從原材
料來看，源於秸稈、玉米芯等農作物的生物基聚

乳酸塑料顆粒每噸約1.8萬元，而石油基塑料顆粒
每噸約1.1萬元。「建議盡快制定國家標準、出台
『禁塑令』、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希望國家設立
相關研究課題，整合優秀人才，共同研發相關新
型材料。」李莉榮說。
「可以直接找有關部門，該享受的補貼政策一

定不能少。」汪洋主席鼓勵道，要積極爭取現有
相關補貼政策，《關於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
的意見》正式下發後，還會有利好消息，要做好
政策銜接。

加大可降解農膜扶持力度
全國政協委員、吉林省政協主席江澤林說：
「2015 年 1 月，吉林在全國率先實行『禁塑
令』，成效顯著。建議在法律層面，建立綠色生
產和消費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導向；在治理層面，
加大限塑、禁塑力度；在研發層面，加大財政、
稅收等政策激勵。政協系統要做治理白色污染的
踐行者、推動者和美麗中國的建設者、保護者。
吉林作為重要商品糧基地，應該納入整縣推進地
膜回收試點。」
全國政協委員李和躍圍繞加大可降解農膜扶持

力度提出實招。他建議出台更有力的產業政策，
加大科技投入，給予生產可降解農膜企業一定時
期的引導性資金補貼，使其盡快形成規模效應。
李和躍的建議得到農業農村部副部長張桃林的積
極回應。

近年來近年來，，隨着電商隨着電商、、快遞快遞、、外賣等新業態的迅速發展外賣等新業態的迅速發展，，白色污染防治問白色污染防治問

題變得日益突出題變得日益突出。。全國政協全國政協1212日在京召開日在京召開「「加大白色污染防治力度加大白色污染防治力度」」網網

絡議政遠程協商會絡議政遠程協商會，，分設河南分設河南、、河北河北、、吉林吉林、、海南四個分會場海南四個分會場，，五地政協五地政協

委員與相關部委負責同志遠程協商委員與相關部委負責同志遠程協商，，為防治白色污染謀對策為防治白色污染謀對策、、開良方開良方。。中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會上強調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會上強調，，治理白色污染是打污治理白色污染是打污

染防治攻堅戰的一場硬仗染防治攻堅戰的一場硬仗，，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促進社促進社

會各界牢固樹立新發展理念會各界牢固樹立新發展理念，，凝聚穩中求進凝聚穩中求進、、社會共治的共識社會共治的共識，，加強民主加強民主

監督監督，，有力有序有效治理白色污染有力有序有效治理白色污染，，確保黨中央相關決策部署落到實處確保黨中央相關決策部署落到實處，，

助力建設美麗中國助力建設美麗中國。。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任芳頡任芳頡 北京報道北京報道

■■近年來近年來，，廣西開展廣西開展「「美麗廣西美麗廣西，，清潔鄉村清潔鄉村」」活動活動，，將清除田間地頭將清除田間地頭「「白色污染白色污染」」與推廣農產品新技術相結合與推廣農產品新技術相結合，，發展觀光農業發展觀光農業，，許多鄉村再現許多鄉村再現
綠水青山綠水青山。。 新華社新華社

勿讓白色污染吞噬海洋家園
「海洋也正在成為塑料廢棄物的垃圾
場。」站在三亞海邊的海南省政協委員、中
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研究員李松
海通過手機連線告訴大家：「近期，中國科
學家乘坐『深海勇士』號載人深潛器在南海
某海域進行深海科考和探索時，甚至在
2,000多米的深海海底發現了成堆成片的塑
料垃圾。」
據國家有關部門監測顯示，2007至2018

年中國近岸海域海面漂浮垃圾平均數量密度
為3.5×103個/km2，其中約80%為塑料垃

圾，主要為漁網、塑料袋和塑料泡沫快餐盒
等，給海洋生命、生態系統帶來嚴重威脅，
還間接威脅着人類的安全。
全國政協委員、海南省政協副主席侯茂豐

表示，建議國家相關部門支持海南建立國家
級生物降解材料製品產業示範基地，授權海
南設立國家生物降解材料製品溯源檢測認證
中心。他的建議得到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
負責人的積極回應，稱將吸納其建議進一步
研究。
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海南省主委過建

春提出，應學習借鑒國外經驗，將垃圾分類
回收處理和資源化再循環利用升華為循環經
濟生產方式，實現從「資源—產品—廢棄
物」的傳統模式向「資源—產品—再生資
源」的可持續模式轉化。
多年關注生態文明建設的她，還從加快建

立和完善針對塑料垃圾減量和回收利用的循
環經濟法律體系、培育塑料垃圾回收利用的
產業經濟主體、加強塑料垃圾回收和資源化
利用的技術支撐體系建設等六個方面提出具
體建議。

在連線現場，李松海委員還通過手機向會
場發來海底垃圾的圖片和海洋遭受污染的視
頻。海洋環境和海洋生物受到白色污染的傷
害，讓參會委員感到震驚。李松海長期從事
海洋科學研究和海洋生態保護，曾在美國和
新加坡國際知名科研院所開展的海洋生物和
生態學研究。他神情嚴肅地說，白色污染正
在吞噬着人類和其他生物賴以生存的海洋。
他提出，要重視將基礎研究與海洋瀕危動物
及海洋生態環境保護的社會需求相結合，努
力開展科普宣傳工作。

■■玉米玉米「「變身變身」」塑膠袋塑膠袋：：中國生物基產業鏈有望遏制中國生物基產業鏈有望遏制「「白色污染白色污染」。」。圖為南樂縣國家生物基材料產業園圖為南樂縣國家生物基材料產業園
內內，，工作人員在製作分裝可降解包裝袋工作人員在製作分裝可降解包裝袋。。 新華社新華社

■■山東濟南舉行的山東濟南舉行的「「環境日環境日」」主題活動上主題活動上，，小學生在購物袋小學生在購物袋、、納涼扇上手繪納涼扇上手繪「「環保畫環保畫」」贈送民眾贈送民眾，，呼喚呼喚
人們摒棄塑料手袋人們摒棄塑料手袋，，消除消除「「白色污染白色污染」。」。 中新社中新社

■■白色污染正在吞噬海洋家園白色污染正在吞噬海洋家園，，海龜是塑海龜是塑
膠污染的最大受害者之一膠污染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