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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漫笔

我国“限塑令”有了升级版
□沈 栖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进一

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 》，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 由国家发改

委、 生态环境部印发颁布， 这标
志着我国 “限塑令 ” 有了升级

版。

《意见 》 明确 ： 到 2020

年， 率先在部分地区、 部分领域

禁止 、 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
产、 销售和使用； 到 2025 年，

塑料制品生产、 流通、 消费和回

收处置等环节的管理制度基本建
立， 多元共治体系基本形成， 替

代产品开发应用水平进一步提
升， 重点城市塑料垃圾填埋量大

幅降低 ， 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

制。

我国从 2008 年 6 月 1 日

起正式实施由国务院办公厅下发
的 《关于限制生产、 销售、 使用

塑料购物袋的通知》 （俗称 “限

塑令”） 明确： 禁止生产、 销售
和使用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

塑料袋； 超市、 商场、 农贸市场
只提供有偿塑料购物袋。 迄今，

大多数超市及农贸市场在经营

中， 各种非环保、 厚度不达标的
塑料袋依然风行， 且愈演愈烈。

有报道显示： 去年我国仅快递业
塑料袋使用就高达 147 亿个 。

显然， “限塑令” 没能形成实际

的震慑效应， 形同虚设。 制定一

部法令并不难， 难的是预料到该法

令可能引发的原意之外的后果。 倘

若一部法令一旦类乎 “稻草人 ”，

那么， 其后果比暂缓出台、 等时机

成熟再实施还要糟糕。 因为它会使
得法令的公信力以及法令的制定

者、 执行者的公信力受到质疑和挑

战， 潜规则也会随之悄然弥漫， 扰
乱正常的社会秩序。

经过 10 多年的实践， “限塑
令 ” 并没有真正落地 。 于是乎 ，

2019 年 ， 我国部分地区就 “限

塑” 问题结合当地实际又制定了实
施方案或实施细则， 如： 2 月， 海

南省发布了 《全面禁止生产、 销售
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实

施方案》， 7 月， 安徽省蚌埠市发

布了 《关于推广应用生物基可降解
塑料制品防止白色污染的实施意

见》， 吉林省还推出了中国首个省
级 “禁塑令” 等。 从这些地区媒体

反馈的信息看 ， 似乎并不尽如人

意， “白色污染” 依旧挥之不去。

我国 “限塑令” 实施了 10 多

年却 “限” 不了， 原因诸多。 人们
往往归责于一部分人囿于文明意识

薄弱， 没能充分认识 “限塑令” 对

保护生态环境的意义和作用。 这固
然在理。 但是， 倘若换个视角看问

题， 即： 塑料制品的生产、 销售量
连年攀升， 使用量居高不下， 说明

它在社会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 。

“限” 了塑料制品得有替代品， 才

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 。 据近期

《看天下》 杂志报道： 印度马哈拉

施特拉邦于 2017 年 4 月始实施严
格的 “限塑令”， 以减少塑料垃圾

对环境的污染。 在该邦首府、 印度
最大城市孟买， 民众目前已经开始

改变使用一次性塑料袋的习惯， 商

家也改用纸袋、 编织袋以及政府推
荐的可降解塑料袋提供给顾客。 该

邦全境一次性塑料袋的制造、 销售
和使用状况大为改观 。 上述 《通

知》 提出 “推广可循环、 易回收、

可降解的替代产品， 培育形成塑料
减量 、 绿色物流和循环利用新模

式” 不失为 “限塑” 的良策。

倘要彻底改变一种习以为常的

生活习惯， 除了社会动员、 说服教

育外， 还得有 “没商量” 的硬性制
度和包括清晰罚则在内的法律法

规。 恰如上述 《通知》 所明确规定
的： “将塑料污染防治纳入相关法

律要求， 及时制定完善相关法规制

度和标准， 推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执法 ， 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违规行

为”。 升级版的 “限塑令” 除了再
次明确执法主体外， 还就地方相关

监管部门人员配置、 监管范围作出

了相应规定 ； 不仅有 “限 ” 的内

容， 还有 “罚” 的条款。

可以预期： 这一 《通知》 一俟

全面实施 、 严格执行 ， 那么 ， 由
“限塑” 向 “禁塑” 的过度将指日

可待。

夜色中的陆家嘴 过一夫 摄

■名家茶座

疫情下公平正义最重要
□张魁兴

近日， 听到两个好消息， 一

是好多地方好多天没有新增病例

了； 二是湖北一线医务人员临时
性工作补助标准提高 1 倍 、 薪

酬水平提高 2 倍 ， 还有就是扩
大卫生防疫津贴发放范围， 确保

覆盖全体一线医务人员。 医务人

员在一线不分昼夜守护我们的生
命安全， 给他们增加待遇， 全国

人民都支持 。 战争年代善待军
人， 和平年代善待医务人员， 都

没有毛病， 一个理性善良的社会

都应该善待每一个守护我们安危
的公民。

这里我想问的是一线医务人
员中有没有临时工 ， 他们是否

100%获得应有的待遇呢？ 我想

应该是有临时工的， 因为哪个医
院都有临时工， 临时工工作还特

别积极， 而且上前线并没有要求

全是正式工， 但是否 100%获得

应有的待遇， 我就不敢肯定了。

中国历来的政策之光也照不到临
时工身上 。 临时工和正式工一

样 ， 都是战士 ， 都一样冲锋陷
阵， 如果在疫情当下待遇上还分

两种情况， 就让临时工和国人太

寒心了， 这个社会难道什么时候

都要分出个尊卑高下吗？

这个社会我们可以高喊 “共

产党员跟我上”， 但任何时候也
没有人说过， “你是临时工你可

以少流点汗少干点工作”， 多数
情况是让你和正式工干一样的工

作， 没有人跟你说待遇也一样的

问题。 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
问题。

疫情防疫战是全民战争， 是

全国各地都要打的人民战争。 除

了武汉需要医务人员支援外， 全

国各地的疫情排查也需要千千万

万的干部职工参与。 中国财政部

说， 每个从事疫情工作的工作人
员都有每天 200 元的补助 ， 有

人就担心未必能拿得到手， 你一
个干部还要补助， 不给你也不敢

去要 。 我想问的是这补助还给

吗？ 如果给吃财政饭的， 不吃财
政饭的补助谁给？ 农村参与疫情

防控的人多了， 如果都不给说不
过去吧 。 疫情下公平正义最重

要。 既然中央说过话了， 每个从

事疫情防控工作的工作人员就应
该有补助， 而且农村防疫人员也

不能少， 而且基层入户排查疫情
的人员是不是每人每天都按

300 元补助啊？

一个理性的社会就应该讲究
公平正义， 越是困难时期就越要

坚持公平正义， 社会才会给人以

希望 。 还说参与疫情防控的临时

工， 不只是要同工同酬， 我以为把

他们转为正式工更是社会的期待。

原本临时工的存在就是社会的不合

理， 在特殊时期我们要把临时工当
正式工使用， 就应该给临时工应有

的待遇， 这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设

计的应有之义。 同工同酬本来就是

法律的规定。 我大胆建议全国人大
或国家劳动人事部门， 在全国两会

召开时出台一个制度规定， 凡行政
事业和国企中参与基层疫情防控的

临时工都应转为正式工。 现在， 全

国人民特别需要一个震撼的制度设
计 ， 来提振全国人民的信心和干

劲， 中国不是干部正式工的中国，

中国是全国人民的中国， 临时工既

然干着正式工的工作就应该拿和正

式工一样的待遇。 这才是真正的公
平正义。

■法官手记

源头防疫
□黄思嘉

SARS 尚未在人们脑海中淡忘， 此次

新冠肺炎又汹汹而来！ 这是发自灵魂的拷

问： 天灾？ 还是人祸？

保护野生动物， 维护物种多样性在世

界范围内早已达成共识， 我国也概莫能
外 ， 1988 年即制定了 《野生动物保护

法》， 而且我国 《刑法》 也规定了相应的

刑事制裁手段。

然而， 全球范围内的野生动物保护现

状不容乐观， 相关的犯罪行为并未销声匿
迹， 每年都有调查报告反映某些物种濒临

甚至已经灭绝。 在我国， 一些地方集中收

购、 加工、 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相当猖
獗， 成为人尽皆知的 “秘密”。 此次新冠

疫情爆发后， 舆论把关注焦点集中到了一
个叫 “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 的地方，

一时间口诛笔伐、 民怨沸腾， 全国人大常

委会已经发布 《野生动物保护法》 的修改

稿， 并加快 《动物防疫法》 等法律的修改

进程。

我们不禁要扪心自问， 没有消费， 就

不会有杀戮？ 到底是什么助长了一个海鲜

批发市场公然叫卖 “天上飞的”、 “地上
爬的”、 “土里钻的”？

科学告诉我们， SARS 也好， 新冠也
罢， 其实原本只会感染特定物种， 不会主

动攻击人类。 比如说蝙蝠， 虽然身携多种

致命病毒， 但是从习性、 生存环境来看已
经尽可能躲着人类了， 从相貌、 肉量来看

应该对人类取食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可最
终人类还是直接从蝙蝠或者通过某些中间

宿主的野生动物那里感染了病毒。 不得不

说这是 “人祸”， 咎由自取！

从这个角度而言， 保护野生动物已经

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自然、 维护物种多样
性， 疫情敲响的警钟赋予了其另一层重要

意义———如果我们保护自然， 自然也会保

护我们； 如果我们继续破坏自然， 那么自
然就会打开潘多拉魔盒， 让死神降临人

间， 让悲剧重演。

所以， 保护野生动物， 不能仅仅依靠

法治， 更需要每一个人从内心重新认识自

然、 审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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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闲话

“口号”与“口罩”
□杨东鲁

“武汉加油！” “湖北加油！”

“中国加油！” 这是在阻击世纪罕见

的冠状病毒疫情战役中出现的频率
最多的几句口号， 每每听来看来，

给人一种精神力量。

要预防病毒感染， 口罩成了必

需的紧俏物资。 出于对这次猝不及

防的疫情的担忧， 也急切于 “一罩
难求 ”， 网上出现了另一种呼声 ：

“要口罩， 不要口号！”

有人还搬出了清代关于 “加

油 ” 的遗存 ， 诲人 “加油 ” 的由
来 。 说是嘉庆年间 ， 有一举人张

瑛， 一生为官 30 余载。 他最为重
视教育事业。 每到午夜交更时分，

他都会派两个差役挑着桐油篓巡

城。 如果见哪户人家有人在挑灯夜
读， 差役便去帮他添一勺灯油， 并

且送上鼓励。 而张瑛的儿子就是晚
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 其

意在讥讽喊 “加油” 者的无知。

我不知道， 喊口号是不是中国

的国粹， 我只感觉到， 喊口号的确
能起到凝聚人心、 鼓舞士气、 振奋

精神的作用。 北伐战争时期的歌曲
《打倒列强》， 抗日战争时期的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 》 的歌词就是用

“口号” 串成的， 至今唱起来还荡
气回肠、 热血澎湃。

口号属于精神层面的范畴， 和
物质是相互作用的。 中国共产党人

历来就十分重视精神的作用。 延安

文艺座谈会大会开幕式由宣传部部
长凯丰主持， 毛主席致开幕词。 一

上来， 毛泽东就语出惊人。 他说，

我们有两支军队， 一支是朱总司令

的， 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朱总司

令 ” 人人皆知是朱德总司令 ， 而
“鲁总司令” 倒是头一回听说， 经

毛主席解释， 与会者方知是指鲁迅
先生。 毛主席的意思是说， 一支是

武装的军队， 一支是文化的军队，

共产党要有文武两支军队。 可见在

毛主席心中 ， “精神部队 ” 何等重

要。

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 就有两条
十分耀眼的口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它

向全世界昭告， 中华民族将永远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 整个世界就是一个

命运共同体。

《英雄儿女 》 是我最爱看的电

影。 几十年过去了， 我清楚地记得一
个画面———英雄王成双手紧握爆破

筒， 一句口号———“向我开炮”。 有了

这样的英雄气概， 一切敌人都会败倒
溃去。 所以，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中

国人民志愿军彻底打败了美帝国主
义， 写下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传奇。

但评价口号也要一分为二， 有些

口号是畸形的 “特产”， 比如 “宁要
社会主义的草 ， 不要资本主义的

苗!” “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 不
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 “宁要社会

主义的晚点， 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

对于这类违反事物发展规律的 “特

产”， 荒诞奇葩， 应该写进反面教材，

作为历史教训。

在这次防疫工作中， 也出现了一

些有失文明、 不太人性化的口号， 比

如 “出门打断腿， 还嘴打掉牙！”。 类
似的口号显得粗鲁、 暴力， 属于 “咆

哮体”， 倒人胃口 ， 令人不寒而栗 ，

虽能吸引眼球但不值得提倡。 对于这

样的口号， 应该带上 “口罩”， 以防

传染和扩散。

我想， 所谓口号， 也就是从嘴里

说出的一句话， 只不过这句话频率高
一点， 代表了一种价值取向， 代表了

大多数人的诉求和呼声吧， 比如 “为

人民服务！” 比如 “武汉加油！” “湖

北加油！” “中国加油！”

其实 ， “要口罩 ， 不要口号 ！”

本身就是一句口号。 但我觉得， 除了
口罩， 还要有必胜的信念。 由是， 应

该这样喊： “要口罩， 也要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