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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过度包装应“瘦身” 每年三月植树节前后，许多单位都会组织干部

职工去植树。然而在一些地方，树苗栽好以后，就

不再过问它们的生长情况，导致树木成活率不高。

植树造林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工程，俗

话说“三分栽树七分管”。刚栽下的树苗需要悉心

照顾、培植，要栽管齐抓，切莫重栽轻管或只栽不

管。为此，笔者建议应加强对植树造林的后期管理

工作，确保林木的成活率，使其真正发挥效益。

一是要落实管护责任制，将每棵树的管护责任

落实到人，制定具体可行的林业生产奖惩措施，健

全检查验收机制和以奖代补的激励机制，真正调动

干部群众植树造林的积极性；二是进一步深化林权

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和完善林木管护机制，加快林

地流转步伐，密切管理者与林木收益的联系，从根

本上解决重“栽”轻“管”的问题，巩固造林成

果；三是要加大爱护树木宣传力度，以提高全民的

爱树护树意识，使大家心中树立“爱护树木，人人

有责”的观念，确保树苗成活。

（山东成武县 李启恩）

日前，笔者在一家超市看到一盒精美
的铁观音茶叶，标价 690 元/400 克，其包
装有真空锡纸、封釉瓷罐、花纹木盒、手提
袋等四层。而在该超市散装销售区，同品
质茶叶售价为 304 元/400 克。过度包装，
不仅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侵害消费者利
益，还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助长了奢侈之
风。笔者认为，整治过度包装应做好三个
方面工作：

一是做好立法立标工作。遏制商品的
过度包装，最有效的手段还得靠法律法规加
以刚性约束，使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有法可
依。国家要修订包装标准，明确过度包装的
标准范围；同时抓紧出台《限制商品过度包
装条例》，对经营者的违法行为进行追责。

二是加强规范企业标准。行业协会应
引导企业承诺不过度包装，并根据相关国
家标准、法规，结合行业自身的特点，制定

有效规范过度包装的企业标准。
三是发挥经济杠杆作用。通过征收包

装税，提高过度包装商品的生产成本；通过
规定过度包装生产企业应承担包装废弃物
的处理责任，加大企业运行成本。从政策
上鼓励简包装与绿色包装，并做到包装可
以循环或者可再生使用。通过税收与政策
导向，引导企业自觉抵制过度包装。

（福建尤溪县工商局 林长煌）

用法律法规加以刚性约束用法律法规加以刚性约束

近年来，商品过度包装问题日趋严
重，其中食品、保健品、烟酒是重灾区。
笔者在市场上发现，同样的商品变换包装
就身价大增。例如，在一家白酒专卖店，
同等度数同等窖藏年份的白酒，把玻璃瓶
包装换成瓷瓶，再加上一个豪华的外包装
盒，售价就提升了近 500元。

不可否认，设计新颖、美观大方的商
品包装，有利于商品销售，但是，有的包
装材料中含有大量难以降解的塑料，会对

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另外，过度包装还
使得一些消费者盲目攀比，形成注重外
表、忽视实质的消费心理，反过来又刺激
生产商提供更多华而不实的商品，造成恶
性循环。长此以往，吃亏的还是消费者。

笔者认为，要有效遏制过度包装现
象，需要政府、企业及消费者共同努力。
具体来说：一是要完善法规和行业标准。
目前，《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
和化妆品》 国家标准已经实施，这为治理

商品过度包装提供了依据。但对药品、
保健品及其他商品的包装标准还存在空
白，应尽快完善。二是建立包装回收机
制。为废弃包装材料等资源回收利用提
供价格、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回
收包装废弃物。三是加强宣传。引导消
费者树立理性和绿色的消费观念，使其
更加注重商品质量，引导企业更加关注
产品质量的提高。

（江西新余市渝水区 廖海金）

过度包装太浪费

前不久，母亲生病住院，许多亲戚好友
带上各种包装精致的保健品赶来探望。大
家的心意是美好的，只是这些礼盒的内容
却不像它们的包装那样美好。比如一种西
洋参口服液，精美的礼盒打开之后，里面只
有两小瓶浸着洋参的口服液，其余全是绸
布、塑料、泡沫等。这些华而不实的外包
装，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误导了消费观
念，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笔者认为，要让过度包装在市场上无

立足之地，需要多管齐下。首先要制定一
个明确的标准，界定什么是过度包装。其
次是要立法，做到有法可依，但是最重要
的，还是要转变消费观念，破除“面子”
心理。

华丽的包装可以提升“面子”，正是这
种“爱面子”的心理助长了过度包装的不良
风气，为希望通过过度包装谋取暴利的生
产企业提供了成长的温床。因此，遏制商
品过度包装，必须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

要大力倡导理性消费，通过家庭、社会、学
校及媒体的参与，让消费者认识到过度包
装的危害，在全社会树立起理性消费、适度
消费、绿色消费的理念。此外，我们每一位
消费者都应从自身做起，拒绝过度包装，提
倡减量包装，让过度包装产品失去市场，迫
使企业生产减量化的产品包装。没有了消
费需求，过度包装的商品自然也就能得到
有效的控制。

(江西九江县 董 芳)

关键在于转变消费观念关键在于转变消费观念

化解产能过剩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工作重点。
3 月 8 日 《经济日报》 刊登的 《“走出
去”化解过剩产能》 一文，提出了以

“走出去”的全球化视野化解产能过剩
的新观点。笔者读后感到深受启发。

第一，化解过剩产能要有全球化视
野。通过“走出去”，巩固扩大国际市
场，拓展对外投资合作。在全球范围内
开展资源和价值链整合，加强与周边国
家及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合作，采取多种
形式开展对外投资，建设境外生产基
地，提高企业跨国经营水平，拓展国际
发展新空间。

第二，化解产能过剩必须构建与经
济全球化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以共
赢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产能的重新配
置或转移，助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

第三，运用“走出去”化解过剩产
能，从全局和长远来看，对于正确引导
投资方向，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保
持 国 民 经 济 持 续 健 康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意义。

（湖南长沙市曙光中路 杨孟著）

以全球化视野

化解过剩产能

3 月 14 日的 《经济日报》 第八版
《盼天更蓝水更清》 一文，通过对普通
老百姓的采访，表明了全社会治理环境
污染问题的决心。

近年来，环境治理问题成为人们关
注的重点话题。笔者认为，环境污染的
背后存在着发展方式、产业结构等多种
深层次问题，应找准病根、对症下药。
在环境保护理念上，我们要统一思想认
识，采取多种宣传教育方式，提高大家
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应明白治理
环境污染问题,人人有责，每个人都应
作出努力。政府应转变发展理念，同时
监管要到位；企业应承担起社会责任，
努力转型升级，减少排放；公众应该从
日常生活做起，从点滴做起，努力减少
污染。相信只要我们所有人都能行动起
来，我们所期盼的天蓝水清的梦想就一
定能实现。

（湖北黄梅县黄梅大道 张 康）

天蓝水清不是梦

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技术
工人对促进工业化发展、提升国家竞争
力的作用愈加明显。3月 11日 《经济日
报》“两会特别报道”版以 《从“农民
工大国”迈向“技工大国”》 为题，提
出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作用，加快培养
高技能人才，逐步解决“技工荒”问
题。文章既有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宏观解
读，也有来自基层一线代表的真知灼
见，采访深入、视野开阔。

笔者认为，建设技工大国，是一项
社会系统工程，不仅要在提高工人特别
是技工待遇上着力，还需要在全社会形
成尊重劳动、崇尚技能、争当高技能人
才的良好氛围。政府部门应把加强职业
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多方加大资金投
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教育部门应规
划好职业教育蓝图，使职业教育培养出
大批专业对路、社会急需的各类技术工
人，满足社会对多层次技术工人的需
要；企业应广泛开展岗位练兵、技术比
武等活动，拓展职工技能成长、发展的
通道。

(江苏宿迁市 杜凤坤)

加快培养技工人才

植树切莫重“栽”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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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目前，市场上许多商品的包装设计精美、样式独特，但也有一些商品存在过度包装问题，这不仅让消费者花了冤枉钱，

而且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许多读者来信表示，遏制过度包装，不仅是净化市场、保护环境的现实要求，更是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的必然举措。

一些读者来信反映，生活中常常遇到
商品过度包装的问题。商品过度包装不仅
浪费资源，也使商品价格虚高，侵害了广大
消费者利益，同时也助长了攀比消费心理
和送礼歪风。读者来信希望坚决杜绝过度
包装，并对有效治理过度包装提出了建议。

贵州关岭县发改局的姚启超来信说，
普通消费者购物看重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
和产品质量。建议推行商品与包装分开销
售的方法，让消费者自行选择包装。应赋
予消费者对商品过度包装不予购买的权
利，倒逼生产企业改进包装。

江苏泗洪县委的董亮认为，糖果的过
度包装已经成为商家们的一种产品营销策
略，特别是喜糖的包装越来越华丽，金属花
篮、首饰盒、陶瓷碗、玩偶等样式的喜糖盒

层出不穷。建议在喜糖包装的空隙率、包
装层数和包装成本等方面出台相关规定。
并对消费者进行引导，提倡简约、朴素、理
性、低碳的消费观念。

山东莱州市文昌路街道的刘国利、江
苏沭阳县东小店乡的赵登亚认为，现在很
多食品的包装看上去很精美，实际上这些
色彩鲜艳的原料，不仅有可能污染包装物
内的食品，包装丢弃后还污染土壤、水源，
应大力提倡简易包装。

河南郑州市中原西路的薛培政认为，
要制定相关的管理条例或办法，从法律层
面上对商品包装予以规范，从而有效遏制
过度包装。行业协会和生产企业监管部门
要制定适合本行业、满足商品基本包装要
求的包装标准，并督促生产企业严格按照

法规要求和行业标准进行包装。工商管
理、技术监督等部门要加大对商品流通和
销售过程中的监管。

湖南桃江县松木塘镇的朱金良认为，
治理商品过度包装，需要政府主管部门、行
业、商家及广大消费者多方协力。既要尽
快出台遏制商品过度包装的法律法规，还
要正确引导消费者牢固树立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的消费观。

山东济南市平阴县委党校的朱峰来信
说，网购日渐成为百姓的消费时尚，但是消
费者在收到一个个“宝贝”的同时，也会对
堆满角落的大小包装纸箱而烦恼。建议包
装行业为快递商品开发统一的、可回收利
用的包装盒、袋。

安徽合肥市潜山北路的左崇年认为，

人 们 的 消 费 观 念 、消 费 模 式 、攀 比 心
理 、从 众 心 理 让 商 品 过 度 包 装 仍 有 市
场 。 建 议 制 定 全 国 统 一 的 绿 色 包 装 标
准，同时，监管部门要督促生产企业严格
执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驻马店市分行的席
富强、江西九江县的陈雅来信说，过度包装
之所以屡禁不止，是因为它有着强大的市场
需求。治理过度包装，各级党政机关要严格
按照中央要求，坚决杜绝公款消费，减少过
度包装商品的消费需求；另外，对过度包装
问题实行严管重
罚。只有全社会
的共同努力，过
度包装问题才能
够得到解决。

治理过度包装 拒绝“美丽浪费”
本报记者 欧阳梦云

近年来，国家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投入很

大，很多地方的水利水系得到了改善，农村山塘水

坝水库等也进行了提质改造，农村水源问题得到了

改善。然而，一些在农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支

渠水沟水圳等建设却没有及时跟上。这些支渠水沟

水圳，有的由于劳力缺乏无人修，有的由于采用机

械化作业没法修，有的由于涉及到不同的村组范围

没人组织维修。

笔者认为，应对农村支渠水沟水圳进行全面整

修。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支渠水沟水圳，合理利用

资源；加大对支渠水沟水圳整治疏浚的投入，引入

补偿机制，以奖代补，提升积极性；动员农民群众

利用农闲时节，搞好支渠水沟水圳整修；在水利水

系规模工程建设中，切实关注附属设施和末端水系

建设；提高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抵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使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湖南长沙市望城区 谭铁安）

农田水利支渠建设需加强

笔者的老家在贵州省西部六枝特区的一个少数

民族聚居村庄，处于贵州贫困区的边缘地带。在这

里，医护资源相当匮乏。平时，村民有个头痛脑热都

会找当地少数民族的巫医救治，可遇到严重的病就

束手无策了。遇到急病，村民只能徒步前往乡镇卫

生院看病，但从家到卫生院的距离有 10 余公里，加

之山路崎岖，有个别人家还要坐船渡河，行走极为不

易且路途危险。由于村民缺乏医学知识，加上村里

常用药的短缺，一些原本可以当场医治的病却延误

了最佳治疗机会，小病拖成了大病。村民经常感叹，

要是村里能有个卫生院或者驻村医生该多好啊！

笔者期盼，政府能够进一步加大对基层医疗事

业的投入，特别是人、财、物的投入。一是要大力宣

传普及医学知识，让农民有一些基本医学常识，防止

盲目就医。二是改善农村医疗机构基础条件，升级

更换与农村常见病相关的医疗器械。三是健全农村

医疗管理体制和保障机制，健全乡村卫生室、乡镇卫

生院、县区医院三级就诊信息网络，让农民可以有选

择地就近就医，开辟农村医务人才培养通道，让医务

人员“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

（重庆市九龙坡区金凤镇 庞晓婕）

希 望 有 个 驻 村 医 生

在日前举办的北京国际礼品展上，一些老字号茶企摒弃了华丽的包装，以简单却不失传统特色的设计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3 月 18 日，四川泸州市龙马潭区特兴镇农民利

用晴好天气收获并加工芽菜。芽菜是川南特色菜

品，今春龙马潭区芽菜产量预计达 3500余万斤。

刘传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