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0 日，长春欧亚商都的超市收
银员刘晓丽为顾客结账时，不忘问一句

“需要购物袋吗？5 毛一个”。大部分顾
客没有异议。超市副总经理张慧琴计
算，这一天超市售出可降解塑料购物袋
4000 多个，加上商场其他部门以及超市
使用的手撕袋，数量极其可观。

欧亚商都是吉林省商业系统使用可
降解塑料购物袋的缩影。今年年初，吉
林省宣布在省内禁止生产销售和提供一
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塑料餐具，
成为全国第一个禁塑的省份。在推行禁
塑令的同时，吉林也在积极扶持生产可
降解塑料产品的聚乳酸产业，为破解

“白色污染”寻求替代之道。

具备先行先试条件

吉林省是禁塑的“有条件地区”。中
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有一批世界级
聚乳酸专家，其中包括该所生态环境高
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学术委员
会副主任陈学思等，研发的聚乳酸原料
树脂及其专利产品在浙江海正等地规模
化生产。聚乳酸的主要原料是玉米，吉
林是玉米大省，长春益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等企业用聚乳酸生产可降解塑料购
物袋、餐盒产品已投放市场，产业基础
具备。吉林省设立 1 亿元的生物质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重点项目建设。

但聚乳酸产业在吉林省是空白，如
何做好其中文章？吉林省发改委主任姜
有为认为可以从日用消费品，如购物
袋、餐具做起。“推动绿色发展需要生产
方式变革也需要生活方式变革，生产由
生物基原料制成的可降解产品是生产方
式绿色变革，使用可降解购物袋、餐具
属于生活方式绿色变革，生产、生活方
式绿色变革都需要法律政策方面的支
撑，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吉林省发改委两周召开一次可降解
塑料购物袋企业生产例会，研究生产和
市场形势，解决推广中的难题，检查指
导生产，交流市场经验。在政策制定和
实际推广中，起步很艰难。“早在 2013
年，吉林省就出台了支持聚乳酸产业发
展的意见，可谓起步不晚。”吉林省发改
委副主任宋刚说，“现在又赶上国家提倡
禁塑。我们找到了切入点：吉林省是生
态省，青山绿水、环境优良是我省生态
优势，实施禁塑令是为了保护生态。虽
然目前生物可降解材料成本比传统石油
基塑料袋、餐具高，但传统石油基产品
成本中没有包含政府环境治理的支出。
聚乳酸产业的发展将降低产品的成本，

绿色发展势不可挡。”
30 岁出头的姜龙在日本留学多年，

回国后创办了弗迪奈仕公司，听说吉林
省颁布“禁塑令”，就加快企业转型，由
生产传统不可降解塑料袋转型研发生产
可降解塑料购物袋。一切都在摸索之
中，原料配比摸不准，加工工艺没吃
透。他们虽然打开了长春最大用户欧亚
集团的市场，但交不出让市场满意的产
品。令他们难堪的是，弗迪奈仕公司副
总经理杨宏宇在欧亚商都买了东西，用
自家聚乳酸购物袋盛装，走到车前，底
漏了，东西洒了一地，引来围观者痛骂
商场。杨宏宇说自己“脸掉到了地上，
比骂自己的工厂还要难受。”有一段时
间，工厂遇到了困难，有人想 300 万元
买断，姜龙都曾动了心。

攻克质量不稳难题

吉林省率先出台“禁塑令”，让可降
解购物袋、餐具生产企业嗅到了商机。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集聚了 14 家聚乳酸
购物袋和餐盒加工企业，加上本地技术
改造的企业，可降解塑料制品生产企业
达到 20 家。从事聚乳酸产业转化研究的
同济大学教授任杰来到长春，惊叹聚乳
酸落地黑土地的浓厚氛围。

推广聚乳酸购物袋，吉林省在做两
件事。一是充分利用政策优势，尽快实
现聚乳酸袋对传统非降解聚乙烯袋的替
代；二是生产出市民满意的产品。吉林
省发改委协调有关部门加强监督检查，
执行政府令，对生产、销售提供不可降
解购物袋的企业严打严罚。对产品，提
高技术和工艺水平，生产出能够正常使
用的可降解购物袋。对厂家的约束主要
由吉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把关，行政与

经济手段并用，坚持既定标准，谁出问
题处理谁，各个部门全力扶持新生产业
的发展。

记者走访了长春市十几家生产企
业，每到一家都用购物袋盛满矿泉水，
再提起购物袋拎一拎，检验产品质量是
否得到了提升。弗迪奈仕公司找到了质
量欠佳的主要问题，他们通过与日本昭
和电工合作，开发新的原料配比，产品
质量得到迅速提升。车间主任说，现在
两班倒，人歇机器转。春节前这个企业
只有 30 名员工，现在是 180 人。研发、
质检、销售人员就有 70人。

陈学思是聚乳酸企业长春益田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很好地解决
了封口与敞口这一对矛盾，做到封口敞
口不冲突，增强了抗撕裂强度、拉伸强
度。目前吉林省已经解决了产品质量不
稳定问题。

可降解购物袋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
题，但推广半年来初见成效，市民已经
从消极对待到积极看待，市场平稳过
渡，形成应用趋势。吉林省购物袋和食
品袋的理论用量是 3 万多吨，今年前 6
个月只使用了 2052 吨，市场潜力还很
大。相关政府部门主动呵护产业发展，
优化环境。长春经开区国税局为入园聚
乳酸企业开辟办税绿色通道，专人辅导
固定资产抵扣税政策，开通流动办税服
务车上门服务。

做强产业 发力高端

聚乳酸产品成本较高，吉林省要发
展聚乳酸产业，不仅开辟新市场，还要
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才能将产业做大
做强。

王乙名，这位成功建立长春经济技

术开发区聚乳酸产业园区的发展局局长
对此很有体会，“长春经开区的产能达到
了年产 7 万吨，基本能够满足吉林省的
需求。问题是聚乳酸出身‘高贵’，仅仅
用来生产塑料袋显然大材小用，开发高
端、高附加值产品是其发展必然。”经开
区正在建设聚乳酸产品展示开发平台，
想通过这个途径助力企业升级产品。“聚
乳酸比传统的聚乙烯塑料产品贵，是基
于当前石油在五六十美元一桶的背景，
谁能保证石油价格一直维持在如此低的
水平？如果把聚乙烯的污染、碳排放、
处理塑料的费用等都计算进去，成本不
知道高多少倍。”

走进长春海正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展
室，琳琅满目的聚乳酸产品令人大开眼
界。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媛媛向记者介绍
橱窗里的婴儿套餐餐具、水杯、吸管、
饮料杯、食品盒、托盘等几十种产品。
她说现在主要产品是在浙江海正及其下
游企业生产，如果这里的市场打开了，
立马会在长春生产。在弗迪奈仕公司，
花袋花托、塑料袋抽等新产品面世，并
出口日本。

陈学思认为聚乳酸产品应用领域可
以横跨民用、医用到农用地膜等。“最高
端的产品是医用产品心脏支架。充分利
用聚乳酸坚硬和弹性特性做出的骨钉取
代传统的钢钉，在长春市高新区已经试
生产，在做临床试验。”同时，聚乳酸材
料是最理想的 3D 打印材料，意味着产业
起步是购物袋，大头在后面。其他用途
可能产生在汽车的保险杠，比现在 ABS
的性能和安全性要强很多。

吉林推广可降解购物袋、餐具的创
新实践意义重大。目前吉林省除了颁布
政府法令，即将通过地方条例最终以法
律形式确定下来，成为吉林老工业基地
振兴的一抹绿色。

大力扶持聚乳酸产业，为“白色污染”寻求根治之道——

吉林从“禁塑”迈向“代塑”
本报记者 李己平

日前，记者来到水口镇
清水村，村道、组道上除了泥
土外，竟看不到一处垃圾，农
户的房前屋后格外清爽干
净。清澈的荷塘前，村民邓
士清正坐在院子里择菜，她
面前摆放着两个标识明显的
垃圾筒。她高兴地介绍说，

“现在再也不为垃圾无处可
倒而发愁了，你看这个绿色
的是可回收垃圾筒，像家里
烟盒、塑料瓶、牛奶盒放进这
里，那个深蓝色的是不可回
收的垃圾，什么剩饭菜、烟
头、鸡毛呀都往那里倒。”她
一边说，一边将剩菜叶放进
垃圾筒。

“ 收 垃 圾 喽 ，倒 垃 圾
⋯⋯”听到喊声，邓大姐连忙
将两个垃圾筒拎起往外走，
组保洁员张凤桃接过垃圾
筒，检查后分别倒进电动车
上的大桶内。“村民先分类，
我们逐户甄别分开收集，然
后送到庄子里的棚式垃圾集
中点，由运输车统一运到镇
上的中转站。”张凤桃说，一
开始的时候工作量大，每户
要发垃圾分类的宣传单，告
诉村民们如何分类。如今，
村民们已渐渐养成了分类摆放、到点清倒的习惯，省时
省力多了。

待张凤桃将自己负责的 3 个村民组垃圾收集完了
以后，记者跟随他来到村庄垃圾收集点。约摸四五十
平方米的收集点里摆放着 6 个颜色不同的垃圾筒，因
为每只筒都带有轮子，张凤桃毫不费力地就把电动车
上满载垃圾的筒换成了空筒。而从其他收集点赶来的
箱式垃圾收集货车很快就将 4筒垃圾倾倒一空。

“这个村目前像这样的垃圾集中收集点水口镇已
建好 7 个，全村有 5600 人 1700 户，有 45 个村民组，按
照县里 300 至 500 个村民配备 1 名保洁员的要求，由
中标的保洁公司聘请 16 个保洁员，并给每个农户发放
2 个带有统一标志的垃圾筒，通过‘户分类、组保洁，村
收集，镇运转，市处理’的模式不让垃圾落地，实现乡村
保洁常态化、专业化。”在现场，县环卫所所长徐斌介绍
说，来安自 2013 年 9 月在全省率先推行农村环卫市场
化改革，将政府“直接作业服务”改为“花钱购买服务”，
目前全县乡村环卫保洁已覆盖所有集镇、美好乡村示
范点，今年又以水口镇清水村和张山乡桃花村为试点，
将市场化保洁延伸到村庄，打通乡村净化、美化最后一
公里。

安徽来安县水口镇清水村和张山乡桃花村 65 个
村民组一改往日“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臭味吸头
脑，苍蝇乱哄哄”的“垃圾围村”面貌，所有积存的垃圾
堆、垃圾沟清运干净，新产生的垃圾通过“桶装车载”统
一收运，处处呈现出天蓝、地净、水清的生态景象。

“试点成功后，我们将进一步总结经验，因地制宜
地在全县 2800多个村民组全面推开市场化保洁‘桶装
车载’模式，在政府前期投入、先期引导的基础上，探索
多元投入机制，拓展资金来源，将财政奖补、乡贤捐赠、
村民自筹等资金列入专户，通过建立环境卫生理事会，
形成村委会、保洁员（公司）、村民（代表）三方互相监督
机制，确保乡村常洁常净。”在张山乡桃花村晓庄组洁
净的农舍前，县城管执法局局长郭永付如是说。

安徽来安

：

让乡村垃圾不落地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韩先秀

7 月 25 日傍晚，记者走进河北保定市
刚建成的城市低碳公园时，彩灯照耀得这
座新型建筑多彩多姿、熠熠生辉。人们在
这完全用太阳能供给的清洁环境中享受着
优美的风景，流连忘返。公园负责人告诉
记者：“这是亚洲单体最大的光伏双玻组件
示 范 项 目 ，占 地 48 亩 ，墙 体 和 屋 顶 由
16000块英利自主研发的全玻太阳能光伏
双玻组件铺设而成，年发电量 360 万千瓦
时，节约标准煤1512.2吨，减排3714吨。”

保定城市低碳公园是该市创新清洁
能源使用形式的又一次实践。太阳能、地
热、沼气等低碳、无污染、可持续的清洁能
源，已成为保定市“低碳崛起”的载体。

保定是 2010 年入选全国首批 8 个低
碳试点城市的地级市。2006 年，保定首
次提出建设“保定·中国电谷”概念，并制
定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的战略；2007 年，

提出建设“太阳能之城”目标，加快推进太
阳能产品在城市生产、生活等领域的应
用。“中国电谷”和“太阳能之城”建设取得
阶段性成果，新能源和能源设备制造业不
断壮大，新型能源在城市基础设施和市民
文化设施中的应用不断扩展。2008 年，
保定出台《关于建设低碳城市的意见》。

多年来，保定致力于建立以低碳排放
为特征的产业体系，积极引导社会生活方
式向低碳转变。如今，太阳能光伏发电、
风力发电、高效节电、新型储能、输变电和
电力自动化等 6 大产业体系，将“中国电
谷”打扮得熠熠生辉，成为保定构建低碳
城市的产业支撑体系。目前保定全市新
能源企业超过 200 家，成为我国唯一拥有
完整新能源产业链的聚集区。

保定低碳城市建设的理念是：探索城
市经济以低碳产业为主导、市民以低碳生

活为理念和行为特征、政府以低碳社会为
建设蓝图的符合保定发展实际，节能环
保、绿色低碳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通过
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现代服务业基地建
设、绿色农业基地建设、传统产业改造、新
型能源开发利用、建筑节能改造、城镇集
中供热建设、农村节能普及、交通节能、碳
汇工程等 10 项重点工程，争取到 2020
年，万元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2005 年
下降 48％左右。

保定市低碳城市建设亮点之一是“太
行山光伏示范带”，力争光伏发电量到
2020 年达到 2000 兆瓦以上。同时，实施
企业“金太阳”屋顶工程，积极建设以分布
式屋顶电站为辅、兼顾分布式光伏照明的

“光储综合”型电站。目前，该市太行山光
伏示范带已建成和实施项目 39 个，总装
机容量 931兆瓦，居全省第一。

亮点之二是地热资源开发，规划到
2020 年地热发电达到 15 兆瓦，可替代标
准煤 36.8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87.6 万吨。
保定雄县与中石化新星公司合作推广高
效利用和采灌结合，回灌量达到开采量的
90%，实现了“只取热不取水”、维持热储
平衡的目标。

亮点之三是建筑节能推广，明确新建
住宅节能标准由原来的 65%提高到 75%，
新建建筑节能标准执行率达到 100%。累
计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400 多万平方
米，完成公共建筑及公共机构办公建筑节
能改造 30万平方米。

亮点之四是农村沼气利用。保定市
望都县柳陀村全村都用沼气点火做饭，沼
渣沼液成为有机肥。目前，保定市已有沼
气用户 40.5万户，年产沼气 1.3万立方米，
减排二氧化碳 6.28万吨。

争取到 2020年万元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2005年下降 48％——

河北保定谋划低碳崛起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刘 敏

吉林人不时髦、也不前卫，但在使用

可降解塑料制品方面，却干了一件很“超

前”的事，实属不易。

说不易，得说说使用成本。原来用石

油基的聚乙烯塑料袋 3 毛一个，现在要 5

毛钱。开始使用的时候，产品质量不稳

定，还得忍受种种的不便，应付“易漏”的

麻烦，很多市民不接受。记者查资料，在

欧美和日本这样经济发达的国家，使用聚

乳酸等可降解袋有倡导的，也有通过立法

或经济手段强制使用的。聚乳酸在欧美

主要是做餐具、刀叉、饮料杯、吸管、杯盖、

购物袋等生活用品。美国有 15 万吨的生

产能力，每年生产量超过 10 万吨。美国

有个别州法律规定必须使用可降解塑料

制品，企业不用可降解产品，职工都不让，

觉得自己的企业没有社会责任感。日本

原本鼓励少用石油基产品，企业必须在产

品上标明可降解生物基材料的比例，但在

日本经济危机之后，由于企业经营状况下

降，限塑进程慢下来。

我国用聚乳酸产品的基础已经形成，

云南、海南、江苏等地也在尝试推广可降

解塑料袋，浙江海正集团一家就形成了年

产 1.5 万吨的产能。目前，中粮集团年产

3 万 吨 聚 乳 酸 项 目 已 在 长 春 经 开 区 落

地。仅吉林省年塑料袋需求就达 3 万吨，

可见潜力巨大。

还得算算大账。传统的聚乙烯塑料

是人工合成的，使用大量稳定剂保证产

品质量，在自然环境下降解周期很长，

在土壤中一般200年降解，且降解后的污

染是永久的，对水源和土地的污染没法

用经济衡量。如果算污染账，聚乳酸真

的不算贵。

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必须立刻使用降

解的聚乳酸产品，但每个人都应该了解这

个账。小小塑料袋，牵动万人心，它是检

验现代人文明程度的尺子，昭示对人类未

来的担当和责任。

小 小 塑 料 袋 彰 显 大 担 当
李己平

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通讯员林荫报道：广东省林
业厅近日启动了“寻找广东最美森林”活动，以此为契
机，广东省将全面推进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大力建
设珠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和以湿地公园为主体的绿色
生态水系，到 2017 年，全省森林公园达 1493 个、湿地
公园达 180 个；力争到 2020 年，珠三角 9 市全部达到
国家森林城市的标准，建成全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群。

广东省林业厅厅长陈俊光介绍，广东省森林覆盖
率高达 58.69%，森林面积达 1.62 亿亩，森林生态效益
总值达 12062.8 亿元，林业总产值达 6336 亿元。目
前，广东已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区 270 个、森林公园 838
个、湿地公园 95 个，成为全国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
最多的省份。据不完全统计，2014 年全省森林公园接
待游客人数约 1.3 亿人次，创社会综合产值 180 多亿
元，直接旅游收入 26 亿元。目前全省有 300 多处森林
公园免费向市民开放，为市民提供了良好的休闲、健
身、观光和科普教育等服务，得到了社会广泛好评。陈
俊光表示，广东省将充分发挥各级政府以及社会的积
极性，依靠各地的自然条件建设森林公园。

广东建设国家森林城市群

在 长 春 欧 亚 商

都，超市正推广使用

来自生物基的可降解

塑料购物袋。

本报记者 李己平摄

7 月 23 日，浙江省桐乡市乌镇河道里，净化水体

的绿色浮岛成为水乡新景观。从 5 月份开始，桐乡市

全面启动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乌镇总计拆除违法建筑

和有碍观瞻建筑物 16.7 万平方米，绿化面积 4790 平

方米，治理河道 127 条，打造出整洁美丽的江南水乡

古镇。 徐 昱摄 （新华社发）

乌镇环境整治成效初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