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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6月1日我国“限塑令”
正式实施以来，“限塑”在我国已经呼
吁了近 11年之久。尽管超市、商场的
塑料购物袋使用量普遍减少，但是，随
着电商快递、外卖等行业的兴盛，包装
盒、塑料袋及辅助包装材料等塑料制
品也日益泛滥。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
2018年全国快递业务量达到 507亿
件，超过美、日、欧发达经济体之和，规
模连续五年稳居世界第一，是第二名
美国的 3倍多，占全球快递包裹市场
的一半以上。
据中国塑料再生利用专业委员会

以前的统计，我国每天对塑料袋的使
用量高达30亿个，全年使用塑料袋重
量在 680万吨，每年消耗的包装袋价
值高达50亿元人民币，其中以塑料购
物袋为主。一个普通塑料袋的平均使
用时限只有 25分钟，但在自然环境
中，则需要200年才能完全降解。
依据“限塑令”，对于非法销售、使

用超薄塑料袋的，市场监管部门应予
以查处。但农贸市场以及早市的商户，
往往是小本经营，如果真按照“限塑
令”的标准去罚的话，往往会造成很大
的矛盾。观察人士指出，用惯了免费塑
料袋的便利，消费者主观上很难形成
主动带布兜购物的习惯，而商家更不
会牺牲消费者偏好，来承担少用或禁
用塑料袋的公共责任。
也有人认为，应该调动社会、市场

和消费者的力量，共同参与到塑料袋
的治理过程中。通过对塑料袋进行收
费，让消费者感到“肉痛”。同时，政府
也可以出台财政补贴政策，在超市、农
贸市场等地对使用环保袋的消费者给
予一定奖励，鼓励更多人养成随身携
“袋”的好习惯。

■新规
星级市场禁用免费塑料袋

从2017年开始，岛城开始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星级农贸市场创建活动。
根据青岛市2019年星级农贸市场

创建标准，经营秩序和环境卫生标准明
确提出，市场内不得销售使用不合格塑
料购物袋、不得销售使用厚度小于
0 . 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不得无偿提
供塑料购物袋，市场主要出入口醒目位
置制作设置“限塑”提示牌。市场内所有
提供塑料购物袋的摊位，要在摊位前设
置塑料购物袋标价牌。违反上述标准
的，每发现一次将扣除相应分数。
同时，今年创建标准新增了垃圾分

类方面的指标，市场须明确垃圾分类工
作责任人，配备垃圾分类指导员，按照
垃圾分类工作要求正确设置和管理垃
圾收集容器，公共区域统一配置带盖垃
圾箱，每个摊位内配置统一的垃圾桶。
根据奖励办法，市、区两级财政按

照1:1的比例给予综合奖补，五星级市
场80万元/处、四星级市场60万元/处、
三星级市场40万元/处。记者获悉，在
奖补的鼓励下，经过前两年的创建活
动，岛城已经有 80多个农贸市场“挂
星”，其他未创建的农贸市场，这两年的
参与度也空前提高。

■现象
参与创星，市场自发“限塑”

记者获悉，今年参与创星的农贸市
场，大都按照创建新规，自觉从“限塑”
开始落实。
作为岛城治理马路市场、实施退路

进市的范例，位于鞍山路和康定路交叉
口处的交运康定路农贸市场，2017年9
月正式开业。“目前每天日均客流量在
两万人以上，周末及节假日最高可达四
五万人。”交运康定路农贸市场副经理
王顺介绍，近一年来，市场仅自行投入
的改造维修费用就达 150余万元。随
着市场软硬件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
各项管理规章制度的日益完善，今年
正式确定参与星级农贸市场的创建和
申报。早在“五一”之前，该市场就向广
大商户发出了创建星级农贸市场的倡
议书，在落实“限塑令”、垃圾分类、杜
绝烟头、水渍等方面，确保经营秩序和
环境卫生达到星级标准。商户纷纷承诺
自觉做到不使用不达标的塑料袋，不提
供免费的塑料袋。
5月12日是周末又是母亲节，康定

路农贸市场的人气明显比平时更旺。
记者在市场看到，市场几乎每个出入
口都张贴了“限塑”的提示牌。在市场
正门处，还挂着醒目的横幅，上面写着
“本市场不提供免费塑料袋”。市场内，

每家商户的摊位上都挂着大中小三种
规格的塑料袋，上面印着该市场统一
的标识，并明码标价收费 3毛、2毛、1
毛不等。

■走访
塑料袋收费，多数人能接受

“现在塑料袋是收费的，需要塑料
袋装吗？”在康定路农贸市场一家水果
摊前，摊主给顾客称完苹果后问道。一
听说收费，看上去已经五六十岁的女顾
客有点迟疑，最终让商户把苹果放进了
自己携带的布袋里。在蔬菜区记者发
现，经常有顾客跟摊主交涉：“买了十几
块钱菜，塑料袋就算送的吧”。在一家售
卖莴笋的摊位前，得知塑料袋要收费，
顾客把已经削了皮的莴笋撂下，径直走
了，只留下摊主在无奈地摇头。
“有的市民很不理解，但大多数人
都还是能够接受。”商户贾青林说，以往
提供免费塑料袋时，有的顾客会提出让
多套一个袋子，一个是防止撒漏，再就
是回家后可以当垃圾袋使用。而塑料袋
收费以后，顾客自己对塑料袋也是能省
则省，有时候甚至自行把几种蔬菜归拢
到一个袋里。
记者在该市场也走访了部分市民。

有的市民认为，塑料袋收费带来了很多
不便，尤其是购买蔬菜、熟食以及海鲜
时，几乎每一种都要单独购买塑料袋，
增加了负担。“以前商场超市的塑料袋
也免费，现在不也都收费了嘛，慢慢就
习惯了。”也有不少市民表示。
随后的两天，记者又先后走访了交

运兴山路农贸市场、鞍山二路综合市
场、大连路农贸综合市场等已经评上星
级的农贸市场。与康定路农贸市场一
样，这里也不再提供免费的塑料袋，使
用的全是规格、外观统一的收费塑料
袋。市民对塑料袋收费有赞有弹，但多
数人还是表示能理解。

■调查
个别挂星市场仍在免费供

那么，岛城其他的农贸市场落实
“限塑”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记者发
现，早市以及不参与创星的农贸市场，
免费的塑料袋依然是敞开供应，甚至
有些已经“挂星”的农贸市场，也是依
然我行我“塑”。
5月13日早上，记者来到位于合肥

路和劲松七路交叉口的北村早市，两个
大棚下上百商户的摊点上，都摆着厚厚
的一摞塑料袋，任由顾客自行取用。提
及不提供免费塑料袋，部分商户甚至表
示诧异：“卖东西不给人家袋子，能行？”
也有的商户介绍，来早市购物的市民，
有时会为几毛的菜钱争执半天，“咱又不
是商场超市，哪能对塑料袋收费”。
辽阳西路和劲松四路交叉口的埠

西农贸市场，是市区东部占地面积最
大、客流量最多的农贸市场之一，也仍
旧为顾客提供免费塑料袋。不过大多数
商户的塑料袋，都不再是很薄的劣质袋
子，而是厚度达标的袋子，尤其是海鲜
区域的商户，提供的免费塑料袋更是牢
固耐用。“现在顾客都越来越挑剔，塑料
袋不好根本不稀得用。”一位售卖水果
的商户说。
青岛团岛农贸市场和青岛李村大

集农贸市场，都是去年刚刚获评四星
级的农贸市场。记者走访发现，这里虽
然也贴了部分“限塑”提示，但很多商
户仍提供免费塑料袋。在李村大集的
果蔬区和生肉区，基本上都有免费塑
料袋可用。
担心塑料袋收费会影响生意的商

户不在少数。“以前四个大馒头卖十块
钱，现在又加上塑料袋2毛钱，很多人
根本就没有零钱。”团岛农贸市场一家
商户说，如果坚持对塑料袋收费，时间
一长肯定会影响客流，还不如自己承担
塑料袋的费用，权当是薄利多销了。

没了免费塑料袋
逛市场还习惯吗
岛城星级农贸市场告别免费塑料袋，但仍有市场我行我“塑”

□文/图 半岛记者 马正拓

进入五月份以来，2019年青岛星级农贸市场创建工作正式
启动，市区将创建不少于40处星级农贸市场，其中一项标准是
不得无偿提供塑料购物袋。半岛记者日前走访发现，岛城部分农
贸市场已经开始严格落实“限塑”要求，只提供收费塑料袋，并按
照规格明码标价。但早市以及部分“挂星”农贸市场，仍提供免费
塑料袋。有的商户甚至担心收费会影响客流。此次“限塑”后，农
贸市场我行我“塑”的现象能否得到改观，仍有待观察。

■建议

应鼓励更多人随身携“袋”

仍有不少从农贸市场走出来的顾客拎着塑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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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路农
贸市场对收费塑
料袋明码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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