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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9 月 3 日电（记者周颖、
关桂峰、黄垚）农贸市场里，每个摊位前
都挂着一堆塑料袋，几头蒜装一袋，一把
小白菜装一袋，买一趟菜下来，用上十来
个塑料袋很平常；生鲜电商上买个菜，各
种蔬菜被塑料网套、保鲜膜、塑料盒等包
裹得严严实实……

9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正式施行，新固废
法明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坚持减量
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原则。各地近来也相
继推出了新版“限塑令”。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从 2008
年 6 月 1 日开始实施“限塑令”至今，一
段时间内，不可降解塑料袋的使用有所
减少。但近一两年来，在一些农贸市场，

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出现反弹。同时，外
卖、生鲜电商成为塑料制品使用大户。

农贸市场仍是使用“重灾

区”，生鲜电商塑料制品用量大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经过多年整治，
大型商超“限塑”情况稍好，农贸市场仍
是“重灾区”。

目前，为减少消费者使用塑料袋，各
地的大型商超几乎都实行塑料袋有偿使
用，价格从两三毛到七八毛不等，但选择
付费购买的消费者仍不在少数。“方便”
“几毛钱可以忽略不计”是很多人继续购
买塑料袋的原因。

此外，超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
散装商品有称重需求，手撕塑料袋成了
刚需，加上免费，使用量特别大。

在一些农贸市场、菜店和水果店，免
费塑料袋依然在大量使用。9 月 2 日上
午，广州市越秀区一家肉菜市场十分热
闹。家住附近的刘女士左手提着一袋西红
柿一袋胡萝卜，右手拎着 3只塑料袋，分
别装着小白菜、猪肉、玉米棒，外加一个大
的塑料袋，采购完已经用了 6个塑料袋。

一位顾客推着一个装得满满当当的
购物小车，每一种蔬菜都分别用一个塑料
袋装着，粗略数了下，有将近 20个塑料袋。

一位蔬菜摊主说，要是不用塑料袋，
我们也不知道能用什么替代。现在一个
月能用掉一个蛇皮袋的薄膜塑料袋，也
没具体算有多少个。“对顾客都是免费提
供，东西往塑料袋一装，上称、提走，方便
省时。如果没有或者收费的话，顾客可能就去别家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生鲜电商买菜买水果，塑料制品的使
用更是让人触目惊心。记者在某生鲜电商平台下单 4种水果，除
了一个大的塑料袋之外，每种水果都用塑料薄膜、塑料盒、塑料
袋分别分装。

北京的王女士说：“生鲜电商平台是方便了，但包装产生的
塑料制品实在太多了。”她举例说，一个西红柿，先包上网套，之
后裹上厚厚的保鲜膜，再放在塑料盒里，最终又裹上几层厚厚的
保鲜膜，“有的平台连西葫芦、黄瓜这类不太容易损坏的蔬菜，也
是搞这样的包装。”

此外，外卖、快递越来越成为塑料制品使用大户。记者调查
发现，一些大的品牌餐饮企业逐步更换成了可降解餐盒，但更多
的餐饮企业依然在使用普通塑料餐盒。

在广州城区一家小面馆，工作人员说，每个工作日大约要打
包上百份塑料饭盒，还要用掉同等数量的塑料袋。

公开数据显示，三大外卖平台日订单量在 2000 万以上。以
每单使用 1 个塑料袋计算，年使用塑料袋都超过了 70 亿个。

管住小小塑料袋到底难在哪儿？

“限塑”12 年塑料制品为何越用越多？相关专家、业内人士
分析认为，替代品价格高是一个主要原因。

不让用塑料袋用什么？可生物降解材料被认为是解决塑料污
染的一大利器。但记者调查发现，受市场规模等影响，目前成本仍
较高。中国合成树脂协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常务副会长王旺说：
“当前还缺乏与一次性塑料制品一样便利、廉价的替代品。”

据珠海万通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秋汉介绍，企业拥有年
产 6 万吨生物降解聚酯合成及配套的改性专用料的能力，目前
80% 销往海外，20% 在国内市场销售。“相比七八年前，市场上
完全可生物降解塑料产品价格已大幅下降，但当前其成本仍比
一般 PE 塑料贵一倍左右。在此前国内没有强制性要求使用可
降解塑料情况下，市场还是倾向选择更便宜的 PE 塑料。”

据了解，可降解塑料袋的价格是普通塑料袋的两三倍，到达
消费场所价格又会翻一番。

此外，目前可降解塑料袋不禁用也是难以推广的原因之一。
一些商户反映，可降解塑料袋质地太软，使用体验远远比不上普
通塑料袋。

业内人士认为，“限塑令”难落实还有一个原因是执行难，需
要相应的执法支持。如果没有严格的执法，对一些违规使用超薄
塑料袋商家缺乏有效的处理措施，那有偿使用塑料袋只是给商
家增加了收入。

多地出台新“限塑令”，能否管住塑料袋？

今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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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底，全国范围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直
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城市建成区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
等场所及餐饮打包外卖服务等，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 20 多个省份相继发布新的“限塑
令”。除了禁止和限制塑料制品的使用，各地还提出加快推广可
替代产品和模式的应用。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分析说，近年来，塑料污染新
旧问题叠加趋势明显，农贸市场等线下场景依旧大量使用塑料
袋，同时快递、外卖等新业态产生的塑料制品又呈现爆发式增长
态势。新形势下呼唤新的塑料污染治理思路和手段。

记者发现，新版“限塑令”除了减量化要求，也从设计、生产
制造、流通、消费、回收、再生等方面进行了安排。

业内人士表示，塑料污染成因复杂，相关治理也并非能一蹴
而就，要推动“限塑”取得实效任重道远。

刘建国、王旺等认为，首先要加大执法力度，促进政策落地。
此外，除了塑料包装生产企业外，外卖、快递平台和产品的销

售商都是利益相关者，这些生产、流通、销售企业以及平台也应承
担相应责任，建议进一步明确、压实相关利益主体责任，以推动这
些企业减少过度包装，积极使用可循环包装产品和物流配送器具。

要建立消费者约束、激励机制。王旺认为，要提倡消费者对
塑料袋重复利用，尽量使用环保购物袋。

还有专家建议，通过正向激励方式倡导“绿色生活”。比如，
商家可以通过积分、换购等方式，鼓励消费者自带杯子装饮品，
减少一次性塑料杯、塑料吸管产生的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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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 者 罗 沙 ）
《最高人民法
院 最高人民
检察院 公安

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
3 日公布，意见对正当防卫制度的总体要求
和具体适用作出细化规定。

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涉正
当防卫案件往往广受关注。此次出台的意见，
能否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有效保护
正当防卫和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让你我
面对不法侵害“出手”更加理直气壮？

这些情形，你可以勇敢出手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正当防卫的前提是
存在不法侵害。

陌生人闯入住宅怎么办？公交车上制止
乘客抢夺方向盘算不算正当防卫？……对于
如何具体理解“不法侵害”，此次出台的意见
进行了明确——

既包括侵犯生命、健康权利的行为，也包
括侵犯人身自由、公私财产等权利的行为。

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违法行为。
对于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侵入

他人住宅等不法侵害，可以实行防卫。
对于正在进行的拉拽方向盘、殴打司机

等妨害安全驾驶、危害公共安全的违法犯罪
行为，可以实行防卫。

……
追小偷致其受伤反被起诉？打人者停手

后就不能还击了？实践中关于正当防卫“时
间”的争议，同样让公众充满疑惑。意见对此
给出了答案：

——正当防卫必须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
法侵害。

——对于不法侵害虽然暂时中断或者被
暂时制止，但不法侵害人仍有继续实施侵害的
现实可能性的，应当认定为不法侵害仍在进行。

——在财产犯罪中，不法侵害人虽已取
得财物，但通过追赶、阻击等措施能够追回财
物的，可以视为不法侵害仍在进行。

……
意见同时规定，对于不法侵害是否已经

开始或者结束，应当立足防卫人在防卫时所

处情境，按照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依法作出
合乎情理的判断，不能苛求防卫人。

“要把防卫人当普通人，不能强人所
难。”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姜启波说，“必须坚
持一般人的立场作事中判断，即还原到防卫
人所处的具体情境，设身处地思考，坚持综
合判断原则，不能对防卫人过于严苛，更不
能做事后诸葛亮。”

准确认定“防卫过当”和“特殊防卫”

刑法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
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在曾引发各界高度关注的“于欢案”中，
法院二审认定于欢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
害，其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且防卫过当，以故意
伤害罪改判于欢有期徒刑五年。

对于防卫过当，此次出台的意见明确，认
定防卫过当应当同时具备“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和“造成重大损害”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判断是
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要立足防卫人防卫时
所处情境，结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作出判断。

意见同时要求，防止将滥用防卫权的行
为认定为防卫行为。

“凡事皆有度，过犹不及。要切实防止从
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防卫过当认定

为正当防卫，甚至把不具有防卫因素的故意
犯罪认定为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姜启
波说。

对于“特殊防卫”，意见规定，在实施不法
侵害过程中存在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严
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的，如以暴
力手段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或者以绑架手
段拐卖妇女、儿童的，可以实行特殊防卫。

根据刑法，实施特殊防卫，造成不法侵害
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这些犯罪严重威胁人身安全，被侵害人
面临正在进行的暴力侵害，很难辨认侵害人
的目的和侵害程度，也很难掌握防卫行为的
强度。”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劳东燕
说，“如果规定得太严，就会束缚被侵害人的
手脚，妨碍其与犯罪作斗争的勇气，不利于公
民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查明前因后果，分清是非曲直

“涉正当防卫案件引发社会各界广泛
关注和热烈讨论，这反映出新时代人民群
众对社会公平正义、个人权利、安全等有
了新的认识和更高期待。”姜启波说，“同
时也暴露出，对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 ，在
司法理念上要进一步提升，在具体规则上
要进一步明确。”

司法实践中，部分办案人员受到“人死
为大”的观念影响，脱离防卫场景进行事后
评判，导致案件处理不当。

此次出台的意见对此明确提出，要
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
理”的错误做法。要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
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防
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
精确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

“要注重查明前因后果，分清是非曲
直。”意见强调，确保案件处理于法有据、
于理应当、于情相容，符合人民群众的公
平正义观念，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
有机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对于司法机关涉
正当防卫案件处理的相关工作提出了具体
要求，包括做好侦查取证工作，全面收集各
类证据材料，全面审查事实证据等。

“加强对涉及防卫情节警情的审核把
关，依法认定防卫情节的性质。对于符合正
当防卫条件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认定为
正当防卫。已经立案的，及时撤销案件。”公
安部法制局二级巡视员曾斌说，对案件定
性处理、适用法律争议较大的案件，公安机
关将与检法机关及时沟通协调，主动听取
检法机关意见建议。

三部门出台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

正当防卫新规能为“该出手时就出手”撑腰吗

让正当防卫更加理直气壮
■新华时评

3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

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对于符合正当
防卫成立条件的，坚决依法认定，切实矫正
“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倾
向。这是合民心、顺民意的司法进步。

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是与
不法行为做斗争的重要法律武器。1997 年刑
法修订对正当防卫制度作了重大调整，其施
行总体上取得了良好效果。但也应看到，一些
案件对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存在把握过严甚

至严重失当等问题，引发舆论广泛关切。
公民的法治获得感，与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体现出来的公平正义息息相关。在正当防
卫的问题上，如果不综合分析案件发生前因
后果，机械套用法律条文，作出违背公众普遍
认知的处理，势必会增加公民在制止违法犯
罪行为时的心理负担，不利于形成向上向善
的社会风气。

此次出台的指导意见给正当防卫撑腰，

彰显对“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法治精神的坚决
捍卫。指导意见强调，要“按照社会公众的一
般认知，依法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确保刑
罚裁量适当、公正”。这些内容充分表明司法、

执法机关对民众朴素正义观的肯定，彰显
法治的力量和温度。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见义勇为历来是
一种广受尊崇的优良品德。此次出台的指
导意见进一步弘扬见义勇为等传统美德，

体现维护公序良俗的价值取向，是一次法
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只有司法有力量、
有温度、明是非，才能在全社会形成遵法守
法、遇事找法的良好氛围，进而加快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记者白阳）新华社北京 9 月 3 日电

蔡浒从未想过，他会再次以骑行的方式，
回到曾遭遇过“滑铁卢”的小山村万宝沟。

今年 33 岁的蔡浒，从小生活在河北省迁
安市城区。他喜欢骑行探险，2004 年曾从市区

翻山越岭，骑行路过迁安市五重安乡万宝沟
村。“道路简直太难走了，一会儿人骑车，一会
儿车骑人。”土道两侧，荆棘丛生，进退维谷，
他一气之下把自行车往地上一扔，方才脱困。

万宝沟村地处燕山深处、明代长城脚下，
春夏山花姹紫嫣红，秋冬山坡层林尽染，风景
宜人。像山沟沟里散落的许多村庄一样，四面
青山环绕的万宝沟村却囿于交通闭塞，发展
一直没有太大起色。

“村里水浇地少，老百姓只能在沙土地种
点红薯、花生之类的耐旱作物。”万宝沟村党
支部书记苏权说，为增加收入，村民们用红薯
淀粉制作粉条，运送到五重安乡集市上叫卖。

为在集市上占据一个好位置，村民们凌
晨 4 点多就要起床，驮上百八十斤粉条，穿过
好几个村，翻三座山头。

2013 年，为了发展旅游，推动山区农村
发展，助力乡亲们奔小康，迁安市投资 1.3 亿
元修建了长达 45 公里的“长城山野绿道”。这
条绿道顺着明长城的走势蜿蜒穿行，串起了

长城沿线 4 个乡镇 20 多个村庄。
道路畅通了，曾经藏在深闺不为人知的

沉寂山村，迎来了发展契机。迁安市结合不同
区域特色，采取“旅游+”模式，建设了 11 个休
闲驿站、20 个景点和 4 个乡村旅游示范点。

万宝沟村着力打造具有长城特色的美丽
乡村，发生了惊人“蝶变”：村里断壁残垣和“垃
圾山”清理了，腾退出来的空间全部种植上花
草树木；村内道路硬化了，通到了家家户户门
口；借鉴长城城墙建筑风格，村民的院墙、道
路、路灯、广场进行了统一规划，一些建筑设计
了长城垛口造型，整个村庄充满了长城元素。

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们的粉条、板栗、核
桃等山货出山，有了更好的销路和收益。守着
一方山清水秀的美景，村民们的日子红火
起来。

路畅了，景美了，蔡浒嗅到了商机。2019
年，他和朋友投资 30 多万元，在万宝沟村打
造了乡村骑行俱乐部，吸引了数千名来自北
京、天津、唐山、秦皇岛、承德等地的骑友，到

这里补给、食宿、交流。
村庄人气旺了，村民财路广了。万宝沟

村一些村民经营起“农家乐”，专门为骑友
和游客制作农家饭菜，提供短期休憩之地。
村民王更新家的“老山沟农家院”里，摆着
大锅大灶，饭菜主打绿色健康农家餐，受到
游客欢迎。

近年来，万宝沟村附近举办了国际山
地越野马拉松、自行车越野赛、万人徒步大
会、观花节、采摘节等上百场活动，给村庄
带来了发展商机。

如今，村里投资 300 多万元的游客中
心建起来了，可为游客提供食宿服务；投资
1000 多万元的颐养中心项目，正在装修
中；提供打靶、拓展训练等服务的“军事乐
园”，发展势头不错……

村民们说，未来，他们的就业渠道将越
来越宽，日子会更红火。

（记者齐雷杰、李继伟）
新华社石家庄 9 月 3 日电

小山村办起“骑行俱乐部”
乡村变富变美带来的新鲜事

新华社合肥 9 月 3 日电（记者张紫
赟）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日前印发《关于
在全省文化和旅游行业开展制止餐饮浪费
行为的通知》，提出星级饭店、 A 级旅
游景区、公共文化场馆等含有提供餐饮服
务的经营场所，要进一步优化供餐方式，

采取“半份、半价”“小份、适价”等经
营方式，减少铺张浪费。

通知要求，相关文化和旅游经营单位
要把节约的原则贯彻到食材采购、后厨操
作和餐厅服务的各个环节，进一步加强员
工培训，主动提示适合消费者人数的用餐
量，避免超量点餐。进一步加强宣传引
导，在餐厅的显著位置摆放“节约食物、
杜绝浪费”“适量点餐、剩餐打包”等提
示牌或宣传画。

通知提出，持续深化“光盘行动”，
广泛宣传“吃多少点多少、吃不了就打
包”的节俭用餐理念，引导群众不做“必
剩客”，争当“光盘族”，科学理性
消费。

安徽：星级饭店等供“半价”“小份”餐

浪费可耻 节约为荣

■新华时评

进入 9 月，全国各地陆续开
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活
动。当我们关注健康时，我们更应
该关注一个词：节俭。节俭既是生
活富足的源泉，又是内心丰盈的
高级注脚。

对于生命，节俭是积聚康泰
安宁的珍贵资粮。信息时代，通讯
物流的便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
高，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买到各
国奇珍、尝尽四海美味。然而，倘若
被眼前的富足冲昏了头脑，丢失
节俭、纵情铺张，“富贵病”只会越
来越多，环境污染必将愈演愈烈。

对于心灵，节俭是蓄积生命
能量的一大法宝。老子在《道德
经》中有云“夫唯啬，是谓早服”。
大到维系国家，小到维系生命，都
离不开节俭，要早做准备。近代工
业的发达，利用厚生百倍前代，名
闻利养嗜欲日增，各种精神类疾
病由此滋生。倡导节俭，就是倡导

给心灵来一次“大扫除”，减少物欲诱惑；力
行节俭，就是不随便浪费自己的生命力、精
神力，勿让心有所累，长养浩然正气。

成由勤俭败由奢。成就民族复兴伟业，无
数先辈饱经困苦、玉汝于成；如今，受用富足果
实，更应勿忘来路，让节俭成为文明素养、一种
健康时尚的生活方式，为健康中国夯实基础。

（记者王琳琳）新华社北京 9 月 3 日电

节
俭
是
一
种
健
康
生
活
方
式

▲骑行爱好者在河北省迁安市五重安乡万宝
沟村参加骑行活动（8 月 29 日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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