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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保护法草案
拟扩大禁捕范围

22日，长江保护法草案三审稿提
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草案三审稿根据国家有关
扩延长江河口禁渔范围的新举措，将
长江河口规定区域纳入长江流域禁捕
范围。

2021年起，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将
迈出更大一步。草案三审稿规定，国家
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严格捕捞管
理。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
禁止生产性捕捞；在国家规定的期限
内，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大型通江湖
泊、长江河口规定区域等重点水域全
面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

北京前11个月PM2.5累计浓度
39微克/立方米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22日发布数
据，今年1至11月，北京市PM2.5累计
浓度3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7.1%，
连续3个月保持“30+”，在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2+26”城市中持续保持最优；
累计优良天数245天，同比增加30天。
其中，11月份PM2.5平均浓度38微克/
立方米，为历史同期最佳。

欧盟拟限制天然气项目投资

近日，欧盟正在计划起草“可持
续”投资法规，要求天然气相关项目必
须满足二氧化碳以及甲烷等温室气体
的排放规定，否则将不再被纳入“可持
续”投资范围。

据了解，欧盟此举是为了刺激超
过数十亿欧元的私有基金加大对低碳
项目的投资力度，以推动欧盟地区实
现2050年零碳目标。 （整理 朱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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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发改委和市生态环境局联
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
的实施方案。这份为落实响应国家政
策出台的实施方案，循序渐进确立了做
好塑料污染治理的三个时间节点。瞄
准生产、流通、使用、回收、处置全流程，
方案较之于多年前出台的“限塑令”注
重凸显既治标更治本的政策导向。

早在 12年前，我国曾发布关于限
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解
决了当时发泡塑料餐盒及其铁路两旁
随意丢弃问题。近年来，随着快递、外
卖等新业态的发展，塑料污染治理面临
全新形势和挑战：一次性塑料制品消费
量持续上升，替代品推广应用不够，企
业、公众参与意识不强，治理模式尚未
形成。

对此，市发改委资环处有关人士表

示，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和
我省先后就加强塑料污染治理出台多
份文件。为贯彻落实相关部署要求，我
市适时出台相关方案，明确了禁限部分
塑料产品、推广替代产品、规范回收处
置、监督检查等规定，意在牢固树立新
发展理念，聚焦“生产、流通、使用、回
收、处置”等重点环节，健全管理制度，
突出源头减量，强化回收处置，加强污
染治理，营造良好氛围，有力有序有效
治理塑料污染，努力建设美丽镇江。

实施方案点出了三个时间节点，即
到 2020年在重点领域禁止、限制部分
塑料制品的销售和使用，全市塑料垃圾
实现零填埋。到2022年一次性塑料制
品禁限范围进一步扩大，替代产品得到
有效推广，塑料废弃物资源化能源化利
用比例大幅提升；在塑料污染问题突出
领域和电商、快递、外卖等新兴领域，形
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塑料减量和绿
色物流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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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塑料污染治理关系百姓日常生活，
关系企业生产经营，改变的是我们的生
产生活习惯，引领的是绿色发展新时
尚。实施方案明确禁止、限制部分塑料
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包括分阶段
推进禁止生产、销售的塑料制品，禁止、
限制使用的塑料制品，并将不可降解塑
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宾馆酒店一次
性塑料用品、快递塑料包装、农用地膜
一一列入治理重点。

随着生活、生产绿色化的风气日渐
兴盛，作为传统塑料制品的替代者，可
降解塑料制品产业正在发展壮大，成为
产业增长的新热点，不断为绿色生产生
活注入“绿色基因”。推广应用替代产
品和模式可以治标又治本。方案要求，
推广应用流通环节替代产品，建立集贸
市场购物袋集中购销制，推广应用农膜
减量替代技术和产品。同时，培育优化
新业态新模式，包括加强平台企业和商
场管理，培育可循环包装等新型商业模
式，培育绿色物流和配送体系，建立农
膜销售、使用、回收记录制度。

废弃回收的各种饮料瓶、奶瓶、沐
浴用品瓶等造粒后可做成新的工艺品、

塑料袋、木塑桌椅等再生塑料PE类产
品。规范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和处置
事宜，在实施方案中也被提上议事日
程。通过加强塑料废弃物回收和清运，
推进生活塑料废弃物分类回收，提升重
点场所区域清运能力，规范废旧农膜、
渔网渔具回收，推进高标准资源化能源
化利用，提高塑料垃圾资源化能源化利
用比例，最大限度降低塑料垃圾直接填
埋量。对此，参与方案制订的相关人士
表示，此举有望改变塑料回收利用领域
以往“散乱污、脏乱差”的传统面貌，大
幅提升自身绿色循环利用的价值，进一
步提高全社会对使用再生原料产品的
认可度。

围绕严格落实法规制度和标准、严
格执法监督等方面，实施方案明确了保
障举措。对此，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塑料污染治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治理塑料污染
需要社会各界广泛动员、坚定信心、久
久为功。只有把塑料污染治理的“绿色
旋风”转变为常态化执法监管的“绿色
春风”，引导人们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新
风尚，方能推动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朱婕 杨蝶飞

每天清晨，来自江苏鸿润生物质能科技有限
公司的 4台专用运输车，准时开进扬中主城区

“接单”——300多家餐饮企业、20多家学校、
60多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食堂，产生的 30吨左
右餐厨垃圾，被集中收运。

此后，泔水完成约 30公里的运输路径，进
入“循环链”闭环处理环节，很快就实现了从垃
圾到沼气、毛油、生物炭土等“生物质能”的转
变，“不仅完成了垃圾分类的终端处理，而且变
废为宝，产生了效益。”

垃圾分类是造福后代的公益事业，同时也蕴
含着产业机遇。据估算，未来 10年垃圾分类带
动的产业规模大概在 4000亿元左右。那么，如
何加快形成从“分”到“治”的链条，让垃圾分
类的成果变成效益？扬中在垃圾分类取得成效的
基础上，对此进行探索。

“让不同种类的垃圾，通过终端处理后成为
再生资源，具有社会、经济、生态等多方面的效
益，这是推进垃圾分类治理的新课题。”扬中市
城管局局长陆学兵介绍，目前他们正积极在分类
垃圾终端处置上做新文章，希望通过打造包括前
端分类式收集、中端密闭式收运、后端再生资源回收处理在内的垃圾
分类体系，实现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全链
闭环。

先从市民普遍关心的“分好类的垃圾去哪儿了”说起。“可回收
垃圾通过分类收集运输后，再经分拣中心压缩打包，进入再生资源企
业；有害垃圾在暂存后最终进入危险废物处理厂处理；不可回收垃圾
经环卫工人分类收集后，送至垃圾转运压缩中心，一次压缩后统一运
往光大环保镇江垃圾发电厂集中处理。”扬中市城管局副局长朱中宏
将这个过程，概括为“四分三化”，即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分类处理，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每件垃圾有自己合适的

‘归属’，或‘变废为宝’，或‘永埋地下’。”
再以市民难以处理的废旧家具、建筑装潢等大件垃圾为例。在扬

中，这类垃圾目前由扬中前进建材市场和镇江恒运环保再生资源利用
有限公司两家企业提供上门回收服务，集中处理后，做成装潢专用砖
头，实现废物再利用。

“垃圾的终端分类越细，成本越高。因此，我们需要找到‘消化
’这些成本的出口，这也是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关键。”陆学兵
表示，他们一方面鼓励规范分类，为再利用提供基础，同时希望更多
企业加入垃圾分类的终端治理，“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实现从垃圾分
类、分拣、分运，到分用、分发、分利的转变，让垃圾分类处理形成
一条有价值的产业链。”

曾海蓉 张亚臣 王旻诗

地处大运河和长江“十字水系”
交汇点，苏南运河镇江段交通区位
优势明显，常年有 13个省 （市） 20
多万艘次船舶通过，年通过量达
1.8 亿吨。水运经济兴盛的同时，
生态建设任重道远。今年以来，市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采取全
链治理新模式，破解船舶污染物处
置难的问题，一体化统筹辖区水域
船舶生活污水接收、转运和处置三
个环节，串起黄金水道绿色生态“珍
珠链”，助推“十三五”污染防治攻坚
强势收官。

追源头，小吨位船舶“应改尽
改”。河道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是船上
的生活污水，相较城市生活污水，污
染负荷更高，不做收集处理就直接
排放，会严重恶化水质，进而影响周
边城市。“十三五”期间，在对镇江全
市 400总吨以上船舶完成防污改造
的基础上，今年，交通执法部门锁定
小吨位船舶，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对
本市籍 400总吨以下货船加装生活
污水处理装置，为实现生活污水“零
排放”和实时监控打下扎实的基础。

“此外，我们将符合安装条件的公务
船、工程船、拖轮一并纳入改造范
围，对进入河道的其他船舶推行加
装处理装置，引导非补贴船舶、小机

舱船因地制宜安装生活污水柜。”市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相关负
责人介绍，截至 12月上旬，共计 600
艘小吨位船舶完成改造，实现全水
域防污治理升级焕新。

在辖区不少港口、码头配备有
船舶污染物接收装置的情况下，偷
排行为依旧偶有发生。执法人员在
现场执法时发现，个别船舶遇到污
染物储存过量，又不能及时靠港的

“窘境”，于是铤而走险进行偷排。
为了打通服务船民的最后一公里，
交通执法部门于2019年打造了“苏
海洁1101”并投入使用，成为全省
首艘多功能移动船舶污染物接收
船，为待闸区、停泊区的船舶提供

“上门服务”，及时接收船上的固体
垃圾、生活污水、油污水等，满足
船民水上生活的急需，疏导了执法
监管的压力，辖区航道水域和港口
船舶污染物直排的现象大大减少
了。截至今年 11 月底，“苏海洁
1101”累积服务船舶2778艘，接收

处置船舶生活垃圾 6677.5公斤、船
舶生活污水 215.68立方，辖区航道
的水质有了明显改善。

“在狠抓源头、打通路径的同
时，我们紧盯末端治理不松劲。”该
负责人表示，我市在全省率先建成
京杭运河镇江段船舶生活污水接收
处理站，让船舶生活污水‘接收到
岸、就近处置’。建成的处理站可同
时接收2艘船舶排放的生活污水，每
艘接收时间为 15分钟，每天处理量
20立方米。按照每天 100艘的平均
停靠量来算，总排污率为 50%，根据
目前船舶的流动性和排污习惯，每
天可收集处置 20吨的生活污水，大
大提升接收处置的时效，实现了污
水监测、接收上岸、处理达标的全闭
环监管。

如今，这条串联船舶治污全程
的“珍珠链”，正为黄金水道的绿色
生态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勾勒出
运河走廊碧波荡漾的精美画卷，成
为山水古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本报记者 司马珂

日前，市民张女士去北京出
差，酒店里的一些新举措令她感
受到了住宿业的“减塑”新风。“这
次我发现宾馆不仅不再主动提供

‘六小件’，淋浴房里原来一次性
的沐浴液、洗发水全部变成了大
瓶罐装。”

这一变化的背后折射出近年
来住宿业在减塑方面做出的努
力。去年7月1日起，上海的旅游
住宿企业率先在全国提出不再主
动提供“六小件”。这“六小件”主
要是指牙刷、梳子、剃须刀、鞋擦、
浴擦、指甲锉等一次性日用品。
此后，全国多地的旅游住宿业也
开始不再主动提供“六小件”。

今年 10月 1日，上海再出新
政，上海旅游住宿业进一步升级

“减塑”举措。根据方案，到 2021
年底，上海所有的星级宾馆、酒店
等场所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塑料
用品；到 2023年底，实施范围扩
大至所有宾馆、酒店、民宿。这意
味着沪上旅游住宿企业“减塑”举
措进一步升级了。

一方面是各地政策引导住宿
业“减塑”，另一方面许多旅游企
业也在主动减塑。我市多位业内
经营者认为，“六小件”有其实用
性，可以满足人们基本洗漱需求，
多年来成为住宿业的标配之后，
也让部分客人养成了使用“六小
件”的习惯。但业内人士也表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升，人们对
洗漱用品的品质要求也在提高，
目前很多客人对配套的‘六小件’
品质实际并不满意，通常会自带，
用不完的或是没用过的一次性用
品被丢弃和浪费的现象经常发
生。所以取消酒店一次性日化品
配备这一‘鸡肋’，并不会带来太
多不便，同时又能为环保做贡献，
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今年也在经营过程中
尝试采取了不主动提供‘六小件’
的做法，从市场反馈来看，客人对
宾馆不主动提供‘六小件’的做法
比较适应，没有太多反对声音，加
之，我们在房间中也有提示，客人
有需求可以向客房服务讨要。从
客人的需求来看，牙膏是讨要次
数最高的，肥皂是讨要次数较少
的。所以，根据这一状况，今年我
们采购时，还专门将一次性牙膏
和牙刷分开包装。”住宿业经营者
汤女士坦言，一次性用品消耗大，
不主动提供“六小件”之后，减轻
了宾馆的经营成本，特别是在疫
情之后。

令人关注的是，此前全国多
地“六小件”规定之中，并未将
洗发液、沐浴液、拖鞋等一次性
用品纳入名录，一方面是因为这
些洗漱用品被视为可以重复使
用的消耗品，另一方面飞机上对
100 毫升以上液体随身携带有
规定，因此为了方便客人并没将
这些洗漱用品列入其中。但随
着今年新一轮“限塑”要求升
级，一次性洗发液、沐浴液也被
列入其中。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我市住
宿类企业对“减塑”普遍保持乐观
和欢迎态度，此前已有相当部分
经济型住宿企业先行一步，对洗
发液、沐浴液采用了大瓶罐装的
方式。

对于住宿业的“减塑”风，长
期从事旅行社业务的李先生认
为，从经济角度出发，“减塑”风确
实降低了酒店的运营成本，所以
酒店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也要让
客人感受到减塑带来的优惠，以
此换来消费者的更大支持。目
前，酒店不主动提供，但有需求可
以讨要，如果客人主动减塑动力
不足，那么到头来还可能会变成
该用多少用多少。

全市重点用能单位
能源管理人员培训班

本报讯（陈志奎 郭升荣）22日，为期三
天的全市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人员培训
班正式开班，通过专业培训提高企业能管
员队伍素质，不断增强企业节能基础力量，
全面提升企业能源管理能力和能效水平。

我市连续多年在全省节能考核中位列
“第一方阵”。“十二五”期间，全市单位GDP
能耗累计下降25.69%，完成率居全省第2
位；2016-2019年，全市单位GDP能耗累计
下降16.41%，超序时进度10.35个百分点；
预计“十三五”累计下降19%以上，超额完
成省下达18%的五年目标任务。

节能降耗的主战场在企业，企业节能
的重要基础在能源管理人员。为期三天的
培训中，学员们将重点学习节能法律法规、
标准体系及政策制度，能源计量统计及核
算方法，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体系建设，
以及企业电气工程、热能工程基本知识。

我市出台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实施方案——

减塑三步走，美丽镇江在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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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业“减塑”风，
你感受到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