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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文/图

塑料袋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说无处不在。去商场、超市和菜市场购物后，手里或多或少都会有
几个塑料袋。小小塑料袋，造成的浪费和污染却十分严重。据了解，我国每年塑料废弃量达100
多万吨。 近日，记者在合肥一些大型超市和街头暗访中看到，不少市民的节约、环保和卫生意识不
够强，过度使用塑料袋和用不合格的超薄塑料袋打包食品的现象普遍存在。

小小塑料袋→别浪费

环保大文章→都有责

超市：
自取塑料袋使用没限制

在一些大的超市里，一般都备有卷筒

塑料袋，供顾客自取，不收费。很多顾客进

超市后，先不考虑需要多少，而是直接扯一

把塑料袋放到推车里，用不完就扔掉或带

走，从而造成极大浪费。记者走访省城多

家超市，发现自取塑料袋的浪费是一个普

遍现象。

6月14日中午，在位于合肥市桐城路

与水阳江路交口的一大型超市记者看到，

在食品、水果、水产品等区域都有卷筒塑料

袋自取处，自取点写着：少用一个塑料袋，

就是对环保的一份贡献。记者看到，很多

顾客很难做到这一点。

一些顾客在取塑料袋时，一扯就是很

长，边上很少有人监管，很粗一卷塑料袋很

快就被取完。

记者还看到，有的顾客不管买东西多

少，都要占用一个袋子。更有甚者，把用不

完的袋子直接扔到摊位上，或套双层袋子，

或直接放在推车里带走。

该超市一工作人员表示，很多顾客的

节约意识确实比较差，从而造成塑料袋的

浪费现象很严重。

街头：
小吃摊点塑料袋浪费严重

在街头，早点摊和小吃摊点塑料袋的浪

费现象更为严重，收摊后地上白花花的一片。

6月14日下午，在临泉路与泗州路交

口记者看到，路口两边摆满了小吃摊点，面

皮、馄饨、米线等等。

为免去洗碗麻烦，很多摊点老板直接

在碗上套一个超薄塑料袋，客人用过餐后，

老板直接将塑料袋取下扔在垃圾桶里，然

后再套上一个接着用。

馄饨摊点，长条桌周围坐满顾客，套上

塑料袋的碗里冒着热腾腾蒸汽，在台子上

堆了一摞已套好塑料袋的空碗，盛馄饨时

老板就顺手拿一个。“马路上哪来的水洗

碗，在碗上套上一个塑料袋既卫生又比较

方便。”该摊点老板说。

在一凉皮摊点记者看到，老板用的是

一次性纸质圆桶饭盒，而在顾客用餐时，老

板还会在饭盒上再套上一个超薄塑料袋，

如果顾客要打包带走话，老板还会在饭盒

外层再套上一个塑料袋。

该老板告诉记者，使用塑料袋比较方

便，而且节省时间，一个塑料袋的成本也很

低，只划到几分钱。“按买一碗面皮一个塑

料袋的话，我一天要用掉200多个，用量还

是比较大的。”

在合肥火车站，一环卫工告诉记者，塑

料袋的浪费和乱扔现象很普遍，而且很严

重，也是他们清扫最多的垃圾之一，尤其早

晨，地上到处都是饭盒、塑料袋等垃圾。

危害：
小吃摊使用的多是不合格塑料袋

合格的食品塑料袋，都有食品专用标

志，而在街头记者看到，很多小吃摊使用的

塑料袋都非常薄，而且也没有任何食品专

用的字样。

在芜湖路孝肃桥头记者看到，靠近东

南一拐角处，被摊点围得严严实实。每个

摊点上都挂着一沓沓白色塑料袋。记者仔

细观察发现，这些塑料袋非常薄，在袋子上

也没印有食品专用字样。

在合肥一大型批发市场，记者走进一

塑料袋批发店看到，展台上摆满了各种规

格和颜色的塑料袋，记者表示要批发食品

专用的塑料袋。

“做什么用，要便宜的还是要好一点

的？”老板问。“摆个小摊，卖豆脑用，要便宜

点的。”记者表示。

“5毛钱一把，一把30个，一个才1分

多。”老板抽出一把白色塑料袋递给记者

看。记者接过塑料袋，闻了一下，发现有一

股怪怪的味道。

“这种袋子没有食品专用标志，是否

合格？”记者问。“一般小吃摊点都用这种。”

老板回答道。

节俭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却存在这些现象：景观过度照明、空调温度过低、长明灯、不及
时关水龙头……从而造成很大浪费。

从今天开始，市场星报将开展节俭养德人人有责系列报道。在此期间，将重点采取曝光反面典型、开展社会监督的
做法，加强节俭节约监督，强化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舆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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