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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本报讯（晚报记者 袁晓岚）打
捞蓝藻是确保太湖安全度夏最直接、
最环保和最有效的应急防控手段。
昨从2020年太湖安全度夏暨蓝藻打
捞处置工作总结部署会上获悉，今年
太湖无锡水域共计打捞蓝藻169.85
万吨、水草6.32万吨，产出藻泥8.61
万吨，圆满完成太湖“两个确保”、连
续十三年实现安全度夏的目标任
务。接下来，除了加强打捞基础设施
建设、更新升级捞藻“设备”、加大打
捞力度外，无锡将对太湖展开新一轮
清淤“排毒”。

今年是太湖应急防控极不平凡
的一年。受历史最暖冬季影响，上半
年太湖蓝藻发生时间早、发生量大；
梅雨季节太湖遭遇百年一遇汛情，太
湖水位暴涨，沿湖地区同时面临安全
度汛与安全度夏双重考验。针对藻
情“两头紧 、中间相对较缓”的总体
态势，无锡在加强蓝藻湖泛监测预
警、强化蓝藻打捞处置巡查督查、科
学实施调水引流的同时，加强了近岸
应急生态清淤、蓝藻离岸防控建设以
及提升藻泥处置能力等。

在专家看来，眼下，太湖水质还

没有实现根本性好转，污染排放总量
仍大于环境容量，太湖治理工作仍面
临总磷出现反弹等问题，夏季太湖蓝
藻水华现象仍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和
一定范围内发生，安全度夏期仍将承
受较大的蓝藻打捞处置工作压力。

明年太湖如何实现“两个确保”、
连续十四年安全度夏？昨天的会议
明确，下一步无锡将通过进一步加强
源头治理，调水清淤，机动打捞、离岸
防控能力建设，藻水分离能力建设，
应急处置能力建设，蓝藻打捞队伍建
设，藻泥处置利用能力建设等，通过
两个“小确保”（确保不发生大面积蓝
藻堆积、确保不出现发白发臭现象）
确保两个“大确保”（确保饮用水安
全，确保不发生大面积湖泛）。

市水利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针对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加快推进
离岸设防、机动打捞、应急控藻、后续
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在贡湖、梅梁
湖、湖西区建设应急控藻及离岸围隔
设施，更新和增购一批机动打捞船、
应急控藻船、移动分离船等离岸打捞
处理装备，建立蓝藻湖泛应急物资分
级储备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蓝藻治

理应急防控体系。
调水引流、生态清淤既能有效抑

制蓝藻繁殖和水质异常现象发生，又
能减少污染物积累，持续改善太湖水
质。据介绍，在省统一组织实施新一
轮太湖生态清淤的基础上，无锡正加
快建立健全太湖近岸水域常态化清
淤机制。该负责人表示，明年起将做
好打捞重点区、主要入湖口、近岸浅
水区、湖泛易发区等区域定期清淤工
作。同时，密切关注太湖水位变化，
抓紧启动引江济太，加大调水力度。
坚持梅梁湖泵站和大渲河泵站不间
断调水，加快太湖水体流动，改善湖
体水质，并将努力提升跨区域调水能
力。

此外，还将加大太湖蓝藻治理研
究，设立蓝藻治理科研专项资金，引
导和支持相关科研机构重点加强蓝
藻生长机理的基础理论研究，加快蓝
藻打捞处置、湖泛防控、清淤调水以
及源头治理新技术、新装备的研发，
强化蓝藻湖泛防控科技保障。并结
合无锡市“美丽河湖”专项行动，按照
景观与实用相结合的要求，对沿湖蓝
藻打捞设备设施进行环境提升。

本报讯 治湖先治河,河清则
湖清。太湖湖体水质的好坏取
决于入湖河道的表现。无锡全
市都是太湖保护区,全省15条主
要入湖河道中的13条在无锡市
境内。

记者昨从市生态环境局获
悉，经过全市上下的合力治水，目
前我市13条主要入湖河流已全
部大于或者优于Ⅲ类，1条Ⅳ类
（社渎港）。对照国家治太总体方
案浓度控制值要求，我市13条主
要入湖河流有7条达标，分别是
望虞河、小溪港、直湖港、大港河、
官渎河、陈东港、洪巷港，这也是
无锡市达标河流2008年以来首
次超过5条。

（袁晓岚）

全年打捞蓝藻169万余吨 圆满完成太湖“两个确保”

太湖无锡水域明年展开新一轮清淤“排毒”

13条主要入湖河道
达标率首次“过半”

禁用在即，可降解塑料袋准备好了吗？
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和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明确到2020年底，直辖市、省会

城市、计划单列市城市建成区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以及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和各类展会活动，禁止使用不可降
解塑料袋，集贸市场规范和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禁用在即，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替换为可降解塑料袋的是少数，多数商家在观望，等待最终禁用期限的到来。

少部分开始替换，大多数在观望

在三亚大东海广场周边的一家
大型超市里，记者看到原来的不可降
解塑料袋已经下架。“商超、市场里生
鲜类的包装材料、连卷袋、购物袋月
底前全部更换。”一名运营经理介绍，
超市已上架部分可降解塑料袋。

“用纸袋拎咖啡、装汉堡和薯条
环保又方便，我们已经逐渐接受了。”
合肥市民鲍先生说。在合肥多个商
场，记者注意到，星巴克、肯德基、麦
当劳等连锁餐饮企业已经将打包袋

部分或全部替换为纸袋。
不过，由于禁塑限塑的年底最后

期限未到，以及使用成本上涨明显，
这种替代还不普遍。

记者近日在福州市的永辉超市
黎明店看到，这里提供的购物袋以不
可降解的传统塑料袋为主，可降解塑
料袋只用于打包部分即食食品。由
于限塑令对超市内用于分包装的连
卷袋并未有要求，而且超市都是免费
提供，不少顾客大量使用这种小塑料

袋打包商品，消耗巨大。
在餐饮打包外卖服务方面，记者

发现，各平台均有“无需餐具”选项，有
的店铺有餐盒选择，环保餐盒需要额
外收费，但对于外包装袋目前没有规
定。记者调查发现，一部分店铺开始
使用无纺布袋、纸袋等作为外包装，但
大多数店铺依然在使用传统塑料袋。
比如，记者点了某披萨外卖，虽然食物
包装都是纸盒、纸袋，但外边依然套着
一个不可降解的大塑料袋。

用不起，也不够用

记者采访发现，价格是影响可降
解塑料袋推广的最主要因素。

据了解，目前，超市使用的传统塑
料袋一般中号每个0.2元，大号每个
0.3元，而可降解塑料袋每个约1元。

永辉超市福州市鼓楼区后勤品
类教练邱琳表示，“可降解塑料袋的
价格比传统塑料袋高约三倍，如果把
塑料袋统一换成可降解的，仅连卷袋
一项，每个门店每个月就会多支出

20万元。”
据记者调查，可降解塑料制品价

格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原材料供不应
求。

中国塑协降解塑料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翁云宣等人的研究数据显示，
从可降解塑料原材料目前的产能来
看，实现大规模替代还需要一点时
间。2019年，我国的塑料制品产量已
高达8184万吨，而全球聚乳酸的产能

只有约28万吨，其中我国约5万吨。
海南创佳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蔡连开说，传统塑料制品的原
材料聚丙烯每吨约7000元，而可降
解塑料制品的原材料中，完全生物降
解的主流材料聚乳酸每吨3万元以
上。

另外，塑料制品使用方便且便
宜，替代产品的使用体验还不能与之
相比。

倒计时阶段，
有哪些可以做的？

据记者了解，不少企业已开始
布局，部分国内企业贯通了低成本
生产聚乳酸原材料的全线技术，最
近一两年开始大规模扩产。

今年8月，安徽丰原集团年产
5万吨聚乳酸项目投产，目前年产
30万吨聚乳酸项目正在建设。为
争取原材料稳定供应，山东正凯新
材料、河南中塑新材、江苏悦达家
纺等十多家企业纷纷规划在该聚
乳酸生产基地附近建厂，紧俏程度
可见一斑。

海口市爱蓝环境保护服务中心
总干事徐华等人建议，在可降解塑
料制品短期内难以降价的情况下，
政府部门可以使用价格补贴等方式
适当降低商户和消费者的压力。同
时，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对违规生
产、销售和使用不可降解塑料制品
的行为进行查处，以保证禁塑限塑
相关政策落实。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