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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险综合改革
将于9月19日正式实施

据新华社电（记者 谭谟晓）银保监会官网3日发布《关于实

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自9月19日起开始施行，这意

味着车险综合改革将正式实施。

7月9日，银保监会就实施车险综合改革公开征求意见，随后

车险综合改革各项配套措施逐步推进落实。

8月23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修订版的商业车险综合示范

条款，大幅删减责任免除项目，扩展保险责任，力求保障范围全面化。

意见明确，提升交强险保障水平，将交强险总责任限额从

12.2万元提高到20万元，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从11万元提高

到 18 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从 1 万元提高到 1.8 万元，财产损

失赔偿限额维持0.2万元不变。

意见显示，商业车险保险责任更加全面，新的机动车示范产

品的车损险主险保险责任增加了机动车全车盗抢、地震及其次生

灾害、玻璃单独破碎、自燃、发动机涉水等保险责任，删除了事故

责任免赔率、无法找到第三方免赔率等免赔约定，删除了实践中

容易引发理赔争议的免责条款。

意见要求，财险公司要加强投保人身份验证，做好保单签名、

条款解释、免责说明等工作，推进实名缴费，促进信息透明，防止

销售误导、垫付保费、代签名等行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机动车辆保险是与人民群众利益关系密切的险种，长期以来

是财险领域第一大业务，社会关注度高。2019 年我国车险承保

机动车2.6亿辆，保费收入8189亿元，占财险保费的63%。

小山村办起“骑行俱乐部”
——乡村变富变美带来的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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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驮上几十公斤粉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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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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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们说，未来，他们的就业渠道将越来越宽，日子会更红火。

□ 据新华社 记者 齐雷杰 李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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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地出台新“限塑令”，能否管住塑料袋？

“限塑令”升级能否管住小小塑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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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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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周颖 关桂峰 黄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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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秤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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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用也是难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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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