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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五阳 文/图

本报讯《河南省禁止和限制不可
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已于1月1日起在全省区域内
正式施行。《规定》除了严格监控源头
厂家外，对我省范围内的商超、集贸市
场、餐饮企业等提出了禁止、限制部分
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1月5
日是《规定》实施的第5天，我市的商
超、农贸市场、餐饮企业中的一次性塑
料制品“禁”了吗？

一次性塑料制品依然存在

1月5日上午，记者在市区体育路
与和平路交叉口附近的一家大型超市
看到，在生鲜肉类、蔬菜、水果、馒头面
条等区域，一次性塑料袋依然存在。
不少市民购买商品时会习惯性先拽一
个塑料袋，然后开始挑选蔬菜、水果
等。

在联盟路东段一家中型超市、光
明路与曙光街交叉口附近一家大型商
场、开源路中段一家超市内，一次性塑
料袋也同样未被禁止。

随后，记者在市区体育路南段的
农贸市场、园林路与光明路交叉口附

近的农贸市场看到，商贩们仍使用着
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塑料袋。

记者走访发现，购买商品后，自
带可多次使用布袋的市民寥寥无几，
多数市民用的都是商家提供的塑料
袋。针对可外卖的餐饮企业，外卖餐
食是勺、叉等一次性塑料餐具的“重
灾区”。

“禁限塑令”实施，商家还在适应

“超市会无条件支持并配合《规
定》，但目前的确有难处。‘禁限塑令’
施行前，我们企业就购进了几吨一次
性塑料袋，免费供消费者使用，这些袋
子全是由国家认证的可接触食物的袋
子。”市区一家大型连锁超市负责人王
女士告诉记者，由于连锁超市是一次
性订购的，数量比较多。她会与总部
进行沟通，由总部统一安排。

市区体育路南段海鲜市场一家摊
位老板魏先生说：“我们肯定支持《规
定》，但水产品比较特殊。为了保障水
产品鲜活，我们会向塑料袋中注水。
假如不让用塑料袋，消费者不光没办
法拿，水产品也无法保鲜。”

采访中，多位商家表示，他们还在
想办法调整购物袋的问题，以适应并

达标禁令要求。

过渡期一年，重点行业尽快适应

市市场监管局有关人士介绍，不
可降解的塑料制品垃圾在大自然中分
解缓慢，会破坏生态环境，因此开展塑
料污染治理行动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针对目前现状，该有关人士说，
《规定》从源头把控，并设置了一年的
过渡期，其间违反《规定》暂不予处
罚。但一年过渡期后仍然违反《规定》
单位，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管
理、商务、市场监督管理、邮政管理等
部门根据职责分工责令改正，并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规定》之下，市民要如何适应？
重点行业又该如何做？该有关人士介
绍，市民应培养环保意识，抵制使用一
次性塑料制品。对于商场超市、集贸
市场等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频繁的重
点行业，要替换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
购物袋，减少生鲜果蔬类一次性塑料
包装；对于餐饮企业，可使用免吸管饮
料杯替代一次性塑料吸管，采用可重
复使用、可清洗消毒的餐具替代一次
性塑料餐具等。

河南实行升级版“限塑令”，这种“袋”不让用了

我市重点行业该如何应对

□记者 张五阳

本报讯 如今，不少人有了有备
无患的意识，家庭急救求生装备成了
我市户外品牌专卖店与电商平台的
热销品。

1月5日晚6点，在市区文化宫南
门附近的一品牌户外用品专卖店，家
住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张先生专
程前来购买充气垫和救生绳索。张
先生说，从去年夏季开始，他就在逐
步完善家用急救求生装备，尽管很多
物品价格不菲，但他认为物超所值。

该店负责人李女士告诉记者，从
去年冬季开始，各类家庭急救求生装
备销量开始上升，目前可占全部商品
总销量的60%以上，其中救生绳索类
最受青睐，这也说明市民的安全意识
在提高。

另外，帐篷、睡袋、水袋、保温毯、
绳索等也成了电商平台销售的爆
款。一款应对火灾的高层楼房求生
绳索，一月销售万单以上；一款多功
能“工兵铲”一月销售7000单等。

然而，市场上的家庭急救求生
装备琳琅满目，市民该咋选？在我
市从事户外救援多年的专业人士付
先生告诉记者，急救求生装备总体
可分为紧急避险类、紧急医疗类、生
存保障类等。这些装备通常会装进
50 升至 70 升的背包中，可放在家
中、车上或随身携带，以应对不同的
紧急情况。

“威胁百姓安全最多的还是火灾
与车祸，因此一般准备紧急避险类与
医疗类装备即可。”付先生说，紧急避
险类装备一般有：救援绳索（套）、灭
火器、破窗器、消防面具、口哨、信号
灯、多功能刀具等；紧急医疗类装备
是：止血钳、碘伏棒、酒精棒、创可贴、
纱布、感冒药、止泻药、消炎药等，市
民可按需准备。需要提醒的是，最好
选购大品牌的紧急避险装备，不要轻
信网络宣传。如网络热销的直径 8
毫米高空救援绳索，关键时刻很可能
会因为磨损而断裂。

有备无患

家庭急救装备咋选

□记者 张五阳

本报讯 1月 7日上午，市社科联
与市豫菜文化研究会联合召开平顶
山市2024年“豫菜地标美食”“豫菜
大师”等评审认定工作会议，数十家
餐饮单位参会。当天还启动了鹰城
首届“地标美食”评选活动，我市各大
餐饮企业即日起均可报名参加评选。

此次活动由市豫菜文化研究会
主办，旨于寻找平顶山当地特色美
食，树立平顶山豫菜品牌，选拔豫菜
人才，弘扬与传播豫菜文化。评选活
动将按照《中国豫菜团队标准》规范
实施，采用《豫菜地标美食评审认定
规范》标准选出“地标美食传承人”

“地标食材”“地标美食基地”“地标美
食之乡”等；同时按照《豫菜师傅资质
质量技术规范》标准，选出“豫菜大工
匠”“豫菜工匠”“豫菜大师”“豫菜名
师”等。

据活动相关人士介绍，该活动将
通过公开征集、现场评定、专家评审
等环节，确定首批鹰城地标美食名
录，深度挖掘彰显鹰城地域特色的地
标美食，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促进
鹰城餐饮业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鹰城首届“地标美食”
评选推介活动启动
各大餐饮企业均可报名

□记者 张五阳

本报讯 春节临近，年夜饭礼盒销
售逐渐“火”了起来。近日，记者走访
市场发现，市区不少大、中型饭店门口
堆起了高高的年夜饭礼盒，这种加热
即食的菜品，不仅种类丰富，还保留有
该饭店特色菜的风味与口感，吸引了
不少市民购买。

1月9日下午，在市区光明路与园
林路交叉口附近一家饭店门外，摆放
着多种年货礼盒，有“即食烩面”，也有
该店推出的“四碗五大”礼包，该礼包
内含酥肉、扣肉、排骨、炸鱼等9种菜
品。整体价位在60元至268元之间。

“这几天销量不错，一天可售出十
多盒。”该饭店负责人连先生告诉记

者，他们店今年新推的年夜饭礼包，目
前销量逐步提升，预计1月底进入销售
高峰期。

在市区润泽园神马大酒店南门与
东门入口处，设置了多个年货区域，多
种多样的年夜饭礼盒与摆放成的“祝
福”造型，很是喜庆。市民陈小姐预定
了3盒“八大碗”礼盒。她告诉记者，
去年在饭店购买了年夜饭礼盒，一桌
子饭菜，只需简单加热即可食用，省了
她不少事儿。“我这次买不光是为了年
夜饭，像朋友来家聚会，父母家聚餐等
都用得上，很方便。”陈女士说。

该酒店客服经理汪女士介绍，“八
大碗”礼盒内有藤椒鱼块、黄焖小酥
肉、黄焖鸡块、黄焖排骨等 8 种特色
菜。除了“八大碗”外，还有“卤味礼

盒”“炸货礼盒”“干菌礼盒”等可供市
民选购。“自推出至今，已售出几百套
礼盒，其中‘八大碗’销量最好。”

另外，我市不少中、小饭店今年也
开始制作自家的礼盒套装。市区三七
街一家开了30多年的老店，新推出了

“肘子”礼盒；市区光明路南段一家饭
庄推出了“老式蒸碗”年夜饭礼盒；市
区建设路与公园北街附近一饭店推出
了西餐礼盒等，且销量都很不错。

市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常务理
事、市如意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张
卫东说，近年来，越来越多饭店热衷于
推出自家品牌的年夜饭礼盒。一方面
满足了市民对口感与品质的追求，同
时也满足了饭店宣传、推广自家特色
菜的需求，更为饭店增加了创收渠道。

春节将至 年夜饭礼盒销售渐“火”

在我市一家超市在我市一家超市，，一次性塑料袋使用频率很高一次性塑料袋使用频率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