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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周口分行积极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活动
4月 15日，是第九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工行

周口分行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创新引领十周年”
宣传教育主题，积极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活动。

该行将国家安全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紧密结

合，坚定不移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组织干部员
工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法律法规，增强他们的国家
安全意识、保密意识。 在日常工作中，该行不断创新
教育培训形式， 通过开展网上国家安全和保密知识
竞赛、开展普法宣传活动等方式，引导干部员工树牢
国家安全防线，严格遵守保密规章制度，严守保密纪
律，依法合规经营。

该行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利用营业网点 LED 电
子显示屏，滚动播放国家安全知识和保密知识，通过
摆放国家安全知识展板、发放宣传手册、悬挂横幅等
方式，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引导群众自觉维护
国家安全，营造国家安全人人参与、人人有责的良好
氛围。 ②12 （李玉）

������ 《塑料循环产业联合绿色行动联盟绿色行
动白皮书（2022 年度）》指出，随着全球废塑料回
收再生技术提升和产能增加， 预计到 2030 年，
全球废塑料回收率有望达到 50%。

近年来， 我国对塑料污染治理和废塑料回
收再利用越来越重视，有关部门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十四五”塑料污
染治理行动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据了解， 目前一些地方和企业已经探索开
展塑料回收。 2023年 10月，《上海市废旧物资循
环利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正式发布， 计划到
2025年，废塑料回收量达到 70万吨 ／年。有的企
业在其生产线中创新利用再生聚酯、 废弃渔网
等物料，制作移动终端的外壳等组件；有的将破
水桶经过数道工序加工， 变成可再生的塑料粒

子，用来生产家电、汽车部件。
受访专家和企业表示， 可探索制定再生塑

料使用比例相关标准， 引导社会使用再生塑料
产品，打造标准体系、认证体系、检测体系等绿
色再生塑料规范体系。

南开大学循环经济与低碳发展研究中心副

主任张墨建议，加大宣传再生塑料应用力度，培
养废塑料回收的社会共识， 提高社会使用意识
和意愿。

盛敏表示， 要进一步研发应用塑料回收利
用相关技术， 特别注意能将废塑料回归到分子
层级进行重新组织的化学回收。同时，可推动竹
材等生物基材料替代传统石油基材料， 减少塑
料垃圾的产生。

（新华社电）

废弃塑料回收难，再生利用有哪些堵点？
□新华社记者 张宇琪 陈凯姿 丁非白 周颖 吴慧臖 周凯

������废弃塑料，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垃圾。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塑料污染治理。数据显示，
我国废弃塑料回收处置只占少部分，一大半只是简单掩埋或焚烧，对生态环境形成挑战。 “新华视
点”记者调查发现，提高废弃塑料再利用率，亟待解决回收成本高、技术制约、再生塑料推广难等一
系列现实问题。

塑料垃圾随意抛弃
回收处置只占少部分
扫码、投放、积分到账……如今，不少

居民发现自家所在的生活小区，开始出现
智能化垃圾分类站和再生资源回收站。 这
些站点由环保科技企业提供成套设备，通
常无人值守。 记者近期调研时发现，在不
少回收站，规范分类并回收的塑料垃圾并
不多见。

“塑料回收目前面临很多难解的问
题。 ”海南省一家环保科技公司负责人辛
军介绍，“在前端环节，塑料垃圾分类未推
行到位，不少家庭还没有塑料垃圾分类的
习惯。 ”

记者实地走访多个小区了解到，大量
废弃塑料被直接混入生活垃圾中。 尤其是
近年来，电商、快递、外卖等行业逐渐成为
塑料袋及塑料包装使用的重点领域，大量
外卖塑料包装被丢弃在垃圾堆中。

据 《中国再生塑料行业发展报告
（2022 年度）》，由于塑料产品结构影响，资
源化价值较好的工程塑料、瓶体类塑料等
基本采取物理回收方式，实现了较好的回
收利用，但占塑料产量 45%左右的包装类
塑料，特别是膜袋类塑料基本不具备开展
物理回收的技术、经济条件。

辛军介绍， 塑料垃圾分类不到位，直
接影响后续回收再利用。 “两种不同性质
的塑料，如果不做分类挑选，粉碎混合在
一起就不能再利用了，变成真正的垃圾白
白浪费。 ”

前端家庭环节分类不到位，导致一些
塑料回收企业“吃不饱”。 在天津市静海区
一家主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及

塑料再生利用的企业，公司顾问王春林告
诉记者，企业设计产能年处理量为 500 万
台废旧电器， 去年一整年实际回收量为
270 多万台，产能还有释放空间。

根据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塑料分

会统计 ，2022 年我国产生废弃塑料 6300
万吨，其中被回收处置的仅有 30%，而填
埋量为 2016 万吨、 焚烧量为 1953 万吨，
分别占比 32%和 31%。

������记者走访发现， 外卖塑料餐盒大多数带有
可回收标志，虽然很多小区都有捡拾废品人员，
可他们的目标大多是纸壳等垃圾，餐盒、泡沫等
体积大、 运输需要压缩的塑料垃圾几乎无人问
津。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副会长高延莉解释，由
于低值再生资源利润低、成本高，回收者收集的
积极性不高。

“塑料垃圾体积大，需要压缩，5 吨载量的车
装不下 1 吨，运输成本比回收利润还要高。 ”辛
军说，“泡沫其实是很好的可回收利用材料，但
是行业内现在基本都不收。 ”

记者调查发现，成本、技术等因素也制约着
塑料循环再生利用。 浙江省固废利用处置与土
壤修复行业协会会员周竺说，为符合环保标准，
一些塑料再加工时，要经过脱硫、过滤等程序，
电费等方面成本每吨要增加 2000 元。

目前， 我国塑料回收行业主要是工艺较简
单的物理回收，存在产品降级等短板，无法产出

附加值较高的塑料产品。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再生塑料分会

原秘书长盛敏表示， 再生塑料行业自动化程度
不够，分选技术有待进一步提高，导致再生塑料
的品质降低；在 1 至 2 次的回收再生后，便会成
为无法再利用的塑料垃圾。

据了解，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已经融入小
件固废的前端回收中，可以进行自动挑选、单独
收集，替代大部分的人工，降低分选拆解成本，
但真正做智能分选垃圾的企业较少。

此外，再生塑料产品的推广使用待提升。 目
前， 全国范围内还没有政策对再生塑料产品的
使用比例作出规定， 再生塑料的大规模应用难
以开展。

王春林表示， 公司可以生产多种高端再生
塑料制品，出口至欧洲提供给各类汽车生产商，
但国内市场有限。 “再生塑料价格因技术、回收
成本等原因普遍比原生塑料材料价格要高一

些，国内加工型企业少有使用。 ”

废弃塑料回收难 再生塑料推不开

提高再生产品使用意愿 推动行业关键技术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