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11个月我省查扣
违禁塑料制品超1943万个
罚没款近450万元

本报讯（记者李梦瑶）今年以来，我省市场监管部门组
织实施禁塑执法联合行动，禁塑工作成效明显。截至11月
底，全省共立案2812宗，结案2462宗，查扣违禁塑料制品
1943.3万个，罚没款449.7万元。

联合综合执法部门查处生产、销售、储存、运输一次性不
可降解塑料制品窝点；与商务部门一起开展农贸市场禁塑治
理工作，压实市场开办者主体责任；在海口三大港口开展入
岛车辆联合执法检查，阻断输入源头……今年以来，我省市
场监管部门与相关单位加强协调联动，初步形成纵向联动、
横向协调的禁塑工作机制，禁塑工作合力进一步凝聚。

为凝聚社会共识，我省市场监管部门还综合利用日常巡
查、专项检查、支部共建等形式，深入农村社区、商场超市、农
贸市场等场所强化宣传引导；举办2023“铁腕禁塑·生态海
南”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集中销毁行动等活动；曝光典
型案例震慑违法行为人。今年以来，全省共发布禁塑典型案
例14批次60余宗，有力震慑违法经营者。

与此同时，我省还及时落实举报奖励，推动社会共治。
今年10月，陵水综合行政执法局根据举报线索对某商家销
售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行为，作出罚没款60.63万元的
行政处罚。根据《海南省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
励暂行办法》相关规定，执法部门将给予举报人举报奖励，这
也成为海南省首例禁塑类案件中的行政奖励。

我省持续提升全生物降解材料及制品检测能力

推动降解产业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到底能否降解？在海南，只需7天
就能揭晓答案。

“可在过去，通常需要3到6个月。”近日，省市场监管局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透露，目前我省全生
物降解材料及制品检测能力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为海南禁
塑工作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让这一检测时间实现大提速的，是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所（以下简称省质监所）联合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
所打造的国家市场监管重点实验室（降解材料质量安全评价
与研究）。成立仅两年，该重点实验室便在技术攻关等方面
取得多项突破。目前，该重点实验室已开发堆肥生物降解专
用材料5种，设计和合成海水降解材料2种，研制降解制品3
种，开发生物降解塑料制品检测新方法6项，获CMA（检验
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或CNAS（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
会）检验参数578项，获CNAS认可的国际标准33项。

全生物降解材料及制品检测能力的提升，一方面助力
“禁塑”监管执法，一方面也正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企业发
展，推动海南降解塑料制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我省‘禁塑’工作的开展，降解塑料制品企业逐渐
增多，急需检验检测机构提供技术帮扶。”省质监所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该所已为我省一批降解塑料生产企业提供准
确、高效的检测服务，帮助企业打通从生产到销售的产品质
量关。

为服务海南降解材料产业发展，我省还成立了降解材料
产业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通过有机融合计量、标
准、认证认可、检验监测、质量管理等要素资源，持续满足降
解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

“近年来，海南生物降解产业发展迅猛，全省降解材料生
产能力年产量达2.5万吨。”该负责人表示，今后，该所将依托
不断提升的检验、科研、技术实力，进一步帮助降解材料企业
引进技术、改进工艺、提高质量、开发新品，打造一批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绿色环保产品。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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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开展海上环卫保洁，这对海
南而言并非小事。

为推动海上环卫工作规范化、标
准化、科学化管理，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成立调研组，对我省沿海市县海上
环卫工作进行调研，总结试点市县的
实践经验，编制发布《海南省海上环卫
作业标准》。

据了解，这是全国首个海上环卫
作业标准，旨在规范与指导全省海上
环卫作业，为全国建立海上环卫制度

提供海南样本。
据介绍，该标准从8个方面明确了

海上环卫作业具体范围，对海面保洁、
滩涂垃圾清理、水生植物清除等各类海
上作业有了相应规范，着重强调海上环
卫作业的安全、环保、卫生管理与突发
事件的应急处置要求。另外，对海上环
卫管理和监管也有一定参考标准。

专家认为，目前我国沿海城
市全面覆盖海上环卫工作，
但海上环卫工作的精细

化管理和全过程监管工作仍存在短
板，此次海南出台相应的标准，或许能
从制度上找到突破口，进一步将海上
环卫工作落到实处。

海上环卫，对于建设美丽海湾，保
护海洋环境来说至关重要。当前，我
省将继续推动海上环卫工作常态化发
展，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职责与任务，密

切配合，全力打造整洁海滩和洁
净水面，呵护海洋健康。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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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慧

12 月 12 日清
晨，在三亚市三亚
湾，游客们赤脚踩
在沙滩上，远眺海
平线上缓缓升起的
太阳。海上日出虽
美，环卫工人周妹
谦却一直低头紧盯
着沙滩，塑料袋、烟
头、矿泉水瓶……
许多垃圾都逃不过
她的眼睛。

海南是海洋大
省，拥有近2000公
里海岸线。越来越
热闹的海岸线上，
垃圾体量也在日渐
增长，近海污染防
治挑战不可小觑。

从 2020 年开
始，我省试点逐步
建立海上环卫制
度，将岸滩和近海
海洋垃圾纳入日常
环卫保洁范围。这
是海南建设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的一
项重要举措，有助
于海南自贸港生态
文明建设迈上新台
阶。

在全省沿海海
岸线、滩涂、海域水
面上，身着橙黄、深
蓝等工作制服，头
戴斗笠的海上“美
容师”每日勤恳工
作，为这片蔚蓝海
洋筑牢生态“屏
障”。

每天早上9点，在陵水黎族自治县
新村港，伴随着“哒哒哒”的马达声，新
村港海域的保洁组组长周游身着橙色
工作服，手持打捞杆，随着小船乘风出
海。

海面上漂来一个白色的塑料瓶，周
游用力挥舞打捞杆，用杆头的网兜将塑
料瓶“一网打尽”。“如果不及时打捞清
理漂浮物，它们会污染海水，特别是鱼
线、渔网等废弃物，会严重影响到海鱼、
海龟等海洋生物的生长。”周游说。

新村港的内海、外海海岸线约有
42公里，海域面积1423.32万平方米，
港湾渔船来往热闹，每次潮涨潮落都
有渔业垃圾、生活垃圾漂浮在海面
上。新村港组建了一支由105人组成
的海上环卫作业队伍，采取定人、定
岗、定区域、定时段的工作办法，确保
海岸线和海域的洁净。

目前，不仅仅是新村港，我省可供
开发的68处渔业港湾，基本都设立了
保洁队伍，实现海岸线和近海海域保

洁全覆盖。
从2020年开始，我省以海口、三

亚、文昌、洋浦经济开发区为试点，逐
步铺开海上环卫工作。此后总结试点
经验，以点带面逐步在沿海市县全面
铺开。

截至今年11月底，我省沿海市县
已全面启动海上环卫工作，将属地管
理范围内的近海200米及岸上200米
都纳入海上环卫的保洁范围，保障海
面、近岸滩涂的干净整洁。

保障港湾近海干净整洁
海上环卫逐步全面铺开

智慧环卫守护海上蓝
海陆空“神器”齐上清理垃圾

12月11日，在海口市西海岸的沙
滩上，一辆沙滩垃圾清洁车正在清扫
垃圾，车头的机械沙漏铲进沙土来回
抖动，隐藏在沙土里的垃圾袋、烟头、
纸屑被分离，垃圾留在沙漏里，干净的
沙子重新流回沙滩。

“以往清理沙滩垃圾，都是以人工
捡拾为主，现在引入沙滩保洁车后，能
快速、精细筛分垃圾，每小时能清理2
万平方米，相当于60名保洁工人的工
作量。”海口玉禾田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水域项目经理刘艳龙介绍。

在海岸、近海清扫垃圾，单靠人工

作业不仅安全风险系数较高，工作任
务量也很大。为此，我省沿海市县正
在不断引进机械化、智能化的保洁产
品，并应用无人机、卫星遥感、视频监
控等科技手段，逐步建立科技巡查、机
械化清扫的海上环卫作业模式，提高
海上环卫工作效率。

在澄迈县，花场湾、盈滨半岛等海
湾岸线上，游客有时可看到无人机在
空中巡逻。据介绍，从2021年开始，
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启动无人机等
科技工具，巡查定位海上垃圾。对于
海岸面广，位置偏僻且人流较少的海

滩、滩涂等区域运用无人机进行空中
巡查，有利于及时、便利、有效掌握这
些区域的垃圾情况，对漂浮过来的垃
圾及时进行清理。

不仅仅是岸上，在水中，自动保
洁船机械化作业也能快速有效地清
理水面垃圾，保持海域洁净。“我们在
崖州湾配备全自动保洁船，能清扫水
葫芦、树枝等体积较大的海洋漂浮垃
圾，比如 100 平方米的海洋漂浮垃
圾，20多分钟就能清理完。”三亚市
崖州区龙马环卫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宋金鑫介绍。

制定发布海上环卫标准
为海上环卫规范作业提供海南样本

我省积极推进全链条塑料污染治理

多点发力为禁塑出实招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 （记者周晓梦）今年1月—11

月，我省实现生物降解替代品销售1.4万吨，较2022年全年
增长27.3%。这是12月1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禁塑办获
悉的。

“自我省全面禁塑以来，全生物降解材料产业经历了从
无到有的突破发展，呈现出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一级调研员杨兴旺介绍，目前全省已
形成膜袋4.04万吨/年、餐饮具4.60万吨/年的生产能力，能
充分满足当前禁塑替代品需求，随着在建项目的陆续竣工投
产，产能将进一步大幅增加。

在推动禁塑工作过程中，推进替代品产业发展、强化监
督执法、广泛开展社会宣传等都是重要环节。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禁塑工作的重点难点，进一步
加强统筹，积极推进全链条塑料污染治理。”省生态环境厅副
厅长张信芳表示，其中包括将进一步优化产业服务政策，推
动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产业，为生产企业按规定提供企业税
收减免、技术转让、所得税减免、扩大投资奖补的政策，丰富
生物降解产品类别，拓展试验场景，提高生物降解塑料制品
质量，加强新型降解材料技术攻关。

同时，在加大电商平台管控方面，我省将强化网上日常
巡查力度，对履行禁塑承诺不到位的电商平台企业进行警
示、通报、约谈，加强港口码头查控，加大线索搜集和监管执
法力度，全面防控和打击省外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输入
岛内的违法行为。

在落实农贸市场开办者主体责任方面，我省还将持续推
进农贸市场生物降解塑料袋集中采购，针对农贸市场、“六
小”门店等终端环节在全面落实承诺制的基础上，提高巡查
频次，加大监管力度，严肃查处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 在海南大胜达纸浆模塑环保餐
具智能研发生产基地，工作人员正在检
查环保餐具质量。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志愿者在三亚海棠湾沙滩清理
垃圾。 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