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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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的仅有约 30%，而填埋量为

2016 万吨、焚烧量为 1953 万吨，分

别占比 32% 和 31%。

废弃塑料回收难　

再生塑料推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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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吨载量的车装不下一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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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再生产品使用意愿　

推动行业关键技术突破

塑料循环产业联合绿色行动

联盟2022年绿色行动白皮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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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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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废弃塑料回收难，
再生利用有哪些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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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态环境造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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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2030 年，总体癌症 5 年生

存 率 达 到 46.6%——《 健 康 中

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

（2023—2030 年）》提出这一目标。

加强筛查和早诊早治，是提高

癌症 5 年生存率的有效手段。今

年 4 月 15 日至 21 日是第 30 个全

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主题为“综合

施策 科学防癌”。防癌如何更好地

“关口前移”？记者就此进行采访。

综合防治 

癌症5年生存率升至43.7%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

数据，我国癌症 5 年生存率已从

2015 年的 40.5% 上升至 2022 年

的 43.7%。

基本建成国家、省、地市三级癌

症综合防治网络，全民健康生活方

式行动在县区的覆盖率超过 90%，

乳腺癌和宫颈癌的筛查区县覆盖率

超过 90%……数字变动的背后，一

系列综合防治措施持续落地。

同时，依据国家癌症中心 2000

年至 2018 年持续监测数据，我国人

群恶性肿瘤的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年

均下降 1.3%，食管癌、胃癌和肝癌

等我国人群高发肿瘤的年龄标准化

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逐年下降。

国家癌症中心肿瘤登记办公

室有关专家表示，这证明了近些

年来我国通过开展危险因素防

控、筛查早诊早治和规范化诊疗

等措施，在肿瘤综合防控领域取

得显著成效。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三分之一

的癌症可以预防，三分之一的癌症

通过早发现、早治疗可以治愈。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

门联合印发的《健康中国行动—

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

2030 年）》，我国正在深入推进癌

症早期筛查和早诊早治。各地将

针对本地区高发、早期治疗成本

效益好、筛查手段简便易行的癌

症，逐步扩大筛查和早诊早治覆

盖范围。

主动筛查 

及时检出更多肿瘤病例

国家癌症中心根据持续监测

数据估算，2022 年我国恶性肿瘤

发病约 482.47 万例，发病前五位

的分别为肺癌、结直肠癌、甲状腺

癌、肝癌、胃癌。

相关专家分析，恶性肿瘤发病

数与前几年相比有所增加，人口老

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是主要原因，同

时，由于居民健康素养提升，越来

越多人主动参加肿瘤体检及国家

筛查、早诊早治项目，更多肿瘤病

例被及时检出。

为进一步加大癌症防治工作

力度，《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

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 年）》明

确提出下一阶段要推广癌症早诊

早治，强化筛查长效机制。

国家癌症中心党委书记张勇

表示，国家癌症中心牵头制定了 7

个常见癌种的筛查早诊早治指南，

截至 2022 年，我国高发地区重点

癌种的早诊率已超过 55%。

张勇介绍，下一步，还要持续

扩大筛查和早诊早治人群的覆盖

面，优化筛查与早诊早治的有效

衔接。同时，加强防癌科普宣传，

进一步提高群众对癌症筛查的接

受度和主动性，推进群众主动参

与癌症筛查项目，让筛查成效惠

及更多群众。

有所差别 
高危人群可考虑防癌体检

虽然才过 30 岁，山西太原市

民王艳梅（化名）每年都会到山西

省肿瘤体检中心做一次防癌体检。

王艳梅有着罕见的癌症家族史：父

亲因肺癌去世，大哥、二哥也分别

因胃癌、肺癌离世，母亲则患有宫

颈癌。

“考虑到她有较高的患癌风

险，我们建议她每年都来做一次筛

查。”山西省肿瘤体检中心副主任

管雪梅告诉记者，与面对普通人群

的常规体检不同，防癌体检主要针

对癌症高危人群。

据介绍，需要考虑防癌体检的

人群主要包括：有癌症家族史，特别

是父母、兄弟姐妹患有癌症的人群；

长期接触有毒有害物质、有职业暴

露的人群；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

如长期或重度吸烟者、嗜酒者等。

与常规体检相比，防癌体检的

检查手段更多，设备要求更高。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体

检中心主任孙晶介绍，以乳腺检查

为例，普通体检通常以触诊和超声

为主，防癌体检还会加入钼靶、肿

瘤标志物检查，更容易发现早期病

灶。再如肺部检查，普通体检靠胸

片可以看出结节，而防癌体检可以

通过低剂量螺旋CT、肿瘤标志物

等来研判是否为肿瘤。在食管、胃、

肠等消化道检查方面，普通体检一

般不会开内镜检查，而防癌检查可

以通过内镜及时发现病变。

不过，目前还没有一种手段能

够对所有癌症进行统一筛查，只能

针对不同癌症进行专项检查。相比

而言，防癌体检费用也较高，一些

检查还有一定的侵入性和辐射性，

并不适合所有人。专家指出，不同

癌种的高危人群有所差别，也要有

选择地进行防癌体检。

（据新华社）

让早诊早治惠及更多人
——科学防癌呼唤“关口前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