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关注 2025年6月2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次旦央吉 编辑：旦增央吉 校对：赵耀铁

瓦楞纸箱上缠绕着难撕开的胶
带，包装盒里有大量气泡袋、发泡塑
料……不少人在收快递时，都会遇
到这种“套娃”式包装。

快递包装缘何难以“瘦身”？如
何推动行业实现绿色转型？“新华视
点”记者进行了调查。

“套娃”包装、刺鼻气味、垃
圾激增

四川成都市的徐先生在网上购
买了一台迷你CD机。商品尺寸不
大，包裹尺寸却是商品的两倍，里面
放满气泡袋。“我理解商家想要保护
商品的心情，但这些填充物不仅占
空间，丢的时候也很麻烦。”徐先
生说。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会在
包装中叠加薄膜、网套等材料；部分
商家在快递中大量放置冰袋、防潮
垫等“功能性”包装品。

此前，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
队曾在全省20个市县抽选462名消
费者进行调研，其中超过 64%的消
费者认为快递包装胶带缠绕过多，
超过33%的消费者认为快递填充物
过多，超过 32%的消费者认为快递
包装过大。

为降低成本，一些商家选择低
价劣质的胶带、塑料和纸箱进行包
装。部分快递集中存放的区域，即
使戴着口罩也能闻到刺鼻气味。

2023年 2月 1日起施行的室内
空气质量标准规定，室内甲醛浓度
一小时均值应不超过 0.08mg/m3。
记者用甲醛浓度检测仪随机在吉林
长春市的 5家快递驿站进行测试，
停留仅几分钟，检测仪上显示的甲
醛浓度值就迅速超过这一标准，个
别数值甚至是该标准的7倍之多。

过 度 包 装 也 造 成 废 弃 物 的
激增。

在北京的一家垃圾分拣中心，
记者看到成片放置的分类垃圾。中
心负责人表示，这些垃圾主要从多
个社区回收而来，每天送到中心的
可回收物约为 60 吨。以黄板纸为
主要材料的快递包装纸占比越来越
多，目前已超六成。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琪表示，随
着我国快递年业务量不断上涨，每
年产生大量纸类、塑料废弃物，仅
2023年我国快递包装废弃物总量已
近2000万吨。

缘何“瘦身”“向绿”难？

快递包装缘何难以“瘦身”？
一家快递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

者，企业负责寄递的 95%以上的商
品包装由平台电商负责，很多电商
或为提升品牌溢价和开箱体验，或
为避免运输过程中商品出现破损，
普遍在包装上下功夫，进而导致过
度包装。

从事食品加工的电商卖家张涛
告诉记者，商品如果不“好好”包装，
运输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破损、挤压，
消费者收到后往往会投诉或直接打
差评。“解决这些投诉和差评要花更
多钱，不如在寄出去前过度包装。”
他说。

有些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也会
对包装提出要求。“给朋友买口红、
香水之类礼物时，一些买家会要求
将礼物放进大的礼盒或购物袋中，
一方面营造浪漫气氛，另一方面也
能让对方感受到用心程度。”从事化
妆品销售的电商卖家李敏坦言。

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自今
年6月 1日起施行，条例提出，鼓励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和寄件人使用
可降解、可重复利用的环保包装
材料。

“相较传统的瓦楞纸箱或胶带

包装，环保材料包装箱的成本往往
是2倍甚至更高。大量使用可能会
削弱商家的价格竞争力。”一名快递
站点的负责人坦言。

除此之外，电商平台对商家的
考核以销量、好评率、快递时效为核
心，未将快递包装的环保性纳入权
重，大部分商家对使用环保材料快
递包装并无太多动力。

在绿色回收方面，修改后的《快
递暂行条例》提出，鼓励在快递经营
场所和企业事业单位、住宅小区等
其他适当场所设置包装物回收设施
设备。

记者在长春市走访的20家快递
营业网点、快递驿站大多设有绿色
回收箱，其设计初衷是让更多快递
箱循环使用。

但记者发现，其中多数回收箱
要么在角落闲置，要么堆进了杂物
或垃圾，能真正发挥用途的屈指可
数。除此之外，不少消费者并不在
网点驿站现场拆箱，一些本可循环
使用的快递箱最终被扔进垃圾桶。

“回收上来的纸箱会被妥善保
存并免费提供给寄件顾客循环使
用，但对这方面的宣传不多，很多人
还不太了解。”快递员赵子俊说。

实现快递绿色化、减量化
需全链条管理

快递过度包装治理涉及生产、使
用、回收、处置等多个环节，全链条共
同发力是实现标本兼治的关键。

不少快递公司正通过一系列措
施，对快递包装“改头换面”。

菜鸟通过算法设计和精细化运
营适配纸箱尺寸，行业整体满箱率
提升18%，箱型数量减少11%。“比
如，我们为一些企业定制礼盒，通过
智能箱型设计算法推荐最佳箱型，
将包装与物流箱合二为一，减少了

塑料材料的使用。”菜鸟全球供应链
绿色科技产品负责人袁流说。

以废弃石料为原材料的可降解
环保石塑箱，是中通快递目前正试
点使用的新型包装箱。“这种包装箱
成本较高，我们正在推进仓库智能
化建设，应用一系列设备降低物流
成本。”中通云仓市场品牌部负责人
徐永贵说。

网点驿站是治理形成闭环的关
键，推进快递包装“瘦身”“向绿”，需
培养投递回收意识。

浙江大学的14个站点均设置了
快递包装回收装置“绿动箱”。“以紫
金港校区白沙邮递服务站为例，每
天有200多个快递包装在这里回收
利用。”浙江大学后勤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姚信表示，经过近 10年
的日常引导及绿色活动，纸箱回收
再利用已成为服务站的一种常规化
操作。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物流分
会副会长徐勇表示，有关部门要加
大监管力度，从源头排查整治生产
不合格、环保不达标包装材料的工
厂，避免不合要求的包装材料流入
市场。

“实现快递绿色化、减量化，需
对生产商、电商、快递物流等多个责
任主体进行清晰的权责定位。”北京
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
国君表示，可进一步联动相关部门，
将电商平台与包装材料生产厂家共
同纳入责任主体，进行严格约束。

“很多消费者对简单的包装并
不信任，对于绿色包装的关心程度
也有待提高。”赵国君说，需提升消
费者对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的
认知，同时推动企业作出改变，针对
不同商品的特性和运输环境，进一步
设计既能提升防护、也相对轻便的包
装方案。（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快递包装缘何“瘦身”难？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6月 16日，位于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停弦渡
镇的山洲烟花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共造
成9人遇难，26人受伤。

6月 17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决定对该起
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新华视点”记者实地采
访发现，涉事企业曾连续3年被监管部门查出重
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历经多次“整改”却仍“带病
经营”，直至酿成惨剧。

涉事企业“带病经营”

山洲烟花由多年前开设的老厂改建而来，
2017年注册现名，主营组合烟花产品。2024年，
企业重新更换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7年
9月。负责人徐合平自家庭作坊起家，从业已经
超过20年。

记者采访发现，此次爆炸事故之前，山洲烟花
在安全生产方面屡屡违规。“它是我们眼中的不放
心企业，所以平时也一直盯得很紧。”临澧县应急
管理局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股股长刘世平告诉
记者。

查阅临澧县应急管理局的检查台账，记者发
现，2023年、2024年、2025年，山洲烟花分别因改
变工房用途、超核定药量储存等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被立案调查。此外，该企业还多次因为余
药清理不及时、消防设施配备不规范等安全管理
问题被责令整改。

记者从停弦渡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了解到，
山洲烟花还长期存在货物无序堆放、超员超量等
管理问题。今年1月，该企业因存在“组装装药工
房超员作业（限2人，实际4人）”等安全隐患，被
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责令“立即停产一天”。

山洲烟花当值安全员杨天保向记者坦言：“厂
里一些员工平时操作中小问题不断，比如一些物
资摆放为了图方便，比较随意。”

据现场参与事故处置的一名专家介绍，经初
步勘察发现，涉事企业厂区部分安全防护设施和
重要工房、库房，建筑结构和建筑质量达不到标
准要求。

为何没能发现隐患？

“事发前4天，我才去厂里进行过一次夜查。”
停弦渡镇镇长黄嘉伟告诉记者，上任以来，他每
周都会前往烟花生产企业进行多次随机检查。今年5月，还发现了山洲烟花
违规改变工房用途的问题，并要求立即停产整改。

记者了解到，除了镇里和应急部门的检查，山洲烟花还多次接受当地行
业协会检查。临澧县烟花爆竹行业协会副会长熊井清介绍，协会联查联保
机制是企业之间相互监督的一种方式，一家企业停产整改，签了联保合同的
其他企业要跟着一起停产，同时，企业之间可以随时互查。

熊井清向记者出示了一张“湖南山洲烟花‘企业联保’隐患排查及整改
回复表”，上面显示，4家协会会员企业在今年5月18日对山洲烟花的一次检
查里共找出15个问题，其中不乏静电触摸器损坏、半成品中转库门未关、药
品中转无消防提水桶、黑火药中转消防池破损等明显安全隐患。一周之后，
协会对山洲烟花完成的整改进行了验收。

熊井清说，他曾多次去过山洲烟花，发现企业除了一些硬件上的安全隐
患外，还有员工秩序混乱、随意走动等现象。他多次当面告诫徐合平，并将
发现的问题向应急管理部门上报。“徐合平每次都承认并整改，但现在看来，
他根本没有从思想根源上重视。”熊井清说。

记者调查发现，当地安全监管部门对山洲烟花违规生产的监管存在流于
表面等问题，而山洲烟花的应对态度则是“一查就‘改’，‘改’了再犯”。

记者查阅相关台账发现，仅今年1月3日至6月14日，企业接受各种检
查超过40次，其中县级检查5次，镇村两级检查36次。检查次数不可谓不
频，但从处理结果来看，这些执法处理大多停留在“口头警告”“责令整改”等
形式。近3年3次立案处罚罚款金额仅分别为3万元、4.2万元、1.5万元。

多名受访者表示，针对长期出现问题的企业，应采取包括责令停产、顶
格处罚等在内的有力措施；不痛不痒如“毛毛雨”的处罚方式，可能助长企业
的侥幸心理。

产业要发展 政绩观更不能出偏差

临澧县是全国烟花爆竹生产重点县，烟花爆竹产业是其支柱产业之一。
记者了解到，当地2024年烟花爆竹全产业链产值达到60亿元，并提出

“到2026年，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亿元”的目标。然而，多起安全事故暴露
出当地仍然存在安全底线让位于产业发展的政绩观偏差问题。

公开信息显示，2024年10月，临澧县相继发生2起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事
故，共造成3人死亡；2023年5月，当地发生2起安全事故，其中1起造成1死
1伤；2022年发生两起事故，各造成1人死亡。

“一些企业负责人的观念还停留在作坊式生产阶段。”临澧县鞭炮烟花
产业服务中心副主任何玉认为，企业在经历几轮改造升级后，硬件设施更新
了，但现代化经营理念、管理水平、市场开拓能力和安全意识亟待提升。

记者注意到，事故救援过程中，当地连续3次公开通报伤亡信息，从“2
失联9受伤”到“9死26伤”，引发舆论质疑。一名参与处置的干部表示，涉事
企业人员流动进入登记不详细，提供的初始数据不完整，客观上造成人员核
查难度大，更反映出企业日常管理松散。

据记者了解，事故发生后，临澧县委县政府反思认为，安全意识与烟花
产业作为临澧主要产业的地位不匹配；跟踪督导不够，隐患排查整治不彻
底，企业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不仅监管存在薄弱环节，
发现问题隐患的能力也亟待加强。

多名当地干部表示，安全生产重于泰山。相关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企
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将安全意识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真正守护劳动者
的生命安全，推动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让类似悲剧不再上演。

（新华社长沙6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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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 6月 19日电（记者
帅才）夏至将至，盛暑来临，天气炎
热，空气湿度大。中医专家认为，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夏至是人体
阳气最旺盛的时刻，可以通过饮食
调理、科学运动等方式养生。

“夏至时节养生讲究护阳、祛
湿，不要进行激烈的运动，避免过度
出汗，导致阳气受损。”湖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徐
寅介绍，夏至时节，体育爱好者可以
选择清晨或傍晚运动，慢跑、散步、
游泳等运动方式比较适合，运动时
间控制在半小时左右为佳，运动强
度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大汗淋漓
损伤阳气。体育爱好者在室外运动
时需要做好防晒，避免皮肤晒伤。
运动前后都要注意补充温水或淡盐
水，运动后不要立即冲凉或直接吹

空调，以免着凉。
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杏至堂健康调养中心主任章琼提醒，
“心静养神”是夏至养生的关键。有
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在盛夏时节要注
意防暑降温，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
降低血液黏稠度。这类人群要避免
过度运动，特别是不要在烈日下锻
炼，以免发生心血管意外。盛夏时
节，心火旺盛的人容易出现情绪波
动，中医建议通过静坐冥想、打太极
拳、八段锦等方式来调节心神。

章琼建议，盛夏时节，上班族不
要久坐在空调房中，可以适当地活
动，比如做一些健身操，还可以适当
饮用一些紫苏姜枣茶，帮助提升阳
气，避免发生头晕、感冒等“空调
病”。夏季还要做好情志养生，避免
过度兴奋，保持情绪平和。

中医支招夏至时节科学运动养生

青山绿水间，夏日的怀柔科学城，
一曲独特的创新交响在这里奏响。

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发出“第
一束光”，到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
破解地球密码、多模态跨尺度生物
医学成像设施解码生命奥秘……科
学之光，正在照亮科学之城。

占地100余平方公里、37个科技
设施平台集聚，这里已成为北京建设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引擎。

今天，一个个“国之重器”扛起创
新重任，一个接一个成果在怀柔生
长，一座以“科学”命名的新城，正在
崛起。活力中国调研行的记者们走
进这里，感受这座城的旺盛生命力。

“国之重器”：原始创新“硬
地基”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
是面向世界的起点。

2025年4月，“数字生命”大科学计
划在怀柔科学城启动，引发全球关注。

这项由北京大学国家生物医学
成像科学中心发起的计划，依托刚
通过国家验收的多模态跨尺度生物
医学成像设施，将对生命体结构与
功能进行跨尺度、多模态观测。

“这一设施的战略价值是要建立
从细胞到器官的‘数字孪生’，为重大
疾病研究提供新范式。”中国科学院院
士程和平说。这一设施总投资17余
亿元，综合实力跻身世界一流行列。

一束创新之光，到底能照多远？
怀柔科学城高处，一座形似“放

大镜”的巨型建筑引人注目——这
是我国首台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占
地面积相当于90个足球场，照亮的
却是纳米级的微观世界。

2025年3月，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HEPS）正式启动带光联调，这台总
投资47多亿元的“超级显微镜”，可发
出比太阳亮度高1万亿倍的光，将成
为解析物质微观结构的“终极工具”。

“HEPS就像一把‘光尺’，能精
准测量微米级的蛋白质晶体结构。”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工程总指挥潘卫
民说，首批光束线站已开展实验。

距此不远的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
置“寰”，则承担着另一重使命。作为我
国首个地球系统模拟大科学装置，它能
重现地球的过去、模拟现在、预测未来。

如今的怀柔科学城，已形成物
质、空间、生命、地球系统、信息与智
能五大科学方向的设施集群。4个
大科学装置正式运行，16个科技设
施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这一

“设施集群—开放共享—协同创新
—成果转化”的模式，正成为北京原
始创新能力跃升的物理基础。

创新高地：“从0到1”成果
涌现

原始创新，需要“十年磨一剑”

的定力。
从装置到人才，从平台到技术，基

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转化在这里形
成闭环，一个接一个“国之重器”结出
果实，好消息不断从“城”中传来。

生物医学领域，“数字生命”大科
学计划首批启动的“AI解码生物钟”
等13个重点项目已展现出潜力。多
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携手
90家合作伙伴打通“原理—技术—
产品—应用”创新链，推动高端生物
医学成像装备实现“中国创造”。

物质科学领域的突破同样亮
眼。依托 HEPS 发出的“最亮的
光”，科研团队在航空航天材料等领
域取得突破；同步辐射技术还揭示
了锂硫电池充放电过程中的界面演
化规律，为下一代储能电池研发奠
定基础……这些成果发表在《科学》
《自然》等顶级期刊，更直接服务于
“嫦娥”“天问”等国家重大任务。

迄今，怀柔科学城已突破关键核心
技术51项，产出重大科技成果329项。

追梦之城：创新要素“强磁场”

顶尖人才，是怀柔科学城最珍
贵的“燃料”。

这里，诺贝尔奖得主杰哈·穆
鲁与青年科学家共用食堂，丘成桐
院士领衔的数学团队与程和平院
士的生物医学成像团队同“城”
而居。

诺奖级科学家19名、全球高被
引科学家28名、两院院士78名——
亮眼的人才清单，折射出怀柔科学
城的“磁吸效应”。

“这里有顶尖的设施、自由的学
术氛围，还有配套完善的生活环
境。”从瑞士回国的青年科学家、中
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许
海生坦言，怀柔科学城为他提供了
从科研到生活的全场景支持。

目前，在怀科研人员达 2.5 万
人，外籍人才671名，形成“老中青”
结合、“产学研”联动的人才生态。

人才集聚，源自怀柔科学城“科
学家一生之城”的规划理念。起步区
规划实现率达85%，基础设施完成率
达91%，从国际学校、三甲医院到人
才公寓、科学家公园，“远看是花园，
近看是家园”的城之框架呼之欲出。

更关键的是，创新、产业、资本
在这里形成良性循环。对初始创业
团队，给予“耐心资本”支持；为加速
科研人才成长，设立北京市自然科
学基金—怀柔创新联合基金，“基础
研究—技术开发—产业转化”的生
态闭环为创新助力。

站上怀柔科学城的观景台，鳞
次栉比的科研楼宇与绿意盎然的生
态景观相映成趣。

这座以科学命名的城，驰骋于
新的科技浪潮。如同一粒种子，以
惊人的速度萌发生长。

从城到国，再到面向全球，创新
始终是主旋律。它，向着世界科学
高地奔跑，在接力的奋斗中必将梦想
成真！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这 个“ 城 ”，不 一 般 ！
新华社记者 陈芳 戴小河 张漫子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6 月 19
日发布消息称，北京今年推行
企业数据填报“一件事”改革以
来，惠及 29.9 万户经营主体，减
少重复填报数据超 925 万条，减
轻 了 企 业 向 不 同 部 门 多 头 报
送、重复报送相同数据的负担。

（新华社发）

减 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