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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废电池流入黑市，需要立法发力
　　近年来 , 国家相继出
台了多种政策措施规范
铅酸蓄电池生产及回收
工作 , 但调研发现 , 生产
和回收中的污染现象屡
禁不止。特别是在回收
环节 , 一边是正规再生铅
企业普遍“吃不饱”, 另
一边是大量废旧电池流
入“黑市”(7 月 23 日《经
济参考报》)。
　　前几年 ,“血铅”超
标事件频发 , 严重影响受
害者身体健康 , 引起国家
高度重视。2012 年 5 月 ,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铅
蓄电池行业准入条件》,
对电池生产行业加以规
范 , 淘汰了一批小规模、
技术差的作坊式企业 , 巩
固了一批技术高、设备
先进的生产企业 , 这些对
防范“血铅”超标事件

发生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 , 防范电池污
染 , 管住生产行业只管住
了污染源的“前头”, 并
没有管住电池用完的“后
头”。管住“后头”更
为重要 , 因为电池使用涉
及的面广点多 , 且极其分
散 , 集中回收难度颇高 ,
极易造成污染。像使用
完的家庭常用干电池 , 单
独收集曾一度成风 , 如今
很少能看到回收箱。而
被列为新版《国家危险
废物名录》的铅酸电池 ,
在各类散乱的汽车修理
厂胡乱堆放、随意丢弃、
不按国家规定处理的现
象极为常见 , 埋下污染隐
患 , 危害更大。
　　长期以来 , 我国还未
建立废旧铅酸电池完善
的回收体系 , 大部分流入

非法的小作坊进行简单
拆解 , 酸液直接倾倒 , 对
人体和生态环境造成损
害。2017 年 6 月 , 江苏
南通破获 5 起非法倾倒
废旧铅酸蓄电池废液的
环境违法案件 ;2018 年 1
月 , 山西打掉一个废旧铅
酸蓄电池拆解、熔炼等
“一条龙”犯罪团伙。
数据则显示 ,“在我国每
年产生的 330 万吨废旧
铅酸蓄电池中 , 正规回收
的比例不到 30%”。就
是在城市化程度颇高的
北京 , 废旧铅酸电池回收
也不理想 ,《北京日报》
就报道 ,“只有 1% 的废
铅酸电池进入了正规回
收渠道”, 相当一部分进
入“黑市”。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
现象 ? 一是正规回收处

理企业生产成本高 , 而非
法“小作坊”靠一把斧、
一个炉子就够了 , 几乎零
成本 , 正规企业抢不过
“黑作坊”。二是废旧
铅酸蓄电池使用面广量
大 , 相关部门单打独斗抓
监管 , 没有形成合力。结
果导致 , 废旧铅酸蓄电池
回收领域形成“劣币驱
逐良币”的局面。
　　如何改变流入“黑
市”的局面 ?2016 年 12 月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
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
方案》, 对铅酸蓄电池等
4 类产品实施生产者责任
延伸制度 , 要求引导生产
企业建立产品追溯系统 ,
支持采用“以旧换新”
等方式提高回收率。但
是 , 这仅仅是个引导性的
方案而已 , 能否完全实施

有赖于企业的社会责任 ,
真正实现尚有不小难度。
在笔者看来 , 有关部门的
步子还可以迈得更大一
点 , 加强铅酸蓄电池等危
险废物回收处理的立法
研究 , 不妨出台相应的法
律规范。北京市人大常
委会目前正在研究制定
《北京市危险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条例》, 可以说
在危险废物监管上走在
了前列 , 这一做法值得借
鉴。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 , 法律管长远管根本 ,
尽快出台相应法律制度 ,
明天会更美好。

█党小学

　　近日在广东汕头 , 外
卖小哥陈先生到一家麻
辣烫店取餐时 , 发现店
主孩子赤脚踩在食材肉
丸子上面。15 分钟过去 ,
店家看在眼里却没有劝
阻 , 他连忙拍照取证并予
以曝光。目前 , 龙湖区食
药监部门已责令该店面
停止营业并进行查封 , 下
一步他们将根据调查检
测的情况 , 依法依规作出
处罚 (7 月 23 日《中国消
费者报》)。
　　民以食为天 , 食以安
为先。近年来网络订餐
市场快速发展 , 外卖食品
安全备受关注。一些生
意火爆的网红外卖商家 ,
在现实中却是没有营业
执照和餐饮许可证的黑
作坊 , 还有的小吃店食材
来路不明 , 食品加工缺乏

规范 , 存在严重的食品安
全隐患。如何完善外卖
食品安全的监督 , 成为亟
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应该看到 , 外卖商家
点多面广 , 工商、食药监
等有关部门精力有限 , 难
以做到全方位监管。作
为供应链最末端的消费
者 , 对于外卖监督也是有
心无力。总不能每次都
要等到吃坏肚子 , 再去倒
查外卖商家的食品质量
问题吧 ? 媒体的暗访曝
光 , 虽然能揪出一些问题
商家 , 却也存在“隔墙扔
砖”的小概率问题。于
是 , 外卖食品安全在某种
意义上俨然成为监管盲
区 , 一些外卖商家心存侥
幸心理 , 随意违反相关规
定 , 食品质量缺乏保障。
在这一背景下 , 外卖小哥

的监督举报 , 有力填补了
监督漏洞。
　　外卖小哥举报已不
是第一次了。此前 , 秦皇
岛一外卖小哥就曝光了
他在取餐时发现的一些
三无快餐店 , 这些作坊
“连住带做”, 操作间一
片混乱 , 食材随意摆放 ,
卫生环境堪忧。随后当
地食药监部门对外卖平
台进行约谈 , 存在问题的
商户已被下线并停业。
如今 , 汕头的外卖小哥同
样为查处无良商家立下
一功。根据其举报的“脚
踩肉丸”线索 , 有关部门
顺藤摸瓜 , 还查出涉事商
家存在从业人员缺乏健
康证、食物储存不规范、
配套设施不完善、操作
不合格等问题 , 并组织第
三方监测机构 , 对小吃店

的食品原材料进行检测。
　　外卖小哥监督外卖
商家具有天然优势。一
方面 , 外卖小哥每天到商
家取餐 , 对于商家的卫生
状况、操作习惯等再熟
悉不过 , 哪家存在食品安
全问题 , 他们可以说是了
如指掌 ; 同时 , 在随机抢
单的情况下 , 商家每次都
会迎来不同的外卖小哥 ,
可以建立起“多对一”
的监管模式 , 进而有效破
解熟人社会的监管难题 ,
减少和避免包庇行为。
目前 , 一些外卖小哥举报
不良商家 , 更多的是“良
心活儿”, 属于自动自发
行为。下一步 , 各地各部
门要积极探索 , 对于外卖
小哥举报给予奖励和保
护 , 从而广泛调动监督热
忱。

　　今年 3 月 , 上海市食
药监局和饿了么、美团、
百度三大外卖平台 , 共同
探索建立鼓励外卖小哥
内部举报制度。外卖小
哥在取餐时发现问题可
以一键举报 , 由平台进行
线上线下核查 , 并通报给
市场监管部门。一旦问
题核实 , 外卖小哥可以获
得奖励。反之 , 明知商铺
有问题但不举报的 , 平台
将把相关人员列入到行
业不诚信黑名单中去。
这种奖惩并举鼓励举报
的做法 , 值得其他地方借
鉴。目前 , 我国外卖从业
人员近 700 万 , 如果能够
让更多外卖小哥成为食
品安全“吹哨人”, 无良
餐饮商家自然无处遁形。

█张淳艺

让更多外卖小哥成为食品安全“吹哨人”

上头条，找华早

　　7 月 19 日新华社报
道 , 为进一步规范道路限
速管理工作 , 保障机动车
驾驶人的合法权益 , 确保
道路交通安全 , 提高道路
通行能力 , 山东省公安厅
出台《全面改进和规范
公路限速及测速八条工
作措施》, 并集中开展为
期 6 个月的限速路段集
中整治排查。 
　　7 月 15 日 , 山东省
委机关报《大众日报》
刊登记者调查 , 记者乘坐
长途汽车、出租车、私
家车等 , 亲身体验当地限
速乱象 , 引发社会关注 :
一条一百多公里的潍高
路 , 限速不停地切换 , 一
会儿限速 80 公里 / 小时 ,
一会儿时速限值就变成

了 70 公里、60 公里、40
公里 ; 一条道路 , 限速值
20 多分钟切换 7 次 , 局
部行驶 1 分钟一变。在
这样的路上开车 , 司机戏
称“坐过山车”。此次
为期 6 个月的整治排查 ,
可以看作对媒体和社会
关切的回应。 
　　“十次事故九次快”,
对机动车限速的必要性
无需多言。但应该限速 ,
不意味限速可以“随心
所欲”, 合法、合理是不
能背离的标准。关于“合
法”, 什么道路可以开多
快 ,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有
规定的 , 严格按照规定
来 , 这里也不多说 , 重点
说说“合理”。 
　　每个人的“合理”

标准或许不尽相同 , 但恐
怕没人认为“过山车式”
限速合理。判断某一限
速是否合理 , 大致可以从
两方面考量 : 是否有利于
交通安全 , 是否有利于通
行效率。当然 , 二者并非
等量齐观 , 安全是第一位
的。一条路 , 路况、周边
环境不同 , 限速有些变
化 , 本属正常 , 比如弯道、
人多的地方 , 要开得慢一
些 , 限速就要低一些 , 但

《大众日报》披露的情况 ,
却不是这样。路况、周
边环境基本没有变化的
道路 , 限速却忽高忽低。
本可以开 80 迈的路段 ,
人为限定 60 迈、40 迈 ,
降低了通行效率 , 尤其严
重的是 , 没有缓冲时间 ,

限度突如其来 , 让部分司
机无所适从 , 产生新的安
全隐患。 
　　面对不合理限速 , 一
些司机中招了 , 被罚款、
被扣分。不少人感到委
屈 :“这么限速 , 多少分
也不够罚的。”的确 , 罚
款、扣分不是目的 , 而是
保证交通安全的手段 , 而
当罚款、扣分无助于交
通安全目的的实现 , 甚至
适得其反的时候 , 处罚的
正当性就值得质疑了。
此次整治排查的目的之
一 , 是“保障机动车驾驶
人的合法权益”, 也说明
这点。 
　　明显不合理的限速 ,
为何能设置并存在多年 ?
一些人将其归结到“执

罚经济”上。在个别地方 ,
这未必不是事实 , 却很难
找到证据支撑。在这件
事情上 , 纠缠过去意义不
大 , 正确的态度是“向前
看”, 尽快将不合理限速
清理掉。 
　　限速管理中的问题 ,
不止于限速设置不合理
这一个 , 但以此为突破口
和治理重点 , 全面梳理并
解决存在的问题 , 山东省
的整治排查应能取得理
想效果。我尤其想呼吁
的是 ,“过山车式”限速
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
并非山东省独有。这一
问题事关交通安全 , 也事
关司机权益 , 各地都有必
要做一次彻底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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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山车式”限速 , 各地都该彻底排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