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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颖

经常在盒马购物的消费者最近发现，

原本免费送的包装袋，突然要收 1 元钱，

让人不爽。

2021年，永辉、山姆线上收取包装费

已上过热搜。盒马明知会惹得消费者不

快，还要硬着头皮收费，实在有“苦衷”：

“限塑令”规定，商家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

物袋。此前多个生鲜平台免费配送无纺

布袋，绕开了“限塑令”。

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又规定，

国家依法禁止、限制生产、销售和使用不

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无纺

布袋虽然不属于塑料制品，但严格来讲仍

属于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制品。近两年来，

已有多个商家因此被市场监管部门罚款

数万元。

这是平台纷纷换用可降解包装的直

接原因。相比每只成本约0.2元的无纺布

袋，同规格的可降解环保袋要贵得多，每

只1.5元左右，企业无力全部自行承担，不

得不向消费者收费。

1元钱包装袋引发的争议，看似是企

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实则是在考量企

业如何平衡合规要求与经营成本。这不

是哪一家企业的战斗，而是全社会的系统

工程。

绿色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

要理念，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中国制

造的实力，可降解包装价格居高不下，主

要原因是用量不够无法摊薄成本。用量

上不去，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限塑令”和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落实得不够彻

底，大量商家还在生产、使用不环保包材。

解铃还须系铃人。打破这个负向循

环，需要在更大范围内严格落实相关法

规，倒逼更多卖家使用可降解包装，采购

量、出货量大了，成本才能逐步降低。以

平台的订单量，能更有效带动环保包装的

使用量，拉低成本。当可降解包装的价格

降到同无纺布袋差不多的时候，也许部分

企业就能重新负担免费为消费者提供包

装袋的成本了。

1元钱包装袋难倒企业的现象，还反

映出消费在向线上转移的过程中，近 17

岁的“限塑令”出现了不适应。

“限塑令”于 2007 年底出台。当时，

人们的主要购物场所在线下，消费者可以

自带环保袋。10多年过去了，“限塑令”发

挥了积极正面作用，让很多消费者养成了

自带购物袋逛超市的习惯。

然而，随着 2013 年美团外卖上线、

2015 年盒马成立，即时配送凭借足不出

户、等货上门的便利性，迅速成为消费者

离不开的日常服务。在即时零售、外卖等

消费场景中，商品必须有购物袋、打包盒

等外包装。此时，禁止商家免费提供塑料

包装，反而让商家理直气壮地收取包装

费，懒得研究如何减少包装使用量，这实

际上达不到“限塑令”的初衷。某些场合，

“一刀切”禁止免费提供塑料包装，反而影

响了节约环保理念的落实。

“限塑令”的初衷不是让消费者付费

使用塑料包装，而是要督促企业生产耐

用、易于回收的塑料购物袋，引导、鼓励群

众合理使用塑料购物袋。老政策与当下

消费场景出现脱节，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例如，是否可以调整为禁止即时配

送企业免费提供不可降解的袋子，以及鼓

励餐饮企业免费提供可降解打包盒，达到

政策引导、市场调节、消费者满意、环保包

装使用量提升、即时配送行业绿色化的效

果。同时，监管部门可把更多力量用在源

头治理上，依法查处违规外包装，并继续

提倡垃圾分类回收，做好资源循环利用。

处罚和收费都不是目的，减少不必要的塑

料制品使用、提高环保包装普及率，才是

大家共同的心愿。当然，如果以后成本降

下来了，能帮消费者省掉1元钱包装费就

更好了。

高维

当高校开设恋爱课的新闻不时冲上

热搜，总有人生出同样的疑惑：谈恋爱，

也是可以教的吗？

不得不说，恋爱这件事，的确很“私

人”。有人“爱你就像爱生命”，有人“低

到尘埃，开出花朵”；有人想要“轰轰烈烈

把握青春年华”，有人崇尚“平平淡淡才

是真”……于是乎，有人认为爱是一种本

能，荷尔蒙一相逢，便有故事无数，犯不

上专门去开课。

但开设恋爱课的初衷，并非授人以

“术”。毕竟，恋爱没有“万能模式”，对高

校而言，这样做既无必要也不切实际。

最近，天津大学把“爱与幸福”作为一门

学问引入校园，引发舆论热议，其心理健

康教育中心一名专职教师就明确表示，

这不是一门“脱单课”，也不会教太多所

谓的“恋爱技巧”。换言之，它更像是“传

道解惑”。

可以想象，这样的课程会很有趣，但

其核心议题始终是严肃的。爱情，是古

老而经典的母题，既综合了心理学、社会

学等专业知识，也涉及诸多“缄默知识”，

日常经验告诉我们，爱与被爱的能力并

非与生俱来：“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

人都有他的脾气”，它是沟通课；“仿佛永

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它是关系课；

“有什么熬不过，大不了唱首歌”，它还是

挫折课。

正如《亲密关系》一书中所言：“寻

找真挚永恒的亲密关系，其实就是寻找

自我。”能不能接纳真实的自己，包容对

方的不完美？在不确定的关系中，如何

建立确定性？这些问题虽然没有标准

答案，但底层逻辑总有某种共通性，以

一门课的名义，激发学生们认真思考和

探讨，这本身就构成了意义——很难指

望一堂课就能立竿见影，但一旦从中看

见真实的自己，一些微小的改变就可能

发生。

说到底，“懂爱、敢爱、会爱”，是一个

人通往幸福的“软通货”。对不少大学生

来说，情感教育也是“刚需”。《中国青年

报》曾做过一项样本超过千人的调查，显

示 88.23%的大学生支持大学开设恋爱

课。2022年8月，教育部在答复全国人

大代表提出的“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家

庭家教家风必修课的建议”时也表示，积

极引导高校加强家庭家教家风教育课程

建设，鼓励高校加强恋爱心理教育。

一个值得一提的现象是，面对爱情，

部分年轻人似乎很“分裂”。他们喜欢到

处“磕CP”、向往“神仙爱情”，但在现实

当中又奉行“我单身我快乐”，沉浸在自

己的“小世界”里。这种有意的疏离，有

时会遭到一些不太公允的批评。事实

上，他们同样在“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

牌”，只是有人在自我保护，有人选择宁

缺毋滥。由此不难理解，讲授恋爱课的

复旦大学教授梁永安的金句何以“圈粉”

无数：“有单身信念的人，更有可能遇到

灵魂伴侣。”

好的教育，是一颗心点燃另一颗

心。这些恋爱课之所以一座难求，甚至

“窗户上都挂满了人”，其中难免存在猎

奇因素，但更大程度是源于理解和尊重：

没有高高在上地说教，而是侧耳倾听学

生们的心声，既努力读懂年轻一代，也引

导他们更好地认识自己。

有对比，就会发现差距。反观现实，

一些“情感大V”“PUA话术宝典”混迹市

场，将男女关系物化、庸俗化，搞成套路

满满的心理操纵术。高校适当开设这类

课程，也是一种必要的去伪存真。由此

可见，只要有利于学生身心成长，高校多

一些大胆探索也无妨。

戴先任

据新华社报道，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

达 2 亿人，为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人社

部发布关于加强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的

通知，要求各地将零工市场纳入就业公共

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对所有灵活就业人员

免费提供基本就业公共服务。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体现

了“零工经济”的活力和拓宽就业渠道的

能力。有研究显示，“零工经济”正有力促

进新就业形态的发展，并成为促进国民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2019年，我国

“零工经济”对 GDP 总增量的贡献度为

10.43%，预计到2035年，这一比重将增至

13.26%。

从现实看，零工市场不够规范，从业

者面临不少难题。比如，因年龄偏大者

较多，一些人文化程度较低，维权意识、

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另外，一些零工市

场收费不尽合理，“黑中介”、虚假招聘乱

象不少。

灵活就业人员的求职痛点、权益保护

堵点不能被忽视。将零工市场纳入就业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需要提升监管效能，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就业公共服务。此

番人社部发布关于加强零工市场规范化

建设的通知可谓目的明确，如零工市场将

被纳入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要扩大城

乡服务覆盖范围，提高零工市场服务均等

化和可及性等。根据通知，各地零工市场

要重点提供灵活就业岗位供求信息撮合、

职业指导、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信息

推介、培训需求信息收集、权益维护指引

等服务。

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要加强对零工

市场从业者合法权益的保障，这也是“零

工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然要求。对此，需

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需要工会等有关方面加大对相关平台、企

业的指导帮助，也需要劳动监察部门加大

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治力度等。零工市

场从业者也要增强维权意识、法律意识，

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规范建设零工市场，是为人数庞大的

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更有力保障，让他们不

再是一个个“权益孤岛”。补齐零工市场

发展短板，护航零工市场健康发展、长远

发展，实现劳动者、企业、市场及社会的共

赢，公共服务的脚步要再快些、措施再多

些、覆盖面再广些。

从高校恋爱课
看情感教育理清包装袋收费的“绿色逻辑”

规范零工市场的脚步应再快些

司法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残疾人

法律服务工作的意见，明确到

2025年，要形成覆盖城乡、方便

快捷、优质高效的残疾人法律服

务网络，残疾人法律服务的精准

性、有效性显著增强，服务质量明

显提高，残疾人平等享有基本公

共法律服务的权利得到更好实

现。

新华社 王琪 作

加强法律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