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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马国湘：积极培育循环经济发展

大力推广全生物降解新材料

现状 未婚同居增加意外怀孕风险
建议 扩大免费基本避孕服务范围

■ 利用可再生资源的工业化实现绿色循环经济已经迫在眉睫，也是可永续发展的

千年大计

■ 不断完善全国范围的全生物降解材料产业标准体系；实施试点推行法；加大

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力度；支持技术融合创新攻关，鼓励使用全生物降解材料产品

思想众筹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近年来，我国高

度重视塑料污染治理工作，将“白色污染”综

合治理方案列为重点改革任务，依法限塑、禁

塑。然而，“全球限塑令”来袭，对我国制造业

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国政协委员马

国湘认为，应该大力推广全生物降解新材料，

积极培育循环经济发展。“利用可再生资源的

工业化实现绿色循环经济已经迫在眉睫，也

是可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马国湘介绍，全生物降解新材料替代一

次性塑料用品及薄膜包装产品，在全球有

2.2亿吨的市场空间，实现了以低消耗、低排

放、高效率为基础的循环经济模式，有望为

中国实现低碳减排、2030年碳达峰作出贡

献，因此要大力推广全生物降解新材料，加快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

研发已取得初步成效。比如，由上海海洋大

学教授、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刘洪立及其

院士团队组成的“全生物可降解膜材料院士

工作站”，历经近10年的自主研发，以麦草、

玉米秆、甜高粱秆、稻草、棉秆、生活废弃物等

可再生资源为原料，采用世界领先的弱碱性

处理方法及其他环保工艺，加上拥有多项发

明专利的核心技术，生产出全生物降解材料，

广泛应用于生物基能源、材料、医药等30多

个行业。

具体怎么做？马国湘在提交的提案里也

出了几个点子：

有关部门尽早对全生物降解新材料项目

作调研和检测，不断完善全国范围的全生物

降解材料产业标准体系，推动国际互认机制

的建立，形成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检测与认证

中心，对各地给予指导。

实施试点推行法。山东潍坊地区的全

生物降解材料产业，综合利用秸秆、芦苇、菜

叶等可再生资源，实现绿色高效的生态工

业。该产业原材料广泛的应用性，可发挥全

国各地农村合作社的积极作用，实现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让绿色产业变环保事业为增

值、变生态工业为增产的生态循环经济，为

乡村振兴助力。

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力度，将全生

物降解材料产业关联项目建设，纳入全国各

地重点产业扶持范围，对全生物降解材料企

业采用阶段性奖励支持方式，并加大对全生

物降解材料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创新金融

产品和服务，拓宽抵质押物范围。

支持技术融合创新攻关，推动全生物降

解材料研发机构和龙头企业融合，鼓励全生

物降解材料企业承担原料改性、产品研发等

领域技术攻关，拓宽成果转化应用范围，畅通

全生物降解材料产品销售渠道。与此同时，

鼓励消费者自觉选用绿色环保全生物降解材

料产品，鼓励电商、快递、外卖等企业采购使

用性能达标的全生物降解材料产品，对使用

不可降解塑料的消费者和企业征收附加消费

税，尽早实现全生物降解材料全场景应用。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自上世纪90年

代开始，我国未婚同居现象日渐增长，已成为

一种新型的家庭生活模式、一种难以禁止且

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全国政协委员、复旦

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徐丛剑注意到，随

着未婚同居现象越来越普遍，未婚怀孕也越

来越多地发生在同居伴侣中。在今年的全国

两会上，他提交提案，建议将未婚同居人群纳

入国家基本避孕节育服务对象范围。

徐丛剑委员引用了上海社科院于2017

年6月至2019年4月做的一项调查。该调查

显示，婚前性行为和未婚同居的增多，加大了

年轻女性未婚怀孕的风险，且意外怀孕的比

例相当高，尤其是有同居伴侣的年轻女性，其

避孕失败率高于已婚和单身女性，其中，有两

成怀孕终止于自然流产或人工流产。《中国生

殖健康报告》数据显示，我国的人工流产率从

2014年的25.9‰上升到2018年的28.3‰。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人流手术中，25岁

以下女性所占比例为47.5%，未婚所占比例

为49.7%。

“尽管无痛技术日益精进，但没有无伤害

的人工流产。人工流产尤其是频繁的人流，

会使得潜在的生殖道感染或性传播疾病概率

随之增加。”在分析人工流产对女性健康的危

害时，徐丛剑认为，宫腔操作史和流产史均可

能增加盆腔炎、盆腔粘连的风险，对于妇女机

体而言是一次不可避免的损伤。流产后还可

能发生宫腔粘连，其发生概率与流产次数呈

正相关关系。虽然说流产是避孕失败后的补

救措施，但很可能造成子宫内膜的不可逆损

伤，是损害女性生育力的杀手。根据不完全

调查，做一次人工流产，就可能有10%-15%

的概率无法再怀孕。而一旦以后有再次妊娠

的意愿，常常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可观的

费用来进一步治疗或者求助于辅助生殖技

术，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受孕困难也容易

引发焦虑甚至抑郁情绪，进一步对家庭关系

造成影响。”

徐丛剑表示，未婚同居很大程度上增加

了女性意外怀孕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增加，往

往是由于避孕时的疏忽大意和依赖有效程度

较低的避孕方式所致，而在当前适用的《新划

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相关工作规范（2019年

版）》中，基本避孕服务项目的服务对象仅限

于育龄夫妻，未覆盖未婚育龄人群。

对此，他建议进一步扩大《新划入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相关工作规范（2019年版）》中免

费基本避孕服务的覆盖面，将未婚或未婚同

居育龄人群纳入服务范围，为其提供包括免

费提供基本避孕药具和免费实施基本避孕手

术在内的基本避孕服务项目，以进一步减轻

未婚人群的节育压力，并进一步保护女性生

育力，确保未来的计划妊娠能够顺利实现。

女士们！

姐妹们！

或者，女同胞们！

无论叫什么吧，今天，是我们的节日——“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

节日前夕，在上海代表团驻地北京饭店，李丰代

表和曹可凡代表早早等候在代表团餐厅外，记录下

来自北京的“她祝福”。

你听，她们说——“我们在北

京，祝姐妹们节日快乐！”

扫扫二维码，听听“半边天”

的祝福。全国人大代表 李丰 摄
本报记者 姚丽萍 文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当今人们的生活空间正在不断拓
宽。从“大杂院”到“宿舍楼”，再到
居民小区，居住环境的变迁让邻里
关系也发生变化——家长里短的亲
密少了，孩子的玩伴不多了。现代
居住小区的邻里关系，越来越呈现
多样化，相互关系也更为复杂化。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我国不少

城市居民小区因防控需要被封闭，
小区内出现了消失多年的熟人社会
特征，邻里关系通过社区组织和新
媒体社交平台被重新建构。
现在正是加快培育塑造新型邻

里关系的大好时机，不仅有利于强
化社区居民对所在社区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还能进一步提升社会风气
和人们的道德水准。从微观上讲，
良好的邻里关系能促进社区的和谐
发展；从宏观上讲，良好的邻里关系
能为社会稳定作出一定贡献。
首先，建议将培育塑造新型邻

里关系提升到优化社会风气和人民
道德水准的高度，将其视为建设人
民城市的重要一环。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强调的，城市是人民的城市，
人民城市为人民。宜业、宜居、宜
乐、宜游，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为
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
其次，形成一个以法律为基础、

文化为主干的调整模式。调整邻里关
系的规范主要有三种，即道德、习惯
和法律。尽管法律在调整相邻关系中
发挥主要作用，但道德和习惯也起
到不可忽视的作用。道德和习惯可以
说是文化的外在反映，因此在相邻
关系调整中，文化的作用不可忽视。
第三，加强社区管理主体建设，

发挥“管理功能”“协调功能”“稳定
功能”，积极应对并妥善解决好问
题。物业服务企业、社区居委会、业
主委员会，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是
构建和谐社会、培育新型邻里关系
必不可少的因素。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整理）
霍颁 摄

北京日志最美好“她祝福”，
送给“半边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