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罩依然是人们出行、置身公共场所的日常必需品。而废弃口罩存在数量激增、降解速度
慢、处理方式规定不明晰不严格等问题，有造成环境污染、病毒传播的隐患。”全国政协委员王丽萍、
李芸、王励勤、范宗钗、谷好好联名提案，建议尽快制定废弃口罩管理专项规定，进一步强化强制性
管理规定，有效遏制包括新冠在内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传播，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戴过的口罩该怎么扔？
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建议尽快制定

废弃口罩管理专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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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自拍杆

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
权家族的一员，是企业在
生产经营活动中创造的智
力成果。

我国在商业秘密保护
方面至今没有单独立法，
制定一部专门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业秘密保护
法》，十分必要。

迄今，我国商业秘密
保护尚未对“有效期”作出
明确规定。事实上，随着
创新科技进步，大多数商
业秘密的内在价值，必然
与时衰减。如果不对商业
秘密的保密期限进行约定
和界定，既浪费司法资源，
又弱化知识的分享和传
播，进而减少整个社会的
公共福利。

因此，根据商业秘密
的生命周期、技术潜力、市
场成熟度，商业秘密保护
立法，应该首先明确权利
人自行确定合理的保密
期限。权利人如果对保
密期限没有约定或约定
不明确，那就依法确定保
密期限。

同时，如果是出于公
共健康、安全或福利等目
的，披露或使用商业秘密
应该免于承担法律责任，
也就是说，商业秘密保护
需要增加免责抗辩机制。
当然，这要对商业秘密权
利人予以合理补偿。

其实，我国在专利权、
著作权、商标权中都规定
了侵权豁免规则，包括“合
理使用、法定许可、强制许
可”等内容，目的就是为了
鼓励自由竞争、人员自由
流动。为此，商业秘密保
护可以补充设立商业秘密
免责抗辩条款。
（本报记者 姚丽萍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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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口罩处置存风险
王丽萍、李芸等委员在调研中发现，废弃

口罩处置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废弃口罩的处

置能力、风险意识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地方由

于垃圾分类体系不健全，导致安全处置水平

不高，想短期补齐短板并不容易。“相较于处

理能力提升，更大的挑战在于市民能否自觉

落实废弃口罩分类单独投放，这取决于市民

的风险意识和卫生素养高低。很多市民不清

楚废弃口罩是扔掉还是烧掉，扔掉的话，也不

清楚属于有害垃圾还是生活垃圾。”

王丽萍说，一些农村和城乡接合部地

区废弃口罩处置困难较多，多地村镇干部

反映，农村住户分散，专人收集受到人力

和技术的限制。同时由于处置能力有限，

不少村镇很难做到“日产日清”，由此增大

了风险。

可能成疫情防控漏洞
另外，不少地区已经制定并实施废弃口

罩管理的专项规定，取得良好工作成效。但

也有些地方工作流于形式，只满足于出台文

件和通知。个别地方甚至出现拾荒者从垃圾

桶拾取口罩使用，不法分子寻找废弃口罩进

行简单处理重新售卖的情况，成为疫情常态

化防控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漏洞。

“废弃口罩的‘危害指数’不容忽视。”委

员们认为，随着口罩继续作为个人生活出行

的必备品，废弃口罩如处置不当，将会成为隐

形的传播媒介，导致各类病毒找到新的突破

口，应依法管理和科学处置废弃口罩。

委员们在提案中建议，从严执法监管，各级

政府及相关部门对妨害公共卫生安全的违法行

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地方人大、政府及相关部

门，及时整合危险废物管理、传染病防治、医疗

废物管理及有害垃圾处理等法律法规规定的

内容，在立法权限范围内，尽快制定关于废弃

口罩管理的专项规定。进一步强化强制性管

理规定，将废弃口罩处置纳入新冠病毒感染等

传染病疫情报告的专项执法检查。

转换思路 变废为宝
在现有垃圾分类的基础上完善有害垃圾

处置制度，构建全覆盖的日常废弃口罩处置体

系。可以全员动员，充分发挥党政机关、社会团

体、民间组织以及基层自治组织的管理职能，将

废弃口罩处置工作落细落实，深入到村、社区、

商场、车站、办公楼等各类场所，构建全覆盖无

死角的日常废弃口罩回收和集中处置体系。

鼓励推动口罩生产企业加大研发力度，

加强研发可降解口罩，避免口罩对环境、生物

和人造成危害，或成为传染性病毒传播的载

体。回收处理口罩的企业也应加强相关研

究，转换思路，在充分消毒的基础上“变废为

宝”，可将其转换为各类辅助材料。要加大对

废弃口罩的危害及处理方式的正确宣传，家

庭、学校、社会等方面共同努力，大力普及口

罩回收处理的正确方式和良好习惯。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方翔

上海代表团全团会议结束

了。会场里，还留下一位代表，读

读写写做功课。

这位，就是上海代表团里最

年轻代表，90后师延财。他是中

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高

级技能大师，专长是焊接。做焊

工，精益求精；代表履新，一样一

丝不苟。

本报记者 陈正宝 姚丽萍
摄影报道

近年来，在黄河流域，可以看到许多以引

黄调蓄灌溉、民生供水、生态修复等为名的

“挖湖造景”现象，各类生态公园、文化公园名

目繁多。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水利部黄河水

利委员会副主任徐雪红在提交此次全国两会

的提案中提出，严控新建人造水景观，加强日

常监督检查，建立整治人造水景观的长效机

制，坚决遏制“造湖大跃进”。

可能加剧地下水超采
徐雪红介绍，黄河是资源型缺水河流，年

平均地表水量为535亿立方米。流域内人均

水量不足全国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亩均水

资源量不足全国人均水平的六分之一，水资

源供需矛盾异常尖锐复杂。为了缓解黄河水

资源供需矛盾，国家实施黄河流域水资源统

一调度。枯水年，保障基本生活、生产用水，

确保黄河不断流；丰水年，用好水资源，在正

常供水的基础上专门分配河道外生态补水

量，积极向乌梁素海、黄河三角洲湿地、华北

地下水超采区等生态脆弱区实施生态补水。

各补水区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

连续丰水年，使部分省区对流域水资源

形势产生误解，忽略了黄河水资源短缺，在连

续丰水年后可能出现枯水年和连续枯水年的

特点，盲目新建、扩建人工湿地、人工湖等水

面景观，暴露出各地区在管理过程中存在诸

多问题：水景观建设名录繁多、监管底数不

清；逐年扩大水面面积、无序补水；挤占区域

内农业用水，迫使农业抽取地下水灌溉，加剧

地下水超采，带来生态风险等。

保障生态保护区用水
徐雪红在提案中建议：各地政府应明确

主管部门，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对于辖区内

的自然保护区、湿地、湖泊、生态公园、文化公

园、城市公园等确需保护的生态水面进一步

梳理排查，进行评估，建立名录清单。组织界

定新建人造水景观的时间、内容、边界，从功

能定位、规模控制、土地利用、水源等方面进

行规范管理，提出废除、缩小规模或保留等意

见，并限期整改，对保留项目要优先使用非常

规水。

“各地政府应按照‘四水四定’原则，管好

用好生态水，严格落实以水而定、量水而行的

要求，根据地区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承载能

力，在确保生活、生产用水的同时，科学制定生

态补水指导意见，确定不同来水条件下的优先

补水顺序、补水量、补水水源等内容，保障核心

生态保护区基本生态用水。”徐雪红还建议由

国家发改委牵头，建立由相关部委组成的统筹

协调机制，根据职责，从规划批复、用地审批、

取用水审批等环节加强管理。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方翔

针对名目繁多的“挖湖造景”现象，全国政协委员建议

黄河流域应严控新建人造水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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