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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健康促进，

努力使广大群众不得病、少得病。”国家

卫生健康委体改司司长梁万年介绍，在

综合医改试点工作中，各省份将“大卫

生、大健康”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

项政策措施，坚持预防为主，完善公共

卫生服务体系，深入实施公共卫生服

务、规范开展慢性病管理。

11省份医改“先遣队”
交出亮眼成绩单

□ 高 敬

6月25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修订草案初次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议。这部法律1995年制定，

2004年第一次修订，2013年、2015

年、2016年分别对特定条款进行了

修正。此次提请审议的修订草案有

哪些亮点？将对我国的固废管理产

生哪些影响？

生活垃圾作为专章进行规定

修订草案将现行法律中“生活垃

圾污染环境的防治”从一节升格为专

门一章进行规定，并明确提出国家推

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表示，

原来固废法制定阶段，生活垃圾主要

作为一种影响市容环境的因素，由环

卫部门管理。我国每年的生活垃圾

增加量很大，生活垃圾的污染防治到

了需要高度重视的程度，必须作为固

体废物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管理。此

次修订草案就把生活垃圾作为专章

进行规定。

2017年，我国202个大、中城市

生活垃圾产生量达到 20，194.4 万

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研究员陈同斌表示，大量的生活

垃圾全部填埋或焚烧的环境代价很

大，如果进行分类后，可以按照不同

垃圾的特点进行无害化和资源化利

用，后续处理也会更经济、可行。“垃

圾分类完全靠公众自觉，实行难度比

较大，需要从法律上进行一定的约

束。”他说。

据了解，《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从7月1日开始施行，通过明确

各类责任主体、强制源头减量、落实

分类体系的全程监管等，被称为史上

最严垃圾分类措施。目前国内多个

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正在逐步推进。

修订草案提出，应当将餐厨垃圾

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专业化单

位进行无害化处理。禁止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

餐厨垃圾饲喂畜禽。

陈同斌说，对餐厨垃圾进行规范

和要求，除环保目标外，主要是考虑

食品安全如地沟油以及卫生防疫问

题。在如今规模化养殖等方式下，用

餐厨垃圾饲养畜禽可能导致人畜共

患或畜禽之间的一些疾病传播。

修订草案还提出要建立生活垃圾

处理收费制度。专家表示，从垃圾收集

到处理、垃圾场建设费用等，往往是一

笔很大的财政支出，实行收费制度可以

相应减轻地方财政负担。同时，收费制

度也促进每个人、每个家庭更有积极

性进行垃圾分类，促进垃圾减量。

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再加强

修订草案要求加强危险废物集中

处置设施建设，各省级人民政府科学评

估危险废物处置需求，合理布局危险废

物集中处置设施、场所，确保本行政区

域内的危险废物得到妥善处置。修订

草案还加强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管理。

陈同斌说，近年来我国对危险废

物管理非常重视。生态环境部门去

年实施了“清废行动2018”等，其中，

暴露出目前我国历史遗留的危险废

物存量多、处理能力跟不上的问题。

在陈同斌看来，相关法律法规对

危险废物实施严格管控后，今后不一

定再有如此大量的危险废物产生，企

业会自觉选择不产生或少产生危险

废物量的生产工艺，尽量减少危险废

物的产生量。

修订草案要求收集、贮存、运输、

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企业事业单

位，应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投保环

境污染责任保险。

王灿发表示，有些危险废物造成

污染危害后，进行环境治理需要很大

的资金投入，有些企业无力承担，造成

政府买单的局面。如果相关企业投保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一旦出现污染事

故，可让保险公司进行赔付，处理危险

废物环境污染的费用来源有了保障。

他还表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比

较复杂，需要国家出台相应的条例进

行明确。

用重典治理环境违法行为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25日在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作修订草案

说明时表示，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用重典治理环境违法行为的部署，

修订草案对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

撒工业固体废物，擅自倾倒、堆放危

险废物等违法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法

律责任。增加了按日连续处罚的规

定，对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等

违法行为增加了拘留的处罚措施。

修订草案对法律责任专章进行了

扩充完善，且罚款金额明显提高。如

尾矿、矸石、废石等矿业固体废物贮存

设施停止使用后，未按有关规定进行

封场的，此前罚款金额为“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修订草案调整为“处20

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王灿发说，法律责任规定的力度

不够大，遏制、预防违法的作用就弱。

提高处罚力度，可以倒逼企业更自觉

守法。此前，环保法等法律修订中，也

都相应加大了处罚力度。因此，修订

草案增加按日连续处罚、行政拘留的

处罚措施等，与环保法等法律衔接。

据新华社消息，修订草案还提出，

电器电子等产品的生产者应当以自建

或者委托方式建立与产品销售量相匹

配的废旧产品回收体系。国家鼓励电

子商务、快递外卖等行业优先采用可

重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装物。

2018年，全国快递业务量完成

505亿件，外卖行业更是一片繁荣。

陈同斌说，现在快递包装往往包了一

层又一层，又多采用防潮防雨、不易

降解的材料，方便了企业和消费者，

却把代价转移给全社会和公众，浪费

资源也污染环境。电子产品种类多，

更新换代快，大量的电子废物对环境

危害较大。修订草案的相关规定，有

利于从源头上、工艺上规范解决包装

废弃物等污染。

垃圾分类
需硬支撑更靠软推动
□ 杨学聪

经过多年推行，垃圾分类仍被视为城

市管理中的一大难题。日前，北京城市管

理委负责人表示，要培养市民在垃圾分类

中做到“资源回收、干湿分开”，北京将积

极推动垃圾分类立法，新法将不光针对单

位，也将对个人明确垃圾分类责任。

在不少城市管理者眼中，垃圾处理

已经成为“心腹大患”。在北京、上海、深

圳这样的大城市，垃圾分类的紧迫性更

加凸显。无论是日益增长的生活垃圾总

量，还是满负荷运转、没有丝毫弹性的终

端处理设施，都提醒人们如果垃圾清运

和处理不及时，就会给居民生活带来影

响。可是，倡议并推行垃圾分类已有多

年，但在现阶段仍处于习惯培养阶段。

让垃圾分类深入人心，既需要在制度设

计上查漏补缺、用行政立法手段提供硬

支撑，更需要贴心指导、柔性推动，培育

人人伸手、人人分类的软环境。

以北京为例，2012 年出台的《北京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明确了政府部

门、物业等管理责任人、收运处置单位、

垃圾产生单位的责任和罚则，但仍存在

不少不如意之处。比如，由于物业等管

理方对居民个人参与垃圾分类缺乏有效

的管控手段，垃圾分类居民参与率增长

缓慢；对分类认知不统一，分类后的垃圾

投放、清运环节依然“混装混运”，也在一

定程度上挫伤了部分居民垃圾分类的积

极性。

作为一项全民行动，垃圾分类涉及

面广，多方合作、科学宣传、精准施策缺

一不可。比如，可借鉴国内外垃圾分类

成熟经验，在特定区域设置有人值守的

垃圾分类驿站，鼓励居民参与垃圾分类，

给予积分奖励；设置智能投放箱，扩展垃

圾分类服务范围；上门或定点回收再生

资源、厨余垃圾，方便群众投放等。比

如，利用经济杠杆撬动相关企业的积极

性，对“混装混运”垃圾进入处理设施需

缴纳更高处理费用等。

此前，上海已宣布在今年 7 月 1 日

实施《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个人混合投

放垃圾最高可罚 200 元。深圳自 2017

年全面实施强制生活垃圾分类后，今年

初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

投放规定（草案）》规定，个人未分类投

放生活垃圾，拒不改正者可处罚款 500

元~1000 元。北京此时表示，《北京市

生 活 垃 圾 管 理 条 例》修 订 工 作 列 入

2018 年~2020 年立法规划，释放出垃圾

分类势在必行的明确信号。而且，这些

“硬约束”敦促着每一位市民自我检视，

从自身做起，切实参与到垃圾分类中去。

垃圾分类的重点在基层，宣传推动

离不开更灵活多样的引导措施。北京目

前在全市推行垃圾分类宣传员、指导员、

分拣员、监督员和楼门长“一长四员”治

理模式，还有超过7万人的“管城理市”

志愿服务队伍积极宣讲、推广垃圾分类

知识。只有通过各方积极努力，垃圾分

类才可能成为“多伸手，人人管”的自觉

之举。

□ 罗 沙 白 阳 王子铭

婚姻、家庭、遗嘱、继承……看似

繁琐的家务事，牵动每个人的切身利

益。日前，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和

继承编草案二审稿提交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这

两部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草

案二审稿，作出了哪些重要规定？

看点一：提高亲子关系
相关诉讼门槛

奔波多年后终于找到失散的子

女、父母怀疑孩子不是亲生的……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家庭生活中涉

及亲子关系的矛盾问题日益增加。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一审稿对此

曾作出规定，对亲子关系有异议的，

父、母或者成年子女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或者否认亲

子关系。

相比一审稿，草案二审稿提高了此

类诉讼的门槛。草案二审稿规定，对

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

父、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对亲子关

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成年子女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

亲子关系。

“相对于一审稿，二审稿的规定更

为审慎，这是对家庭关系的一种谨慎

维护。”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

究中心主任孟强说，“仅凭怀疑或者捕

风捉影就可以提起亲子关系诉讼，对

于家庭关系的破坏是巨大的。”

看点二：明确收养人需
无相关犯罪记录

随着不少家庭或个人领养孩子

的愿望逐年升高，被收养儿童的身心

健康和权益如何得到有效保护，亟须

法律给出答案。

为保障被收养人的健康成长，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对收养人资格

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明确。草案一审

稿曾作出规定，收养人必须同时具备

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等四项条

件。草案二审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增加规定，收养人应当无不利于被收

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

孟强表示，现行的收养法并无关

于收养人能否有犯罪记录的规定，此

次草案二审稿增加的规定，是对各地

实践做法有益经验的吸取。“如果收

养人有例如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等违

法犯罪记录，无疑是不适合再收养未

成年人的。但与此无关的其他违法

犯罪记录，在符合其他条件的情况

下，还是可以收养子女。”他说。

此外，草案二审稿明确了无配偶

者收养异性子女或者有配偶者单方

收养异性子女，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

年龄均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陕

西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王浩公认为，

此处修改呼应了收养人家庭情况多

元化的现实需求，更有利于对被收养

人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的保护。

看点三：村委会可担任
特定遗产管理人

为妥善管理、顺利分割遗产，更好

保护相关当事人利益，民法典继承编草

案一审稿已规定遗产管理人制度，草案

二审稿对该制度作出进一步完善。

草案二审稿规定，没有继承人或

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

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

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同时，草案二审稿对遗产管理人

的职责予以完善，增加规定遗产管理

人应当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

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以及实施与

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等。

“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根据民法总则具有特别法人资格，

因此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发挥应有

的作用。”孟强表示，遗产管理人必须

履行义务、受到监督，其因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

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此外，为了明确界定属于法定继

承人范围的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的

概念，民法典继承编草案二审稿对现

行继承法中的相关规定予以保留，相

比一审稿增加了三款规定：

——本编所称子女，包括婚生子

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

系的继子女。

——本编所称父母，包括生父

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编所称兄弟姐妹，包括同

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

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

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这是将现行法律的规定吸收进

来，体现立法的整体性。无论婚生子

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继子女，法

律都一视同仁，其享有的权利与承担

的义务相一致。”王浩公说。

看点四：完善继承“宽
恕制度”和“口头遗嘱”

遗弃老人、篡改遗嘱……如此行

为还能拥有继承权吗？民法典继承

编草案一审稿中就此规定了对继承

人的“宽恕制度”：对继承人遗弃被继

承人、伪造或者篡改遗嘱等行为，被继

承人表示宽恕或者事后在遗嘱中明确

将其列为继承人的，该继承人不丧失

继承权。

据悉，有的地方、部门和法学教学

研究机构提出，规定这一制度是必要

的，但应当进一步严格限定条件。对

此，民法典继承编草案二审稿作出修

改，规定继承人有遗弃被继承人、伪造

或者篡改遗嘱等行为，确有悔改表现

的，才能予以宽恕，不丧失继承权。

在口头遗嘱方面，草案二审稿规

定，遗嘱人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

嘱。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

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

立的口头遗嘱无效。相比一审稿，删

除了“所立的口头遗嘱经过三个月无

效”的期限规定。

业内人士表示，一审稿中关于三

个月期限的起算点不明确，且口头遗

嘱仅在危急情况下才适用，危急情况

消除后，遗嘱人已能够用其他形式立

遗嘱，所立口头遗嘱即应无效，不必

规定三个月的期限。

进一步完善婚姻家庭和继承重要规定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和继承编草案二审稿提交审议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拟入法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大修解析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实施垃圾分类管理

6月19日，位于浦东陆家嘴的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面向楼内工作

人员举办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据

介绍，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从4月份

开始进行垃圾分类工作，制作了通

俗易懂的垃圾分类图解进行派发，

召开楼内租户专场说明会，派专人

上门服务，并对员工进行培训和具

体操作指导。图为上海环球金融

中心的物业人员通过舞蹈的形式

吸引楼内人员参与了解垃圾分类。

新华社记者 刘 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