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蔬果

　週末上午，我很愛穿梭在有機農夫市集，曬著暖陽吹著風，和農友聊聊天，同時欣賞
著一籃籃擺在眼前的裸菜。農友會習慣性地問：「不用給妳塑膠袋對吧？」是的！我家
廚櫃有個角落，分門別類放了各種不同尺寸、不同形狀的回收塑膠袋，其中多數是合作
社的蔬果膜袋。它們雖薄，  卻經得起使用好久好久，  至少十次以上吧！在農夫市集，  我
總是一再利用這些回收的蔬果膜袋，  將攤位上的裸菜，分門別類現拿、現裝、現秤，回
家之後不需再特別整理，直接送入冰箱。

　最近合作社的蔬果膜袋開始做實驗性質的回收了，真是個好創舉！但不妨保留一些在
家裡重覆使用，也蠻好。

　不知從何時開始，合作社使用網袋來包裝部份蔬果，上面的厚紙標籤也可以一直貼上
新的標籤，這真是個令人讚歎的聰明做法！使用過的網袋，帶回站所，分類放在專屬抽
屜裡。這些網袋蔬果（洋葱、紅蘿蔔、地瓜、馬鈴薯、絲瓜……等等）帶回家後，我馬上
用自己回收的蔬果膜袋重新一一裝好、送入冰箱，利於保存。

　冰箱角落，也值得闢出一小角來放置回收的厚袋。裝堅果的銀色鋁箔夾鏈袋、較厚的
杏鮑菇塑膠袋，  整齊疊放在冷藏或冷凍庫中，  以免袋內殘留的渣渣變質。厚袋不怕破，  
變身為冷凍熟食袋或半成品便利包很剛好。甚至，裝水冷凍起來，化身成為保冷冰塊。
吃不完的香蕉、自製雞塊、自製滷味、當季芹菜丁、葱段、薑片等通通封裝、貼上標籤、
丟入冷凍庫。又或者，醃漬過的肉品，放入這些夾鏈袋冷凍保存著，成為急著開伙時的
便利包。

　但說到底，源頭管理最根本。丟進資源回收桶，也是需要再耗掉一
筆回收成本才有辦法再利用。各種菇類、芽菜的包材不盡相同，有
的僅用塑膠袋包裝，有的在袋內還襯著塑膠盒以確保不被壓傷；可
以的話，  當然選擇包材單純的（前者），  直接從源頭減少垃圾量。

   常常歎著，豆腐盒怎麼辦？豆漿瓶怎麼辦？為此我曾經努力煮豆
漿、自製豆腐，但這終究不是長久之計，  偷懶是必然。生活在這個
便利時代，超市 ( 或站所 ) 是很方便的存在，  但也為了運送、  保存、  
購買之便， 距離不塑似乎還很遠。只能說，做一點是一點，人類共業
總是一起承擔著，但善良的主婦總得想辦法讓這共業輕一些。

   在合作社結識許多徹底實踐生活環保的社員，他們恨不得一切產品都可裸賣，但基於
食品安全、耗損龐大等考量，實際上並不可行。無奈之下，他們儘可能的將包裝材重複
再使用。

   明秀的隨身水瓶是胡蘿蔔綜合蔬果汁的玻璃瓶，套上保護層 -- 小朋友的舊襪子，就算
裝熱開水也沒問題。

   小文將豆漿瓶 / 蓮藕杏仁奶瓶洗凈晾乾，  拿來裝麵條、  米籽條，  長度剛剛好，非常方
便。

   美英認為花生仁袋、紅棗袋的材質厚實，可再重複利用。裝入去皮切片或切塊的盛產
豆薯，  將袋口的左右邊往中間摺，  再往下摺二次，用鐵夾夾好或用橡皮筋綁好、冷凍， 
打精力湯、  煮湯時，  随取随用很方便。  她容易打嗝，麥香蘇打餅乾是常備的小點心；這
個夾鍊包裝袋大又好用，放入做好的早餐或切好的水果，就讓家人帶到辦公室享用。

   最近阿真發現，有機純米麵條的夾鏈袋，比合作社其他品牌麵條的包裝袋長 5 公分。
原味麵條或喜願米籽條拆封後，連外包裝一起放入夾鍊袋，真好用呢！而冷凍三色蔬菜
的透明包裝袋，拿來裝剝莢 / 去殼後的皇帝豆仁、青豆仁或板栗，用橡皮筋束口即可冷
凍保存。

   仙草冬瓜茶凍，是阿真家的夏日常態涼品。利用冬瓜茶凍磚的透明夾鍊袋，盛裝吃剩
的魚骨 / 豬牛骨頭；其密閉性極佳，冷藏裝滿後再丟棄，可減少垃圾袋的使用。會招來
螞蟻蟑螂的糖果紙、米漢堡單顆包裝袋、油膩的食品小袋等，她會塞入核果的夾鏈袋密
封冷藏、裝滿再丟，不須每日耗時倒垃圾。

   最令人驚奇的，莫過於賞鳥達人淑惠了。她將沖泡後的咖啡渣曬乾，充當水槽儲櫃 /
冰箱的除臭劑，  或者加入垃圾中吸收水分。芽菜盒可以裝蒜
頭，肥皂太小塊不好固定，便放在茶月嫩豆腐盒中。

   她家廚房固定放個吃吃優格的小垃圾桶，內置豬肉產品的
空袋，用來收集每天的廚餘做堆肥；這小桶也可拿來裝電視
選台器、  冷氣遙控器和手機。她更將蔬菜膜袋袋口的膠帶輕
輕撕下，一條一條黏在廚房櫥櫃上，在自做的產品外袋放上
小張紙黏上膠帶加以識別，那就不用購買標籤紙。香蕉的紅
色束帶拆下收集，  可用來束緊垃圾袋。  她絕對是「減廢達人
第一名」哦！

   依據合作社物流部統計下來，2021 年度蔬果組包裝袋的使用，數量約有
2,642,350 個，以一個 3.7 公克來計算，換算成重量為 9,798 公斤。如果這些
蔬果包裝袋能夠回收再製、再利用，對於我們生活的環境將會更好，於是今
年啟動了──蔬果膜袋 (OPP 薄膜 ) 回收再製計畫。

   主婦聯盟很早就朝向「減塑」的目標前進，各店蔬果販售的方式，一部分
採完全裸賣，包括香蕉、結頭菜 ( 大頭菜 )、南瓜、青木瓜、哈密瓜等；另
外一些則因產品特性，無法直接貼上標籤，所以會用網袋包裝，並盡可能回
收網袋重複使用， 此類商品有薑、蒜、洋蔥、苦瓜、絲瓜、馬鈴薯與紅、白
蘿蔔等。葉菜類則因保鮮與品質管理、隔絕汙染問題，目前還是採用塑膠袋
包裝。

   合作社的「網袋回收包材再使用」推動行之有年，至 2021 年已近八成的回
收率，  做為責任消費的一環，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延長所有用品的生命週期，
希望物品都能盡可能地重複使用。

眾人期待的蔬果膜袋回收開跑～社員們動起來認真回收，但是合作社
還有很多不能回收的包裝袋盒瓶罐，該丟該留真是困擾……。這一期
愛文邀請到兩位包材利用達人為大家分享她們的聰明利用法，依據包
材種類及特性重新賦予新生命，省錢又環保。

給予包材新生命
文・攝影／張維真

循環利用妙招集錦
文／綠泥 攝影／綠泥、吳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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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蔬果膜袋擦乾淨 ( 避免異物殘留於袋上 )

剪除標籤 ( 避免避免膠料殘留於袋上，不可以只撕標 )

清除包裝膠帶 ( 用來封口的透明膠帶 )

整理整齊 ( 整齊折放即可，勿揉成一團，避免回收堆疊時，佔據空間 )

保持乾燥 ( 勿有水氣，避免回收過程中，潮濕異味的產生 )

【本文轉載自主婦聯盟合作社官網】  

延續網袋回收包材再使用  2023 推動蔬果膜袋 (OPP 薄膜 ) 回收再製

當我們選擇回收蔬果膜袋時，我們正以積極選擇、支
持永續的生活方式。這不僅僅是關心台灣環境，更是
實際可行的行動方案，讓我們一起努力，將循環經濟
變為習慣。主婦聯盟合作社與外部單位協力，共同克
服市場上膜袋回收流程的困難點，並且試圖創造出可
再生使用的再製產品，將原本只能焚毀的膜袋，重新
賦予再利用的可能！

   整個計畫中，我們與外部單位合作，討論合作社可優先以可循環膜袋做嘗
試， 梳理整個回收流程，從社員端將蔬果膜袋整理收集、清潔清理帶回給站
所；站所端進行回收保存並再次對來站所的社員宣導；累積至一定數量後再
透過物流端來協助運送至回收工廠，製作成塑料粒子；最後，再透過再製工
廠來製造加工成為再製品，重新回到重複利用的循環。

   在蔬果膜袋的回收過程中，最重要的為清潔與整理階段，並不是任何塑膠
袋都可以回收，有 6 點需要請社員多多注意：

攜手塑膠中心、臺灣淨零方案推動小組  推動循環經濟再利用

主婦聯盟合作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