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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红彤彤的西红柿， 捏起来硬邦邦

的；黄瓜通身碧绿带刺，“身板”笔直，顶上

还有一朵小黄花……这些外表诱人的蔬

菜，各地菜场并不少见。这些蔬菜不少是在

没有成熟时被抹上催熟剂提前上市， 摆上

百姓餐桌的。令人担忧的是，催熟剂是否可

以随意使用，到底有没有害，有关部门竟给

不出明确说法。（详见本报今日A03版）

食品添加剂已经使中国老百姓闻“剂”

色变。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对它们肯定是

非常陌生的；就连具备相当专业知识的人，

面对为数众多的食品添加剂， 也只能徒唤

寡闻。比如人们一日三餐离不了的蔬菜，竟

不是自然生长的产物， 而是使用催熟技术

的结果。据调查，用5元钱催熟剂，一亩地可

多赚3000元。多么诱人的利润！然而，剂量

的控制、最大残留限量检测指标，对于相关

监管部门来说，却是个未知数。农业部门工

作人员表示，目前在“无公害蔬菜”的检测

体系当中，没有“催熟剂”的相关检测指标，

因此无法判断植物激素的使用是否过量。

专家指出， 当前使用乙烯利的蔬果很

多，如西瓜。而根据目前的国家标准，西瓜

使用乙烯利，从检测上看无标可循，其安全

性也就不确定。业内人士表示，使用催熟技

术是蔬菜储存、运输等环节的客观需要，但

不规范使用则是许多利益的驱动。 说起催

熟剂之类， 大家都知道其不当使用带来的

危害， 但没有专家或者相关部门从食品安

全、国家安全的高度引起重视。

据记者在山东、 安徽一些农资市场的

调查， 几乎每家门店都出售各种植物生长

调节剂， 店主们反映销路很好。 一位店主

说：“谁家大棚不用这个？几乎是100％用！”

5元一包的催熟剂，价格确实“厚道”，但菜

田动辄以千万亩计算， 不管是商家还是菜

农，其赢利十分可观。可以说，催熟剂“拯

救”了制造商、流通商与菜农，可谁来拯救

广大的老百姓？

有消息称，对于常用的2000余种食品添

加剂，我国有检验标准的只占四成。国标的

内外有别， 及部分国标内容长期原地踏步，

早已使民众愤怒。可愤怒有什么用？比如，牛

奶标准偏低遭人质疑，业内专家就说，“如果

按国际标准，七成奶农将杀牛”。相关部门似

乎是无所适从。当食品危机在长期的累积中

爆发， 当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降至冰

点，我国庞大而貌似健全的监管系统，“行动

迅速”的外表下，疲于应付的尴尬本质就显

露无遗。“执法就是罚款，管理即是收费”，曾

经是中国行政管理的形象写照，这一现象至

今未彻底得到改观。 缘于此理念而衍生的

“相关部门”，工作滞后亦在情理之中。

民以食为天。吃得放心，是民众最基本

的愿望。“相关部门” 应当肩负起自己的责

任来！ ■吴晓华

遏制催熟剂的制度早该“催熟”

“它的决议市政府承认吗？比如南科大的预算，理事会通过后政府同不同意？

财委认不认账？所以还是由市长当（理事长），这是目前必要的一步。”

南方科技大学日前在深圳召开首次理事会， 出席南科大首届理事会的20名成员中，

一半是政府官员，另一半是大学校长和企业家。理事长为深圳市长许勤，副理事长由市委

副书记王穗明、副市长吴以环、省教育厅副厅长魏中林担任，市政府秘书长李平任秘书

长。南科大校长朱清时称这是中国现实下的一种必要选择，否则，理事会的权威可能有所

削弱。

“其主要目的是排水，避免在路面形成‘水膜’，妨碍行车安全。”

家住武汉沙湖水岸星城的李先生向媒体反映， 新建成的沙湖大桥友谊大道桥段，桥

面明显的“一边倒”。有记者17日驱车来到沙湖大桥，通行于桥面时，确实感觉到桥面不同

于一般立交桥，朝左侧倾斜十分明显。对此，武汉地产集团驻沙湖现场代表杨明这样解

释，表示正常的道路和桥梁都有倾斜，业内称此倾斜为“横坡”。

“现在很多富人移民，某些税率过高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许善达日前在一主题演讲中这样

说。他指出，一个好的税制，不仅要照顾穷人，也要留住富人。当前全球都在争夺人才，当

然不能说每个人才都是富人，或者说每个富人都是人才，但总体而言，人才和富人重合率

是很高的。在他看来，中国45%的最高税率不太合理，美国才30%，香港的最高税率为

15%。而且，这么高的税率得到的税收也不多。

网友“阿凡”：可以防止见死不救，这种做法才叫人道。

佛山网友：想学神木又没胆量，只能这样折衷了。

网友“棒棒糖”：这院长懂营销啊，姑且不论结果如何，一下子全国就知名了。

大庆网友：不根治“以药养医”，降低看病价格，无论是先交钱还是后交钱，都是换汤

不换药。

网友“梦里听风”：哈哈哈，以一些国人的素质，医院等着破产吧。

菏泽网友：肯定会有人确实交不起，或者恶意不交，那医院的亏空怎么办？

都市快评

非常语录

一闻百见

山东济宁试行“先看病后付费”

自去年12月份起，山东济宁兖州

市中医院开始实施“先看病，后付费”

制度：有医疗保险、农村合作医疗的患

者及危重病人不再要求交医疗押金，

只需出院时缴纳自付部分费用即可。

确实困难、一时难以交医疗费用的居

民，可以和医院签订还款协议，在1-2

年内还清即可。对恶意拖欠住院费用

的患者，将纳入到“黑名单”管理。日

前，济宁市卫生局下发通知，准备在全

市推广这一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