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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监管催熟剂的用量
□王传胜

24 日，本报记者赶赴冠县调

查“激素梨”一事，发现当地果农

确实给部分梨涂抹了含赤霉素的

植物生长调节剂，这样的梨能提

前上市 15到 20天，每斤梨可以多

卖两三毛钱(本报 5 月 23 日 B03

版报道)。有专家称，赤霉素用了多

年，适量使用对人体无害。问题

是，谁来监管这个“适量”？

报道中提到的赤霉素，是一

种植物激素，包装上标明的用法

用量是，在花瓣脱落后 20到 40天

内使用，均匀涂抹在果梗中上部，

每只药剂约涂抹 3000 到 5000 个

果梗。

但在“提前上市、卖个好价

钱”的诱惑下，果农们会不会滥用

这些催熟剂，谁来监管？当地果农

雇佣附近村民为梨树涂抹这种催

熟剂，他们有没有经过专业培训？

涂抹过程有没有人监管？如果是
随性地涂抹，很难说会严格按规
定量使用。

这种催熟剂一旦过量使用，

并流入市场，市民吃多了很难说

不对市民健康造成危害。

最近一段时期，西瓜炸裂、黄

瓜抹避孕药、问题豆芽、催熟香蕉

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些水

果、蔬菜用膨大剂、催熟剂已成为

公开的秘密。各路专家纷纷站出

来发话：这些统称为植物生长调

节剂，已在农业领域使用多年，适
量使用对人体无害。

我们权且相信专家的这种说

法正确，问题是真正到了实践中，

很难控制催熟剂的使用量。这样

一来，市民就很难知道自己买来

的瓜果蔬菜，是否用了过量的催

熟剂。

一个不争的事实，外表看上

去越来越诱人的瓜果，吃起来却

越来越不对味儿了；儿童性早熟、

年轻夫妻不孕不育也有日益加剧

的趋势。这些恐怕与吃了含有催

熟剂的瓜果蔬菜脱不了关系。

食品安全是真正关系百姓民

生的大事，各级政府也陆续出台

措施加以监管，但也存在相互扯

皮、几个部门管不了一棵豆芽的

尴尬。我们十分期待尽快建立强

有力的监管机制，从植物生长调

节剂的生产、流通到使用，再到瓜
果蔬菜农药残留检测，让百姓真

正吃上绿色无公害瓜果蔬菜。

租房未到期被撵出

市民谢女士说：去年 10

月我和同事在中通时代豪园

租了一套房子，合同租期一

年，可刚住到今年 5 月，房东

就提出要收回房屋。想找律师

维权，可合同上没有违约赔偿

的内容；就这么算了，又觉得

心有不甘。忙碌一周，周末又

要费心找房子、找搬家公司，

真郁闷！

高水费啥时到尽头

家住劳动局家属院的李

先生说：4 月刚搬到这个小

区，原来一家三口人每月只用

十多元的水费，现在是原来的

3 倍多。收水电费的人说，因为

没实行一户一表，小区水费只

能均摊。我问啥时能改装水

表，工作人员只说快了，再等

等。真不知道这高价的水费要

交到什么时候。

谁来统计渗水问题

新东方名人苑二期的居

民王先生说，最近小区物业贴

出通知说，马上到雨季了，每

栋楼派出一名代表统计谁家

地下室渗水。可是通知贴出好

几天了，也没见有人行动。

王先生说，他倒是想去，

就是因为自己经常上夜班不

方便，小区居民都不愿出面，

还是成立个业主委员会更好，

大家推举出信任的人，住在这

个小区就更有归属感了。

(杨淑君）

“说水城事儿，拉百姓理

儿。”每周五的《海言阁》又与

您见面了。

本版定为评说发生在聊

城的事：大事、小事、稀罕事、

不平事、感动人的事……大

家都可以原声记录下来发给

我们，或加以评论。

“有一说一”栏目，主要

就本周发生在聊城的、关注

度较高的事件进行评论，不

一定多么专业，只要能表达

一种观点即可；“社区小喇

叭”则原生态记录社区的百

姓生活，酸甜苦辣都可以记

录下来发给我们。

投稿要求：题材、体裁不

限，但要言之有物，短小隽

永，切忌泛泛而谈。

投稿邮箱：l c q lwb@

126 .com

海言阁邀您发言

购物卡实名制比取消高明

购物卡无记名发售，成为
近年来部分人腐败的手段。早
在 1995 年，各级部门就不断下
发购物卡禁令，但却没挡住购
物卡愈演愈烈的趋势。大多数
零售商也都在发放或变相发
放各种代币购物卡、券，而事
实上，购物卡也已渗透到市民
生活的很多方面。

虽然购物卡给部分官员
的腐败提供便利，但不可否

认，购物卡给市民生活带来很
多便利。其实，购物卡实名制
比取消购物卡要高明。取消购
物卡，就能挡住腐败了吗？中
华五千年，封建王朝两千多
年，不仅有忠臣良将，贪官也
不胜枚举。可见行贿受贿不是
购物卡衍生来的，取消购物
卡，腐败还有其他的路可走。

购物卡腐败，只是腐败的一种
而已。

实名登记一定程度上能
遏制购物卡行贿受贿，也不会
给市民生活带来不良影响。

购物卡实名制究竟怎么
操作，还需要严格的流程和严
厉的惩罚措施。治理购物卡腐
败，关键也不在“卡”而在

“制”，否则这一政策就仅能停
留在指导性“意见”阶段，无异
于一纸空文。

（凌文秀）

第
6

期

25 日，国家出台意见规定信用卡实名制，说是为了防治腐败。确实，信用卡越来越多地与腐败
案联系在一起，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一份报告显示，2009 年购物卡贿赂案占到行受贿案的
83 . 3%。然而，购物卡实名制，由谁来操作监管？又能多大程度地遏制腐败？

本期铿锵三人行，我们聚焦信用卡实名制。

每到各大节日，商场的购物
卡销售窗口排着长队，购买者不
用张口，销售员就会在发票上写

“办公用品”，此场景屡见不鲜。

购物卡实名制的推出，无疑向购
物卡乱象出了一拳，但这一拳应
该“来得更猛烈些”，不但在购卡
时要实名，用卡时更要跟上管
理，彻底堵上漏洞。

意见中规定，对购买记名商
业预付卡和一次性购买 1 万元
以上不记名商业预付卡的单位

或个人，由发卡人进行实名登
记，发卡人并且每张卡限额
5000，却只字未提用卡实名制。就
好比，我买的购物卡送给了你，

你自己用或者再送给别人，消费
时哪会有人知道，来来回回实名
的初衷又回到了原点。

其实，用没用这张卡，谁用
这张卡，商家最知道，但是商家
和购卡者，尤其是一些购卡大
户，其实是一种暧昧的关系，商
家为了赢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是很有可能，所以这更需要在
用卡时的管理。购卡实名，用卡
也得实名，在购物时留下真实的
个人信息，最好是用卡时不仅能
显示购卡者的信息，同时也能显
示用卡者的信息。

此外，对购物卡的流通环节
进行有力管理，对一些违规商家
重罚。这在管理起来存在一定难
度，但是不能因为管理难就因噎
废食，不然就成了“有名无实”。

(刘云菲)

海言阁

购卡实名，用卡也要跟上管理

近几年来，用购物卡送礼成为一

种时尚，为员工发放购物卡作为节
日福利也成为企业合理避税的措

施，甚至有些银行也加入了发行预

付卡的行列，这些预付卡不记名、不

挂失、不取现、可反复充值使用，上
限 1000 元，是典型的“电子钱包”。

购物卡实名制一出台就引起广

泛关注，但是仔细查阅全文后发现，

此次最明确的要求就是建立商业预

付卡的实名登记制度，对于购买记

名商业预付卡和一次性购买 1 万元

以上不记名商业预付卡的单位和个
人，由发卡人实行实名登记。

但是，涉及这种商户预付卡的，

却没有明确主管部门，而是含糊地

指出：“对商业企业发行的单用途预

付卡，商务部门要强化管理，抓紧制

定商业标准，适时出台管理办法。”

这里的“商务部门”到底是哪个部

门，并没有明确规定。

目前，聊城不少商户发行的购

物卡几乎全属于不记名商业预付
卡，商家纷纷表示，要实行实名登记

也可以，同时他们也表示，没有明确
监管部门，没有出台监管细则，这样

的规定恐难执行。

笔者认为，出台此类通知，还是
明确点好，既然都开始监管了，监管

部门就不能露个面吗？真想做成这件

事，细则也该同期出台吧，这样执行

起来才不会一头雾水。 (杨淑君）

实名制缺乏具体部门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