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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首先来到了合肥周谷堆农

产品批发市场和七桂塘菜市场。在走访时

记者发现，那些看上去仿佛已经熟透的果

蔬，却透着一股“不成熟”的气息。

当记者询问卖菜摊主是否知道果蔬催

熟剂时，菜贩们说“不知道催熟剂，也没听

说过什么催熟剂。”

而记者在其摊位观察黄瓜西红柿这类

果蔬时发现，这里的黄瓜都是碧绿碧绿

的，黄瓜顶部的小黄花还未脱落，西红柿

顶部是红色的，而其蒂部仍带着点点青

色，用手捏捏看，全然不是成熟时的那种

柔软，而是硬邦邦的。这让记者不得不

怀疑这些果蔬是否真的熟了，并对菜贩

的话产生了怀疑。

欲申请一卡通的市民，需持本人银行

银联卡、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和缴费用

户详细住址，以及最近月份的相关费种缴

费票据，到银行营业网点、缴纳公共费用单

位服务窗口或一卡通项目办公室服务窗口

填写《一卡通委托缴费授权书》，开通一卡

通代理缴费业务。

需要设置市民一卡通密码的市民，则要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复印件、缴费用户详

细住址，以及最近月份的相关费种缴费票

据，到银行营业网点办理一卡通银行账户开

户，同时设置账户密码。而需要开通、变更、

终止一卡通服务业务的市民，也需前往一卡

通项目服务机构窗口进行办理。

《通则》同时规定，持市民一卡通缴费

银行银联卡在一卡通项目服务机构窗口或

一卡通查询机上可以查询、打印本人各种

一卡通代理缴费业务缴费清单。

缴费、储蓄、理财……你曾经忙个不休

一个家一张卡，一切事变轻松
《市民一卡通服务通则》下月７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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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市民一卡通去银行缴纳电费、

水费、煤气费等公共费用早已不稀

奇，而在新制定的《市民一卡通服务

通则》中，商业保险费、卷烟款等也可

通过一卡通代扣。记者昨天从安徽

省标准化研究院获悉，《市民一卡通

服务通则》已经发布，将于8月7日起

正式实施，对市民一卡通的服务项目

和办理程序等进行了详细规定。

通过一张一卡通，公共事业交费项目

的费用都可实现到期自动扣划，市民无需

多次去银行缴存。《通则》中规定，号称“居

家良品”的市民一卡通可为市民代扣代缴

公共费用、税费（定额税代收）、保险以及

其他费用。

市民可通过一卡通代扣代缴的公共费

用主要有电费、水费、燃气费、通讯费和电

视收视费。城市非职工医疗保险、灵活就

业人员保险、商业保险等多种社会保险费，

以及学生学杂费、工商管理费、廉租房租

金、卷烟款等多项收缴费业务均可通过市

民一卡通来实现代收。

除了代扣代缴的功能，市民一卡通

还具有储蓄（存取款、转账、查询余额、

修改密码、换卡、补登存折等银行特色业

务）、理财（办理基金、外汇买卖、股票、

国债、保险、黄金等各类理财业务）和贷

款的功能。同时，也可根据市民需求下

挂外币账户、定期账户、理财账户、基金

交易账户、三方存款账户等专项账户，作

为子帐户进行管理。

金融部门也可通过先进的电脑联网系

统进行批量入账，将有关款项自动转入储

户预先约定的储蓄账户上，代理企、事业单

位发放工资，还可代理社会保险局发放社

会福利保险金。

市民一卡通还开通了电话服务、网上

服务、手机服务的功能，用户可以足不出

户，利用电话、网络、手机就可以实现一卡

通的功能。

实习生 韩笑 记者 李皖婷

商业保险、卷烟款
也可通过一卡通代扣

储蓄、理财等增值性服务一应俱全

办理一卡通渠道多很方便

除非不洗直接“下肚”，而且是大量、长期食用

农科院专家：只要剂量得当，催熟果蔬放心吃

最近媒体纷纷报道，果蔬被人为催熟

的现象时有发生，“涉案”品种为果蔬西红

柿、西瓜、香蕉、黄瓜等夏季时令果蔬，使

消费者在购买果蔬时心里七上八下，犹豫

不决。昨日，记者就“早熟”果蔬，采访了

省城果蔬摊主、农业部门以及省农科院专

家。

针对媒体报道我省发现“催熟剂”催

熟的果蔬，省农委办公室主任胡桂芳表示，

目前果蔬使用催熟剂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

会现象，可以说不使用是不可能的，在合肥

的菜市场也是普遍存在的。因为使用催熟

剂可以使果蔬增产、保鲜。

“但使用的量要得当，不能过量使

用。”据胡桂芳介绍，目前存在的一个现象

就是，果蔬催熟剂的使用没有一个统一的

标准，并且市场的质检部门也没有果蔬催

熟剂检测项目。

如果不法商贩为了让果蔬快熟，并大

量使用催熟剂，是否会对人体有害呢？省

农科院专家邱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举了

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催熟柿子。

“一般水果蔬有一个后熟的过程，如果让

它自身成熟，永远不能达到所需要的成熟的

状态，那么就需要进行催熟”。在果实当中有

一种天然“良药”，就是植物激素乙烯。

“以前，每到中秋节时，家家户户都用

催熟剂将没熟的柿子催熟，吃的也好好的，

问题不大”。据其介绍，如果使用浓度过高

的乙烯不但不会使果蔬早成熟，还会损伤

水果蔬菜。目前常用的催熟方法是绝对没

有问题的，用很高浓度的乙烯催熟果蔬既

增加了处理成本，又使蔬果没有了很好的

卖相，商家不会做赔本的买卖，只要剂量得

当，老百姓吃到的“早熟”水果蔬菜是安全

的。除非是果蔬不洗直接“下肚”，而且是

大量、长期食用。

记者随机询问了一些前来买菜的市

民，发现市民对催熟剂熟悉得很，并表示，现

在催熟剂在果蔬中用得很普遍，让他们很无

奈。但出乎记者意料的是，目前不少市民对

催熟剂已经见怪不怪了，他们有了自己的一

套鉴别果蔬是否用了催熟剂的小方法。

市民蔡女士告诉记者：“一是要看，那

些带花的黄瓜就不要买，很可能是催熟

的。西红柿的顶部如果是突出的，不平整

不光滑的就少买，这种西红柿催熟的可能

性很大。二是要捏，有些果蔬看上去已经

成熟了，但用手捏时还是硬的，这样的果蔬

十之八九是催熟的。三是掂量，同一品种、

大小相同的果蔬，催熟的，注水的果蔬比自

然成熟的要重。”

果蔬摊主 不知果蔬催熟剂为何物魏娟 记者 俞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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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菜市民 见怪不怪，自己多加注意

农科院专家 只要剂量得当，是安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