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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上帮办

扫一扫 帮您办

读者点题

为了出行方便，市民刘女士

最近打算考驾照，但家人听后纷

纷劝她：“别学了，你坐车都晕得

厉害，拿到驾照后开不了怎么

办？”但身边的朋友支持她学车，

理由是“坐车晕车的人，只要自

己开车就不会晕车”。刘女士拨

打赣南日报民生热线8333666

咨询，想了解“开车的人不晕车”

有没有科学依据。
新华社 发 王鹏 作

近日，兴国县一网友在问政赣州平台发帖咨询，她想

在兴国县开办托管班，但不知道需要哪些证件。

针对该网友的诉求，兴国县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答复

说，托管服务分幼儿园外托管服务（为 3岁以上幼儿非在

幼儿园时段提供接送、休息、看护服务。从事非学科教育

培训，餐饮，住宿等服务的，需办理相关许可审批，并登记

相关经营范围）和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服务（为中小学生非

在校时段提供接送、休息、看护服务。从事非学科教育培

训，餐饮，住宿等服务的，需办理相关许可审批，并登记相

关经营范围），托管服务均属于一般事项，无须办理资质

证，该网友可在“江西省企业登记网络

服务平台”根据自身需求申请个体或私

营企业营业执照。同时须准备经营者

的身份证信息（若申请公司的还需要准

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信息）、从

事托管服务场所的产权证明（商业）及

租赁协议。 （记者曾艳华）

本报讯（刘荣东 林世程）“刘师傅，我种植的辣椒出

现了虫子，要怎么解决？”“辣椒叶子长了白粉虱，需要用药

剂熏杀，我教你怎么用。”近日，在信丰县油山镇坑口村辣

椒种植基地，种植户朱荣灿向现场的农伯乐蔬菜专业合作

社技术老师刘盛和请教。

为提高辣椒种植质量及后期产量，连日来，信丰县

农伯乐蔬菜专业合作社组织技术人员到大棚内进行技

术指导，详细讲解病虫害预防措施以及辣椒成长期间需

要注意的事项。在技术人员刘盛和指导下，种植户还在

大棚内铺设滴灌带。“把农伯乐合作社引进到我们基地，

大家去年种植都挣到了钱。之前七八个大棚种辣椒，现

在整个基地全部是种辣椒，生活是越来越有盼头！”朱荣

灿说。

坑口村百亩辣椒种植基地因地制宜引入发展辣椒产

业，通过建立“企业+合作社+农户”机制，合作社给农户培

育好辣椒苗，提供农药化肥配送及种植技术指导，解决销

售难题。目前，该基地已有16户农户参与大棚辣椒种植，

平均每户年收入较之前增收近五万元。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近年来，信丰县

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培育引进农伯乐蔬菜专业合作社、

清洋农业有限公司等农业龙头企业，通过“企业+合作

社+农户”的组织生产模式，围绕蔬菜全产业链一体化发

展，建设了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赣州）分中心、粤港

澳大湾区“菜篮子”产品赣州配送分中心暨冷链物流中

心、赣南蔬菜配套产业园和现代化蔬菜育苗中心四大产

业平台，有效推动了蔬菜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

信丰辣椒种植促农增收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晓慧 通讯员梅昭
汉）为保障广大师生饮食安全，连日来，章贡

区市监局开展秋季校园食品安全暨“护校行

动”专项检查。

章贡区市监局以“赣溯源”平台赋能校

园食品安全监管，对全区学校食堂和学校集

体用餐配送单位开展拉网式检查。通过“赣

溯源”平台线上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并

对照“赣溯源”平台检查要点 11类 56项检查

内容，将线下检查问题反馈与线上建立销号

台账相结合，优化检查结果“点对点”的衔

接，完善“一键搜索、问题查找、整改进度查

询”一体式监管体系，实现了监管方与校方

的双向奔赴，使校园食品安全监管更便捷、

精准、高效。

截至目前，该局共发放 300 余份宣传资

料，出动检查人员 220人次，检查校园周边及

学校食堂 126家、集体配餐供餐企业 1家，问

题整改21家。章贡区市监局将结合创建国家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加强与教育、公安、

卫健等部门以及包保干部的协调联动，依法

严查移交涉嫌犯罪的食品安全案件，形成监

管合力，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本报讯（见习记者陈缘缘 通讯员刘馨）分类、整理、

称重……近日，在赣县区行政服务中心“绿色工坊”，工作

人员正忙着分拣可回收垃圾。

据悉，“绿色工坊”是赣县区与相关入驻企业打造的

“区政中心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室”，是各种可回收垃圾的

“中转站”，于今年8月正式投入运营。赣县区的单位及个

人可通过相关小程序线上下单，由回收员在每周五对区政

中心各单位的可回收垃圾进行残值结算和上门回收，再统

一运送至“绿色工坊”。

“扫一扫二维码，线上就可预约回收，投递废旧物，

挣积分兑奖品。从各个单位回收废纸、塑料瓶、易拉罐

后，我们先进行分拣，再送到再生资源企业进行二次利

用。”回收员刘福豪说。“绿色工坊”内的回收一览表显

示，一台空调等大件废旧物可兑换现金 25 元，同时积分

500 分，一公斤废纸等小件可回收垃圾可兑换现金 0.4
元，积分 2分。

赣县区积极打造区政中心垃圾分类样板单位，建立垃

圾分类投放、分类处置、分类回收的“全链条”，引领垃圾分

类新风尚。“绿色工坊”通过DIY展示、垃圾分类知识宣传、

垃圾科学回收等多个模块，带动公共机构利用本单位废旧

物资进行积分兑换，以实际行动支持节能环保工作，传递

节约资源正能量。

赣县区打造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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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不晕坐车晕，究竟是何因？
□记者余书福 实习生张月 特约记者罗祥贵

市民 因晕车不敢考驾照

家住黄屋坪路的刘女士在赣州经开

区一家私企做财会工作，因为坐车会晕

车，上下班都骑电动车，遇到极端天气才

会乘坐公交车或打车前往，但每次坐车

的路上都会呕吐好几次。刘女士说，为

了出行方便，她想报名考驾照，但一想到

自己坐车吐得厉害就打了退堂鼓。“没事

的，自己开车就不会晕了。”“很多坐车会

晕的人都拿到了驾照，你一定可以

的！”……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刘女士才

决定报名考驾照。

家住五龙三路东方红广场小区的

胡先生也有同样的烦恼。胡先生告诉

记者，他是宁都县固村镇人，父母年迈

不肯随他到赣州市中心城区居住，而自

己坐车晕车，每次爱人开车带他回老家

看望父母，他一路上都很难受，人就像

大病一场，各种防晕车的办法对他都没

有用。每当听到要坐车回老家，还没上

车就已经开始晕了，单位派他到外地出

差，一想到要坐车心里就犯怵。“爱人多

次催促我去考驾照，说自己开车就不会

晕了，往后去哪里也方便。”胡先生说，

他前几天到驾校报了名，并且已经通过

了科目一考试。

走访 晕车的人开车反而不晕

就“坐车会晕车，开车则不晕”这个

话题，日前，记者随机采访了部分市民，

其中有不少人表示坐车确实会晕车，但

当手握方向盘开车时，一点晕车的感觉

都没有。

市民叶女士告诉记者，她一家四口，

就她和儿子两个人极度晕车，丈夫和女

儿则不会。前几年，她家儿子大学毕业

后在宜春一所中学当老师，为了回家方

便，就硬着头皮去考驾照，拿到驾照后，

儿子经常开车往返赣州、宜春两地，长途

驾驶从来没有晕过。后来她自己也拿到

了驾照，证实开车确实不会晕车，坐别人

的车仍然还会晕。

“我从小到大都晕车，一直不敢去学

车。后来去驾校咨询了解到，司机其实

是不会晕车的，所以赶紧考了驾照。现

在我每天开车上下班，从来没有晕过车，

但坐车还是会晕。”市民钟先生说。

市民何先生说，自己每次坐车就晕

得厉害，考到驾照后自己开车就不晕。

市民吕女士表示，因为晕车她一直

不敢考驾照，有位同事开导她说：“开车

是治疗晕车最好的方法。”今年年初她

拿到了驾照，日常开车没有出现晕车的

情况。

医生 司机不晕车有科学依据

“开车不晕坐车晕”到底是何因？有

没有相关科学依据？就此话题，记者采访

了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相关专家。

该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

金日群解释说，在医学上，“晕动病”是晕

车、晕船、晕机等的总称，它与人的内耳

前庭平衡感受器官有着直接关系。一般

来说，人内耳的前庭器官可以感受各种

特定运动状态的刺激，具有调节身体平

衡感受的能力，当乘坐的汽车发生转弯、

加速减速、刹车颠簸时，内耳的前庭器官

受到刺激，身体局部功能紊乱，就会产生

恶心、呕吐、头晕、出冷汗等一系列症状。

“司机为什么不会出现晕车症状？”

对此，该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黄旭华

表示，首先，司机作为开车人员，必须时

刻保持高度的注意力，这个时候司机的

大脑皮层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前庭的抑

制作用相对加强。其次，司机在开车的

时候主动掌控着汽车，对方向的改变及

加速减速都会有所预判，身体也会预先

做出相应的动作。因此，在这两种因素

的综合作用下，司机几乎不会出现晕车

的情况。

日前，上犹县梅岭嶂生态高山茶园，茶农们忙着采摘秋茶。上犹县是“中国十大生态产茶县”“中国茶旅融合竞争力全国十强

县”“中国名茶之乡”。近年来，该县将茶产业作为农业首位产业、富民产业来推进，坚持扩规模、提品质、创品牌、增效益。截至目

前，该县茶园总面积达11.05万亩，可采摘面积达7.95万亩，产量预计2700多吨。 见习记者陈缘缘 通讯员赖圣坊 摄

新华社北京9月 12日电（记者徐
壮）记者12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近日

颁布《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将

于2023年10月15日起施行。

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人

表示，“双减”改革实施两年以来，校外培

训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擅自举办

校外培训机构、隐形变异开展校外培训

等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个别机构“卷

款跑路”问题仍零星发生，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仍不时受到损害，迫切需要健全校

外培训法律制度，明确执法责任、执法权

限、执法依据等，提升校外培训执法规范

化、法治化水平，让违法者付出代价，让

合规者受到保护，保障“双减”改革不断

取得实效。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共6章
44条，对校外培训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

管辖和适用对象，违法行为和法律责任，

处罚程序和执行，执法监督等作出规定。

办法明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面向社会招收3周岁以上学龄前儿童、

中小学生，违法开展校外培训，应当给予

行政处罚的，适用本办法。

办法规定校外培训行政处罚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校外培训主管部门依法按

照行政处罚权限实施，分别对线下、线上

校外培训的管辖作出规定。

办法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未经审批开展校外培训，同时符合线

下培训有专门的培训场所或线上培训有

特定的网站或者应用程序、有2名以上培

训从业人员、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和分工

的，即构成擅自举办校外培训机构。

办法明确了擅自有偿开展学科类隐

形变异培训的情形，列举了“转线上”“转

地下”“换马甲”等3种隐形变异行为及兜

底条款，规定了警告直至 10万元以下罚

款的法律责任。

办法还提出，对中小学在职教师擅

自有偿开展学科类培训的行为，依法从

重处罚。

教育部颁布《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本报讯 （特约记者温
京燕 通讯员陈钰芳）近日，

我市对 75 位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传承

活动情况评估结果进行公

示，石城县 3 人取得优秀或

合格的成绩。

近年来，石城县紧紧围

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

保护，壮大非遗人才队伍，

充分释放非遗人才创新创

造活力，为非遗保护传承发

展提供了人才保障和智力

支持。

石城素有“中国灯彩艺

术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的美誉，该县坚持

自主培训与“走出去”培训

相结合，不定期举办石城灯

彩技能提升培训班、非遗传

承人新媒体素养培训班等

非遗人才培训班，积极推荐

非遗传承人参加国家、省、

市业务主管部门组织的业

务培训，定期组织全县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非遗人才参

加全国和省市县举办的各

类展演活动和赛事，逐步完

善本土非遗人才培养模式；

成立石城县灯彩保护发展

中心，指导组建各类非遗文

化协会 3个、培训机构 6个、

文艺团队 60 余支、制作基

地 5 个，全县各类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有 50 人，传承人

群超过2000人。

该县还积极组织非遗传承人开展非

遗进校园、进社区、进商圈、进景区活

动，向学生、市民和游客传播非遗知识，

展示石城非遗技艺；通过拍摄非遗人才

专题片、短视频及制作非遗画册、书籍

等方式，探索全媒体与非遗融合发展的

新模式，加大非遗宣传力度，提高石城

县非遗知名度；开展“非遗进万家”“送

戏下乡”等活动，编撰《灯彩艺术之光》

乡土教材，整理出版了《石城灯彩》《中

国石城砚》等书籍，推动非遗文化进入

寻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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