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昌市今年中考
分值调整
多项招生政策有变化

本报南昌讯（记者钟珊珊）5月14日，记者从南昌
市教育局获悉，南昌市2021年高中阶段招生工作政策
有多项调整，其中包括中考分值、志愿设置、招生区域、
优惠政策及中职学校招生录取等多个方面。

据了解，南昌市中考各科目分值较去年有较大调
整。今年中考总分 740分，比往年减少 10分。各科目
分值为：语文120分、数学120分、英语120分（含听力20
分）、物理 80分、化学 70分、道德与法治 80分、历史 80
分，体育考试 60分，物理、化学实验操作考查各 5 分。
另因英语听力部分分值由去年的27分调整为20分，英
语听力测试时间也由原来的20分钟调整为15分钟。

在志愿设置方面，将“海军航空实验班”和“省级达
标中职学校中高职对接‘3+2’专业”列入提前批次志
愿；将原有“第四批次”更名为“中职批次”；“中职批次”
增设“南昌市艺术职业学校（南昌市第十八中学）”和“南
昌市交通航空职业学校（南昌市二十三中学）”职普融通
特色班志愿。

今年，该市进一步对学校招生范围予以规范：未经
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同意，普通高中不得跨县区招生；未
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同意，普通高中不得跨设区市招
生（含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前已批准的学校）。在优惠
政策方面，今年取消了应届初中毕业生在初中阶段被
评为省级“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加5分的优惠
政策；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牺牲被认定为烈士
的一线医务人员的子女，在入学升学方面参照公安烈
士子女优待政策执行。

此外，自 2021年起，中职学校录取省内应届考生
（含初三下学期自愿分流进入中职学校学生）必须具
有初三学业水平考试报名序号。为规范中等职业教
育招生录取，今年南昌市普通中专、职业高中（中专）、
技工学校招生录取工作严格纳入市招生录取统一平台
招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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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嘘“学区房”百盛和园促销玩猫腻》追踪

百盛和园被立案调查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南昌市百盛和园的《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显示属青山湖区，却宣称在青云谱区，打着学区房的
旗号促销。5月 12日，记者了解到，此事经本报披露后，涉嫌虚
假宣传的百盛和园已被青云谱区市场监管局立案调查。

据了解，百盛和园地处青山湖区博学路888号，属于青山湖
区地块，而该房产项目的售楼部在墅溪路777号，属于青云谱区
管辖。项目所在地与售楼部所在地不属同一行政区划，经南昌
市市场监管局法规科认定，违法行为发生地在售楼部，所以由
青云谱区市场监管局立案调查。“我们已经到售楼部现场进行
了检查，固定了相关证据。”青云谱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彭
昌龙向记者出示《立案调查通知书》称，“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
中，处理结果会第一时间公布。”

广丰区打造“15分钟健身圈”
本报上饶讯（记者余燕 通讯员周莉莉）近年来，上饶市广

丰区把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作为民生工程、健康工程和提升城市
软实力的重点来抓，并将“在城区各公园、小区等合适位置增设
体育锻炼、儿童娱乐的设施设备”纳入今年解决 30件“急难愁
盼”民生实事之一。目前，全区 230多个村（社区）共有 1860多
个健身场地、41块足球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1.87平方米，
全力打造城市“15分钟健身圈”，百姓走出家门口便能乐享美好
健身生活。

广丰区经过实地考察规划，根据不同人群特点和需求，在
城区公园、绿地广场及部分小区，有针对性地新增大批力量训
练、益智休闲等集健身休闲于一体的体育器械，全部采用无动
力设施，为群众多元健身需求提供坚实的设施保障。同时，广
丰区还对公园、广场内部分老旧和破损的健身设施进行拆除或
更换，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 责任编辑 龚莉芹 刘 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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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通码”全新升级
本报讯（记者钟端浪）日前，“赣通码”全新升级，凡是在我

省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群众，其“赣通码”会自动加上金色边
框，右上角还有针剂的图标，表示该“赣通码”持有人已受新冠
疫苗保护。

据悉，“赣通码”升级后，将更好地营造积极接种新冠疫苗
的社会氛围，鼓励群众积极接种，不断提高我省的新冠疫苗接
种率，尽早形成群体免疫。

已接种疫苗的群众可通过支付宝搜索“赣服通”，查看自己
的相关接种疫苗情况。此外，“赣服通”还可提供核酸检测报告
和疫苗接种证明查询等服务。

5月 11日，在宁都县梅江镇罗江村的一片基本
农田里，一棵棵绿油油的脐橙树苗映入眼帘。这已
是记者第三次来到这里，见到这样本不该见到的场
景了。

去年 4 月，记者接到线索称罗江村有人占用
146 亩基本农田种植脐橙，到现场调查采访后，发
现情况基本属实。宁都县自然资源局也证实了问
题的存在。

得知记者进行了采访，宁都县自然资源局和梅
江镇政府均给本报发函，称一定会彻底整改，将脐橙
树苗清除或者移栽。

然而去年 8月底，记者再到现场发现，整改只是
“纸上谈兵”，基本农田被占用种植脐橙的状况毫无
改变。在本报去年 8 月 31 日刊发了《4 个多月过去
了，整改却还在纸上》的报道后，梅江镇相关负责人
给出的解释是，为了减少种植户损失，准备对脐橙树
苗进行移栽，但经果茶专家查看，当时的季节不适
合，将在第二年春季移栽。

去年 9月 9日，宁都县相关部门作出的一份《关
于宁都县梅江镇罗江村占用基本农田种植脐橙问题
整改情况的报告》称：“梅江镇、县自然资源局干部和
县果茶局技术人员于 9月 1日上午到现场与承包种
植户进一步协商，提出由承包户尽快找到适合脐橙
种植的地方新建产业基地，于今冬明春前完成移植
任务，恢复土地原样，整改到位。”

报告还详细解释了整改进展缓慢的原因：1.周
边找不到合适的苗圃暂时寄放，周边两公里范围内
没有非基本农田，作为新移植的苗圃，山上森林茂
密，也不适合流转作为苗圃基地；2.脐橙幼苗移植
死亡率高，果茶专家建议在 2021年立春以后进行移
植，既不影响基本农田耕作，又能最大限度地减轻
脐橙种植户的经济损失；3.如果将脐橙幼苗直接铲
除毁坏，种植户损失太大，将导致粗暴整改、激发种
植户抵触情绪。

如今，时间又过去了 8个月，适合移栽的春天也
过去了，这些白纸黑字上写的整改举措，却一直停留
在口头，“择时移栽”一拖再拖，被侵占的基本农田
中，脐橙树苗依然在茁壮成长。

5月 11日，三度来到罗江村这片被脐橙占据的
基本农田，记者见到的情景与前两次差不多。不
过，让记者纳闷的是，田里遗留有许多枯萎的脐橙
树苗。

对此，宁都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梅江镇党委书
记刘晓宝告诉记者，枯萎的树苗是去年冬天被冻死
的。“按照当时的整改方案，要求种植户寻找合适的
地方将脐橙树苗移栽，但去年冬天遇到低温，脐橙树
苗大部分被冻死了。本来以为，冻死了就不用找地
方移栽了。没想到，种植户又补种了新的脐橙树
苗。”刘晓宝说，脐橙树苗被冻死后，他还到现场去查
看了。

当记者表示，为何当时不督促种植户整改，反而
任由其补种脐橙树苗时，刘晓宝没有回应。不过，刘
晓宝表示，接下来镇里一定会要求种植户将这些补
种的脐橙树苗清除。

面对记者提出的整改为何一拖再拖的问题，宁
都县自然资源局局长陈新民表示，对基本农田的监
管责任主体在乡镇，局里多次给梅江镇政府下达了
通知，要求整改到位。去年听说脐橙树苗被冻死了，
以为就此可以顺势整改，没想到后面又补种了，局里
会再次要求梅江镇将脐橙树苗清除。

宁都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邓文生则向记者表
示，他们执法也存在困难。去年局里的执法大队曾
探讨过，如果种植户不愿意自行清除，能否采取强制
措施。局里还专门向省自然资源厅执法总队和赣州
市自然资源局执法支队汇报，后来上级反馈意见，依
据现有的法律法规，主要是以乡镇政府监管为主。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宁都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
队大队长谢军称，他们会立即配合县自然资源局再
次去现场，要求种植户将脐橙树苗清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基本
农田的保护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不能以任何
理由去破坏；不仅要防止“耕地非农化”，还要防范

“耕地非粮化”。
俗话说“事不过三”。这一次，整改能落到实处

吗？本报将继续关注。

宁都县梅江镇罗江村146亩基本农田种脐橙，相关部门几次承诺
整改都成“纸上谈兵”——

占用基本农田已一年 整改为何这么慢？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本报2020年8月31日报道截图。 5月11日，被占用的基本农田里，仍种满了脐橙树苗。 本报记者 邹晓华摄

5月 10日，南昌市湾里管理局第三小学邀请中医药专家给
孩子讲授中医知识，激发孩子们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的热情。

通讯员 杨雪梅摄

5月12日，在峡江县水边镇一家农贸超市农产品直供专柜，居民在选购直供的瓜果。峡江县着力发展大棚瓜菜规模种植，
依托合作社，连通菜农与商超，实现瓜菜直供商超，减少流通环节，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特约通讯员 陈福平摄

农超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