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4月，蒋女士
在广州某驾校线下招生
报名处报名学车。当年7
月，通过“科目一”考试
后，蒋女士加入了一个有
102人的“科目二”练车预
约微信群。蒋女士称，每
天教练会开放十人次的
名额给学员预约，每人可
以练车一小时。但是教
练发放名额后随即被预
约完，这一年中，自己只
成功预约到两次，至今未
能进行科目二的考试。

蒋女士称，除了在线
下设置的招生报名处报
名，该驾校的教练自己也
在招募学员，教练会把更
多练习的时间给这些学
员。“有时候小程序刚刚
发出来，就已经有学员报
名了。”蒋女士认为，教

练会给临近考试的同学
设置预约时间，提前将当
天预约练车的机会分配
出去。

“报名前我询问了工
作人员，是不是有时间就
可以去练车，得到了肯定
的答复。”蒋女士说，她跟
教练沟通，教练说得先练
好车才能预约考试，而

“ 科 目 二 ”预 约 练 车 的
“抢号”太难，自己一年
时 间 只 上 车 练 习 了 两
次。据蒋女士观察，自己
所在的微信群一年时间
内只有三十多名学员完
成“科目二”考试，现在
群内还有七十几人。

目 前 ，蒋 女 士 的
4680元学费已交完，却难
以预约“科目二”的上车
练习时段。

学车过程中，消费者该如何
保障自身权益，引发广大市民的
关注。广州市驾培行业协会秘
书长黄嘉辉表示：“市民可通过
广 东 省 驾 驶 培 训 公 众 服 务 网
（http://jpfw.gdcd.gov.cn）进 行 合
法驾校查询，学车时遇到问题可
向所属驾校反映，要求驾校给出
解决方案，同时留存证据。”

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提醒，
消费者在选择驾校时，需认准驾
校资质。消费者报名时应与驾校
签订培训合同，并明确收费项目、
费用标准、服务项目、纠纷处理等

内容，最大限度保护自身合法权
益。合同签订方要与实际培训驾
校保持一致，消费者报名后应妥
善保管培训合同与付费凭证。

在学车过程中，若遇到驾校
或教练员的不良行为，消费者可
先向所属驾校反映，也可直接拨
打广州市政府服务热线 12345 进
行投诉。同时留存培训协议、缴
费凭证、录音、录像等相关凭证，
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呼吁
广大学员学车报名优选“穗学
车”驾培学费第三方存管服务：

学员选择存管的学费授权支付
宝办理存管业务，并由网商银
行提供资金管理。存管的学费
按照学员培训考试进度，分段
划拨给驾校。目前，“穗学车”
服务已正式进驻“穗好办”APP，
消费者可以通过“穗好办”“支
付宝”“广州交通·行讯通—学
车模块”等 APP 搜索“穗学车”
报名。广州市进驻“穗学车”提
供驾培学费第三方存管服务的
驾培机构数量达到 135 家，占全
市小型车驾培机构 87%，累计覆
盖 500 余个教练场。

该
驾
校
训
练
场
有
学
员
在
练
车

记者近日前往该驾
校的线下招生报名处，一
名工作人员介绍：“‘科目
一’考试通过之后,学员
会被分配指定教练，加入
练习‘科目二’的约车群，
所有学员都可以在小程
序接龙。”该工作人员表
示，交费可以分期，考完

“科目一”之后需交齐全
部费用，学员每天可以在
规定时间段内预约上车
练习。

在该工作人员出示
的约车微信群页面中，记
者看到在一个超过 100
人的微信群中，每天固定
时段发放“科目二”练车
预约小程序。根据小程
序的设置，练车预约时间
为每天早上9时到晚上9
时，每两小时两人一组，
共享一辆教练车，轮流练
习，学员可以根据自身情
况进行预约。

“所有学员都是在驾

校报名处报名，由于每天
都有时段可以约车，每个
学员的有空时间不会总
是重复，所以不会一直预
约不到练车的。”该工作
人员说，如果实在一直约
不到，可以和教练沟通，
或者找专属客服或报名
处工作人员解决问题，安
排更换教练。

在该驾校的训练场，
记者看到有五六辆教练车
正在练习“科目二”。一名
正在教授学员练车的教练
表示，若学员自己的时间
所限，只有指定的时间段
才能练车，预约会较难，否
则不会预约不到练车。不
过该教练提到，学员可以
直接找具体的教练报名学
车，若只有特定时间段才
能预约练车，在每天约车
小程序发放之前可向教练
说明，教练提前安排。学
车费用全部交给驾校，教
练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科目二”预约练车“抢号难”市
民

预约不到练车可更换教练

报名优选“穗学车”将由第三方存管学费

题题街坊街坊点

一年只上车练习了两次
学员直呼驾校“抢号难”

驾校回应：如果一直约不到，可安排更换教练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严艺文
实习生 杨梓跃

近日，市民蒋女士报料称自己2021年在广州某驾
校通过“科目一”考试后，通过微信小程序预约练习“科
目二”，却难以抢到练车名额，至今未能参加考试。记
者日前前往该驾校，工作人员表示，若屡次预约不上练
车，客服可安排更换教练。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提醒，
消费者在学车过程中若遇到驾校或教练员的不良
行为，消费者可留存相关凭证，向所属驾校反映，
或直接拨打12345进行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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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菊兰的老伴名叫马
大鹏，今年67岁，退休前是
广州市越秀区云山小学的
一名老师。

2022年 4月份，马大鹏
因急性脑梗住院，出院结账
时发现医保卡被冻结。这
让杨菊兰慌了神，经多方查
询后，得知因欠缴费用导致
医保卡无法正常使用。

于是，杨菊兰急忙联系
云山小学有关负责人。对
方告诉她，学校已经帮其补
交了相关费用，“但本人（马
大鹏）还需要补交38个月在
其他学校工作的医保费用，

才能继续使用医保卡。”
杨菊兰告诉羊城晚报

记者，当听到这个答复时，
让她不知所措，“老伴工作
了几十年，之前他一直享受
公费医疗。退休后，怎么医
保卡会用不了？”

当时的情形，让杨菊兰
来不及多想。她说，马大鹏
准备第二次住院治疗，如果
不解决补缴的问题，仍不能
享受医保，“对于我们家庭来
说，经济负担会更重了，那是
一大笔钱”。

第二天，她只好去医保部
门为老伴办理了补交手续。

记者从海珠区住房和建设局
获悉，环岛路江边路灯“失明”问题
已引起该局关注。目前存在“失
明”问题的江边路灯，有望在日后

“高质量复明”。
据悉，环岛路洲头咀公园至

太古仓码头路段的江边路灯，大
部分设置于 2010 年。当时的“环
岛路”虽筑有现在大家看到的江
堤，且大部分行车道路面已铺设，
但由于从洲头咀公园到太古仓码
头段的路网尚未贯通，故当时的

“环岛路”并不像现在的环岛路有
那么多使用需求，海珠涌大桥以
南至太古仓码头以北的江边路灯
也没有实施专业化管养。

2020 年海珠涌大桥通车后，
环岛路洲头咀公园至太古仓码头
路段的道路功能日渐突出，不少
机动车使用该道路通行，不少市
民乃至外地游客也前往环岛路

“打卡”。目前，环岛路洲头咀公

园到太古仓码头路段的大部分市
政设施已实现市政化管理或者专
业化管养，但江边路灯存在灯具
缺损和线路老化等问题。

在羊城晚报《Y-记者帮》栏目
介入前，已经有市民反映过江边
路灯“失明”的问题。虽然在接到
投诉后住建部门总会第一时间前
去抢修，但无奈灯具缺损线路老
化等问题无法通过一时的抢修解
决，“复明”效果往往并不持久。

记者从海珠区住房和建设局
获悉，为彻底解决环岛路洲头咀
公园至太古仓码头路段江边路灯

“失明”问题，方便市民和游客到江
边休憩，该局正组织该路段江边路
灯提升工程，解决现有的灯具缺损
线路老化等问题，该工程计划在8
月内动工。待工程完工后，获得提
升的路灯还计划移交专业的管养
单位进行管养，以避免短暂“复明”
后又“失明”的问题。

工作多次调动个别履历不详
一名退休老师医保卡被冻结

家属：忙活了三个月仍未解决
学校：已向相关单位发函协查

“老伴是事业单位正式编制内员工，退
休后却享受不了相应医保待遇，太闹心
了。”近日，65岁的杨菊兰致电羊城晚报求
助称，她老伴今年因病住院期间，发现其医
保卡被冻结。对此，有关部门答复称“其
多次调动工作，个别履历不清，导致数十
个月的社保没交”。目前，广州市越秀区

云山小学高度重视此事，已向相关单
位发函协查。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马灿

采访中，杨菊兰说，马大
鹏在企业、事业单位的 8 年
是聘用制干部 ( 编 制 内)，
调进广州市教育系统的 18
年也是正式编制的事业单
位员工，有专业技术职称，

“按照广州市社会保障系
统 和 当 地 教 育 系 统 的 规
定，应继续享受公费医疗保
障待遇。”

然而，在有关部门在核
查中，发现原广州市曙光
无线电厂早已撤销解散，
有的单位已撤并（有 关 区
商委的旅游公司），能查清
的仅是马大鹏在广州市 89
中学、广州市东圃中学、广
州市长兴中学和云山小学
的工作履历。

值得一提的是，马大鹏
在教育系统的工作中，均显
示为“正式编制”。在其他
工作单位，因找不到原来人
事档案材料，“无法证明其
工作经历”。

杨菊兰说，相关部门叫
她提供人事档案材料，这样
才能证实马大鹏在其单位
的工作情况。她表示，作为
一个普通老百姓，去哪里搞
这些材料？无奈之下，她找
到羊城晚报《Y-记者帮》栏
目的记者，于是，就出现了
文章开头的一幕。

采访中，记者获悉，目
前此事引起了云山小学高
度重视，“由专人负责，已向
有关部门发函协查”。

此事让杨菊兰如鲠在
喉。她告诉记者，老伴在工
作期间就医没任何问题，为
什么退休后反而这么麻烦？

据有关部门回应称：
“系统显示，马大鹏需要补
缴相关费用”是事实。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来龙
去脉，杨菊兰开始向相关部
门反映情况。今年 65岁的
她，脚踝刚做完手术不久，行
动不便，加上小孩不在身边，
因此，她大部分时间只能在
家用电话与外界联系。

经过一个多月的了解，
从各方反馈的情况是：马大
鹏属于非固定工，且有数十
个月的社保没交。

这个结果更让杨菊兰
无法接受。她说，马大鹏
在 事 业 单 位 工 作 40 多
年，怎么会突然变成非固
定工？

对此，记者从多方了解
到，有关部门给予回复依据
是：马大鹏部分工作履历不
详，缺少相关档案材料。

那么，真相到底如何？
8 月 4 日，羊城晚报记者来

到杨菊兰家中，见到马大鹏
时，他正坐在躺椅上，整个
身体右侧麻木、活动受限，
言谈还算正常。

采访中，杨菊兰把马大
鹏所有证件都拿了出来。从
这些证件、证明材料中，记者
发现，今年67岁的马大鹏，
父母都是军人，他本人在部
队服役10年后，就读山东海
洋学院 ( 现 为 中 国 海 洋 大
学)。随后，他被分配到北京
自来水公司从事财务工作。

从“领取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申请表”的档案材料显
示，1987 年 7 月，马大鹏调
进广州市曙光无线电厂。申
请表填报单位是云山小学。

杨菊兰向记者提供的证
件材料还显示，马大鹏大学
毕业后，一直从事财务方面
的工作，调到广州市曙光无
线电厂时任财务科副科长。

因工作需要，马大鹏多
次调动，转换工作单位的性
质，均属于国资企业或事业
单位。2004年 1月，他调到
越秀区云山小学，任普通教
师，正式编制。

是正规编制还是临时工？

学校已向有关部门发函协查

在家养病的马大鹏环岛路海珠涌大桥以南与太古仓码头以北间的江边路灯再次“失明”

广州市海珠区环岛路洲头咀公园至太古仓
码头路段江堤上的双头庭院灯（以下简称“江边
路灯”）曾一度“失明”，致市民夜间在江边活动
有所不便。在羊城晚报《Y-记者帮》栏目介入
后，曾经失明的江边路灯一度全线“复明”（详见
7 月 26 日 A14 版《Y-记者帮》版面）。不过，部分
曾经“复明”的路灯，最近又“失明”了。记者从
海珠区住房和建设局获悉，该局正计划彻底解
决该路段江边路灯不亮的问题，目前仍存在“失
明”问题的江边路灯有望“高质量复明”。

海珠环岛路
部分江边路灯再次“失明”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梁怿韬

8 月 6日晚上，羊城晚报记者
回访环岛路时看到，此前“失明”
后又“复明”的洲头咀公园南段江
边路灯，在记者到访时依然保持

“点亮”状态，市民游客可以在灯
光下于江边活动。但跨过海珠涌
大桥来到大桥以南与太古仓码头
以北的环岛路江边，记者却发现，
此前已“复明”的江边路灯，如今
再次“失明”。由于该段环岛路的
江边人行道与车行道的距离较
近，且车行道安装有新款高大的
道路路灯，故在该路段江边活动

的市民，暂时还可以通过车行道
的道路路灯“借光”。

“虽然不至于漆黑一片，但一
排不亮的路灯设置在江边，还是
不太好。”向羊城晚报反映环岛路
路灯问题的市民表示，海珠涌大
桥以南至太古仓码头以北的江边
路灯，不仅存在“复明”后又“失
明”的问题，还存在部分灯具残旧
及缺失的问题。该市民建议，有
关部门尽快处理存在“失明”和缺
损的路灯，完善环岛路的照明及
景观设施。

记者回访：已“复明”路灯再次“失明”

部门回应：将对该路段路灯进行提升

相关部门回应：正计划彻底解决该路段灯具缺损线路老化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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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6 日 羊 城 晚 报
A14 版曾对路灯“复明”作
报道

退休老师医保卡被冻结

市民求助

争议焦点

最新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