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在售票实名制情况下为何没有据此统计伤亡、失踪人员，

然后再进行现场清理？

答：事故伤亡人数是由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统计确认。 我们了

解到，最新确认的事故遇难人数为 40 人。 正因为实行动车车票实

名制，才为后期辨认身份、统计伤亡、行李认领等提供重要依据。

遇难人员名单已经分批公布，目前正在进行善后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9 日电）

遇难人员赔偿

提至 91.5 万元

新华社温州 7 月 29 日电 记者 7 月

29 日从“7·23”事故救援善后总指挥部了

解到，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经过与事

故遇难人员家属具体协商，“7·23”事故遇

难人员赔偿救助标准为 91.5 万元。

此前，善后工作组与部分家属就赔偿

问题进行了初步沟通协商，主要依据国务

院 2007 年颁布的 《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

援和调查处理条例》，达成了赔偿 50 万元

的意向协议。 随后，又认真听取了遇难人

员家属等意见，充分进行了法律论证。 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员

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中规定的，赔偿权利人有权选择按

侵权责任法要求赔偿的精神，本着以人为

本、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并与遇难者家属

进行了进一步的沟通协商，总指挥部研究

决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为

确定“7·23”事故损害赔偿标准的主要依

据。

“7·23”事故遇难人员赔偿救助金主

要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精神抚慰费

和一次性救助金（含被抚养人生活费等），

合计赔偿救助金额 91.5 万元。

据了解，对于已经签订意向协议的遇

难人员家属按照新的赔偿救助标准执行，

受伤人员的赔偿方案也已着手依法研究

制订。

遇难者人数

升至40人

新华社温州 7 月 29 日电 记者 7 月

29 日从温州市有关方面了解到，“7·23”甬

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中的 1 名重症患

者抢救无效死亡，至此事故遇难者人数增

至 40 人。

据了解，新增加的这名遇难者名叫陈

伟，男，福建籍，头部、胸部多处伤势严重，

经抢救无效于 28 日 23 时许死亡。

铁道部否认“先抢通车搜救其次”

接受新华社专访称，事发 27 小时后结束救援，当时已清理完遗物和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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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部有关负责人 7 月 29 日就甬温线“7·23”事故社会

关注的热点问题，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H

核心提示

通车第一救人第二？

▲

铁道部：

问：在整个救援过程中，是否存在为了尽快抢通线路，而没有把

救人放在第一位的现象？

答：在整个事故救援过程中，铁路部门始终把救人放在第一位，

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

7 月 23 日夜，甬温铁路事故发生后，铁道部部长盛光祖立即赶到

调度指挥中心，指挥事故救援，明确要求铁路部门迅速落实胡锦涛总

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第一位的任务是救人”的重要指示，以

最快的速度，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生命，减少伤亡，保护旅客。 随后，盛

光祖部长带领铁道部有关抢险负责人，连夜赶到温州事故现场，组织

指挥抢险救援。

在赶往机场的路上，盛光祖与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通话，请求地

方政府给予支援。 到达事故现场后，与先期到达的浙江省省长吕祖善

等省、市领导一起，研究了进一步的人员搜寻和伤员救治等方案。 在

得知公安等部门用生命探测仪多次检测已无生命迹象的情况下，部、

省领导仍然坚持以救人为核心，继续全力搜寻幸存者，查找遇难者。

在事故救援现场，铁道部和地方领导协同指挥，列车工作人员及

铁路干部职工 2000 多人和当地公安、驻军、武警、消防、卫生等部门

及群众 3000 多人投入抢险救援，大家争分夺秒、密切配合，对事故现

场尤其是车厢进行全面搜救，将伤员以最快速度送至医院。 在救援过

程中，桥上有三节车厢挤压在一起，中间车厢变形严重，救援人员无

法对该车厢进行彻底清查搜救。 按照指挥部确定的把救人放在首位

的救援方案， 在桥下使用大吨位汽车吊精准、 平稳地将两端车厢移

开，公安武警、救援人员得以对该车厢实施全面搜救，在移出数具遗

体后，小伊伊在这里获救了。 直至 24 日 23 时 30 分左右，在确认没有

幸存者，并对遗物、车体进行清理收集完后，救援工作结束。 在此之

前，铁路部门指挥人员从未宣布过“停止搜救”。

▲

填埋车头销毁证据？

铁道部：

问：被毁车头、车厢是分析事故原因的主要依据，为何对列车车

头“挖坑填埋”？

答：这一说法不属实。 在救援过程中，桥上有三节车厢挤压在一

起，为使救援人员对中间一节受挤压变形严重的车厢进行彻底搜救，

必须把两端车厢移开。 按救援方案，要在桥下使用大吨位汽车吊，才

能将两端车厢移开。 为使汽车吊进入场地作业，须对桥下场地进行清

理。 这样就需要将桥下较完整的车厢整体外移，对散落的部件，包括

撞碎的车头部件，采取外移并集中堆放在取土坑中，为吊车作业腾出

场地。 所有部件和车体绝没有实施掩埋，更不存在销毁证据的问题。

现场搜救工作结束后，车体和集中在取土坑中的零散部件，被统一转

运至温州西站，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

“自动停车”为何失效？

铁道部：

问：动车上装有“自动停车系统”，遇有险情列车会自己紧急

停车以避免相撞，但“7·23”事故发生时相关自动系统为何没有发

挥作用？

答：事发当时，由于雷击造成温州南站的信号设备故障，正常

行驶的 D3115 次列车列控车载设备由于接收的码序不稳定，造成

停车后按规定缓行。 此时，防护 D3115 次列车的后方信号由于列

控中心的数据采集板软件设计严重缺陷，造成本应显示红灯的信

号错误升级为绿灯，致使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没有发挥作用，造成

D301 次列车按照错误显示的绿灯进入区间， 与前行的 D3115 次

列车发生追尾事故。

▲
▲

为何 D301 会行驶在 D3115 后面？

问： 根据列车时刻表， 应该是 D301 在 D3115 之前， 为何

D301会行驶在 D3115后面并发生追尾事故？车站调度是否存在问

题？

答：由于 D301 次列车晚点，导致 D301 次列车行使在正点运

行的 D3115次之后。 后方运行的 D301 次列车由于信号显示错误

与 D3115次发生追尾。 这起事故也反映出现场作业控制不力，人

员应急处理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说明有些铁路企业的安全基

础还比较薄弱。

铁道部：

为何没据售票情况统计伤亡人数？

铁道部：

5.

4.

下一阶段如何处置这起事故？

问：铁路部门下一阶段如何处置这起事故？

答：首先，我代表铁道部，再次对事故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

伤人员和伤亡人员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对广大旅客表示深深的歉意。

这起事故造成严重人员伤亡，损失惨重，铁道部机关和全路广大干部

职工非常痛心。 这起事故，性质十分严重，在国内和国际造成严重影

响。 对这起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正在深入调查分析，查明原因。

当前，摆在铁路部门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

领导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振奋精神，迅速行动，认真

开展安全大检查， 全面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 迅速稳定运输安全局

面，坚决杜绝严重事故的再次发生。

铁道部：

▲

1.

2.

3.

我代表铁道部，再次对事故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伤人

员和伤亡人员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对广大旅客表示深深的歉意。

这起事故造成严重人员伤亡，损失惨重，铁道部机关和全路广大

干部职工非常痛心。 这起事故，性质十分严重，在国内和国际造

成严重影响。 对这起事故，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正在深入调查分

析，查明原因。 ———铁道部有关负责人

对这起事故，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正在深入

调查分析，查明原因

24 日 23 时 30 分左右，救援工作结束。 此

前，铁路部门未宣布过“停止搜救”

集中堆放在取土坑中， 为吊车作业腾场地。

绝没有实施掩埋，更不存在销毁证据

软件设计严重缺陷， 使红灯信号错误升级

为绿灯，致使运行控制系统没发挥作用

由于 D301 次列车晚点，导致D301次列

车行使在正点运行的 D3115 次之后

问：中国高铁、动车是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答：经过多年发展，中国高铁工程建设、装备制造、运营管理

等多方面取得了重大技术进步，但也面临着许多发展中的困难和

挑战，我们对中国高铁未来发展仍然充满信心。

▲

是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6.

铁道部：

对中国高铁未来发展仍然充满信心

7.

伤亡人数由地方政府统计确认，实名制

为统计伤亡辨认身份等提供重要依据

7 月 29 日，市民在事故现场摆放蜡烛和鲜花。 新华社发

▲

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