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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难人员每人

获赔 50万元

新华社记者 26 日从“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

通事故善后工作组了解到，该起事故死亡旅客赔偿金标准

已确定。“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善后工作

组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事故每名死亡旅客的赔偿金将依

据国务院《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和《铁

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并根据实际情况，

总计人民币 50 万元。

据温州网报道，由各街道、镇组成的 32 个谈判组力

争在 7-10 天内处理解决善后事宜。“7·23”动车追尾事故

鹿城区处置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说，在接下来的善后工作

中要一对一地专人跟踪负责，建立信息档案。

据了解，根据铁道部有关规定，此次赔偿标准是执行

以 17.2 万元为基数再加上 20 万元保险理赔总共 37.2 万

元，这个基数是固定不变的；另外还加上遇难者家属交通

费、埋葬费、家属赡养费等共计不超过 45 万元；事发后在

短时间接受谈判并签订协议的可视情况酌情予以数万元

奖励。 以上费用除奖励费用由户籍所在地政府拿出来外，

其余由铁道部一并支付。 目前，航空事故最高赔偿标准为

40 万元（不包括保险理赔）。资料显示，在去年伊春空难事

故中，航空公司对每名遇难旅客的赔偿标准为 96 万元人

民币。

根据这一执行方案，7 月 26 日凌晨 1 点，“7·23”动车

追尾事故鹿城区处置领导小组在仰义和遇难者林焱家属

签订伤亡赔偿协议，赔付 50 万元。 时间是 7 月 25 日晚上

23 时多将近零时，事故处置领导小组将此事谈下来。这是

此次事故中第一个达成的初步赔偿协商结果。 据了解，这

名遇难者是福建人，今年 29 岁，男性，家中有一个老母

亲，其父亲已经去世。

根据 2007 年公布的《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

处理条例》， 事故造成铁路旅客人身伤亡和自带行李损失

的，铁路运输企业对每名铁路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

额为人民币 15 万元，对每名铁路旅客自带行李损失的赔

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 2000 元。 除了保险公司的理赔外，

铁路事故遇难者还可获得火车票中包含的意外伤害强制

保险。 根据从 1992 年沿用至今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

制保险条例》，旅客的保险金额，规定为每人 2 万元。 该强

制保险费用已包含于票价之内，且一律按基本票价的 2％

收取。

根据相关条例， 事故当事人对事故损害赔偿有争议

的，可以通过协商解决，或者请求组织事故调查组的机关

或者铁路管理机构组织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

民事诉讼。

但有专家指出，相关条例暴露了制度缺陷，规定事故

调查方亦是铁路部门，铁路事故纠纷也由铁路系统的法院

处理，均未改变“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实质。目前，温

州动车事故原因未定。

2008 年的胶济铁路相撞事故和 2009 年郴州铁路相

撞事故中，遇难者家属单笔最高赔付 50 万元；而在定性

为“自然灾害”导致的柳城列车脱轨事故中，遇难者家属仅

获赔 25.2 万元。

综合新华社、中新网消息

惨剧令人痛心，事故令人警醒。

“还是对中国动车很有信心，但是我们衷心希

望有关部门能吸取这次事故的沉痛教训， 加强安

全管理，既让动车跑得快，也要行得稳，让百姓放

心！ ”D301 次乘客高士莉说。

24 日，前来温州指导这起事故救援、善后处

理和事故调查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

院副总理张德江，宣布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他

说，事故调查组要以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科学严

谨的态度，开展事故调查工作，查明事故原因，总

结事故教训，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员。

铁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起事故性质十分严

重。 对这起事故，铁路部门将深入调查分析，查明原

因，深刻吸取教训，坚决杜绝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不少乘客反映说， 这起事故暴露出的其他一

些细节问题应引起重视。比如，目前动车座位没有

安全带，一些乘客导致碰撞外伤；事故发生后，动

车包厢门打不开，玻璃敲不碎；车厢内也缺少救生

锤；乘客逃离列车后，高架桥轨道两侧本可作为逃

生通道，但失修严重，增加了逃离难度……

乘客刘义鑫说，列车出事后，好不容易找到救

生锤，但是三个人轮流砸玻璃，但还是砸不开。“后

来听人说，砸窗有很多注意事项和技巧，但当时慌

乱一团，谁会去琢磨？ ”

D301 次车 15 号车厢乘客孙女士则说， 动车

是不是应该像飞机一样， 乘务员一上车先对乘客

进行安全培训，可我们动车上，不少乘务员还是延

续着旧时列车的习惯，忙着卖饮料、扑克、书赚钱。

温州康宁医院参与救护的医务人员说， 如果

动车有安全带，伤亡可以减少一大半，因为很多受

害者都是被甩离座位撞到硬物后，头部、胸部、腰

部受伤所致。

这是一起不该发生的事故， 遇难乘客的血不

能白流，这令人痛心，更令人警醒。

铁道部部长盛光祖表示， 将调查分析事故原

因，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迅速行动，振奋精神，采取

坚决有力措施，认真开展安全大检查活动，全面排

查和消除安全隐患，坚决防止发生新的严重事故，

迅速稳定运输安全局面。

（据新华社）

动车之殇

追问“7·23”事故原因

39

人死亡，约

200

人受伤———

7

月

23

日， 这是令中国铁路人心中悸

痛的一个日子，也是中国铁路史上让

人悲伤的一天。

追尾！这本应局限于汽车行驶中

较为常见的事故，但竟然不可思议地

在身形庞大、技术先进的两列动车上

发生了。

那么，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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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温线特别重

大铁路交通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乘客生命不能白白消失，人们衷心希

望，事故原因能早日查明，引以为戒。

“我是对中国动车安全有信心的，但这次追尾事

故却令我疑惑不解！ ”D301次列车乘客李妍婷说。

40 岁的李研婷是天津人，7 月 23 日早上 8

点 10 分许，打算去温州雁荡山游玩的她们一家五

口从天津上了车。一路有雨，不过列车行驶还算平

稳，但却时常走走停停。

进入温州永嘉站前，雨越来越大，闪电频繁，李

妍婷隐约有些担心，感觉车速有些慢了。“时速大约

不到 100公里，列车当时已晚点 25分钟左右。 ”

D301 次动车在永嘉站本不停靠，但这趟列车

却在此停留了几分钟。 20 时 24 分许，得到出发信

号后，列车重新启动，车速明显快了不少。“早是这

样的速度，列车就不会晚点了。 ”李妍婷当时这样

对家人说。

此时此刻，另一辆 D3115 次动车正在前方不

远处行驶，且车速明显慢于 D301 次。 两车距离在

危险地缩短，但没有人意识到———无论是乘客，还

是动车司机，乃至后方列车控制指挥中心……

乘客网友“希希宋”当时坐在 D3115 次动车

15 车厢。 她微博回忆说，“大致当晚 7 时 50 多分

列车停站在永嘉站， 车厢内列车员告诉大家是因

为天气关系，须停车等候。 ”20 时 15 分许，列车驶

出永嘉站，但车速较慢。

20 时 38 分， 在温州市鹿城区黄龙街道双坳

村下岙处的瓯江大桥上，D301 次列车高速追上前

车。 发现险情的 D301 次列车司机潘一恒，紧急采

取制动措施，但为时已晚，两车不可避免地追尾相

撞。当武警撬开严重变形的司机室，潘一恒已经牺

牲，他的胸口被闸把穿透……

后车D301次动车紧急刹车时， 乘客李妍婷感

觉车不停地抖动，并发出“咣、咣”减速声响，随着最

后一声相撞巨响，她们一家五口全部摔倒在地。

前车 D3115 次乘客网友“希希宋”感觉车厢

一下快速向前冲行，大致滑行五六分钟，后整个车

厢一片漆黑，车厢也往左倾斜。

剧烈追尾撞击，令 D3115 次动车组列车第 13

至 16 节车厢脱轨，D301 次动车组列车第 1 至 5

节车厢脱轨，四节坠落桥下，其中 1 节车厢悬空，

一头担在高桥上，另一头插在地下，犹如一个巨大

惊叹号！ 到 25 日 15 时， 事故已造成 35 人死亡、

192 人受伤。

按照列车运行常识，无论是一般电力机车，还

是高端动车， 都装载有防止相撞和追尾的安全闭

塞系统。这套系统可以有效测定列车速度，对位置

进行定位。 但是这套至关重要的行车安全系统却

在最关键时刻失效了，这是为何？

“按照正常的情况，列车不应该发生这样的追

尾，但它就是发生了……”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

平痛心地说：“国务院已经组织事故调查组， 将会

认真地、严肃地、细致地把事故原因查清楚，铁道

部会积极地配合事故调查。 ”

据中国广

播网北京 7 月

27 日消息，国

务院总理温家

宝 27 日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对“7·23”

甬温线特别重

大铁路交通事

故遇难者表示

深切哀悼，对受

伤人员和伤亡

人员家属表示

亲切慰问，决定

采取坚决措施，

以交通、 煤矿、

建筑施工、危险

化学品等行业

领域为重点，全

面加强安全生

产。

7 月 23

日，D301 次列

车在甬温线永

嘉至温州之间

的高架桥上与

D3115 次列车

发生追尾事故，

目前已造成 39

人死亡、192 人

受伤。事故发生

后， 党中央、国

务院立即作出

救援部署，有关

地区和部门、公

安民警、消防部

队、武警和解放

军官兵、医护人

员全力抢救，当

地群众和社会

各界人士积极

参加救援。 目

前，受伤人员正

在接受治疗，善

后处理工作全

面展开。

会议要求，

要按照科学、严

谨、依法和实事

求是的原则，严

肃认真地对事

故进行调查处

理。抓紧查清事

实，依法依规追

究责任。调查处

理工作要公开、

透明，结果向社

会公布，给人民

群众一个真诚

负责任的交代。

要继续全力救

治受伤人员，全

力减少因伤死

亡、 因伤致残。

要准确核实遇

难者人数和身

份，妥善处理好

赔偿、抚恤等工

作。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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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一：行车安全系统为何失效？

在安全生产专家和铁路人士看来， 列车追尾

是很荒唐的事，其中人为、管理因素不容忽视。

“即使列车信号失灵了，电话总能沟通吧？ 咋

能撞上呢？ ”不少乘客这样发问。

列车体积大、速度快，刹车距离至少以数公里

计，高速行进的动车距离则更长，防止列车追尾不

可能凭司机目测。列车行进中，不仅有一套行车控

制系统，更重要的是还要听从调度中心指令。

“管理责任不容懈怠，任何一起事故必定破坏

了种种制约原则才导致而成。 ”清华大学教授、管

理学家陈国权这样强调管理的重要性。

2008 年 4 月 28 日发生的胶济铁路特别重大

交通事故中， 两列火车相撞的原因正是源于内部

管理混乱，是一起典型的责任事故。

“海恩法则” 是安全生产管理上一条著名原

理，它核心要义提醒人们：事故背后有征兆，征兆

背后有苗头。

事故发生的甬温线调度管理归上海铁路局管

控，而从北京南开往福州的 D301 次列车是 7 月 1

日铁路调图后刚刚开通， 其在京沪段走京沪高铁

铁路线。“开通不到一个月就出事，这着实令人叹

息！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铁路业内人士说：“其实

近来频频雷击事件导致列车晚点， 本就应该引起

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 ”

像防止追尾，别说是动车，就算是普通列车，

也会有极为严格的安全操作、调度指挥规范。即使

雷击导致信号失灵， 但列车终究是归人来管理，

“车是死的，人是活的”。

据两车乘客回忆，撞击时，前车 D3115次动车

时速度大约 20公里，而后车D301次动车时速则在

100公里上下。如果调度正确，且两车驶出永嘉站时

间相差约 10分钟，后面车应有充分时间停车，这起

事故应涉及信号系统和调度管理系统等方面问题。

“这绝不是天灾！事前一点征兆也没有，应有调度

失控原因，没有协调好。”D301次动车乘客刘义鑫说。

7 月 24 日晚，铁道部党组决定对发生“7·23”

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上海铁路局局长

龙京、党委书记李嘉、分管工务电务的副局长何胜

利予以免职，并进行调查。

“作为上级主管部门，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事

故发生，都应当负有领导责任。 ”铁道部新闻发言

人王勇平在接受记者提问时说。他还表示，动车的

“黑匣子”已经找到。“黑匣子”是列车运行的监控

系统，它用于分析事故，提供原始数据。 目前对黑

匣子的数据调查正在进行中。

追问二：列车调度管理是否到位？

追问三：平安能否不用鲜血来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