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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25日電　廣西南寧市的廣西金穗農藥有限公司下午3時半發生爆炸並
且起火，焚燒近3小時後撲滅，3人受傷。
據悉，火場面積近3,000平方米，兩間廠房因火倒塌，有3人被送往醫院救治。

至下午6時許，大火已被撲滅。由於起火倉庫存放有化學物品，警方已經封鎖現
場並疏散周圍人群。

違法建築大火
京城17死25傷
疑電池過度充電釀悲劇 非法製衣廠負責人被控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李茜婷、王添翼 北京報

道）北京市大興區舊宮鎮小街一座四層樓房，25日凌

晨發生重大火災。初步核實事故已經造成17人死亡，

25人受傷。知情人士透露，受傷人員中有個別為重

傷，不排除死亡人數增加可能。大興區官員介紹，發

生火災建築為非法自建房，屬違法建築。記者了解

到，是次事故懷疑是電動車用電池過度充電引發。

北京市大興區宣傳部負責人介紹，大火發生在25日凌晨1時13
分，2時被撲滅。記者在現場看到，起火建築為一座四層樓

房，位於一條狹窄街道，事發周邊已被警戒，數十名身穿「現場勘
查」警員和消防警察在忙碌。樓房一層已經嚴重燒毀，樓房外側被
燻黑，位於一樓的製衣廠已看不到原貌，只餘下一些被燒燬的布料
和機器，樓房周圍零星地散落㠥被燒黑的鐵棍和住戶用來逃生用的
棉被。據悉，其餘樓層也均有過火痕跡。

無消防通道 熟睡住戶喪生
大興區副區長常紅岩表示，發生火宅的樓房為當地居民的非法自

建房，屬違法建築，租住在一層的服裝加工點也未經工商註冊，目
前房主和服裝加工點負責人被警方控制。初步統計過火面積300多
平米，已造成17人死亡，25人受傷，屬重大火災。對於事故原因，
有關部門正在進行技術鑒定，以進一步判斷是人為還是意外，目前
懷疑是跟電路有關。
據悉，失火建築完全沒有消防安全設計，只有一個出口，二層以

上的窗戶全部被金屬護欄封死。樓房內空間狹窄，沒有通風口及消
防通道。一層租給一家名為餘韻（音）的製衣加工廠，二三四層租
住給其他散戶，多是外地來京務工人員，樓內共有約70人居住。記
者了解到，在火災中喪生的是9男8女，均是外地人。火災最早發於
一樓的小型製衣廠，隨後燃燒至其他樓層。事發之時為凌晨，住戶
多在睡覺中，這也是導致傷亡慘重的一大原因。肇事的製衣廠由一
對重慶籍夫婦經營，員工不過十來人，值得一提的是，起火的一層
不只是該工廠的作坊，還有員工在此吃住。
事故發生後，有關部門將25名傷員緊急送往右安門、積水潭等多

個醫院實施救助。記者最新了解的信息是，因受傷人員多為燒傷，
當地政府將傷員集中到積水潭醫院救助。知情人士透露，25名受傷
人員中有一個傷勢非常嚴重，還有幾位已經實施了切開氣管手術，
在重症病房重點監護。有部分住戶為跳樓逃生導致骨折等外傷。從
樓內疏散的30多人，已被當地政府妥善安置。

大興區普查違法建築及企業
火災事故發生後，北京市迅速調集7個消防中隊27部消防車近200

名官兵及公安、交通、衛生急救等部門開展滅火、救護。北京市委
書記劉淇、市長郭金龍等第一時間趕赴現場部署救援工作，要求全
力搶救傷員，妥善做好善後工作，迅速查明事故原因。公安部副部
長劉金國對火災作出重要指示，公安部消防局局長陳偉明也及時趕
到現場。
火災發生後，北京市政府決定，由安監、公安、消防、監察等部

門組成專項調查組展開調查，並責成大興區政府成立善後工作組。
大興區副區長常紅岩表示，大興區政府已經開始普查該地區違法建
築及類似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盤點近期火災情況，不難
看出，大城市已經成為火災頻發之地。
北京大興區的一場大火首先讓人們想起的是去年上海的那場慘烈

大火。不足半年前的2010年11月15日14時，上海市膠州路718號膠州
教師公寓正在進行外立面牆壁施工的高層住宅腳手架起火，釀成58
人死亡。
就在幾日前的4月19日，上海電信大樓發生火災，導致4人死亡，

起火原因是裝潢工人切割施工作業時引燃風管保溫材料。4月9日
晚，青海西寧紡織品大樓的一把大火也造成1人死亡，15人受傷。
上月1日，杭州正在裝修改造的國大城市廣場突發火災，燒毀了

廣場東北角的廣告牌、大樓上面兩層的鋁合金玻璃幕牆以及五樓的
一個會議室。
去年，城市火災導致傷亡的事故也不在少數，其中不乏自建房火

災事故。2010年11月5日，山東省青島市海廣食品公司失火，在救
火過程中因氨氣洩漏，造成5人死亡、4人輕傷。2010年11月6日，
廣東省汕頭市一棟出租樓房發生火災，造成5人死亡、4人重傷。
2010年7月19日，烏魯木齊一自建房發生重大火災事故，12人喪
生，17人受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李茜婷、王添翼 北

京報道）北京舊宮鎮火災事故的多位目擊者告訴記
者，因起火樓房位於狹窄的小巷內，消防車無法近
距離靠近。受困於起火樓內的人高呼「救命」，並
有數人從樓上跳下求生。
住在火災事發地附近的王先生告訴記者，25日凌

晨他被高喊的救命聲吵醒，起來後發現家附近的製
衣作坊㠥火，火勢很大。他看到一位姓徐的熟人從
四層直接跳下來，摔到在地上。「當時小徐全身已
經被大火熏得 黑，我趕緊就把他背起來送到附近
的救護車，後來聽說他因為跳樓骨折了。」還有目

擊者告訴記者，在清理現場時，有人看到從樓內抬
出的屍體，有的已經碳化，有的已經變形，非常慘
烈。

租房打工者 多來自湖北江西
事發現場附近的村民稱，起火樓房正面的窗戶

都被鐵絲護欄封死，事發時裡面的住戶根本無法
跳窗逃脫。樓房後有一間約一層高的活動板房，
被困的人們選擇從背面的窗戶跳到活動板房上逃
生。
租住在起火樓四層的住戶楊艷紅告訴記者，她是

整個起火樓唯一毫髮未傷的人。起火後她與老公從
四樓爬到樓房頂層，又跳到臨近的另一座樓的陽台
上，才倖免於難，不過她的老公在協助她跳樓時，
跌落在地，造成骨折。記者還遇到一對租房的夫
婦，因去找親戚而躲過此難。
在積水潭醫院，一些傷者家屬告訴記者，租住在

樓內的外地務工人員多為湖北、江西等地人。從湖
北坐飛機趕來的馬先生告訴記者，自己有12個老鄉
一起租住在起火樓內，都是湖北仙桃市毛嘴鎮人，
現在這些人是死是傷，他都還不清楚，只能到醫院
挨個打聽。

鐵絲護欄封窗 被困者跳樓逃生

南寧農藥廠大火 3人受傷

據新華社25日電　廣東惠州市區24日發生山火，附近惠州學院3,600多名學生
緊急疏散。警方初步調查認定，山火為一民工在漁塘邊焚燒垃圾引起，當地森
林公安已將其拘留並做進一步調查。至25日上午，100多名消防人員仍在清理厚
度達二十、三十公分的餘灰，嚴防死灰復燃。
據廣東氣象部門監測，今年廣東遭遇60年來第二少雨年，許多地方持續出現

相對濕度50%以下的乾燥天氣。

惠州山火 3600學生疏散

據中新社25日電 25日，記者從浙江蒼南縣官方獲悉，4月11日晚蒼南縣龍港鎮
發生火災事故致7人死亡，3人受傷。目前事故原因已經查明，係位於該建築二
層靠樓梯處燙金機工作人員離崗，非該崗位人員擅自操機，燙金機電熱棒溫度
升高，引燃周圍可燃物所致；龍港鎮沿江辦事處主任和分管副主任被追責，停
職待查。
經調查，起火的建築為7層民用通天式住宅，集加工生產作坊和居民生活居住

為一體的民用房。大火導致7人死亡，3人受傷。傷者為房東（工場老闆）一家
三口。房東在大火中雙目失明，女主人腰部粉碎性骨折，女兒全身有55%的皮膚
被燒傷，病情危重。7名死者中有4人是貴州桐梓縣人，目前全部死者身份已得
到確認。

蒼南火災起因查明
官員追責停職

城市大火頻發引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記者在採訪現場看到，
「4．25」重大火災地點位於北京城鄉結合部，事發地有許多違章建
築。起火樓附近還有全新的類似建築正在修建。
舊宮鎮南小街因交通便利聚集了大量外來人員，記者在走訪過程

中看到，此地環境較差，沿中心馬路兩邊有許多樓房，樓與樓的中
間幾乎沒有間隔。幾乎每一座樓房外都標有「出租」字樣。記者了
解到，南小街本地居民只有300戶，外來務工人員卻超過1.5萬人。
南小街以「服裝加工企業」聚集出名，許多小規模的服裝加工點

在此租住民房經營。據不完全統計，約300家服裝加工點聚集此
處，其中不乏沒有資質、沒有註冊的非法作坊。
有本地村民介紹，此地到處都是私人蓋的民房，租售給一些小企

業和外地人，還有一些用來當做庫房。村民們表示，外地人在北京
也不容易，在這裡租房價格便宜又交通便利，只是安全隱患太多，
但也沒有辦法。村民介紹，南小街環境很差，垃圾隨處可見。此
外，這裡還聚集了一大批從事低端產業的外來人口，如小餐館、小
髮廊、小商店等，不但佔道經營還擾亂該地區的社會治安環境。

處處違章建築
非法作坊雲集

■倖存者楊艷紅，逃出火場時在慌
亂中穿了兩隻不同的鞋。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添翼 攝

■北京右安門醫院的醫護人員在病房治療傷者。 新華社

■失火建築完全沒有消防安全設
計，二層以上的窗戶全部被金屬護
欄封死。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攝

■在北京大興區舊宮鎮火災現場，工作人員在現場勘
查。 新華社

■大火從一樓製衣作坊開始，逐漸覆蓋四層樓。
新華社

■保安在火災現場拉起警戒線。
新華社

■約300家服裝加工點聚集南小街，其中不乏沒有資質、沒有
註冊的非法作坊。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添翼 攝

25日凌晨，在北京大興南

小街，17個鮮活的生命葬身

火海。

居住環境簡陋，火災隱患

嚴重；居民文化水平低，消

防安全意識淡薄，自防自救

能力差；離城區較遠，缺乏

消防基礎設施—外來務工人

員聚集地成為火災易發區並

非偶然。其中，居住環境差是主

要原因。

大火再次為有關管理部門敲響

警鐘，也令城市外來務工人員的

安全問題成為必須面對的一個緊

迫課題。火災事發地各種安全隱

患隨處可見，然而卻始終未引起

重視直至釀成大禍，令人不由扼

腕歎息。長期以來，有關部門往

往將注意力集中在易燃易爆場

所、公眾聚集場所的消防安全

上，卻忽略了外來工的消防安全

管理。

讓外來工在城市安全、幸福地

生活，不應該只是一句空話，應

該是所有城市管理者的共識和行

動。背井離鄉的外來工們背負的

不僅僅是他們家庭的夢想，也承

載㠥整個城市的發展希望。痛定

思痛，努力為城市外來務工人員

創造學習消防、法律知識的環

境，關心他們的疾苦，關注他們

的生活，對外來工的住所進行全

面的安全排查，維護他們應有的

權益，加強防火基本知識、滅火

基本技能、逃生基本方法的宣傳

教育與培訓，提高外來工的自防

自救能力，讓悲劇不再發生—這

就是大火之後，城市管理者應當

做的事情。 ■馬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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