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華商市場大火 傳損失逾億
中國總領館：全力保護公民權益

據外媒報道，12月25日，來自中國四川的大熊
貓「甜甜」和「陽光」在蘇格蘭愛丁堡動物園度過
了來到英國後的首個聖誕節。當天，動物園工作人
員特地為兩隻大熊貓加餐，讓他們在正餐之外再美
美地啃上幾個形狀酷似中國大饅頭的「熊貓蛋
糕」。這種特製熊貓蛋糕由大豆、玉米、大米、雞
蛋和食用油製成。

在英大熊貓聖誕吃「饅頭」

刑訴法二審 嚴格限制「秘密拘捕」

「老外」內地非法就業將被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昨日開
幕的11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首次對出境
入境管理法草案進行審議。草案明確，對中國經
濟社會發展作出突出貢獻或者符合其他在中國永
久居留條件的外國人，經本人申請和公安部批
准，可取得永久居留資格。
首審的出入境管理法草案，是整合修訂1986年

起施行的中國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和外國人入境
出境管理法及其實施細則，以及1995年起施行的
出境入境邊防檢查條例的基礎上形成的。公安部
副部長楊煥寧指出，中國出境入境管理當前出現
新的情況和問題，近年來外國人「三非」(「非法
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業」)問題突出，需要採
取有針對性的措施進一步完善有關制度。
草案對外國人非法就業作出明確規定：外國人

有未取得工作許可和工作類外國人居留證件，受
聘（僱）於用人單位或者從事其他獲取勞動報酬
活動；超出工作許可限定範圍工作；外國留學生
超出規定的崗位範圍或者時限工作等行為的，屬
於非法就業。
對有「三非」嫌疑的外國人，草案規定可以拘

留審查；對確定有「三非」情形的外國人可以遣
送出境；被遣送出境的外國人，自被遣送出境之
日起5年內不准入境。
草案還規定，公安部、外交部根據出境入境管

理的需要，可以對留存出境入境人員的指紋等人
體生物識別信息作出規定。

香港文匯報訊　據財新網報道，11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
次會議26至31日舉行，議程之一是審議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
預算法修正案草案的議案。這是施行17年來，預算法迎來的
首次修正。
本次預算法修正，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是賦予地方政府發債

權。相關改革內容將在預算法中得以體現。但是，依據國務
院提出的「強化政府債務管理，防範財政風險」原則，預算
法為地方政府發債「開口子」，僅會給地方政府「一點點權
限」。具體的發債條件和標準等操作細則，則由國務院制
定。
現行預算法1994年3月22日在八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

次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第28條規定，「地方各級預算按
照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的原則編製，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國
務院另有規定外，地方政府不得發行地方政府債券。」
2011年10月，經國務院批准，上海、浙江、廣東、深圳四

地開展地方政府自行發債試點。截至2011年，地方政府債券
已累計發行6,000億元。據悉，預算法修正後，對地方政府發
行債券，也不會是全國「面上」開花，而是「點上」有限放
權。

預算法首次修正
有限授權地方發債

中國駐葉卡捷琳堡總領館相關負責人介紹，當地時間25日下午2時
30分許，葉卡捷琳堡市「塔甘斯基利亞特」市場發生火災，兩倉庫樓
被毀，火災原因正在進一步調查之中。此次火災過火面積超過4,000平
方米，共有150多名消防員、30餘台救火車輛參與滅火。目前，火災
原因正在調查中。

過火面積超4000平方米
該負責人表示，總領館獲悉此事後，在第一時間派主要官員到火災

現場，並立即與當地華商協會負責人取得聯繫。據悉，火災未造成人
員傷亡，但華商經濟損失較大，具體數額正在評估。總領館表示，將
本㠥「外交為民」的宗旨，全力保護中國公民的合法權益。
據當地媒體報道，從「中國大市場」冒出的濃煙，數公里外都能看

到，市場內的商戶盡量向外搶運自己的商品，還有一些人試圖冒險進
入火場搶救自己的財物，但被警方和保安勸阻住。報道稱，起火市場
「中國大市場」是葉卡捷琳堡市最大的市場，佔地4萬多平方米，以銷
售服裝為主，已有15年的歷史。這裡的6,000多家商戶中有90％以上是
華人，被當地人稱作葉卡捷琳堡的唐人街。出售的貨物幾乎清一色是
「中國製造」的小商品，主要包括服裝、箱包等日用品。

無人員傷亡 損失慘重
25日有目擊者在網上發帖稱，市場數百家商舖被大火完全燒燬。該

目擊者稱被燒的商舖大部分是做皮草生意的。據說是切割機作業時候
迸出火星，落到服裝、包上引發了火災。也有網友猜測，由於商場高
層調動，各種原因都不能排除。
還有目擊的網友稱，當時庫房中貨物價值可能過億人民幣，很多中

國人辛苦了半輩子的積蓄就在短短幾個小時灰飛煙滅了，現場有人泣
不成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提交昨日開
始舉行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二審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
草案，對備受爭議的「秘密拘捕」條款，作出嚴格限制
性規定，明確當被逮捕人有礙偵查情形消失後，須立即
通知其家屬。
刑訴法修正案草案於今年8月公佈全文，並向社會各

界徵求意見。草案規定「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
怖活動犯罪」以及「通知可能有礙偵查」的幾種情
形，均可以成為對當事人實施監視居住、刑事拘留、
逮捕等強制措施後，不在24小時內通知家屬的理由。

這一法律條款引發各界質疑，不少輿論質疑將導致
「秘密拘捕」氾濫。據新華網報道，全國人大法律委員
會對上述一審稿草案作出了修改：一是增加規定：有
礙偵查的情形消失以後，應當立即通知被監視居住
人、被拘留人的家屬。二是規定在逮捕後，除無法通
知的以外，應當一律通知家屬。

股票納入可凍結財產
此外，草案還進一步完善追究辯護人偽證罪的程

序。規定辯護人涉嫌犯罪的，應當由辦理辯護人所承

辦案件的偵查機關以外的偵查機關辦理。關於傳喚犯
罪嫌疑人、詢問證人的程序，草案規定：對於在現場
發現的犯罪嫌疑人，經出示工作證件，可以口頭傳
喚，但應當在詢問筆錄中註明。偵查人員可以在現場
或者證人提出的地點詢問證人。
草案並明確將債券、股票、基金份額等列入人民檢

察院、公安機關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可查詢、凍結
的財產範圍。草案並增加規定，對於符合逮捕條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係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養
人的，可以監視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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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特區30周年 胡總發賀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婕、米南、陳艷芳 廈門報

道）福建廈門26日舉行經濟特區建設30周年慶典。中共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發去賀信，勉勵站在新起
點上的廈門經濟特區，更好服務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胡錦濤指出，30年來，廈門經濟特區堅持解放思想，

銳意改革創新，不斷擴大開放，經濟社會取得很顯著的
成就，民眾生活發生巨大變化，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
主義現代化建設發揮了重要窗口和示範帶動作用，為推
動兩岸經貿合作、文化交流和人員往來做出了獨特的貢
獻。實踐證明，中央關於興辦經濟特區的決策和部署，
是完全正確的。

屢創破冰之旅 推動兩岸交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賀國強在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中說，30年間，廈門始終把
貫徹中央對台工作方針政策，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作
為經濟特區服務大局的重大使命，在引進台資、兩岸直
航、民間交流、基層政黨交流和對口參訪等方面，屢創
破冰之旅，為推動兩岸交流合作，促進鞏固和平統一大
業，發揮了重要的橋樑和紐帶作用。
賀國強表示，希望未來廈門繼續發揮優勢，為加強兩

岸交流合作、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多做貢獻。廈門和
台灣僅一水之隔，是台灣同胞進出大陸的主要門戶、觀
察大陸的主要窗口、投資大陸的重點區域，應努力建設
成為兩岸經貿合作密集區域、兩岸直接往來便捷通道、
兩岸交流交往活躍平台和兩岸同胞融洽相處的溫馨家
園。
自1981年10月15日動工興建以來，廈門從一個偏居東

南的海島小城，一步步成長為海峽西岸重要中心城市，
從落後匱乏的彈丸之地，變為文明和諧的美好家園；從
兩岸對峙的海防前線，變成兩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
福建省委常委、廈門市委書記于偉國列舉了一組數

字：30年來，廈門國內生產總值年均遞增17.4%，累計
增長278倍；財政總收入年均遞增21.5%，累計增長超過
300倍。

扎根廈門 台商感榮耀
數字背後，浸透了建設者們辛勤的汗水與無私的奉

獻。一批經濟特區的傑出建設者亦成為慶祝大會上最靚
麗的一道風景線，其中就包括多名扎根廈門的台商。
全國台企聯常務副會長、廈門市台商協會榮譽會長、

廈門多威電子有限公司總經理曾欽照作為建設者代表登

台，感觸頗深。他清楚地記得，1992年初到廈門投資，
進口的第一個貨櫃並不是生產原料，而是紙巾、方便麵
等生活用品。「現在我不僅能十分便利地往返兩岸，也
再不需要帶上這些生活用品，因為廈門已經是我心目中
的另一個家，便利、宜居又溫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本報記者26日從

中國駐俄羅斯葉卡捷琳堡總領館獲悉，當地時間25日下

午，葉卡捷琳堡市一「中國大市場」發生火災，兩倉庫

樓被毀。總領館工作人員表示，此次大火未造成人員傷

亡，但當地華商損失慘重。有目擊大火網友事後發帖

稱，被燒的商舖大部分為當地做皮草生意的華商所有，

損失大約逾億人民幣。

中 國 新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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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今年聖誕節是蘇聯解體20周年紀念
日。《人民日報》26日刊文罕見重
提「中國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的
問題，並強調憂患意識，稱「避免
危機、保持穩定需要不斷進取」。
這篇題為《主動把握歷史的未來》

的文章指出，社會主義陣營「老大
哥」消失，西亞北非地區陷入動
盪，儘管兩件事相隔20年，但是一
些人探尋「傳導效應」的目光沒有
變，把禍水引向中國的邪念也沒有
變。
文章稱，蘇聯解體是一面鏡子，

「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
功，恰恰是因為沒有聽信別人的誤
導」。該文多處強調以改革開放應對
現實挑戰，認為「改則進，不改則
退」既是一種執政理念，也是中國
面向未來的一種生存方式。轉型目
標的實現，不僅意味㠥要堅持走自
己的路，同樣意味㠥要有創新的智
慧與改革的勇氣。文章說：「強化
憂患意識，清醒面對存在的矛盾和
問題，非但不會影響一個社會的發
展，還將催生變革的動力，幫助一
個社會在解決矛盾與問題的過程中
健康前行。」

以改革開放應對現實挑戰
分析人士指出，自從20年前蘇聯

解體以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走
向一直備受關注，《人民日報》此
次高調反思前蘇聯教訓，回應了西
方所謂「中國崩潰論」、「不可持續
論」等猜測，同時就基本政治制度
和改革開放國策進行重要宣示。
人民日報社旗下《環球時報》發

表社評稱，蘇聯解體確實告訴我們
一個道理：無論看上去多麼強大的
國家，其實都是脆弱的。「誰也不
要以為自己可以高枕無憂，無論中
國，還是美國」。
而自25日開始，新華社官方網站

連載1991年時任該社莫斯科分社社
長萬成才的文章，反思蘇聯解體的

原因及影響。萬成才認為，蘇聯解體「內因」是
主要的，其中戈爾巴喬夫錯誤的新思維改革和蘇
共高層分裂、喪失執政能力是兩大最主要原因。
26日，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也發

文探討蘇聯解體的原因，稱不能只是把這一事件
歸結於西方「和平演變」，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
才是導致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這一
觀點與以往中共強調西方因素的研判有所不同，
透露出北京理論界對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新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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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籍貨輪上查獲的偷渡客。 資料圖片

■俄羅斯葉卡捷琳堡市「塔甘斯基利亞特」市場，過火面積超4,000平方米。 網上圖片

■被燒的商舖大部分為做皮草生意的華商所
有。 網上圖片■華商緊急轉移物資。 網上圖片

■賀國強會見特區傑出建設者、優秀建設者。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