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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宣布調整房屋政策，其

中提到將按照不同家庭收入資助民眾買屋，

讓月入1,000坡元(約6,088港元)家庭買得起兩

房式組屋、月入4,000坡元(約2.4萬港元)的家

庭能負擔四房式組屋等。新加坡政府明確提

出市民置業安居的目標，對香港有借鑑意

義。香港目前存在住屋難和居住環境擠迫問

題，社會各界應排除干擾，支持特區政府落

實發展土地的措施，爭取10年內努力實現人

均居住面積提升30%左右的目標。

李顯龍提到按照不同家庭收入資助民眾買

屋，不但反映了要切實解決新加坡住屋問題

的決心，而且保證民眾能有足夠寬闊的空間

安居樂業，提升了新加坡人的生活質素和社

會凝聚力。新加坡組屋是由政府承擔建築的

公共房屋，新加坡政府善用公共資源，調整

住屋目標和單位面積津貼條件，讓民眾只需

4年薪金便可擁有自己的物業，確保每個新

加坡家庭都買得起組屋，為新加坡人締造美

滿的住屋夢。香港地少人多，現時公屋人均

面積只約12.5平方米，不少基層家庭更在狹

小 房內蝸居。現時全球多個城市要求房屋

空間布局合理，特區政府應參考新加坡的做

法，按部就班提高港人的人均居住面積，滿

足市民房屋需求。

新加坡面積比香港小，同樣面對土地不足

的發展問題，李顯龍提出遷移空軍基地和港

口，騰出大片土地發展住宅和寫字樓，顯示

新加坡政府銳意拓展土地達至興建足夠組屋

的目標。事實上，特首梁振英在首份施政報

告中，同樣表示要不遺餘力增加房屋和土地

供應，提出了未來具體的規劃藍圖和建屋

量，協助基層上樓、中產置業，反映了梁振

英有讓市民安居樂業的抱負和決心。要實現

改善人均居住面積、人人有屋住的願景，需

要大量土地建屋，現時香港已開發土地亦只

有約四分之一，可以透過開發土地解決土地

不足問題。然而，政府計劃開拓新界東北

時，面對不少激進團體的阻礙，政治化干擾

令政府拓展土地計劃寸步難行，建屋量目標

以及擴闊人均居住面積的願望難以達致。香

港各界需排除干擾，支持特區政府落實發展

土地的措施，逐步落實港人的住屋夢。

(相關新聞刊A5版)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批評現任首相安倍晉三

在今年戰敗日紀念儀式上的致辭未提及對亞洲

各國的加害責任。實際上，安倍的戰敗日講

話，不反省、不道歉，拒絕承諾永不再戰，是

變相修改著名的「村山談話」，動搖日本和亞洲

各國和解的基礎，遭到國際社會的抨擊，使日

本在國際上更孤立。

村山富市在1995年日本戰敗50周年紀念日時

發表談話，被認為是日本政府就過去侵略殖民

歷史向亞洲受害國人民作出的鄭重表態和承

諾，是代表日本政府向受害人民作出的正式道

歉，受到中國和韓國等曾受日本殖民主義禍害

國家的肯定。「村山談話」成為二戰結束後50

年來，日本終於與亞洲各國實現「戰後和解」

的關鍵一步。多年來，日本歷任首相都會遵循

「村山談話」的精神，在「8．15」戰敗日活動

中反省歷史，向受害的亞洲人民致歉，顯示日

本對戰爭性質的基本認識，以及對侵略歷史的

官方反思，藉以爭取亞洲人民的原諒和接納。

今年戰敗日，安倍講話對反省、道歉隻字不

提，甚至連「永不再戰」也省掉，反而大談日

本對世界和平的貢獻，美化發動侵略戰爭的戰

犯為「先烈」。安倍的致辭完成了對「村山談話」

精神的閹割，是其夢寐以求的2015年「安倍談

話」的一次預演，透露其拋棄和平憲法的野

心。

安倍否定歷史、開歷史倒車的講話遭到國內

外輿論的猛烈批評。新加坡《聯合早報》指

出，安倍政府要建軍修憲已經不是陰謀，而是

路人皆知的陽謀。就連日本《朝日新聞》也發

表社論指稱，安倍未提戰爭責任，會帶給國際

社會一種日本忽視亞洲國家感受的印象，這種

做法甚至比參拜靖國神社還要糟糕。安倍持續

發表否定日本戰爭侵略責任的言論，只會使得

日本在國際上陷入孤立境地。

「村山談話」是一種建立在「鑒往知來」基礎

上對亞洲受害國的政治交代，代表了日本的社

會良知。此次安倍的說辭再次傷害了二戰受害

國家人民的感情，更讓全世界都感受到日本軍

國主義亡魂陰魂不散。開歷史倒車沒有前途。

安倍妄圖撇開戰爭罪責，妄想復辟軍國主義，

其後果是與全世界正義力量為敵，必然難逃滅

亡的命運。

(相關新聞刊A9版)

新加坡住屋目標 值得香港借鑑 村山批評有理 安倍須深刻反省

廣州北上列車　　 4趟
昨起三分之二恢復運行 最長延誤逾5小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

法祖）受內地惡劣天氣影
響，京九直通車服務亦受延
誤，原定下午3：15開往北
京的T98次直通車，須延至
晚上7：15分才開出；因原
定昨午12：56抵港的T97次
直通車，延誤至下午6:15才
到達。此外，粵港直通車服
務則未受影響，服務如常。
昨日下午，紅磡火車站內並
未出現等候乘搭京九直通車
的人潮。

乘客獲發30元餐券

在紅磡火車站，原定一班
京九直通車於下午3:15開往
北京，但須延至晚上7:15才
開出，不少乘客昨日下午到
達火車站才知道列車延誤，
無奈先行離開。而車站職員
則向受影響乘客派發每人一
張面值30元的快餐店餐券，
讓他們在車站享用。
受影響乘客王先生（約60

歲）是內地交通業下崗職
員，近日來港探親，昨日原
定偕親友乘坐京九直通車返
京，下午2時到達紅磡火車
站等候，但獲悉直通車受天
氣影響延誤。他無奈向記者
說：「無辦法，也知內地天
氣情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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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實習記者 陳牧洲 廣州報道）

京廣鐵路因粵北山泥傾瀉而全線列車停運已有緩解，昨日上

午，由廣州開往泰州的K222次列車從廣州火車站開出，這是

該站全線停運33小時後發出的首趟列車，連同廣州東站的北

上列車61趟，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二，但普遍延誤，最長達5小

時以上。京廣線昨日仍有31趟列車停運，其中北上列車13

趟，導致廣州火車站仍有大量旅客辦理退票。今天廣州站仍

有4趟始發列車停運（見表），廣州東站則恢復正常。

18
日下午京廣線粵北山泥傾瀉地段經搶修開通後，廣鐵首先安排
部分積壓在事故路前後的列車限速通行，此時所有途徑該處的

列車已至少晚點數小時。在緩解列車滯留問題後，由廣州始發的列車
陸續開出。昨日上午6時3分，由廣州站開往深圳的動車開出；上午9時
15分，廣州開往泰州的K222次列車從廣州站發出，這是該站停運33個
小時後，發出的首趟長途列車。
此後，廣鐵陸續安排列車從廣州站及廣州東站發出。廣鐵介紹，昨

日廣州站68趟列車恢復開行，其中開行長途列車42趟；廣州東站共恢
復開行京廣方向長途列車19趟。兩站北行列車61趟。

退票趕車乘客塞滿車站

在大量旅客前往車站退票的同時，不少購買恢復運行列車車票的旅
客陸續從各地趕來，廣州火車站一度人滿為患。
記者在廣州火車站看到，此前臨時改為退票點的進站大廳，已經恢

復原有功能，旅客陸續在此檢票進入候車大廳。由於列車限速行駛，
北上及南下的列車普遍晚點，時長最多超過5小時。火車站內在不斷播
放列車「恢復運行」信息的同時，也不斷有「列車晚點」的通告。不
斷更新運行通告，令不少獲得乘車機會的旅客大為欣喜；而更多被告
知列車晚點及停運的旅客，則顯得焦躁不安。

乘客「高度緊張」聽廣播

「我在不斷聽廣播，生怕錯過重要通告，這已經讓我精神高度緊張
了。」旅客胡先生告訴記者。他所乘坐的列車目前尚未有恢復通車的
信息，但只能在車站等候。
昨日下午，廣鐵發出消息，受粵北暴雨天氣持續及列車調度因素影

響，廣鐵轄內仍有31趟列車停運，其中從廣深等地始發的停運列車有
13趟，南下列車則有18趟。
目前，停運及恢復運行的信息仍在不斷更新中。昨晚廣鐵發布消息

稱，從今日起，廣州東站始發的旅客列車將全部恢復開行，廣州火車
站停運始發列車4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昨日
深圳火車站、深圳東火車站多趟長途列車和廣
深線「和諧號」動車組已恢復正點開行，但是
部分列車班次仍是停運狀態。
記者昨日在深圳火車站看到，進站口檢票的旅

客數量不多，但在售票大廳等待退票的旅客仍然
較多。車站表示，為以最大限度方便旅客退票，
深圳站、深圳東站已將退票窗口增開至28個，確

保退票的旅客隨到隨退。19日早上6點鐘開始，
廣深和諧號動車組已可以開進廣州站。

明後兩天 K9018次停運

深圳站19日有往桂林的K952次、往衡陽的
K9122次、往煙台的K2020次、往梅州的T8370
次的列車停運；8月21日、22日深圳往長沙的
K9018次列車將停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實習記者 陳牧

洲 廣州報道）由於列車大面積停運及晚點，廣
州火車站積壓了大量旅客，而更多持未有恢復
運行列車車票的旅客，或在售票大廳排隊退
票，或在車站內外等候消息。
廣州昨日大雨，廣州火車站廣場的乘客紛紛

在車站或周邊商店避雨。在候車室外，不少乘
客拿出報紙鋪在地上，就地坐下休息，以方便
麵充飢，部分旅客乾脆在地上睡覺。懷有身孕
的湖南籍乘客劉女士，已在廣州火車站等候半
天，她與丈夫準備搭乘昨日K837次列車去懷
化。
「我們從早上開始等到下午3點，但車站大屏

幕一直顯示『晚點未定』，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

候。」劉女士無奈地說。
由於懷有身孕，實在無法堅持的劉女士決定

和丈夫放棄返鄉計劃，丈夫下午4點前往售票大
廳退票。

「晚點未定」席地坐臥

和劉女士夫婦一樣，旅客田先生也因列車晚
點在車站等候，從18日晚上8點開始，他已經在
車站苦等了20小時。雖然沒有顯示發車時間，
但他決定一直等下去。
進站口擠滿了在等待進站的乘客，售票大廳

也「坐」無虛席。除了在退票窗口退票的乘
客，不少人坐在大廳地上等候。這些乘客大多
數都是乘坐「晚點未定」的車次的。

深圳和諧號正點開行

苦等半天 孕婦無奈退票

■內地旅客王先生展示港鐵發給受影響直

通車乘客的快餐店餐券。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

■廣深等地北上列車昨日仍有13趟停運，旅客在廣州火車站苦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牧洲 攝

■廣州火車站昨日有68趟列車開出，旅客有序進站候車。 陳牧洲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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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勾劃未來發
展，對住屋、醫保
和教育等公共政策

作重大改革。政府將按
不同家庭收入資助民眾
買不同大小樓宇，目標
是讓民眾只需4年薪金
便可擁有物業。

詳刊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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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涉嫌受賄、
貪污、濫用職權
案，後日在濟南市

中級人民法院開審。為
方便前來採訪的境外記
者，法院方面從昨日起
特為記者安排辦理新聞
發布會的採訪證。

詳刊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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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閃爆竊黨」昨
凌晨到香港仔爆竊
珠寶店，其中三人

負責睇水及接應，另三
人落手，他們先拆下店
外防盜警鐘再撬閘，警
方早接情報埋伏，賊人
一網成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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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女排大獎賽武
漢站比賽18日落
幕，中國女排九戰

全勝，晉級月底日本舉
行的總決賽。郎平認
為，年輕的中國隊還有
不少問題，總決賽依然
會繼續鍛煉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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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證券又「擺烏
龍」，昨晨固定收
益部錯以低價賣出

1,000萬元人民幣國債。
這次錯誤從盤上分析，
不但是低價賣出，更可
能是將「買入」弄錯成
「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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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蟬聯全球舖租
最貴城市，以每年
每平方呎4,328美

元（約3.37萬港元，即
每月每平方呎逾2,800港
元）舖租繼續位列全球
舖租榜首，較第二位的
紐約高1,2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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