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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珊珊 武漢報道）據武
漢市政府應急辦消息，11日深夜該市「紫荊嘉
苑」小區電纜井火災事故致7人遇難，其中1男6
女，其餘12名傷者目前正在醫院接受治療，沒有
生命危險。
武漢市漢陽區政府應急辦12日中午在事故現場

召開發佈會。據該區應急辦副主任張風介紹，11
日23時27分，公安消防部門接群眾報警稱，武
漢市漢陽區紫荊嘉苑小區1號樓2單元電纜豎井
起火。消防官兵於23時35分抵達現場，不到20
分鐘，大樓明火被撲滅。消防隊員對失火建築進
行逐樓排查，並將樓道裡多名因吸入濃煙而倒下
的居民抬到樓下。
截至目前，7人因搶救無效死亡，12人留院觀

察。初步調查，死亡原因係居民逃生時吸入濃煙
所致。
據悉，發生火災的居民樓為一幢33層高層建
築，居民樓外圍未見大火熏燒痕跡，部分樓層玻
璃破損。

武漢民居失火釀7死12傷
快訊神神州州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成都城區通錦
路一建設工地7月中旬在施工過程中，發現修建
於盛唐時期的人工園林遺址。考古人員共清理了
墓葬18座、水井1口、灰坑8個、溝渠3條、池
塘1座，同時還出土大量生活用陶瓷器和少量與
佛教有關的石刻造像及建築構件。通過發掘，考
古人員確認，這是一處豐富的漢代至明代的文化
遺存，可能與萬佛寺有一定關聯。

成都工地發現古園林遺址

「中國風投之父」成思危逝世
稱香港為「第二故鄉」告誡若整天搞政治必被邊緣化

83華工遭欠薪困蒙古 使館赴工地協調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83名中國籍
勞工遭遇欠薪被困蒙古國」一事，
中國駐蒙古國大使館昨日表示，當
日該館領事部赴工地實地查看工人
食宿情況，責成資方做好後續安
排，同時協調蒙古國有關方面協助
安排工人盡快回國。

被拖欠300萬工資
據中新社報道，有網友11日在網

絡發布求助信息稱，83名中國人在
烏蘭巴托被困，其中有35人為陝西
籍，尋求陝西政府幫助。該信息一
經媒體披露，迅速成為熱點。
中新社記者昨日下午聯繫被困蒙

古國的中國工人，據一位胡姓負責
人介紹，他們承接陝西渭南元盛房

產開發有限公司的承包合同，來到
蒙古國的烏蘭巴托。83名中國工人
中，有42名內蒙古人，35名陝西
人。2015年4月16日，他們一行83
人抵達中國二連浩特市邊防站。
據介紹，這些工人的工資是按勞務承

包協議計算的，工期6個月，總共1,200
萬元（人民幣，下同）的勞務費要完成
3萬多平方米的工程。「由於資金鏈斷
裂，負責人已經跑路，拖欠了300萬元
工資，工人現在無錢買車票回國。」

今天啟程回國
記者從工地方了解到，目前中國工

人的情緒和生活都比較穩定，11日，
元盛公司給工地方打了5,000元生活
費。據大使館的人稱，回國的車票已

經買到，今天即可啟程回國。
中國駐蒙古國使館昨日回應稱，7

月9日，在蒙古國烏蘭巴托市近郊一
處建築工地務工的數十名中國工人
紛紛向大使館投訴稱，該工地承建
方——陝西渭南某房地產開發公司
在蒙古的負責人於8日離開蒙古，此
後電話一直無法接通，其離蒙前未
支付工人應得工資。
接到投訴後，該館啟動領事保護

機制。經協調，各方同意盡快安排
83名工人回國，其相互之間的經濟
糾紛將通過司法途徑依法解決。12
日，大使館領事部赴工地實地查看
了工人食宿情況，責成資方做好後
續安排，同時協調蒙古國有關方面
協助安排工人盡快回國。

浙
江
改
造
棚
戶
區

獲
國
開
行
融
資

留下多本經濟論著
一，《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出版於

2001年），匯集了成思危在複雜科學研究、虛擬
經濟、風險投資三個方面的研究。
二、《成思危論金融改革》（出版於2006年

底），匯集了成思危關於金融改革的文章、演講
及訪談共56篇。
三，《成思危論風險投資》（出版於2008年3
月），匯集了成思危有關風險投資的文章、演講
及訪談等。
四，《美國金融危機：分析和啟示》（出版於
2012年2月），運用虛擬經濟的理論及定性分析

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對美國金融危機的成
因及其影響進行深入的研究，對中國採取的對策
進行評價，探討本次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啟示，並
對中國今後經濟和金融改革的方向進行深入研
究。
五，《人民幣國際化之路》（出版於2014年1
月），系統闡述了人民幣國際化的內涵，並分別
論述了匯率制度改革、人民幣可兌換、資本項目
開放三個方面的問題，及其與人民幣國際化的關
係，提出了10年內基本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
和時間表的安排建議。 ■記者 王玨 整理

最高法副院長奚曉明被查

北京確定通州為行政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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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出生於北京的成思危，青年時就學於
華東化工學院，本專攻化工系統工
程。在實踐中，他逐漸發現，振興
中華離不開社會、法律與管理的保
障。1981年，已過不惑之年並在化
工學界卓有成就的成思危毅然轉
行，以訪問學者的身份赴美國加州
大學洛杉磯分校學習，獲得工商管
理碩士學位。學成歸國後，成思危
成為中國現代經濟管理領域的先行
者。

經濟學成就國際享盛譽
他從1997年開始系統研究了複

雜科學理論與方法並致力於解決中
國經濟體制改革與發展問題，創立
了虛擬經濟理論體系，並將其應用
於中國金融改革與實踐，積極研究
和推動創業與風險投資、虛擬商務
在中國的發展，被譽為「中國風險
投資之父」。他還牽頭組織了關於
資本市場建設、國有商業銀行改
革、農村金融改革等方面的課題研
究。
成思危曾說，「我畢生的抱負就
是能為富國強民做點事。」他一生
治學為國，所做研究工作都與當今
中國的一些重大社會變革及管理問

題密不可分，也對中國與世界未來
經濟發展進行了一些重大預測，因
而在國際經濟學領域亦享有盛譽。
他於2008年獲得加拿大國際委員會
頒發的年度全球人物獎，2010年獲
得美國百人會頒發的傑出華人貢獻
獎，2011年獲得亞洲基金會授予的
「田長霖傑出學者獎」。

關心港發展籲居安思危
值得一提的是，成思危與香港也

有頗深的淵源。有報道稱，他曾在
上世紀四十年代求學於香港香島中
學，會說一口流利的粵語。2011年
訪港期間，他在一個晚會上以一口
流利的廣東話發表演講，連主持人
也感歎自己的廣東話不及成思危
好。對此，他說：「香港是我的第
二故鄉，我到現在還保留更換智
能身份證前那張粉紅色的身份證
呢。」
此外，成思危還一直關心香港

的繁榮與發展，2007年訪港時他
直言，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
挑戰，若然港人不自強，整天搞
政治，「搞搞震」，不去搞經
濟，香港必然會被邊緣化。他呼
籲香港按他的名字辦事，要「居
安思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原全國人大副委

員長、著名經濟學家成思危12日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80

歲。他生前致力於虛擬經濟領域的研究，並積極研究和推動

風險投資在中國的發展，在業內有「中國風險投資之父」、

中國「創業板之父」的美譽。另外，成思危與香港有着很深

的淵源，曾在香島中學求學多年的他稱香港為「第二故

鄉」，並一直關注香港的發展，在一次訪港期間，他直言若

港人整天搞政治，「搞搞震」，不去搞經濟，香港必被邊緣

化，他呼籲香港按他的名字辦事，要「居安思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慶舒 北京
報道）中紀委網站昨日發布消息，最
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黨組成員奚曉明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
調查。奚曉明1982年入職最高法，工
作長達33年，擔任副院長職務也已長
達11年，今年5月還被任命為民法典
編纂工作研究小組組長。作為副部級
官員，奚曉明成為十八大後兩高系統
內級別最高的落馬官員。有媒體猜測
奚被調查或與山西前首富張新明案有

關。
據最高人民法院網站信息，奚曉明

在七名副院長中排名第四，主管民事
審判，同時擔任民法典編纂工作研究
小組組長。今年5月份，最高人民法院
宣布成立民法典編纂工作研究小組，
任命奚曉明擔任組長，配合全國人大
常委會法工委完成民法典編纂。他同
時還是最高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司法研
究中心主任、中國法官協會名譽副會
長。

奚曉明1954年6月出生，江蘇常州
人。1972年1月參加工作，為瀋陽市和
平區公安局警察，1978年進入吉林大
學法律系，1982年大學畢業後進入最
高法任職，截至2015年7月被查，已
在最高法工作時間長達33年，其間歷
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書記員、審判
員、經濟審判庭副庭長、民事審判第
二庭庭長等職。2004年6月開始擔任最
高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擔任
副院長職務時間長達11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報
道）棚戶區改造是一項民生工程，但如
何籌集巨額的改造資金往往成為政府的
難題。近日，浙江省級棚戶區改造融資
平台與國家開發銀行浙江省分行簽訂了
《借款協議》，根據協議，平台獲得國
開行202億元（人民幣，下同）融資授
信，這筆錢將專項用於全省14個棚戶區
改造，預計2.8萬戶居民受惠。
為了解決棚戶區改造後續資金需求
大的困難，去年下半年，浙江省政府
專題會議明確，由浙江省商業集團出
資組建省級棚戶區改造融資平台。根
據浙江省政府的要求，它的任務就是
承接來自國家開發銀行的政策性專項
資金，開展不以盈利為目的的政策性
轉貸融資業務，用於全省棚戶區改造
項目建設。
國家開發銀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長倪賢
孟說，由省政府牽頭的平台把散落在各
地的大小項目打包，統一出面向銀行借
錢，不僅運行成本較低，還能提高競爭
力，借到更多的錢。
在浙江省首批14個棚戶區改造投融資
項目中，最先從平台拿到錢的，是金華
的二七新村改造項目。二七新村區塊位
於金華市區的江北老城區，過去，這裡
也叫鐵路新村，住在這裡的大部分是鐵
路系統的職工。2014年，二七新村改造
項目成功對接浙江省級棚戶區改造融資
平台，順利從國家開發銀行取得了43.36
億元的專項貸款授信額度，並於近日拿
到了首批30億元放款。這筆錢，將專門
用於區塊內拆造居民的安置房建設、貨
幣化補償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凌雲 北
京報道）中共北京市委10日及11日
召開全會，表決通過了《中共北京
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貫徹〈京
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的意
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
市委書記郭金龍指出，要全力打好
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這場攻堅戰，
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協調發展、
共同發展；會議明確提出要聚焦通
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規劃建
設，並要求2017年取得明顯成效。
在此次會議上，北京市委書記郭

金龍強調，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
能，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關鍵環節
和重中之重，北京要堅持「控」與
「疏」雙管齊下，在「控」方面，
要制定更加完善嚴格的產業限制目

錄和人口調控目標，堅決守住各類
功能禁止和限制底線，嚴格控制新
增人口；在「疏」方面，要遵循疏
解規律，把握節奏，加強配合，協
調好利益關係，使疏解工作有序有
效。
據了解，與之前北京市對通州相

對籠統的的副中心提法不同，本次

會議首次明確了通州將作為「北京
市行政副中心」的定位，這意味
北京市不僅將紓解其「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
新中心」之外的非首都功能，北京
市的行政重心也將逐步向通州轉
移，市府東遷也將在不久的2017年
變成現實。

■著名經濟學家成思危12日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80歲。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
報道）成思危1935年出生在風聲鶴
唳中的北平，其父親是中國近代新
聞史著名人物成舍我。父親給他取
名成思危，寓意「居安思危」，希
望他不忘男兒肩負國家安危的責
任。事實上，成思危的一生也充滿
了選擇與轉折。
成思危曾自述自己的一生經歷了

三次轉折，「第一次，16歲離開家
門，奠定了我走上報國道路；第二
次，46歲去美國學管理，徹底轉變
了我的專業方向；第三次，孫起孟
老先生動員我參加民建，從此走上
了從政的道路。」
1948年底，隨父親舉家搬遷到香

港後，成思危就讀於左派學校。受
社會進步思想的影響，1951年，年
僅16歲的成思危做出了人生第一個
重要轉折，毅然拋棄了優越的家庭
生活，抱對新中國的憧憬和理
想，回到廣州。自此，他開始了漫
長的報國之旅。

棄繼承家業 續為國效力
「文革」結束後，成思危做了他

人生第二個重要的決定，選擇去美
國讀書，原本攻讀化工、並已在化
工界小有名氣的他，卻改行學了工
商管理。畢業時，他推辭了美國公
司和研究機構的邀約，也婉謝了父
親希望他回台灣繼承家業，而是選
擇回國繼續為新中國的建設出一分
力，他將風險投資的理念帶回國
內，成為了後來享譽國內外的「中
國風險投資之父」。

1994年，臨近退休之年的成思危接受了時任
民建中央主席孫起孟的邀請，加入了民建，並在
1996年民建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民建中央主
席。1998年3月，成思危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
副委員長。人生的第三次轉折，也讓成思危從一
名學者走向了政壇。

■奚曉明 網上圖片

■通州某在建寫字樓的外牆醒目地寫着「下一個東方曼哈頓」。本報北京傳真

■發生火災的住宅樓前拉起了警戒線。 新華社

■考古現場發掘出的古代排水系統。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