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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張蕊張蕊、、孟冰孟冰 重慶報道重慶報道））重慶萬州區昨日上午發生一宗巴士墮江事重慶萬州區昨日上午發生一宗巴士墮江事

故故，，當地一輛巴士行駛至長江二橋時當地一輛巴士行駛至長江二橋時，，突然越過中心實線突然越過中心實線，，撞擊對向正常行駛的私家車後撞擊對向正常行駛的私家車後

衝上路沿衝上路沿，，再撞斷護欄後墮入江中再撞斷護欄後墮入江中。。初步確認當時巴士上共有駕乘人員初步確認當時巴士上共有駕乘人員1010餘人餘人，，截至昨晚截至昨晚

1010時時，，現場已打撈起現場已打撈起22具遇難者遺體具遇難者遺體。。現場搜救人員基本判明巴士位於水下約現場搜救人員基本判明巴士位於水下約6868米處米處。。截至昨晚截至昨晚

2323點止點止，，搜索工作仍在進行搜索工作仍在進行，，但恐凶多吉少但恐凶多吉少。。

內地近十年巴士事故一覽
2018年10月28日
重慶萬州區巴士與私家車碰撞後巴士墮江，傷亡未明。

2018年5月11日
深圳一巴士司機疲勞駕駛，在福田深南大道路口與另一巴
士發生碰撞，造成巴士上多名乘客受傷。

2017年8月10日晚
一輛從四川成都開往河南洛陽的巴士途經陝西西漢高速秦
嶺隧道時撞到隧道牆壁，造成36人死亡13人受傷。

2016年10月17日
在廣東順德105國道杏壇路口，容桂往廣州方向的跨線橋
上，有貨車墮落並砸到途經的巴士，造成4名乘客受傷。

2015年10月28日
深圳龍崗區一名男子吸毒致幻，駕駛其父親巴士沿途撞壞
10餘輛車，所幸並未造成人員傷亡。

2015年6月10日
西藏自治區一旅遊巴士墮崖，致11人死8傷。

2013年9月15日
四川達州市渠縣境內一輛貨車與巴士相撞，致16死9傷。

2010年2月23日
雲南省昆明市一高速公路貨車與巴士相撞，致6死5傷。

2013年6月7日
福建廈門發生的BRT巴士縱火案致47死34傷。

2011年7月22日
一輛山東威海至湖南長沙的中巴在京珠高速信陽明港段發
生火災，致41死6人嚴重燒傷。

2009年10月28日
浙江衢州江山市一輛送喪中巴翻落山崖，致10死18傷。

2009年6月5日
四川成都巴士燃燒事故致27死74傷。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室

渝巴越線撞欄 逾10人墮江
巴士沉江水深約68米處 搜救工作仍在進行中

本報萬州直擊

墮橋前兩站 8乘客上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蕊、孟冰重慶報道）根據

調查訪問和調取的巴士沿線監控視頻，初步確認當時
巴士上共有駕乘人員10餘人，該車最後兩名乘客上
車刷卡的時間為9時59分。據了解，在9時52分至9
時59分也就是在墮橋的前兩個車站，共有8名乘客上
車刷卡，其中3張卡為老人卡。但此前仍留在車上的
具體人數，官方還未統計到。
據悉，萬州22號巴士係環江大巴，隸屬重慶公交

集團萬州分公司，起點與終點均為「港口」站，途徑
34個站點，票價2元，全程27公里。上長江二橋前
的最後一個巴士站，是第十個站點「二橋北橋頭」。

據當地市民介紹，22號巴士是萬州人乘坐較多的一
條「黃金線路」。

民眾翹首盼奇跡
在離事發大橋附近的萬州濱江路，香港文匯報記

者看到有許多市民聚集在此，向長江二橋方向駐足觀
望，期待江面上的搜救人員能傳來好消息。
萬州市民劉先生指着江面說：「22號車經過的長

江二橋，連接着濱江路和江南新城，是我們萬州人心
中很漂亮的一座大橋，外地朋友來，我還會專門開車
帶他看長江二橋。今天發生這樣的悲劇，我非常難

過，希望搜救中能有奇跡發生。」在一旁的陳姓大爺
則表示，他家就住在旁邊的小區，白天從窗戶上看到
有搜救人員潛水搜救，「深秋是長江蓄水期，江水又
深又冷，這些搜救隊員不容易。」陳大爺說。

■■市民駐足觀望長江二橋市民駐足觀望長江二橋。。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攝攝

萬州22號巴士路線圖

■■應急管理部正在調集救應急管理部正在調集救
援力量全力營救援力量全力營救。。新華社新華社

■■長江二橋巴士墮橋事故現場長江二橋巴士墮橋事故現場。。 新華社新華社

據重慶警方通報稱，10月28日上午
10點08分，萬州22號巴士在經

過萬州長江二橋橋面時，突然越過中
心實線，撞擊對向正常行駛的私家車

後衝上路沿，再撞斷護欄後墮入江
中。警方通報前，網上大量流傳係私
家車司機逆行駕駛導致事故發生，亦
有不少網友情緒激動，批評女司機不

負責任。不過警方通報最新情況後，
網友們紛紛向女司機致歉。

事故原因仍在調查中
巴士墮入長江後，相關部門
正在積極搜救。私家車駕駛員已
被警方控制，並在醫院接受治
療。相關事故原因正在調查中。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巴
士已經沉入江底，當被問及事發
水域水深時，上述工作人員表
示，事發水域水深約68米。
事故發生後，重慶公安、交通

等部門第一時間前往現場救援，
海事部門對上下水船舶進行管
控，要求周邊船舶減速慢行，統
籌水面搜尋和通航管理，防止發
生次生事故。國家應急管理部黨
組書記黃明立即視頻連線，進行
指揮調度，並派出由應急管理部
副部長孫華山帶隊的工作組趕赴
現場，指導救援處置。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靠近事發

現場看見，事發大橋已經被封鎖，無
車輛通過，橋面離水面有60米左右。
大橋下方江面上有打撈船及衝鋒舟等
多艘船隻正在搜救，偶爾會有貨船正
常通行。
據新華社報道，16時30分左右，水下
機械人開始第一次下潛，準備通過其攜
帶的高清攝像設備，將相關視頻信息傳
輸給救援人員。但由於水下情況複雜，
水下機械人在第一次下潛30多米後，被
迫上升返回。救援人員準備另擇下潛地
點，盡快到達巴士沉沒位置。

已打撈2遇難者遺體
昨夜萬州區天氣良好，江上救援船

隻亮起燈光繼續搜救，工作人員繼續
忙碌。 事故現場應急救援指揮部的消
息稱，目前，已有20多艘救援船隻到
達事故水面開展救援打撈工作。現場
已打撈出2具遇難人員遺體，正在進行
身份信息核實。相關部門正在組織街
道、社區工作人員對可能的事故人員
進行走訪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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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橋昨迎來開通後的首個周日。截至昨晚
8時，經大橋出入境共有67,000人次、約2,000車
次，人流車流逐漸提升，大橋效益正逐步顯現。港
珠澳大橋在創下橋樑建設多個世界第一的同時，亦
探索了「一國兩制」下粵港澳合作共建共管大型跨
海交通工程的「大橋經驗」，如珠澳採取「合作查
驗、一次放行」通關模式，三地車輛「一站式」通
關模式等創新，對大橋發揮良好效益有很大作用。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促成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制度
創新是重大挑戰，大橋的三級治理架構、共建共管
的管理模式，對粵港澳大灣區多領域協同發展極具
啟示性，三地未來可借鑒相關經驗大膽推進制度創
新，深化拓展灣區協同發展。

港珠澳大橋是圓夢橋、同心橋、自信橋、復興
橋，是「一國兩制」下三地解決法規差異、技術標
準對接、建設程序規範等合作問題的「創新橋」。
作為我國第一座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跨越粵港澳
三地海域的跨境海洋基建工程，大橋獨創的建設和
管理模式，成為粵港澳大灣區三地協同發展的試驗
田。

一方面是建設合作機制創新。粵港澳三地政府
2010年簽署協議，承諾共同對港珠澳大橋大型跨
境項目的各項事務進行處理，確立了「港珠澳大橋
專責小組——三地聯合工作委員會——項目法人
（大橋管理局）」三級治理架構、共建共管的管理
模式創新；在協議基礎上創造性地建立了非訴訟的
爭議解決機制。即在大橋建設過程中產生的爭議或
分歧，均應通過協商解決；標準「就高不就低」。
即大橋建設的每項要求均採用三地當中最高的標

準。正是環保上的就最高標準，最終港珠澳大橋實
現了環境「零污染」。

另一方面是運營合作機制方面。珠澳「合作查
驗、一次放行」的「兩地一檢」通關創新。即「背
靠背聯合檢查」一次查驗通關，珠澳旅檢樓出境
層，只用查一次證件直接過澳門，旅客衛生檢疫由
出境方負責公共衛生篩查，入境方負責進一步排查
處置，並建立雙方全面的工作信息交換和通報制
度，將傳統模式的出入境雙方各自分別進行的衛生
檢疫查驗工作，變為雙方合作共同實施。三地客貨
車通關作業模式則創新為「一站式」快速通關，做
到車輛在每道卡口的海關驗放時間平均在10秒
內、從入場到離場一般不超過3分鐘。

港珠澳大橋這些「大橋經驗」對粵港澳大灣區9
市兩特區解決合作發展中的問題極具借鑒價值。以
車輛收費為例，港珠澳大橋自動收費做到了內地粵
通卡和香港快易通的自動收費，人工收費做到了用
信用卡靠近設備，系統即可感應扣除卡裡的相應港
幣、終端收到相應的人民幣，此「銀聯移動支付應
用平台」若可擴展至大灣區各類消費場景，無疑將
為解決三地融合中關鍵的支付環節打下堅實基礎。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如何讓人流、物流、資金
流、信息流等生產要素能在灣區自由流動為最大挑
戰；三地要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三地合作
的制度創新尤為關鍵。事實上，目前灣區合作遇到
的通關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貿易便利
化、科創合作等難題，均需要制度創新來解決，而
借鑒推廣「大橋經驗」，相信是灣區制度創新的重
要途徑。

借鑒大橋制度創新經驗 深化拓展灣區協同發展
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昨日在網誌中反駁少數人妖

魔化單程證制度的謬論，用數字指出，內地新來
港人士過去20年為本港帶來了40萬勞動人口，
是人口「生力軍」。回顧過去，大量內地新來港
人士對香港上世紀的經濟奇跡發揮了重要作用；
展望將來，這些「新血」有助延緩本港人口衰
老，提升社會生產力。再者，單程證來港人士，
不是夫妻團聚就是子女投靠父母，讓這些人來港
團聚是保障基本人權。一小撮人將種種社會問題
歸咎於內地新來港人士，無視歷史，歪曲事實，
這些論調反人道、反智而且別有用心。

羅致光在網誌中算了一筆賬，本港去年較
1997年增加了90萬人口，其間若沒有約96萬
持單程證的新來港人士，今天香港的人口會減
少74萬，勞動人口會少40多萬。網誌直指有不
少時事評論喜誇大，這些評論「有刻意、惡
意，還有是純屬創意」的。

本港正面臨嚴峻的人口老化和勞動力不足，
大部分單程證人士年齡較輕，無疑是香港社會
的「生力軍」。回顧香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
經濟騰飛，正正與大量內地新來港人士湧入有
着必然的關係。近些年的內地新來港人士，主
要是源於港人北上跨境婚姻。根據統計處數
字，在2016年50,008宗香港登記結婚數字中，
新郎及新娘均為香港人的婚姻佔54.6%，香港
與內地跨境婚姻佔 35%，後者的比例遠高於
1991年。隨着兩地交流融合，跨境婚姻增多是
必然，當中不少更是社會的中上階層人士，只
有3成屬於基層。另外內地新來港人士受教育程

度明顯上升，由過去6成人有中學或以上程度提
升至現在的9成人有中學或以上程度。應該說，
單程證制度帶來的內地新來港人士，不僅不是
香港社會的負累，更是重要的人口紅利，是經
濟發展的助推器。

至於有人散播新移民搶佔香港福利的論調，
亦是毫無事實根據的惡意攻擊。根據扶貧委員
會2016年的貧窮報告書，內地新來港人士在貧
窮社群中的自力更生能力最強，當年57,387名
內地新來港人士當中，只有559名申請綜援，
比例不足1%，遠遠低於社會整體比例。

事實上，單程證制度本來是為了讓內地居民有
秩序來港與家人團聚。現時每年批出的單程證配
額當中，約一半是夫妻團聚，一半是與父母團
聚，另有少數是與子女團聚、無依靠兒童投靠親
屬等，這些都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所保障的基本人權。因此特首林鄭月娥在面
對一些反對派議員無理提問的時候，亦曾反問
「點樣可以唔畀人哋家庭團聚呢？」確實，從人
道角度，單程證議題根本沒有討論的空間。

必須看到，近年有一些人將單程證視為社會
問題的「罪魁禍首」，土地房屋不足、醫療教
育不足、水貨等問題，都將矛頭指向單程證政
策，這完全是近年激進反對派策動的仇視內
地、煽動「港獨」等等荒謬邏輯的翻版，其本
質上就是要將香港與內地切割，煽動社會分
裂、製造仇恨，相信多數港人能夠看清其中的
反智和反人道本質，不會讓煽動仇視新來港人
士的目的得逞。

新來港人士對香港發展的貢獻不容詆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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