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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圆月 圆缘日，时速超 500公里的试验列车在中国南车四方股份公司下线。这标志我国在
高速列车前瞻性研究中取得了阶段性重大成果，有利于完善中国高速列车技术体系，将使我
国在高速铁路领域拥有更大的国际话语权。 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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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部长道歉
A03

要闻

我国将建立
多元化航天投资体系

A02

本报记者 闵云霄

详见 B04、C24版

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7·23”甬温线
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情况汇报。
同时，国家安监总局正式公布共计三万
六千余字事故调查报告。

在此之前的 7月 23日，甬温线浙
江温州市境内，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
的 D301 次列车与杭州站开往福州南
站的 D3115 次列车发生动车组列车追
尾事故，这次事故造成 40人死亡，约
200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19371.65万
元。

牵动民众神经的动车事故报告出
笼，包括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等 54人
受到查处，铁道部的高铁、动车公共安
全问题又一次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

12月 23日，小伊伊结束在上海新

华医院的住院治疗，回家过年。
两岁半的小伊伊是温州动车事故

的最后一名获救者。7 月 23 日 20 时
30 分左右，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
D301 次动车组列车运行至甬温线上
海铁路局管内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
双屿路段，与前行的杭州站开往福州
南站的 D3115 次动车组列车发生追
尾事故，后车 4 节车厢从高架桥上坠
下。

关于事故的发生原因，出现多种说
法。温家宝在温州查看情况时表示：对
于此次事故的原因和处置工作有很多
质疑，应当认真听取群众意见，严肃对
待，给群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8日公布的调查报告认定，这是
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
陷、上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
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

的责任事故。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通过周密细致

的现场勘察、检验测试、技术鉴定、调查
取证、综合分析和专家论证，查明“7·
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原
因是：通号集团所属通号设计院在
LKD2-T1 型列控中心设备研发中管理
混乱，通号集团作为甬温线通信信号集
成总承包商履行职责不力，致使研发的
LKD2-T1 型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
计缺陷和重大安全隐患。
《中国企业报》记者查阅调查报告

显示，铁道部在 LKD2-T1型列控中心
设备招投标、技术审查、上道使用等方
面违规操作、把关不严，使其上道使用。
雷击导致列控中心设备和轨道电路发
生故障，错误地控制信号显示，使行车
处于不安全状态。
（下转 A02版，相关报道详见 A03版）

调查报告出炉 认定三大“人祸”

温州特大动车事故54责任人受查处

近日，铁路系统连出两条世界瞩目的新闻。一条色彩鲜
亮，一条有点暗淡———

12月 25日，我国更高速度的试验列车在青岛下线，这
辆车时速将超过每小时 500公里。

12月 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7·23”甬温线特别重
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情况汇报。会议同意给予 54名责任人
员党纪政纪处分的处理意见。

这两件事似乎无关，然而在三天之内出现，这就容易使
人们产生联想，觉得这两者之间很有关系。

首先，是对“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
的处理。国家安监总局公布长达 17000字的事故调查报告。
对这件事的处理反映了政府对安全的重视，对稳健发展的
重视，没有“安稳”两个字，何来发展？国家领导人早就说要
对人们一个交代，随着年根岁底的到来，终于让悬望的人们
得到安慰。

国务院会议强调，要深刻总结“7·23”特大事故的教训，
认真整改落实，统筹做好铁路特别是高铁各项工作，推动高
铁事业科学发展、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显然整改目的还
是为了发展。
“建设发展高铁的方向是正确的。”国务院会议所特别

强调的这句话很响亮，也很坚决，斩钉截铁，毋容置疑。
高铁的方向是正确的，坚持发展高铁的方向不能动摇。

咀嚼这句话，便可感觉三天前公布的时速 500公里列车的
新闻发布是有意味的。曾几何时，“7·23”事件发生后，速度
似乎是一个臭味熏天的词，一时，世人有多少人借题发挥以
痛加指责经济增长为能事。

现在公布列车每小时 500公里，速度更快了。在公布对
“7·23”事故处理决定前三天宣布加快速度，这似乎是一个
颇有象征意味的新闻设计，似乎是宣示在处理安全事件毫
不容情的同时，坚持高速铁路发展的决心也是不可动摇的。

建设高速铁路是从我国国情出发的正确抉择。中国是
典型的大陆性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东西和南北跨度
分别达 5400公里和 5200公里，各省会城市之间平均距离
达 1500公里左右。与之相应的经济格局，呈现出区域经济
发展不平衡、产业布局与资源分布不对称等特点。决定了生
产过程与市场消费需要高速度、长距离、大运量的交通运输
来实现。中国独特的经济和地理格局，决定了铁路在交通运
输体系中的担纲作用。

高速铁路的建设深刻地改变着中国。高铁的意义在于，
让中国经济“血脉”畅通地循环流动起来。目前，近 80豫的人
口生活在沿海沿江地区，水运成本低廉形成明显的经济优
势。高铁发展起来以后，内陆经济会得到大的促进，并由此
改变经济学人口迁移规律，进而对交通运输体系和城市化
格局带来重大影响。

短短 6年，中国铁路大大加快了现代化建设进程，高铁
已成为一张亮闪闪的“国家名片”。瑞典欧盟研究所研究员
艾莲娜·卡尔森撰文指出，“中国发展高铁是非常明智的选
择，将在找到新的经济支撑点的同时，占据未来新能源利用
制高点、政治制高点……中国发展高铁，不是选择了一个交
通方式，而是在谋划未来。”

当然火车开得太快了，便可能出事。然而出了事后，便
慢了甚至停了下来，这是万万要不得的。2300多年前，《吕氏
春秋》中记载着因噎废食的故事。现在我们如果出了“7·23”
事故，就让火车慢下来，让铁路建设停下来，是不是一种因
噎废食？避噎而绝食，人便活不下去，因为怕冻便不浇水，树
便枯死，这是古人都明白的，我们难道不如 2300多年前的
古人么？

显然，对铁路事故的处理与铁路建设速度的加快，是一
件事的两面，是稳中增长的一个鲜活例证。这自然使人想到
稳定与增长的关系问题。

增长与稳定是 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
题。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依存，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增长是核
心，离开了增长，稳定就失去应有的意义。没有增长就不可
能赢得稳定，在增长中求稳定，这种稳定是积极的稳定；没
有增长就没有稳定的基础，在增长中保持稳定才是可靠的
稳定；增长为稳定创造条件，稳定为增长提供保证。

当下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决定着整个 2012年都遇到稳
定与增长的关系问题。12月 5日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
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明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
启下的重要一年，做好经济工作关键是要把稳增长、调结
构、保民生、促稳定更好结合起来。这里胡总书记讲的“结
合”二字，极为重要，这是“关键”。这无疑是基于实践经验基
础上的对中国问题的规律性总结,也是对 2012年科学发展
的具体要求。显然,离开实践的具体进程,离开积极进取的发
展原则,我们就不能完整地、准确地理解稳增长的内涵。相
反,抽象、静止的理解“稳”，很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公式”,使
稳定与发展二者相互制约、束缚手脚而致无所作为。

因此,在稳增长提出的时候，重新强调处理好二者关系,
是十分必要的事。对“稳增长”三字应有更高的认识基点、更
宽广的视界、更积极进取的理解。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企
业家，都要找到“稳”与“增长”的结合点，把握好各方面工作
的力度，在动态中实现平衡，在平衡中求得增长，防止顾此
失彼，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两条似乎互不相关的新闻，因为时间靠得太近，又是出
自同一部门，使得人们觉出彼此间联系的紧密，这似乎是有
意在为“稳增长”做诠释，对科学发展做最新的讲解，亦如音
乐中的协奏曲，一放一收，一快一慢，一紧一舒，一张一弛，
很有韵律感，有相互映衬的和谐之美。

500公里时速
与“7·23”报告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 12月 28日国
务院国资委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
业绩考核工作会议上获悉，依据做强做优
中央企业的目标与要求，中央企业明年将
以业绩考核为导向进行结构调整，做到有
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向国家需要控
制的领域进，向有技术优势的领域进，向
有人才储备的领域进，向有核心竞争力的
领域进，集中资源干好该干的事。

在国际国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
背景下，中央企业 2011年仍然取得了
不错的经营业绩。中央企业 2011年预
计实现净利润接近或突破 9000 亿元，
经济增加值将保持在 3000亿元以上。

2012 年国内外经济环境极其复
杂、极其严峻。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
会上表示，明年的经济增长任务十分艰
巨，考核应当发挥重要作用。

目标管理保“增长”

12 月 19 日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

人会议上，国资委主任王勇提出了
2012年中央企业保增长的首要任务。
而此次会议又将保增长列为明年中
央企业业绩考核的中心工作、2012 年
业绩考核的奋斗目标。2012年的利润
和经济增加值目标，原则上不能低于
前三年的平均水平。
“不是单纯的规模扩张，要依靠内

外部资源整合，结构优化、科技进步和
管理创新等，进一步推动企业转型升
级，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实现企业
科学发展。”黄淑和强调。

2010 年初，国资委确定了对中央
企业采取经济增加值进行考核，转变
了过去单纯追求央企营业收入规模、
利润总额的做法。在目前外部经济形
势继续恶化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推进
和强化经济增加值的考核，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对于经济增加值的考
核，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要在认真
分析所属单位发展阶段、行业特点、
功能定位的基础上，逐步扩大经济增
加值考核的范围，2012 年要争取覆盖
到所有三级企业。

同时根据国资委的要求，中央企
业集团公司对二级企业的经济增加
值考核权重要较上年有所提高，具
备条件的企业应力争达到 40%以
上。
记者了解到，国资委将出台中央

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考核奖励办法。获
得国家级科技奖励、专利金奖和主导
制定国际标准的中央企业，在年度业
绩考核中将得到加分奖励。

风险防控求“平稳”

继 2008 年第一次过冬后，中央企
业即将面临第二个冬天。“中央企业
要抓紧做好 3—5 年渡难关、过寒冬
的应对准备。”黄淑和说。
黄淑和指出，在应对挑战的同时，

中央企业也要积极抓住新的发展机
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结构
调整和转型升级，做强做优主业，增强
企业发展后劲，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
展。

（下转 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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