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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志军，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对事故发生负有主
要领导责任，鉴于其涉嫌严重经济问题，另案一并处理。

2.张曙光，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运输局原局长，2006年
6月起兼任铁道部客运专线系统集成办公室副主任、技术系
统集成项目组组长。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鉴于其
涉嫌严重经济问题，另案一并处理。

3.陆东福，铁道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给予记过处分。
4.季学胜，铁道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党总支书记，2007年

8月至 2008 年 5月任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兼客运专线技术
部主任。给予撤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5.徐啸明，广州铁路 (集团 )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05
年 7 月至 2008 年 5 月任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兼基础部主
任，2006 年 6 月任铁路客运专线技术系统集成项目组信号
组组长。给予撤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6.何华武，铁道部总工程师，2006 年 6 月起兼任铁道部
客运专线系统集成办公室主任。给予记过处分。

7.耿志修，铁道部安全总监兼副总工程师，2003 年 5 月
至 2008年 5月任铁道部科学技术司司长。给予降级、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

8.张骥翼，京福铁路 (安徽 )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工委书
记兼上海铁路局副局长，2006 年 10 月至 2008 年 12 月任铁
道部运输局客运专线技术部副主任。给予降级、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

9.刘朝英，铁道部运输局基础部副主任。给予降级、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10. 覃燕，铁道部运输局基础部副主任，2007 年 7 月至
2010 年 10 月任运输局基础部信号处处长。给予记大过处
分。

11.唐抗尼，铁道部运输局客运专线技术部基础技术处
处长、党支部宣传委员。给予撤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12.穆建成，铁道部科学技术司综合处处长。给予撤职、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3.袁湘鄂，铁道部运输局基础部信号处副处长。给予撤
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4.张季良，铁道部运输局客运专线技术部基础技术处
副处长。给予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5.马彦，京福铁路 (安徽 )公司副总经理，合武铁路 (安徽 )
公司原总经理。给予记过处分。

16.缪伟忠，通号集团副总经理、党委常委，2010年 12月
起兼任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党
委常委。给予撤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17.荣亚清，通号集团天津工程分公司副总经理。给予降
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8.陈红，通号集团质量管理部部长。给予记大过处分。
19.张海丰，通号设计院董事长、党委副书记。给予撤职、

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20.宋晓风，通号设计院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分管列控

所，通号集团经营中心副主任。给予撤职、撤销党内职务处
分。

21.张苑，通号集团副总工程师，通号设计院董事、总工
程师。给予撤职处分。

22.马丽兰，通号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兼总工程师室主任。
给予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3.吴镝，通号设计院市场经营处副处长。给予记大过处
分。

24.李志兵，通号设计院总工程师室副主任。给予记大过
处分。

25.陈锋华，通号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列控所所长、党支
部书记兼纪检委员。给予撤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26. 罗松，通号设计院副总工程师，2005年 1 月至 2007
年 11月任通号设计院列控所总工程师。给予降级处分。

27.叶峰，通号设计院列控所高级工程师，LKD2-T1 型列
控中心设备研发项目实际负责人。给予降级处分。

28.龙京，上海铁路局原局长、党委副书记。给予撤职、撤
销党内职务处分。

29.李嘉，上海铁路局原党委书记。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
分。

30.王峰，上海铁路局常务副局长、党委常委。给予记过
处分。

31.赵峻，上海铁路局副局长、党委常委。给予降级、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32.何胜利，上海铁路局原副局长。给予撤职、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33.何晓，上海铁路局总调度长。给予记大过处分。
34.褚少明，上海铁路局运输处处长、党支部书记。给予

记大过处分。
35.徐汉强，上海铁路局运输处副处长、调度所主任、党

委副书记。给予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6.承迎庆，上海铁路局调度所党委书记兼纪委书记、副

主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7.周强，上海铁路局调度所主任助理、党委委员。给予

记大过处分。
38.王军，上海铁路局调度所第三班值班主任。给予降

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9.邓雪松，上海铁路局调度所第三班值班副主任。给予

撤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40.张华，上海铁路局调度所行车调度室列车调度员。给

予开除留用察看一年处分。
41.杨向明，上海铁路局调度所行车调度室列车调度员。

给予开除留用察看一年处分。
42.赵丽建，上海铁路局宁波车务段段长、党委副书记。

给予记大过处分。
43.楼文浩，上海铁路局宁波车务段党委书记、副段长。

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44.吕庆祥，温州南站站长、党支部副书记。给予降级、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
45.章伟光，温州南站党支部书记、副站长。给予撤职、撤

销党内职务处分。
46.臧凯，温州南站车站值班员。给予开除留用察看一

年、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47.陈伟革，上海铁路局电务处处长、党支部书记。给予

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48.王顺方，上海铁路局杭州电务段段长、党委副书记。

给予记大过处分。
49.陈鹏英，上海铁路局杭州电务段党委书记、副段长。

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50.徐炯，中共预备党员，杭州电务段温州车间主任。给

予降级处分、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51.王晓，杭州电务段温州车间党支部书记、车间值班干

部。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52.陈旭军，杭州电务段温州车间助理工程师、车间值班

人员。给予撤职处分。
53.丁良余，杭州电务段瓯海信号工区副工长、工区值班

人员。给予撤职处分。
54.滕安赐，杭州电务段瓯海信号工区信号工、温州南站

电务应急值守人员。给予开除留用察看一年处分。

国务院对
温州动车事故作出处理

28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同意
事故调查组给予铁道部、通信信号
集团公司、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上
海铁路局等单位 54名责任人员党纪
政纪处分的处理意见。

其中，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副
部长陆东福、总工程师何华武、原副
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原局长张曙光等
54 名事故责任人员受到严肃处理。
通号集团公司总经理马骋，鉴于已
因病去世，不再追究责任。

刘志军负主要领导责任

刘志军，是铁道部原部长。记者
查阅调查报告显示，刘志军的责任
主要体现在多个方面：工作严重失
职，违反基本建设程序，未经批准擅
自将甬温铁路项目批复的设计标准
由 200 公里/小时提高到 250 公里/
小时；同时片面追求铁路工程建设
速度而忽视安全管理，盲目确定开
通时间，压缩建设工期，致使甬温铁
路的质量安全检测、验收、评定、评
估等工作中产生一系列违规操作和
不规范行为；决定设立铁道部客运
专线系统集成办公室，但未建立相
应工作制度，造成集成办与运输局
客专技术部、基础部职能不清、职责
交叉，削弱了有关部门的正常工作
职能；没有督促有关部门制定信号
新产品、新设备技术审查和上道使
用的规章制度，导致仅经过技术预
审查、存在严重设计缺陷和重大安
全隐患的 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
上道使用。

调查报告认为，刘志军对事故
负主要领导责任。但今年年初刘志
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目前正
在接受调查，所以作另案处理。

张曙光严重失职另案处理

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运输局
原局长张曙光也被认定对事故负主
要责任，此人 2006年至 2007年兼任
客运专线技术部主任，负责技术系
统集成工作，严重失职，另案处理。

调查报告显示，张曙光对系统
集成办公室和运输局工作领导不
力，未组织制定系统集成办公室和
技术系统集成项目组相关工作制
度；对合宁、合武线列控设备的招标
投标审查把关不严，导致两线列控
设备通信接口不统一；签发合宁铁
路列控系统集成方案研讨会会议纪
要后，没有督促跟踪合肥站列控中
心设备设计比选工作；对通号设计
院将合肥站列控中心设备改型的违
规行为失察；对运输局客运专线技
术部、基础部推动和参加技术预审
查，并会签同意没有经过现场测试
和试用的 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
在合宁、合武线上道使用的违规行
为失察；违规同意合武线全线使用
仅经过技术预审查的 LKD2-T1型列
控中心设备；对运输局客运专线技
术部审查同意甬温铁路招标采购
LKD2-T1 型列控中心设备的问题失
察。
对于相关责任人员是否涉嫌犯

罪问题，司法机关正在依法独立开
展调查。会议决定，责成铁道部和铁
道部部长盛光祖分别向国务院作出
深刻检查。同时责成国务院国资委
对通信信号集团公司、通信信号股
份有限公司及下属通信信号研究设

计院依法进行整顿，重新组建通信
信号研究设计院列控所。
另外有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总

工程师何华武等 51人受处分。（附
后）

未下达停止救援指令

“7·23”事故发生后，公众舆论
对相关部门采取的救援措施以及应
急处置措施争议不断。针对这些舆
论关注的焦点问题，28 日公布的《调
查报告》均作出详细说明。

早在 7月 24日早晨 7时 40 分，
央视《朝闻天下》报道说，“凌晨 4 时
前搜救工作基本结束。”调查报告对
此作出回应：7 月 24日 4 时左右，现
场搜救工作继续进行。桥上救援指
挥由铁道部一名副部长和安全总监
及上海铁路局一名副局长负责，桥
下救援指挥由铁道部另一名副部长
和温州市一名副市长及上海铁路局
另一名副局长负责。

当天的《朝闻天下》报道说：
“……从事故发生到现在已经有 8
个小时的时间了，在这 8 个小时里
总共进行了 6 次人员搜救，到现在
为止，整个人员搜救行动是已经结
束了……”调查报告对此如此叙述：

据此，相关媒体相继作出事故现场
停止救援的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
在遇难和受伤人员尚未全部搜救出
的情况下已放弃救援的一些议论和
质疑。经调查并查看采访录像，当时
在桥下具体负责搜救的有关负责人
说过“人员搜救已经基本完成，现场
进行了五六次搜救，直至用生命探
测仪探测已没有生命迹象了……”。
上述表述只是对桥下搜救进展情况
的说明，并不是对总体救援行动的
全面介绍，桥上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中，没有人下达过停止救援的指令。

全力搜救无遗漏

另有媒体报道，温州市特警支
队长邵曳戎介绍，7 月 24 日下午他
接到要用吊机把车厢吊起来放到桥
下来清理的命令。“我不同意，坚持
在铁轨上也就是原地清理。”这个坚
持等来了奇迹，7 月 24 日下午 17 时
20 分，2 岁的项炜伊在严重变形的
车厢里获救。

调查报告的说法是：7 月 24 日
11 时 10 分，受胡锦涛总书记、温家
宝总理委派，张德江副总理率国家
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抵达温州，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看望并慰问了
受伤人员，查看了事故现场，要求各
有关方面“要坚决按照胡锦涛总书
记、温家宝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坚
持把救人摆在第一位，继续争分夺
秒全力搜救伤亡人员，不留任何死
角，确保绝无遗漏”。

调查报告还对当时细节进行还
原：考虑到车厢里可能还有幸存者，
吊动车厢会造成再次伤害，且在吊
动过程中，也可能会造成遗体、遗物
从车厢里滑落。因此，决定在桥上对
D3115次列车 16 号车厢搜救完毕后
再吊离。17时，当把压在 D3115次列
车 16号车厢上的 D301 次列车 1 号
车厢走行部吊开后，救援人员立即
进入 16号车厢内搜寻，在搜寻出 7
具遇难者遗体后，救援人员发现一
个小孩被车厢行李架压着，便立即
进行施救；17时 15 分，在 D3115次
列车第 16 车厢的小女孩项炜伊被
成功救出，并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整个救援过程中，共搜救出 260
名遇险人员，找到当场死亡的 25 具
遇难者遗体。

重新通车无过错

调查报告回应的第三个问题
是，铁道部网站事故发生后公布，7
月 25 日早晨 6 时 57 分，由宁波东
开往苍南的 DJ5603 次列车通过杭
深线列车追尾事故地段，这是“7·
23”事故抢通后通过事故地段的第
一趟列车。在事故尚在救援阶段，铁
道部通车的做法引发争议。

调查报告对此的解释是：7 月
24日 17 时 15 分，在 D3115 次列车
第 16 车厢的小女孩项炜伊被成功
救出后，铁路方面救援人员对桥面
上散落的旅客行李物品进行了多次
反复仔细清理收集，同时对桥面其
他方面进行了仔细搜寻清理，在确
认已没有受伤人员、遇难者遗体和
旅客物品后，开始组织损毁线路修
复工作。7月 24日 23时 30分，永嘉
站至温州南站下行线事故地段损毁
线路重新铺轨、补砟完毕，线路和接
触网修复完成。铁道部组织有关技
术专家对桥梁主体结构进行了检
测，确认墩台、梁体、支座均无损坏，

事故对桥体主体质量没有影响，具
备安全行车的条件。与此同时，为了
保留温州南站列控系统事故发生时
的现状，铁路方面制定了站间行车
办法，取消了列车区间追踪运行。7
月 25日 4时 32分，温州南站至永嘉
站下行线恢复供电；5时 05 分，温州
南站至永嘉站上行线恢复供电；9时
31分通车。
副总理制止掩埋车头

7 月 24 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
王勇平说，把这个车头埋在下面盖
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
随后公众对铁道部在事故第二

天就将挖坑掩埋车头和残骸的做法
展开质疑，认为是为了销毁证据以
及为快速通车“让道”。
调查报告：7 月 24 日 5 时 30

分，上海铁路局有关负责人在桥下
组织指挥救援过程中，简单按照以
往有关事故现场处置方式，组织挖
坑就地掩埋受损车头和散落部件。
当将受损车头和散落部件放入

坑中准备掩埋时，被有关领导同志
制止。最终受损车头及散落部件未
被掩埋，并于 7 月 25 日 22 时运往
温州西站集中存放、专人看管。
经调查，组织挖坑时，桥下事故

车辆人员搜救工作已经完成、现场
勘查已经结束、相关物证已经提取。

11 时 10 分，受胡锦涛总书记、
温家宝总理委派，张德江副总理抵
达温州。当看到一个坑内堆放的列
车残骸时，他明确指示：“残骸不能
埋。要做好现场保护和事故车辆的
妥善保存，为事故调查分析提供条
件。”

正视问题提整改措施

上海铁路局常务副局长、党委
常委王峰在事故发生后负责指挥桥
下救援工作。
在事故抢险救援中，处置不当，

为平整、清理场地，在救援现场组织
挖坑，并将 D301次列车车头及零散
部件放入坑中，准备就地掩埋，后被
有关领导同志制止未予实施。
上述行为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

响，对此负有责任，建议给予记过处
分。

调查报告说，在整个事故应急
处置工作中，也暴露出铁道部对动
车组列车运行中发生的重特大事故
应急预案和应急机制不完善、应急
处置经验不足，信息发布不及时，对
有关社会关切回应不准确等问题，
引起社会质疑，造成了负面影响。特
别是简单按照以往有关事故现场处
置方式，在现场挖坑将受损车头和
零散部件放入其中准备掩埋，虽被
制止，但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
事故调查组针对该起事故暴露

出的问题，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整改
措施建议。要求铁路主管部门、相关
铁路运输企业和设备生产企业要深
刻吸取事故教训，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切实加强高速铁路技术设备制造研
发和管理，健全完善高速铁路安全
运行的规章制度和标准，严把技术
设备安全准入关，扎实做好运输安
全管理和职工教育培训，强化铁路
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进一步加强高
速铁路规划布局和统筹发展工作，
促进高速铁路的安全健康持续发
展。

12月 28日的会议上，铁道部部长盛光祖表示，“7·23”事故暴
露出铁道部在推进铁路发展过程中，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行
业监管职能履行不到位、对安全关键设备上道把关不严和上海铁
路局安全管理薄弱、现场作业人员应急处置不力等问题，教训极
为深刻。

盛光祖说：“面对事故造成的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深感对不
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群众。铁道部和我已向国务院做出深刻检查，
在此再次代表铁道部向‘7·23’事故中遇难人员表示深切的哀悼，
向遇难人员家属、受伤人员及其家属表示深深的歉意。”

铁道部表示，坚决拥护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要求全路干部
职工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

一要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国务院决定上来，深入贯彻科学
发展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
治理”的方针，切实做到在任何时候都要把安全作为大事来抓，任
何情况下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来考虑，任何影响安全的问题都
要立即解决。

二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吸取事故教训、加强铁路安全管理
的重要部署，健全完善高铁规章制度标准，切实加强高铁技术设
备研发管理，严格把好高铁技术设备安全准入关，不断加强高铁
安全管理和职工教育培训，强化铁路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统筹优
化高铁规划布局和发展。

三要深刻吸取“7·23”事故教训，有针对性地抓好问题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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