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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发表一份长达93页的《援建
工作完成报告》，详细记录了 2008 年以来香港支援四
川地震灾区重建的工作。一时间，市民争相传阅，城
中热议，又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彼时。

8 年多前的“5·12”汶川大地震，使四川省不少
县市遭遇毁灭性打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艰难
的灾区重建中，香港特区倾力相助。拨款过百亿元

（港币，下同），亲赴灾区的义工近2000人次，都创下
香港参与境外灾区重建工作的新纪录。

2016年11月底，随着两条最艰巨、最富工程挑战的
公路项目全线通车（映卧公路和绵茂公路），历时8年多
的香港特区援建四川地震灾区工作，终于大功告成。

奉献大爱 香港义工奔波两地

“香港与四川因‘熊猫’结缘，十几年来缔结了深
厚友谊。在如此天灾面前，香港市民不可能袖手旁
观。”聊起支援的初衷，特区政府发展局四川重建组副
组长唐锡波这样告诉本报记者。

《援建工作完成报告》显示香港特区先后共投入超
过100亿元支援四川灾区190个重建项目。

人员方面，特区政府成立5个工作小组，由5个不
同的决策局各自牵头。唐锡波所带领的四川重建组隶
属于发展局工程小组，负责所有项目中涉及工程建造
的部分。除去专职负责的几名决策人员，重建组内多
是从政府不同部门短期借调来的“流动组员”，任期3
个月至6个月不等。

被同事们戏称为“四川居民”的唐锡波，8 年来
赴川 83 次，平均每年 10 次，几乎跑遍了所有援建项
目，加上去北京、深圳开会，他为四川重建工作前往
内地近百次。

卧龙自然保护区内生态自成一体，由发展局全权
负责保护区内所有重建项目。为此，发展局第一时间
集合了 7名顶尖的香港及内地建筑师，成立“卧龙建
筑专家团”，义务为卧龙“中华大熊猫苑”和都江堰
大熊猫疾控中心的建筑设计提供意见。

曾就读香港理工大学、任职过屋宇署署长、现为香
港建造业议会执行总监的张孝威也是一名参与援建工
作的义工。当年他的大学老师一声号召，20多名师兄弟
立即义不容辞地奔赴北川，翻山越岭开展援建工作。

据统计，8 年多来，香港特区政府人员赴川工作
622次，涉及1510人次，支援团体的义工赴川工作574
次，涉及1391人次。

互师所长 援建工程“求同存异”

香港与四川执行的建造标准不同，工程制度相
异，法律法规也各成体系，怎样才能有效合作？

唐锡波笑称，这正是“一国两制”的实践经验。
两地标准及制度虽有差异，却“殊途同归”，目标都
是安全施工及优质项目。援建项目中，所有施工部分
由川方完成，港方仅提供资金并进行工程监察工作。

张孝威就曾参与过不少援建项目的竣工验收工

作，汶川、映秀、北川、达州等地都留有他的足迹。例如在
受灾断水的北川县通口镇，张孝威参与应急供水工程，
在昼夜抢修和反复检验下，供水终于在春节前恢复。“看
到灾民能有水煮一餐团年饭，我也就心安了。”

香港著名建筑师冯永基的监察工作则主要集中在
卧龙自然保护区。他与其他“卧龙建筑专家团”成员
在业余时间研读设计图纸，又亲赴卧龙四五次，不断
为完善项目建造提供改进意见。

“建章立制，不可或缺。”港、川还设立 3 层全面
协调沟通机制，自上而下紧密监察着援建项目的实施。

虽然财政及人力资源相对完备，但特区政府支援
四川的重建工作却并不那么一帆风顺，最有名的“障
碍”便是两条穿山而过的公路——映卧公路 （省道
303映秀至卧龙段） 及绵茂公路 （汉旺至清平段）。

映卧公路是成都通往卧龙的“生命线”，由于地处
震中又贯穿高裂度地震带，它被称为“地质灾害博物
馆”，生态环境极其恶劣。经过数次风险评估，港、川
两地建造团队最终合力为映卧公路及绵茂公路设计出
绕避、入山、抬升路面等3大方案。

2016 年 5 月，本报记者在汶川县映秀镇见证了映
卧公路的贯通仪式。百余名参与公路设计、建造的学
者和施工工人在现场难掩喜悦，欢呼雀跃。

“专款专用”特区政府监管有方

在 90 余页的 《援建工作完成报告》 中，1/3 的
篇幅在解说港方为每一个援建项目承担的金额。卧
龙中国大熊猫研究中心 2.22 亿元人民币、阿坝水磨
中学 5600 万元人民币、成都川港康复中心 1.99 亿元
人民币……

“政府答应过立法会，要将这百亿拨款的去处完整
报备，必须细化到每个项目。”唐锡波翻开工作报告，无
不自豪地表示，这些数字便是政府8年来兑现的诺言。

那么这些钱是如何细致地划分给每一个项目的
呢？唐锡波的答案是“专款专用”。按照两地签署的

《特区援建合作安排》，“以项目为基础”，由四川省港
澳办独立开设专户，专款专用。

同时，特区政府也独立监督着资金的运作。民政
事务局局长法团必须每隔 6个月向立法会提交一份详
细的资金使用报告，包括已经审计的账目表、审计署
署长报告、资金管理报告等。

“现在我们还有 1.9亿元人民币结余，会全部用于
卧龙保护区内的3个生态项目。”唐锡波说，他即将再
一次走进卧龙，继续监察这3个“余项”的推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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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16年5
月映卧公路灾后
恢复重建工程贯
通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陈 然摄

图为香港市民参观香
港特区援建四川地震灾区
成果展览。

香港特区发展局提供

新华社台北1月4日电（记者赵
博、李凯） 台当局推行的“一例一
休”政策自今年元旦仓促实施以
来，颇惹争议：劳工成本增加，企
业压力变大，百业涨价，民众荷包
缩水，幸福感下降，不满之声四
起。对此，台湾行政管理机构负责
人却称，实施“一例一休”带动涨
价是必然结果。

去年 5 月 20 日民进党上台后，
提出修改“劳基法”，将“周休二
日”定义为“一例一休”（每周休息
二天，其中一天为例假不可加班，
另一天可以加班，但需付加班费），
并取消“七天法定假日”，此举遭到
劳工团体质疑是在变相增加劳动工
时，而资方也对企业增加成本表示
不满。去年 12 月，民进党占多数议
席的台湾立法机构在一片抗议声中
强行通过相关法律修改，并决定
2017年全面实施新法。

新法新年刚一实施就导致台湾
各行业涨价不停，特别是交通、餐
饮、老人照顾、垃圾回收等行业。
有媒体调查后指出，客运业平均涨
幅在 5％至 8％，连锁餐饮从水饺到
卤肉饭涨价一成左右，老人照看一
年要多付近两万元新台币，垃圾清
运、邮递等行业为节省成本不得以
缩减工作日……

位于台北市中心的一家颇具规
模的茶叶店老板对记者诉苦说，经
济不景气，游客减少，开店压力
大。而实施“一例一休”可谓雪上
加霜，他正考虑周末休业或减少业
务，以节省雇员成本。

台湾 1111 人力银行 4 日发布的
调查显示，多达 77％的企业表示对

“一例一休”未完全了解，68％表示
自评新制对企业造成影响，其中以
民生服务业、传统制造业与百货贩售业冲击最大。

对于“一例一休”，岛内舆论指出，这是劳工、企
业、民众的“三输”。有工商团体负责人说，“一例一
休”仓促施行，造成物价上扬、民众荷包缩水，也让企
业人事成本增加，更造成社会大众的生活不便。“复杂的
休假与加班费计算方式，让各行各业的涨声不断，让民
众的幸福感降低。”

3日下午，部分台湾劳动团体前往台劳动主管部门表
达不满，指责相关部门考虑不周，要求对于“一例一
休”政策上路后出现许多制度性的争议进行公开说明。
他们抗议说，提高休息日加班费后，企业为了不付高额
加班费，采取换补休、变形工时等方式规避，由于法律
并未规定休息日加班费换补休，劳工被迫接受以1比1换
算，让休息日加班费规定形同虚设。

对于社会不满，台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接受采访时
说，修改“劳基法”的目的是减少劳工工时，但不可能
不付出社会代价，涨价是必然结果，但希望不要带动全
面性物价上涨，当局会密切关注通胀效应。

上述说法引发各方争议。中国国民党4日召开记者会
批评说，面对造成人民痛苦指数不断升高的情况，难道
当局就只有一句“涨价是必然结果”吗？民进党当局完
全没有沟通协调能力，也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吴中书认为，当局推行
“一例一休”应兼顾劳工权益、企业营运，建议给予适当
弹性，考量各行业的差异，以此精神进行调整，才有利
于各界度过转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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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湾媒体报道，由于频频遭受天灾侵袭、经
营权一再转手、大陆游客数量陡降，台湾阿里山森
林铁路营运资金濒临“断炊”。消息传出，人们很
是为这条有着百多年历史的森林铁路的命途担忧。

沿途风景优美陆客最爱

阿里山铁路被称为当今世界三大登山铁路之
一，原是日本殖民台湾期间，为掠夺阿里山森林资
源、运送木材而建，现在主要用作观光客运。这条森
林铁路全长71.4公里，海拔上升跨度从30米到2216
米，沿途可观赏到热带、暖温带、温带三个森林带的
植物种类变化和山脉、溪谷的美丽景观，因而广受中
外游客的喜爱。自2008年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实施以
来，“阿里山小火车”逐渐成为大陆游客的最爱，在旅
游旺季一度出现小火车满载陆客的场面。

与其他陆客一样，记者也十分喜欢这段小火车
的森林之旅。坐在木质的车厢内，复古火车头牵引
着列车慢慢悠悠地前行，穿过郁郁葱葱的森林，满
眼“高山青，涧水蓝”的阿里山风景。尤其是在樱
花季，火车穿越樱花林时的场景更是摄影爱好者们
争相捕捉的美丽瞬间。

不过，这段小火车之旅也给陆客带来过惨痛记
忆。2011年4月27日，阿里山小火车因树木倒塌出
现车厢脱轨翻覆，造成5名大陆游客死亡、百余名
游客受伤的重大意外。

铁路经营权多次转手

尽管这是一条旅游热门线路，但阿里山铁路一
直时运不济，最突出的便是常常遭到天灾侵袭和多
次经营权转手。

1999年，“9·21”大地震造成阿里山车站严重
损毁，眠月线无法通车；2009 年，“莫拉克风灾”
使得阿里山铁路“柔肠寸断”，全线停驶，直到
2010年6月起才有部分线路重新开行。

此外，自2011年4月的翻车事故发生后，原本
由台湾“林务局”管辖的阿里山森林铁路被“行政

院”委由台湾铁路局 （简称台铁） 经营，随后又变
为由“林务局”出资、台铁代管的形式。原计划由

“林务局”以两年半时间“老兵带新兵”协助台铁
实现 2015 年底全线通车、2016 年台铁全面接手。
不料又因台风“杜鹃”侵袭，让全线通车遥遥无
期，移转期也顺延。

日前，台铁、台湾“林务局”虽签约将“协助营运
契约”再延一年，但阿里山森林铁路营运资金却有

“断炊”之虞。“台铁局长”鹿洁身表示，阿里山森林铁
路每年养护及营运成本就要4亿元（新台币，下同），
票箱收入只有 1 亿元，每年亏损 2 到 3 亿元。加上去
年陆客减少，全年搭乘人次从194万下滑到160万人
次，即使从去年5月实现20年来的首度涨价，但仍于
事无补。

未来业务准备移交台铁

面对可能的“断炊”问题，台“行政院长”林

全近日指示台“交通部”、“农委会”拟定永续经营
方案，“行政院秘书长”陈美伶则召集“台铁局
长”鹿洁身、“林务局长”林华庆讨论阿里山森林
铁路后续营运问题。

鹿洁身表示，无论最后由谁接手，阿里山森林
铁路都有其文化价值，绝不会停驶。“台铁局”、

“林务局”将在 2017年 3月各提评估方案，报“行
政院”决定由谁接管。台铁本就有委托第三方评估
阿里山森林铁路可能的经营方式，最后报告今年3
月会出炉。鹿洁身表示，报告将评估如何编列预
算、如何建立补贴机制，财务才能永续经营，还有
阿里山森林铁路转移台铁后，台铁将支付多少有偿
使用费用、人力如何安排及灾损修复成本等，以供
审慎评估由何方接手。

此外，台“林务局副局长”杨宏志近日表示，阿里
山森林铁路的营运资金来源“林务发展及造林基金”
还有 67亿元，现阶段无“断炊”问题，最快 2018年会
将整体业务转移给台铁。

天灾频仍 陆客却步

阿里山小火车濒临“断炊”
本报记者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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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苗栗县近日在上海举行推介会，介绍苗栗的旅游资源和风情民

俗。图为苗栗县吉祥物“猫里喵”亮相推介会。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记者4日从公安部获
悉，日前，在公安部组织指挥下，5名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嫌疑人 （大陆1人、台湾4人） 通过广西友
谊关口岸从越南被押解回国。

2016年 12月，公安机关在梳理案件线索时发
现，有犯罪嫌疑人在越南设立窝点，对我浙江等
地群众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接报相关情况后，公
安部迅速派员率浙江等地公安民警组成的工作组
赴越南开展工作。在我驻越南使馆大力协助下，
工作组积极会同越南警方循线追踪，于近日在越
南海防市捣毁一诈骗窝点，抓获5名犯罪嫌疑人。
经初查，该犯罪团伙冒充我公检法机关，大肆向
浙江、河南、广西等地群众拨打电话实施电信网
络诈骗，初步核实涉及诈骗案件 27起，涉案金额
133万余元人民币。

由于受害人均是大陆群众，且此案是团伙作
案，为便于整案侦办，追缴赃款，依法惩处犯
罪，切实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依据中越两国合
作打击电信诈骗犯罪谅解备忘录，在越南警方协
助下，我方将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带回中国大陆依
法处理，由浙江公安机关负责案件侦办工作。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已经成为社会公
害，广大群众深恶痛绝。公安机关将不断加强国
际执法合作，始终保持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压
严打态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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