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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務工變井下冤魂慘劇要避免 陳偉業要為慘劇道歉
大前天在中環天橋為救人墮下殉職的

中區警署警長劉志堅，其生前同僚及家人
前天在出事現場舉行 「路祭」 ，百多名
「男子漢」 排隊致哀，灑下 「英雄淚」 ，

情景令人心傷。
而據傳媒報道，肇禍的運雞車司機表

示，出事後一直未能闔眼睡上一覺，內心
十分痛苦和不安。事已至此，無人會深究
司機個人到底要負上多大責任，而且有關
問題並不僅僅是良心不安，而是一個法律
責任，司機本人已被警方以 「滋擾公眾安
全」 罪拘控，日後到底有無刑責，要看法
庭定奪。

但事件中令更多市民感到憤慨的，並
不是這個運雞車司機，而是那個一直在旁
邊 「煽風點火」 的陳偉業。

別的不說，就在上月中，司機曾經爬
上汀九橋，攀上橋躉要死要活，翌日報章
登出的，赫然是立法會議員陳偉業與司機
在橋上 「攬頭攬頸」 的合照，彷彿幹了什
麼成功和值得高興的大事一樣風頭十足。

如此試問一個文化程度不高、性情又
比較衝動的雞車司機，在陳偉業之流 「尊

貴議員」 如此 「捧場」 之下，又怎能不進
一步失控，以致事隔不幾天又再幹出爬上
中環天橋頂之事？

事發後，陳偉業 「誓神劈願」 ，說不
是他叫司機爬上天橋頂去的；當然，可能
陳偉業的確沒有說過 「你爬上天橋頂啦」
這句話，但長期以來，這名司機多次找他
投訴、求助，他不是按照立法會已經通過
的賠償辦法向司機解釋，不是開解司機的
浮躁情緒，反而大罵特區政府、大罵什麼
「狗官」 ，進一步刺激司機的情緒更加激

動；到汀九橋一役，不是大力勸止、制止
這種危險行徑，反而現場 「打氣」 ，並繼
續大罵政府、大罵周一嶽，如此所作所為
，和叫司機 「爬上天橋頂」 有什麼分別？

「我不殺伯仁、伯仁為我而死」 ，對
司機爬上天橋頂的危險動作，堵塞全港上
班時間交通的惡行，對劉志堅警長急於解
決事件爬上天橋勸止而失足墮下的慘劇，
「始作俑者」 的陳偉業，沒有說過一句不

安、一句道歉的話，這對得住良心、對得
住市民嗎？陳偉業必
須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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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凌晨時分，全港滂沱大雨，一名
渠務工人在荃灣地段進入 「沙井」 工作，
檢查地下去水道有無淤塞，不料被大水沖
走，溺斃渠內。

慘劇發生後，其家人固然傷心欲絕，
同業工人及市民大眾亦感到難過和不安。
事實是每當黑夜暴雨發生，市民都會盡快
返回家中或其他安全地方暫避，但對渠務
工人來說，這時正是他們繁忙出動的時刻
，特別是一些水浸 「黑點」 及低窪地帶，
工人要冒雨下井視察，檢查渠道有無淤塞
，如有險情，就要立時排除，以免造成路
面水浸及交通堵塞。翌日市民上班上學，
慶幸大雨未有造成水浸塞車，卻不知道是
一群渠務工人在黑夜暴雨下進入環境惡劣
的井下操作，才能確保這些地下 「血管」
保持暢通，城市交通不致癱瘓。

昨日在荃灣健全街出事的渠務工人馮
祥有，已經年逾六十，但為家計仍要從事這
一危險工作，結果不幸出事，溺死渠下。而
其家人傷心之餘，對出事原因作出質疑。
就有關出事原因，包括有無人為疏失，一切
須待渠務署及勞工部門進行調查後才能確

定，但從現場情況看來，有關人員如果能
夠有更充分的安全意識，能夠作出更周全
的防範措施，慘劇或許有可能可以避免。

事件的關鍵應該是昨日凌晨一時四十
五分至二時許之間。當時，死者與另外四
名工友奉命一起到現場開工，死者身繫安
全索及配備攝影機負責下井檢查，四名工
友在上邊負責拉住安全索。據工友憶述，
當時雨勢並不是很大，但馮下去後不久，
雨勢突然增大，渠道內的水流也變得十分
急激，上邊的工友死命想把安全索拉住，
但最終還是敵不過急流，馮祥有安全索脫
落、人也被沖走，其後消防隊趕至救起，
已返魂乏術。

出事後不久，二時五十分，天文台掛
出黃色暴雨警告。這中間顯示暴雨的到來
和警示的發出在時間上有一段差距，但這
一差距可能有其一定的過程和評估準則，
不能輕率歸咎為黃色暴雨警告掛遲了；但
是，如果當時有關渠務工作的承包商及現
場負責人能夠有更足夠的危機意識，現場
環境為一斜坡路
，一旦雨勢增

大，高處的水勢隨時會洶湧而下，那時井
下工人的安全就等於生死一線間，因此應
該作出不宜下井的決定，等候天明或雨勢
停止後再行操作。

而據業界工會指出，有關渠務工作守
則明文規定，暴雨天氣下不應該派工人下
井工作，以防雨勢突然增大而發生危險。
不想慘劇果然在這種情形下發生。

有關事件，是否有人需要負責，仍有
待調查結果公布；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
就是本港的渠務工作在安全意識上確有進
一步加強的必要；渠務工作不僅辛苦勞累
，而且充滿危險， 「沙井」 之下有急流、
還可能有沼氣，過去渠務工人下井中沼氣
毒的意外事故已一再發生。

本港作為一個現代化都會級城市，又
是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旅遊之都，
在基本城市建設和管理方面必須要有較強
的安全意識，特別是渠務工作應進一步加
強科技探測設備和操作，盡量避免置工人
於險地。對不幸在工作中遇事的渠務工人
馮祥有，希望有關承判商及渠務署、勞工
處給予應有的賠償與協助。

鄧小平用政治智慧穩大局鄧小平用政治智慧穩大局
《黨史細節》摘編之十二

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中共工作重心由以階級鬥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
使中國由封閉和半封閉轉向全方位的開放，由固守成規到各方面推進改革，堪稱 「中共歷
史上的偉大轉折」 。而在這一重大歷史關頭，鄧小平以其在黨內外的巨大威望和高超的政
治智慧，順應黨心民心，發揮了掌舵作用：在有人對毛澤東看法不一的時候，他堅持高舉
毛澤東思想旗幟；在有人對黨內犯錯誤的同志揪着不放的時候，他提出要團結一致向前看。

親睹偉人舊物親睹偉人舊物 感受革命精神感受革命精神

中外記者走進延安中外記者走進延安

● 「安定團結是大局，我們處理任何問題，都要
從大局着眼，小局服從大局，小道理服從大道理」

（1978年）11月25日全體會議後，鄧小平代表中
共中央講話時指出：現在有的人提出一些歷史問題，有
些歷史問題要解決，不解決就會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
輕裝前進。有些歷史遺留問題，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不
能勉強去解決。有些事件我們這一代人解決不了的，讓
下一代人去解決，時間越遠越看得清楚，有些問題一下
子不容易講清楚，硬要去扯，分散黨和人民的注意力，
不符合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現在報上討論真理標準問
題，討論得很好，思想很活潑，不能說那些文章是對着
毛主席的，那樣人家就不好講話了。

鄧小平又說，現在中央的路線，就是安定團結，穩
定局勢，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上也十分注意我們國
內局勢是不是能夠保持穩定。引進新技術，利用外資，
你穩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安定團結是實現四個
現代化的必要政治條件，不能破壞安定團結的局面。這
是中央的戰略部署，這是大局。我們處理任何問題，都
要從大局着眼，小局服從大局，小道理服從大道理。要
引導群眾向前看。（摘自《黨史細節》P292-P293）

●鄧小平認為，在中央人事問題上任何人都不能
下，只能上， 「和稀泥」 是正確的

（1978年）12月1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
召集部分大軍區司令員和省委第一書記打招呼。打招呼

會議上主要由鄧小平講話，他的講話有這樣幾層意思。
（一）歷史問題只能搞粗，不能搞細。一搞細就要

延長時間，這就不利。算我一個請求，要以大局為重，
道理在你們，在群眾。外國人對其他事沒興趣，主要看
中國安定不安定。我是有意識地和稀泥，只有 「和稀泥
」是正確的。

（二）對中央的人事問題，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
上。對那幾個同志要批評，但不能動，實際上不止他們
幾個。現有的中央委員，有的可以不履行職權，不參加
會議活動，但不除名，不要給人印象是權力鬥爭。對那
些大家有意見的人，過關算了。檢討沒有全過關的，我
們過去也沒有過關嘛。

（三）關於上的問題，至少加三個政治局委員。太
多，也不恰當，不容易擺平。加上幾個什麼人呢？陳雲
，兼紀委書記；鄧大姐、胡耀邦。夠格的人有的是，如
王鬍子（指王震）也夠格。兩個方案，一個是三個人，
一個是四個人。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不能選中央委員
，想開個例，補選一點，數目也不能太多。有幾個第一
書記還不是中央委員，如習仲勳、王任重、周惠，還有
宋任窮、韓光、胡喬木、陳再道。將來追認就是了。

（四）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是正確的，但後來擴
大化了。對 「文化大革命」問題，現在也要迴避，不能
追。清華大學幾個青年貼大字報說： 「反周民必反，反
毛國必亂。」這個話水平很高。（摘自《黨史細節》

P296-P297）
●鄧小平說 「文化大革命」 有一功，這一功就是

它提供了歷史的鏡子，促使我們覺醒
「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表明，抓革命不能促生產，

搞運動不能搞建設，這個歷史教訓使黨和人民對社會主
義的認識從空洞的理論恢復到了生活常識，對 「以階級
鬥爭為綱」的口號不再盲從，轉而要求發展經濟，改善
自身生活，為實現歷史轉折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心理基礎
。針對以階級鬥爭為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把發展
經濟作為中心；針對過去墨守成規和封閉，全會提出要
實行改革開放。鄧小平說， 「文化大革命」有一功。這
一功就是它提供了歷史的鏡子，促使我們覺醒，促使我
們在更深的層次上了解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
主義。恩格斯曾說，偉大的民族，是經得起任何危機的
。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

償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的偉大歷史轉折，可以說是
「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補償。（摘自《黨史細節》

P304-P305）
●對毛澤東的評價，鄧小平說永遠不能像對斯大

林評價那樣三七開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針對會議上有人對毛澤東的評

價過於激進，鄧小平在11月27日晚上給召集人打招呼
說： 「毛主席的偉大功勳是不可磨滅的。沒有毛主席，
就沒有新中國。毛主席的偉大，怎麼說也不過分，不是
拿語言可以形容得出來的。毛主席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
，我們不能要求偉大領袖、偉大人物、思想家沒有缺點
錯誤，那樣要求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毛主席講馬克思
、列寧寫文章就經常自己修改嘛。對毛主席的缺點錯誤
，這個問題是不能迴避的，在黨內還是講一講好。外國
人問我，對毛主席的評價，可不可以像對斯大林評價那
樣三七開？我肯定地回答，不能這
樣講。黨中央、中國人民永遠不
會幹赫魯曉夫那樣的事。」現在
看，當時如果不這樣處理問題，
而是遷就一部分群眾和同志的情
緒，跟着感覺走，什麼事都要追
究個人的責任甚至全盤否定毛澤
東，就不可能有安定團結的局
面，不可能實現工作重點的轉
移，也不可能有後來30年的飛
速發展。（摘自《黨史細節》
P307）

（經人民出版社和《黨
史細節》作者羅平漢授權刊
登。本次摘編至今日結束）

【本報記者楊斌長
沙十七日電】百萬餘冊不同時代的
毛澤東著作、1944 年出版的《毛澤東選
集》、中共第一枚黨章……藏身長沙暮雲鎮山莊的
「長沙伯瑜萬福源博物館」，28年間共收藏了150萬

餘件紅色文物，被譽為「中國民間紅色收藏第一館」。
館長傅伯瑜介紹，經過 28 年的努力，他幾乎收

齊了與毛澤東有關的紀念品，有些收藏甚至成為文史
部門出版《毛澤東文件著作名錄》的重要補充。他說
，很多人知道毛澤東寫過致林彪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的信件，卻不知道 1940 年 1 月 29 日，毛澤東還
寫過一篇 「駁斥某軍區長官部造謠」的信件，批評部
分部隊中出現的抗戰畏敵、消極抵抗的狀況。因館藏
文史資料翔實，還吸引了中央黨校黨史館前來調閱。

1944年版《毛選》成鎮館之寶
在博物館 「敬奉堂」展廳兩邊，各懸掛着巨幅的

毛澤東像繡品，其中最大的一幅有4米多高、2米多
寬。一面牆上貼着長約3米、寬約1米的紅色絨布，
上面別滿了大大小小的毛澤東像章，約有萬枚之多。

在 「敬奉堂」北側三間房內，擺滿了大大小小的
毛主席銅像，南側三間房內，則分別展示着毛主席用
過的電話、理髮用過的剪刀、長征時用過的馬鞭……
在一間房子的外牆上，懸掛着放大裝裱的毛岸青親筆
書寫的 「毛主席著作版本珍藏館」字樣。

據傅伯瑜介紹，他收藏的毛澤東經典著作，有
26個國家的不同版本，還有6個少數民族文字及盲文
版本。其中 1944 年 5 月由晉察冀日報社編輯出版的
第一版《毛澤東選集》，由鄧拓擔任主編，以鍋底當
油墨，稻草、穀稈為原料土法製紙印製而成，是該館
的鎮館之寶。當時共印刷了十本，傅伯瑜收藏的是現
存的孤本。值得一提的是，國內資料鮮有記載而傅伯
瑜館中收藏的1950-1956年出版的日語版毛選，不僅
是初版，還被日本圖書館協會選為日本中小學生的選
讀課本，對研究毛選傳播和中日政治、文化交流具有
特別的見證意義。

作為紅色藏館，傅伯瑜還有一件特別藏品──中
共首枚黨章。一塊看似普通的懷表，打開來，一枚設
計精巧的印章就露了出來，雖然已殘缺一角，但黨徽
依然完整無缺。傅伯瑜說，中央黨校黨史館曾派人前
來鑒定，確認此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枚黨章。

▲1974年毛澤東與鄧小平在北京 資料圖片

▲毛澤東1936年2月寫出《沁園春．雪》的小炕桌引起中外記者聚焦
中新社

延安曾是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指揮中樞。從1935 年到1948 年，毛澤東
等中共領導人在這裡領導和指揮了中國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

下午3時許，記者們來到延安革命紀念館。始建於1950年的紀念館如今已
經修葺一新， 「延安革命紀念館」七個鎏金大字和鐮刀、錘頭組成的中國共產
黨黨徽在近兩層樓高的拱形大門上顯得格外醒目。在導遊講解的同時，有的記
者用攝像機鏡頭對準了來往的遊客，有的則開始做筆記。

小炕桌寫下不朽名篇
在參觀完中共中央在陝北13年活動示意圖和一些從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與發展時期遺留下來的展品後，日本《東京新聞》的記者渡部圭把鏡頭對準了
毛澤東曾經用過的一張小炕桌。

同這名日本記者一樣，許多記者對這個小炕桌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1936
年2月初紅軍東征前夕，正是在這張小炕桌上，毛澤東寫下了著名詞作《沁園
春．雪》。 「這是著名戰地記者埃德加．斯諾當時為毛主席拍攝的，也是毛主
席最喜歡的照片之一。」導遊邊說邊向緩緩前行的記者們示意。

一名手拿 「長槍短炮」的中國攝影記者則對賀龍的武器情有獨鍾。在一個
陳列有賀龍在擔任八路軍120師師長時用過的手槍和照相機的玻璃展櫃旁，這
名記者用不同的相機拍了十幾幅照片。

南泥灣留下精神財富
「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裡，陝甘寧邊區軍民開展

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屯墾在南泥灣的八路軍第三五九旅，不僅創造了大
量的物質財富，而且創造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導遊如此解說南泥灣精神。

在仔細聽導遊講解的同時，記者們還通過場景復原和多媒體演示等現代手
段了解延安人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和上世紀30年代延安舊貌。

隨後，記者們還前往擔任培養中共領導幹部的延安幹部學院參觀，並與學
院領導進行了互動。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16
日邀請包括大公報在內的近30家中外媒體的記者走進革命聖地延
安。隨記者前往延安的中央外宣辦一局副局長華清表示，延安的採
訪活動將為中外媒體深入了解革命老區經濟社會發展和中國的幹
部培養體系提供寶貴契機。 【本報綜合新華社延安十七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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