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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出軌事故再增4被告
涉嫌「過失致死」罪責 媒體關注是否涉「官商勾結」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及中央

社報道，台灣台鐵「太魯閣號」案，

檢察機關再增台鐵官員、監造廠商聯

合大地職員4名被告。經漏夜偵訊，

新增台鐵工務段及監造設計廠商聯合

大地人員等4名被告，10日凌晨被依

過失致死等罪嫌，分別諭知15萬元

（新台幣，下同）至50萬元交保。外

界關心是否涉及官商勾結，檢察官員

10日表示，已掌握相關事證，因涉及

罪名很多，仍待釐清再作法律評價。

花蓮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周芳怡10日表
示，經指揮廉政署調閱相關資料，搜索7

處、複訊6人，認為2名台鐵官員及2名監造廠商
職員涉嫌過失致死、偽造文書等罪責。

四被告含兩台鐵官員
有台媒詢問「是否朝官商勾結、貪瀆方向偵

辦」，周芳怡指出，已掌握相關事證，因可能涉

及的罪名很多，不同罪名間會有互相競合、法條
適用的問題，仍待釐清後，再做相關法律評價，
目前比較明確的罪嫌是涉犯過失致死、偽造文書
等罪嫌。
新增4名被告涉案事由都是「過失致死」，分
別是監造商聯合大地李姓監造主任以新台幣50萬
元交保、張姓安全衞生管理人員30萬元交保；台
鐵花蓮工務段潘姓主辦工程司30萬元交保、熊姓
施工主任15萬元交保。
台鐵「太魯閣號」事故現場上方進行的「鐵路
行車安全改善六年計劃—北迴線K51+170～500

山側邊坡防護設施工程」，由李義祥等人集資使
用具甲級執照「東新營造」借牌取得標案，聯合
大地工程顧問公司負責委託設計、監造技術。

事故被告人數達10人
「太魯閣號」事故案，連同新增台鐵、聯合大

地廠商4人，加上涉及過失致死罪的李義祥、越
南籍移工「阿好」；涉違政府採購法部分，具保
被告東新營造負責人黃平和、黃文利父子，以及
朝昇土木包工業負責人林長清與專任工程人員逢
聖土木的楊金郎，被告人數達10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近期，蘇貞昌、
游錫頻頻在涉疆、涉港等議題上說三道四，打着
「人權」「民主」等幌子肆意攻擊抹黑大陸，勾連
外部勢力進行謀「獨」挑釁。專家日前受訪指出，
民進黨「台獨」政客罔顧台灣民生福祉，妄圖操弄
兩岸議題轉移焦點，嚴重損害台海和平，是危及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禍害，充分暴露出他們自私自利
的醜陋本質。
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于強表示，民進黨當局聲稱希

望兩岸關係「春暖花開」，但又拒不承認體現一個
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還縱容蘇貞昌、游錫
等人不斷挑釁，暴露了民進黨當局說一套、做一套
的「假緩和，真對抗」面目。
「作為行政機構負責人，蘇貞昌不去思考如何更

好地提供公共服務、改善民生，反而把主要精力用
於操縱『網軍』、在網絡上『帶風向』。台灣缺
電、缺水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水果、蔬菜等農產
品滯銷。面對台灣民眾關於何時才能接種疫苗的疑
問，蘇貞昌回答支支吾吾。這說明民進黨根本沒有
為台灣民眾服務，只把心思放在如何謀求自己的政
治私利。」于強說。

迎合美反給台民眾帶來更多災難
武漢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段磊指出，民進黨當局當

前正面臨「食安疑懼」「缺水乾旱」「苦盼疫苗」
等民生福祉難題，蘇貞昌、游錫頻頻拋出惡意攻
擊大陸的挑釁言論，是煞費苦心轉移島內民意焦
點、誤導社會輿論、欺瞞台灣民眾的政治操弄伎
倆，目的在於借樹立大陸這個「外敵」來掩蓋其對
內施政的種種劣跡。
當前，西方反華勢力不斷借涉疆、涉港議題攻擊

中國大陸，民進黨當局及其政客種種「反中」表演
也極盡「媚外」，勾連外部勢力，意圖以在相關議
題上跟隨叫囂來換取外部勢力對其「拒統」「謀
獨」的支持，游錫甚至妄言「期盼台美關係持續
深化直至建立『邦交』」。
于強指出，當前台海局勢複雜嚴峻的原因是美國

等外部勢力的介入，民進黨當局迎合美國，充當美
國遏制大陸和平發展的「棋子」，結果是給島內民
眾帶來更多負擔甚至災難。美國通過賣「萊豬」、
賣武器不斷從台灣撈取越來越多利益，最終吃虧受
苦的還是台灣民眾。
「蘇貞昌、游錫等人的言論，再次證明『台
獨』分裂勢力及其分裂活動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最大現實威脅，也是兩岸交流合作的最大障礙。他
們的分裂言行才是真正危及兩岸同胞根本福祉、破
壞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禍害。」段磊說，以蘇貞
昌、游錫等為代表的「台獨」分裂分子如仍不知
悔改，執意在挑釁道路上走下去，大陸方面絕不會
坐視不管，必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國家
主權和領土完整，彼時便是清算「台獨」分子之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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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江蘇省昆山市
日前推出50億元（人民幣，下同）台商發展基
金，聚焦台資台企轉型升級和台青創新創業，助
力兩岸產業融合。
在9日舉行的2021昆山金融高質量發展大會
上，中華開發金控副總經理盧彥佐與昆山市台辦
主任何蓉蓉共同發布台商發展基金。該基金總規

模50億元，是昆山首個聚焦台資台企轉型升級和
台青創新創業的投資基金。
盧彥佐介紹，基金主要服務台商，協助台資企

業轉型升級。「目前我們已經展開調研，將選擇
優質台資企業注資，幫助他們更好發展，享受資
本市場紅利。」
2020年，昆山獲批全國金融改革試驗區落地以

來，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推出14項人才貸、科
創貸、投貸聯動等產品，為人才企業解決融資35
億元，跨境資金集中運營、資本項目收入支付便利
化、貨物貿易外匯收支便利化等業務穩步推進。
當天的大會上，昆山共發布包括台商發展基金
在內的6個重量級基金，總規模近300億元。
昆山市委書記吳新明說，該市將通過放大財政

資金撬動效應，招引金融機構立足昆山金改區，
加強金融產品創新，服務兩岸產業合作，推動重
點產業發展。

昆山50億台商發展基金推兩岸產業融合

●聯合大地張姓安全衞生管理人員涉過失致死等
罪嫌，諭知新台幣30萬元交保。 中央社

●聯合大地李姓監造主任新台幣50萬元交保，10
日上午由家屬帶回。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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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作丹手中厚約5厘米的田野考古工
作日誌已經寫滿半本，工整的字

跡詳細記錄了每件出土器物的具體情
況、三維坐標、文保措施以及發掘工作
推進情況、發掘思路等內容。「考古發
掘是不可逆的過程，因此必須要形成完
備的資料，方便未來進一步研究。」24
歲的王作丹看起來仍顯稚嫩，談起工作
卻十分嚴肅認真。

防護服創意塗鴉增添樂趣
參與三星堆新發現6個「祭祀坑」發
掘工作的考古工作者有200多位，其中
超過四分之三是「90後」和碩博士。他
們以厘米為單位小心翼翼地清理「祭祀
坑」每一處填土，既會熟練運用各種
「黑科技」對出土文物進行保護修復，
也會在防護服外畫上創意塗鴉，在古老
的三星堆遺址上展現中國新一代考古人
的實力與朝氣。
「雖然考古研究歷史，但絕不代表這
是一門古老的行業，實際上，它正在朝
氣蓬勃地發展，需要不斷有新的從業者

加入。」從事考古工作是王作丹從小的
夢想，她希望自己能提出新的觀點，
為考古領域的發展貢獻力量。「雖然我
們還很年輕，但我們很努力、很堅定，
每天都在成長。」

「與先民對話 最吸引我」
其實，大部分參與本輪「祭祀坑」發掘

工作的「90後」都已有過田野考古經驗。
1999年出生的四川大學學生陸澤敏負責7
號「祭祀坑」的記錄與6號「祭祀坑」的
發掘工作，此前她已參與過貴州貴安新區
招果洞遺址、雲南劍川海門口遺址發掘。
「每次看到坑內滿滿的器物，就感覺自己
正和古蜀先民對話，這是考古學的魅力之
一，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雖然發掘現場時，考古工作者穿着統

一的白色防護服，但不少「90後」考古
人用寫在後背的「請叫我紅領巾」「精
忠報國」等創意文字給嚴肅的考古現場
帶來青春活潑的氣息。「我背後是『萬
里長城永不倒』，想給緊張的考古工作
增添一些樂趣，同時方便大家辨認。」

出生於1998年的四川大學大四學生楊海
容笑道。

雖枯燥卻「每天有新東西」
楊海容所在的7號「祭祀坑」目前尚
未發掘到器物層。在旁人看來，連續一
個多月每天8小時的填土清理工作可能
稍顯枯燥，但在這位「90後」女孩眼中
卻是「每天有新東西」。「如果你仔細
辨認，每隔幾厘米的泥土都有細微的差
別。」楊海容說，考古並非「為了器物
而發掘」，而是盡可能地還原歷史，她
覺得別有意義。
「『考古年輕化』是必須的，任何行

業都需要不斷有『新鮮血液』注入，才
會一直呈現出勃勃生機。」四川大學考
古文博學院帶隊開展三星堆考古工作的
老師馬永超同樣也是「90後」。在他看
來，新一代考古人在享受科技時代紅
利、緊跟當前社會信息化步伐的同時，
也在堅守老一輩考古學者們留下來的優
秀傳統。「考古絕不是一門死板的學
科，考古現場也能富有青春活力。」

一萬尾中華鱘
10 日從湖北省宜
昌市長江珍稀魚
類 放 流 點 踏 上
「回家」旅程，
十數天以後，這
些 佩 戴 「 身 份
證」的中華鱘將
洄游入海。
當 日 舉 行 的

「2021年長江三峽
中華鱘增殖放流活
動」，由農業農村
部長江流域漁政監
督管理辦公室、宜昌市政府、中國三峽集團主辦。為幫助中華鱘安全「回家」，科
研人員為中華鱘佩戴了聲吶標、PIT標和T型標。當日，有來自2009年和2011年
繁殖的「子二代」中華鱘各8尾，其體長均超過1.5米，重量均超過50公斤，魚齡
均在10歲以上，都是接近性成熟的雄性個體。牠們不僅佩戴了常規的「身份
證」，還首次成批量地打上了衛星標記。該標記可以連續系統地記錄中華鱘海洋生
活環境及近海活動方位，為進一步研究揭示中華鱘海洋生境及其適應性提供可靠數
據，開創了中華鱘野外全生命周期科學調查與研究的新路徑。 ●文/圖：中新社

每當傍晚降臨
，數以千計的

都江堰市民和
遊客來到古城

旁

的仰天窩廣場
，拿起手機與

這座千年古城
的新地標「自

拍熊

貓」雕塑留下
合影。

四川省都江堰
市擁有都江堰

水利工程、青
城山、中國大

熊貓

保護研究中心
都江堰基地、

成都大熊貓繁
育研究基地都

江堰野

放繁育研究中
心等著名景點

，市域範圍內
生活着近70隻

大熊

貓，每年吸引
遊客超過2,00

0萬人次。

而剛剛對遊客
開放不到一周

便有數萬人打
卡的「自拍熊

貓」，

能在眾多景點
中走紅，源於

設計製作團隊
的奇思妙想。

這個蹺腿躺在
草坪上，正拿

着自拍桿自拍
的熊貓雕塑體

型巨

大——長26.5
米、寬11米、

高12米，體重
130噸。雖然

體型被

網友笑稱「X
XXL」，但卻

絲毫不顯笨重
，來自荷蘭的

設計師

弗洛倫泰因．
霍夫曼和製作

團隊用300萬
根漆面不銹鋼

絲組成

了大熊貓的黑
白毛髮，讓雕

塑看上去就像
一隻憨態可掬

的大熊

貓來到了城市
之中。

設計師曾創作「大黃鴨」

據了解，霍夫
曼曾設計了著

名的藝術作品
「大黃鴨」，

在北

京、香港、大
阪等地展出。

他介紹，這隻
熊貓雕塑以2

005年

大熊貓闖入都
江堰鬧市區的

故事為創作靈
感，通過到都

江堰實

地考察，對都
江堰城市規劃

、旅遊資源、
歷史文化進行

充分了

解後，他們選
擇將這件藝術

品

放置於都江堰
仰天窩廣場。

●新華社

清晨，陽光「喚醒」了沉

睡的三星堆遺址，也宣告考

古工作者忙碌一天的開始。

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研二

學生王作丹熟練地穿上防護

服，照例進入 5、6、7號

「祭祀坑」所在的考古工作

艙開始工作。除了配合發掘

清理以外，她還需事無巨

細地記錄每日發掘情況，

以便後期形成完整的發掘記

錄報告。 ●中新社

三星堆90後挑大樑
朝氣蓬勃中國考古

● 4月7日，在四川省都江

堰市仰天窩廣場，一名遊客

使用手機拍攝「自拍熊貓」

雕塑。
新華社

●●參與三星堆新發現參與三星堆新發現66個個「「祭祀坑祭祀坑」」發發
掘工作的考古工作者有掘工作的考古工作者有200200多位多位，，其中其中
超過四分之三是超過四分之三是「「9090後後」」和碩博士和碩博士。。王王
作丹作丹（（左左））在發掘現場工作在發掘現場工作。。 中新社中新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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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熊
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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