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9月16日 星期二 主编 王绍禹 编辑 刘德华 校对 彩华 版式 李晓影

到15日，山西襄汾“9·8”特大尾
矿库溃坝事故已造成254人死亡、34
人受伤、1047人受灾，为今年以来死
亡人数最多的一起安全生产事故。
目前，254名遇难者中已确认身份151
人，遗体的鉴定和认领正在进行中。
连日来，新华社记者在事故现场遇到
许多官员、搜救人员以及遇难者家
属。提起这场惨剧，他们说得最多的
一句话就是：“不是天灾，这是人祸！”

目前，襄汾县给予县安监局局长
张新如等数人撤职处分。襄汾县委书
记亢海银、县长李学俊被停职检查。

顶了10多年的“悬湖”垮了

14日中午，30岁的云合村村民李登峰在农
田的新坟前送别了妻子赵冬香。8日早上，赵冬
香对丈夫说，想到市场买些菜和肉，预备八月十
五过节。听说垮坝了，正在附近山上打工的李登
峰，立即往现场疯跑。等到了跟前，只见淤泥已
经吞没房子、树木、车辆……哪有妻子的影子。

8日早上7时50分左右，违法生产的山西襄汾
县新塔矿业公司尾矿库突然溃坝。约20万立方米
混杂着矿渣的泥水从100多米的半山腰狂泻而下，
顷刻间吞没了1.5公里长、数百米宽的地带，其中包
括新塔矿业公司办公楼、部分民居和一个乡村集市。

“顶了10多年的‘悬湖’，还是垮了……”一
位幸存者喃喃自语。

连普通村民都能看出来的危险

事故调查组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表明，这
起特别重大责任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新塔矿业公
司长期违法生产、尾矿库超储导致溃坝。

“只讲生产、不讲安全，只讲效益、不讲安
全，只讲赚钱、不讲安全。”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局
长王君用了 24个字形容这家铁矿企业。他同
时指出，监管部门对企业的违法生产行为没有
严厉打击，最终酿成大祸。

发生事故的新塔矿区980平硐尾矿库建于
上世纪80年代，1992年停止使用。2005年新塔
矿业公司通过拍卖购买了铁矿产权。据调查，该
公司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前年被山西省安监局吊销，
采矿许可证于去年8月到期，但直到发生事故，也
没有停产。矿方本应修建新尾矿库，却擅自在旧库
上挖库排尾，选矿挑出来的泥沙和矿洞里的水都汇
集于此，终至溃坝。当地安全生产监管软弱乏力，而
民间声音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当地人说，这座尾
矿库的安全隐患，连一个普通村民都能看得出来。

建立安全防控体系是当务之急

11日，王君在事故现场会上说，襄汾特大尾
矿库溃坝事故暴露出当前尾矿库安全工作存在着

政府监督管理不到位、企业违法违规生产、隐患排
查治理不认真、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不实的问题。

山西省多位安全生产专家在受访时表示，
对官员的问责是必要的，但安全生产是人命关天
的大事，事前预防比事后问责更为重要，建立安
全防控体系是当务之急。山西省安监局局长张
根虎说，山西省至今仍有550多座尾矿库，今后的
工作重点将是严把安全准入关，避免重复建设。

还有专家认为，一些地方以GDP为政绩导
向，某些地方官员愿意“亲商”而不愿“亲民”：自
下而上的呼声引不起重视，自上而下的监督也
就自然失之乏力。而且在一起起事故的责任人
受到处理后，总有官员宁愿失职后接受责任追
究，也不愿得罪违法企业，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
态。其原因就在于：事后受追究的损失远比严
格执法得罪企业的要小，所谓两害相权取其
轻。因此，彻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作为”、

“乱作为”等职务犯罪，必须作为建立安全防控
体系的基础性工作。 本版文图均据新华社

99月月1212日，一名搜救人员从一栋被泥石流冲毁的楼房前走过。日，一名搜救人员从一栋被泥石流冲毁的楼房前走过。

溃坝事故遇难者已达254人，为今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安全生产事故

连村民都能看出的隐患，为何酿大祸
王君说责任企业“只讲生产、不讲安全，只讲效益、不讲安全，只讲赚钱、不讲安全”

根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初步调查，这是一起特别重大责任事故，在社会上造成了特别恶劣的
影响。

鉴于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同志、副省长张建民同志对上述事故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国务院关于
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同意接受孟学农同志
引咎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同意免去张建民同志的山西省副省长职务。对此次事故涉及的其
他责任人员，由山西省委、省政府提出处理意见；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国务
院事故调查组正在对事故作进一步深入调查，彻底查清违法行为，依法认定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9月14日，山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孟学农辞
去山西省省长职务请求的决定，任命王君为山西省副省长、代理省长职务。此前，王君任国家安
监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王君出任山西省代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