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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庆东告诉记者，出于一个
偶然的机会，他跟顺德的一位朋
友何先生说起了这次事故，碰巧
这位何先生就是出事地点蛇头
湾附近村子的人。

近日，在何先生的陪同下，
石庆东来到了当年出事的河
段。经过几十年的变迁，这里已
经完全不是当年的面貌了，当年
有着大片甘蔗田的河滩，现在已
经矗立起一栋栋的厂房。在江
面上，一座航标灯塔引人注目。

何先生告诉石庆东，灯塔所
在的地方，就是当年发生沉船事
故的所在。那里水深有十六七
米，而且是两江交汇的地方，河
面窄、水流急，沉船事件发生后，
为了航行安全，航道部门就建起
了这座航标灯塔。

自从发生事故后，每年的 8
月4日前后，都有很多死者亲友
来到这里祭奠。上世纪八十年
代，当地村民自筹资金建起了

“8·4海难”纪念亭。
46年过去，“8·4海难”留在

幸存者记忆里的伤痛并未被时间
冲淡。石庆东说，这场事故给自
己留下刻骨铭心的伤痛，侥幸逃

出生天的他更感到生命的可贵。
当时沉船如此之快，除相撞

后驾驶员操作不当外，还有一个
致命因素：当年出于节省钢材、
快速建造等原因，一些船只在建
造上用水泥取代钢壳，被拦腰重
创的红星 240 轮便是钢筋水泥
船壳，性能大幅下降。

事故发生后，广东省司法机
关对“8·4海难”主要肇事者——
红星245号客轮的驾驶员判处了
交通肇事过失罪的最高刑期——
七年有期徒刑，珠江航运公司以
及船队的相关责任人也都受到相
应处分；航运部门其后将所有的
水泥船壳客轮全部勒令退役，拆
除了所有封死客船舷窗的钢管，
并进行了全行业的安全检查和整
顿……

2005 年，随着各种交通方
式逐渐便利，最后一班红星轮在
完成旅途后结束运营，内河长途
客运也成为历史。

不幸者长眠江中，幸存者在
时代浪潮的推动下走向不同的人
生方向。但“8·4海难”幸存者这
一身份联结起他们，使他们偶尔相
聚在一起，共同纪念人生那一劫。

“我们算是‘大难不死’。”
在聚会上，幸存者蒙玉英谈着
事发时的情况，长吁了一口
气。

据蒙玉英回忆，当年她才
30岁，是高要县人民医院的护
士，而她在沉船中拼死救出来
的三岁儿子李志端，是这次海
难幸存者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因为家里有急事，3日，
我拿着8月4日从广州回肇庆
的船票，打算去码头碰运气。”
蒙玉英说，当时可能验票员看
见她带着孩子，便给他上船。
因为船上满座，且自己是次日
的船票，蒙玉英便被安排在三
等舱的走道上。就这样，蒙玉
英和儿子登上了红星 240 客
轮。

凌晨，为避让无灯农艇，
红星 245 轮打满舵改变方向，
不料与红星 240 轮相撞，5 分
钟左右两轮相继沉没。当时，
蒙玉英的儿子正睡得香甜。
突然，船体猛地一震，撞船
了！蒙玉英叫醒儿子，让他穿
鞋，准备爬出窗口。“当时楼梯
口很多人。”蒙玉英说，她一手
拖起儿子，一手挽起行李袋，
刚钻出窗口，行李袋便跌入水
中了。

蒙玉英跟孩子一起跌入
水中，当她浮出头时，船已经
沉下去。她一手托起儿子，一
手在水中扑腾，努力挣扎。此
时，江面已经乱作一团，沿途

经过的船只看见有船遇险，扔
下了木头、救生圈等东西，也
在尝试施救。“我幸运地看到
一根五米多长的木头，抱着木
头，我们最后获救了。”

石庆东告诉记者，事故发
生后，从广州赶来的相关工作
人员安顿了幸存者，他们让返
程 肇 庆 和 广 州 的 人 各 站 一
边。“当时我们回肇庆这边的
大概有 40 多人，其中有位年
轻妇女带着个三四岁的小孩，
孩子是这次事故幸存者中年
龄最小的一个。”石庆东所说
的 这 位 年 轻 妈 妈 就 是 蒙 玉
英。在水中，她拼死托着孩子
游上了岸，大家都很佩服这位
了不起的妈妈。

“深夜撞船，需要专业的
救援手段。”幸存者苏炳强受
访时说，当时他作为珠江航运
公司的一名船员，刚结束培
训，也踏上了红星 240轮返程
肇庆。在撞船后，他便从船上
跳了下来，游上了岸，一同下
船的还有他的同学许国钊。

“我们下船后，整个江面
都是油，周围还是大片的甘蔗
林，夜幕下视线极差。我跟许
国钊便马上在岸边点上火堆，
指挥江面的人往火堆的方向
游。”

苏炳强说，事故发生后，航
运公司组织召开了安全会议及
各类培训。但事发现场的状
况，他实在不敢再去回忆。

在容桂水道蛇头湾河段龙
冲口与石坎之间，当年的事故发
生地建起了一座纪念亭。当地
管理人员龚叙林和她的丈夫周
进开都曾参与了事故救援。

龚叙林回忆称，当年她的丈
夫曾经是辖区生产队八队的队
长，在听到撞船声音后，她丈夫
周进开便冲了出来，赶紧到河边
察看情况。意识到情况较为紧
急，周进开通知了生产队的大喇
叭广播，自己也拿着7米多长的
竹竿到现场救人。

“当时他是管闸的，也没有船
在边上，就伸着竹竿到水面，让逃
出来的人抓住竹竿游上岸。”与此
同时，当地农民很快敲响了铜锣，
许多村民、民兵都赶到江边划着
舢板出江救人。乡村里的赤脚医
生则留在江滩上，给打捞上来的

落水者做人工呼吸。一艘从江门
开来的客轮也临时停下来打开探
照灯协助救援。

现年 74岁的梁淑芝也参加
了救援，当时她正怀有5个月的
身孕。根据当时村大队的安排，
她负责担水和煮饭。“我前后在
村头负责煮饭。最开始，村民们
拿出自己家里的鱼和米，煮粥给
幸存的人吃，当地的供销社也将
仓库里面储备的米面罐头饼干
等送到救援一线。”

根据石庆东搜集到的资料
显示，在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
也迅速将事故上报，省革委会立
马成立了“广东省8·4海事办公
室”统一指挥、协调救援和善后
工作。由于政府及时采取了快
速的善后处理和灵活的安置政
策，整个善后处理得有条不紊。

“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我们两艘船的命运绑在一起，也让我们
更敬畏生命。”今年8月，石庆东组织了“8·4海难”肇庆幸存者聚会，
回顾往事，缅怀逝者。

1975年8月4日凌晨，珠江容桂水道蛇头湾一带，两艘同属珠江
内河运输公司的红星号客轮正相向而行。突然，从肇庆开往广州的红
星245号钢质客轮猛地撞向红星240号客轮……短短6分钟内，两艘
客轮上的800多名乘客随着船身沉入江中。事后，虽经紧急抢救，仍
有432人罹难，酿成新中国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水上运输事故。

在当年的事发地蛇头湾，江面平静，一艘艘货船进进出出。临江
一侧，这场灾难的纪念亭静默屹立……

坚强母亲带着儿子逃生

做好幸存者救援安置

我们从中吸取什么教训

逝者已矣思念长存
锥心之痛永以为鉴

46年前，发生在珠江容桂水道的一次撞船事故
夺走了432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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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位于珠江新城核心
商务区的广州市妇儿中心医
院（珠江新城）停车场，代表
们亲身体验了“排队”的压
力。

据介绍，妇儿中心（珠江
新城）正常就诊量为6000到
8000，停车需求预计在2500
到 3000 车次左右。车位供
不应求，排队拥堵较为严重。

为缓解停车难的问题，
医院用了很多办法，包括将
增建机械车架 125 个；将医
务人员车辆大部分外移到院
外停放，345 个车位全部为
就诊车辆开放；实行挂号预
约车位分流停车等，但由于
院内院外停车场收费差距大
等原因，目前效果尚不显著。

检查中，代表们也发现，
中心城区学校、医院、住宅小
区、网红打卡点具有刚性停
车需求，停车位供给不足，排
队停车，占用道路造成交通
拥堵。尤其是医院停车价格
低，造成周边车辆倒流，部分
医院“自用车位”较多，对就
诊停车形成挤压。

这种价格差形成的“倒
灌”不仅存在于医院停车
场，也存在于图书馆等公益
性场所的停车场，大家都来

“占便宜”就造成了“一位难
求”、排队入场甚至堵塞交
通等现象。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有
代表建议，一是调整医院收
费政策，实行非就诊车辆价
格收费与市场接轨甚至略高
于市场价格，减少非就诊者
车辆占用医院停车位；二是
采用阶梯式收费方式，引导
提高停车位流转效率。

文/羊城晚报记者 张璐瑶 图/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老城区停车难、路边泊位供不应求、医院等重点场所车位供给
不足……在广州，停车这件“小事”，却难倒了不少市民。

8月11日，记者随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一行到越秀、
天河、海珠等地，对广州市实施《广州市停车场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开展执法检查。

据了解，截至2020年底，广州市共有小汽车划线泊位约
293.2万个，与小汽车保有量（280.7万辆）比值为1：1.04，基
本形成了以配建停车场为主、公共停车场为辅、路内停车位
为补充的停车泊位供给体系。到2025年，广州拟建公共停
车场112个、泊位约3.28万个。

“停车问题是民生问题。”针对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周建军建议各相关部门列出工
作清单、问题清单，更人性化、精细化、
科学化地为群众办实事。

走进越秀区华乐街道
华侨新村，只见不宽的道路
分成了两半：一边停满了车
辆，一边供车辆单向通行。

越秀区副区长陈伶俐
告诉记者，华侨新村有近
1500 户住户，原先片区内
划设有城市道路泊位约350
个。根据条例“双向通行宽
度不足八米或者单向通行
宽度不足六米的路段不得
设置停车泊位”的标准，社
区居民提出片区内原先划
设的城市道路泊位绝大部
分都不符合泊位要求，目
前，相关路段仅保留符合路
宽要求的爱国路约 10个道
路泊位，泊位大幅减少。

居民有停车需求，也有
顺畅出行的需求，怎么平
衡？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委
员陈宁认为，路内划停车泊

位，一定要在保证交通顺
畅、消防通道通畅的前提下
来划定。“不仅要考虑停车
需求，也要保障交通畅顺、
消防安全。”

陈伶俐介绍，目前，华
侨新村正在探索通过改建学
校操场地下空间、建设公共
停车场、建设立体化停车楼
等方案来缓解区域内停车难
题，得到了居民们的支持。

同时，广州市交通运输
局还通过大数据手段开展
城市道路泊位智能管理，并
推出“广州泊车”微信公众
号和支付宝生活号，实行

“先停车、后付费”，为广大
车主停车提供便利。

在越秀区较场东路，代
表们实地调研了解到，这个
路段被纳入“高位视频”泊
位路段，可实现城市道路停
车数据动态更新、实时共享

等功能，每个停车牌下都有
一个二维码，可先停车后扫
码付费。大数据与路内停
车位的结合，缓解了附近居
民的停车困难。

“广州泊车”平台目前已
接入泊位信息72万个，可实
时显示“有无空位”“可否预
约”“收费标准”等信息，有效
改善因停车信息不对称带来
的“一位难求”现象，提高现
有停车资源利用率，目前已
有近50万用户注册使用。

周建军建议，要加快部
门间数据共享，用科技手段
解决停车场建设和停车难
问题。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委员周慧建议，建成统一的
停车信息管理数据库，各部
门按需求共享停车管理数
据，数据脱敏后可与智慧停
车企业共享，把数据真正利
用起来。

到2025
年 老城区停车难、路边泊位供不应求……

停车这件“小事”，广州怎么解决？

广州市停车位供给情
况如何？广州市政府办公
厅副秘书长吴扬介绍，“十
三五”期间，全市共新增约
112.4 万个配建停车泊位，
高于小汽车保有量 70.5 万
辆 的 增 长 规 模 。 2020 年
底，广州市共有小汽车划线
泊位约 293.2 万个，与小汽
车保有量（280.7 万辆）比值
为1：1.04。

从数据上看，这一比值
在国内超大城市中处于较
好水平，为什么还会出现停
车难？

“历史上老城区长期存
在配建车位不足问题，多年
来新建项目配建车位增长
主要分布在外围区域，从地
段来说，结构性供需失衡矛
盾 在 较 长 时 间 内 无 法 化
解。”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副
局长周鹤龙列出了一组数

据：小汽车增长提速明显，
从 2016 年的 6.1 万辆增至
2020 年的 18.2 万辆；而配
建 车 位 则 增 长 趋 缓 ，从
2016 年的 20.5 万个下降为
2020年的15.4万个。

为什么会存在供需失
衡？周鹤龙指出，配建的停
车场大部分位于外围区域，
车辆增加大部分位于中心
区域，同时与房地产等其他
商业开发项目比较，停车场
建设项目普遍存在投资回
收期偏长、回报率偏低。社
会力量建设停车场积极性
不高。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广州市人大代表刘善巧建
议，对投资停车场的经营主
体给予政策、税收等优惠。

“如果纯从市场角度让社会
资本投资停车场，这是个亏
本买卖，没人会做。政府应

该进行调研，看是通过资金
补贴还是税收优惠的方式，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进来。”

广州市人大代表朱前鸿
建议，在市区推广停车楼或
远距离停车场，用摆渡车接
驳+远距离停车的方式缓解
市民停车需求和交通压力。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透露，下一步，广州将
重点保障住宅等基本出行
车位，并对医院、学校、政务
中心等停车需求较为突出
的重点区域、重点路段、重
点设施提高资源支持。

目前，广州市已完成
《停车场专项规划》的编制，
优先选取拆迁量较小、实施
条件较好的社会停车场库
用地纳入 2020 年-2025 年
期间公共停车场规划方案，
拟建公共停车场 112个、泊
位约3.28万个。

拟建公共停车场112个
提供泊位约3.28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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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部分“8·4 海难”幸存者在肇庆相聚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摄

广州海珠区滨江街道的内街内巷停车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