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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土房管局长的权力有多大？

———透视广州市国土房管局长李俊夫涉嫌违纪的背后

７

月
４

日晚， 广州市纪委官方微博发布消
息，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党委
书记李俊夫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李俊夫涉嫌违纪接受调查， 再次暴露出
土地交易监督制度的漏洞。 广东不少政商人
士表示，对李俊夫出事并不感意外。一位房地
产开发商直言：“李俊夫一人肩挑多职， 是广
州的财神爷，管着土地收储、保障房分配、土
地出让、房地产调控等要职，权力太大了。”

掌管广州土地、房管、住房保障全
流程

李俊夫在国土部门浸淫多年，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结束援建汶川后， 即被任命为广州市国土房
管局局长、 党委书记兼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公
室主任的市管正厅级干部。不久，又身兼广州
市人民政府征用土地办公室、 广州市土地开
发中心主任两个要职。

“广州机构改革合并了国土局和房管局
两大系统，加上土地开发办、住房保障办、征
用土地办， 李作为一个厅级干部身兼数个厅

级领导职务，掌管了全国第三大市的土地、房
管、住房保障全流程。”一些业内人士说。

“土地交易从征地到招拍挂，本来有一套
严密的制度流程。例如，土地在招拍挂之前须
找评估机构进行市场评估。 但如果评估机构
由土地开发中心来找， 而中心主任又是同一
人，那么就会令制度形同虚设。”一业内人士
说。

一段时间以来， 围绕广州土地和房地产
市场存在两大质疑：

———被质疑“暗箱操作”推高房价。

有业界人士质疑，广州市多个“地王”背
后都有“暗箱操作”的嫌疑。如，在一次拍卖会
上， 来自揭阳的开发商创鸿集团以高价拿下
南沙区某地块，但

２０１３

年底，该集团董事长因
涉嫌行贿被刑拘。

———以“限价限销限签”政策收取企业贿
赂。

“每个环节都有操作空间，广州房地产市
场低价报政府、高价报消费者‘双合同’现象
屡禁不止。”某开发商表示，广州房价暴涨期
间，政府实行开发商预售证严格控制，谁的房
子能卖，谁的房子可以网签，国土房管局长有

很大的裁量空间。

被称“善啃硬骨头”，三旧改造“创
新”被叫停

李俊夫的工作多被人称为“敢啃、善啃
硬骨头”。过去几年，广州市国土房管局突出
宣传其三旧改造的先进经验，在全国旧城改
造拆不起、 推不动的情况下， 在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３

年间，广州实现了三旧改造用地超过
３０

平方公里的“奇迹”，相当于广州
１

年的供地
总和。其中涉及珠江钢琴、珠江啤酒、广州药
业等数家上市公司，涉改造的旧厂房等用地
数千亩。

李俊夫曾在接受采访时将广州“土改”的
“先进经验”概括为“旧城改造一村一策、一厂
一策”，核心是城中村、旧厂房土地的出让收
益，政府、房企和村民或工厂三方分成；具体
分成比例由三方议定，美其名曰“灵活政策，

实事求是”。

而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 集体土地转
变性质出让， 必须先由土地管理部门按规定
收储，再严格按照招拍挂出让。

当时，曾有记者追问：“三方议定，如何防

止腐败呢？政府向企业让一个点，就涉及多少
亿元。如何防止政府向企业让利、官员再向企
业寻租？”而国土房管局负责人表示：“这正是
政策灵活之处所在。”

不过，这个“灵活”的土改先行先试并未
持续太久。

２０１２

年底， 广州市政府出台文件，

旧城改造必须政府主导， 禁止开发商直接参
与。

２０１３

年，国土资源部叫停了广州“旧城改
造一村一策、一厂一策”的“灵活试点”，要求
土地出让按照国家规定应储尽储。

２０１３

年底，

曾在广州天河区主政力推旧城改造的广州市
原副市长曹鉴燎因冼村改造问题落马。

“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与市
场规律相违背”

李俊夫曾多次公开表示， 要组建一支廉
洁的国土队伍，“尽管国土系统属于高危行
业，但只要保持警惕性，身正不怕影子斜，就
不怕查。”他的被查，使这些表态变得讽刺。而
他的国土房管局长之路，也给人以警示。

广东省房地产研究会会长黄远华说，国
土房管局长代表政府，集卖地权、许可权、登
记权、争议裁决权于一体，既是运动员，又是
裁判员，与市场规律相违背。

“无论是在经济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
区，国土房管局长都成了一个高危岗位，缺乏
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黄远华认为，国土局长
对地方经济举足轻重，围绕‘一把手’要求来
开展工作。 无论是出于完善监管还是保护干
部， 都需要充分激活现有的监督预防制度安
排。”

（新华社北京
７

月
８

日电）

□短 评

岂能“不拘一格骗加分”？

针对近日河南、 辽宁部分高中体育特长
加分资格造假问题，教育部

８

日提出开展入学
专业测试复核、校长对录取结果负责等要求。

下一步， 教育部将研究制定进一步减少和清
理高考加分的政策，重点减少加分项目，降低
加分分值，严厉打击加分资格造假。

多年来，以“不拘一格降人才”为初衷的
高考加分政策， 在一些部门和地方的变相操
作下，变成权钱交易的“特殊”招生渠道，竟然
异化成“不拘一格骗加分”。尤其是最近接连
被媒体曝光的高考特长生加分造假事件所揭
出的“潜规则”，不仅践踏了社会公平的底线，

也影响了国家考试制度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虽然今年高考加分新政全面“瘦身”，一
些广受诟病的航海模型、无线电测向等“三模
三电”及棋牌项目均不再列入高考加分项目，

然而由不同部门出台的体育等特殊类型招生
依然由于标准不一、监管疏松而为“特殊”招
生提供了灰色空间， 高招严明纪律的“紧箍
咒”仍显绵软无力。

对于广大高考考生而言，透明、公正、公平
像空气和水一样重要。因此，在特殊类型招生
的整体制度设计依然缺乏刚性约束和有效监
管的背景下， 高考加分的项目还是更少些好！

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殊”招生索性果断叫
停。

（新华社北京
７

月
８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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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外就医乱象频出 “休假”还是服刑

———广西阳朔一官员判刑未坐牢事件追踪

网曝广西阳朔一局长被法院判刑十年却
未坐一天牢，引发社会广泛的关注。在中央严
查减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的背景下， 广西阳朔
县国土局原局长石宝春暂予监外执行是否合
规以及为何能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四处走
动，不少网民质疑是否存在司法腐败，应有调
查回应。

记者就此进行了追踪采访。 针对石宝春
私自外出不报告、 暂予监外执行情形是否消
失等问题，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最新回应
称
,

未收到过阳朔县公安局关于石宝春的收监
执行建议书及私自外出等情况的通报；目前，

石宝春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溪山医院接受
病情检查； 判决中涉及的

１７

万元赃款正在依
法追缴中。

局长获刑
１０

年没坐一天牢还四处走动
近日，一条题为《广西阳朔国土局长受贿

被判刑十年却未坐一天牢》 的网帖在网络持
续引发关注。根据网帖，阳朔县国土局原局长
石宝春，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因受贿罪被桂林市七星
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１０

年。法院判决后，

石宝春并没有被送进监狱。 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期间， 石宝春不仅开车往来于桂
林、阳朔之间，还前往柳州、河池、南宁、广州
等地，甚至乘飞机前往山东和四川等地。这则
网帖在多个互联网论坛出现， 发帖者还贴出
了石宝春在各地住宿宾馆的名称。

记者采访了解到， 石宝春在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期间任阳朔县国土局局长。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对石宝春涉嫌
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 认为石宝春作为国家
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

２３

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触犯
刑法，构成受贿罪。石宝春因受贿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

１０

年。

面对记者采访，阳朔县相关部门回应称，

具体情况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等调查结果
出来后会通报。

对于石宝春是否被送进监狱的问题，桂
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宣传科科长余作才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法院经过对案件审理，对石宝春
作了

１０

年有期徒刑的判决， 根据医院疾病证
明“他患有心脏病和膀胱癌”的情况，作出暂
予监外执行的裁定。

余作才说：“至于石宝春监外执行情况什
么样，他到哪里去，旅游也好，去外地也好，不
坐牢也好，不收监也好，公安部门和他本人没
有提出报告，法院无法掌握情况。”

部分外出未请假病情结果未出
阳朔县公安局

７

月
３

日在《关于对石宝春
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监督管理情况的通报》

中称，石宝春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因受贿罪被桂
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１０

年，因
其患有风湿性心脏病、 膀胱癌， 暂予监外执
行。 阳朔县公安局负责对石宝春在暂予监外
执行期间的监管工作。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石宝春因

膀胱癌复发，再次入院进行治疗。

这则通报称， 互联网上部分论坛网帖反
映石宝春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期间，

曾经离开桂林去柳州、南宁、河池、成都、广州
等地。经阳朔县公安局进一步核实，石宝春曾
两次向阳朔县公安局阳朔镇派出所请假前往
南宁、 广州两地寻医就诊。“网帖中所反映的
石宝春离开桂林外出的其他地点， 他均没有
向阳朔镇派出所请假报告。”

通报称，“对于石宝春在暂予监外执行期
间违反相关管理规定私自外出其他地方的行
为，我局已对他进行教育谈话和训诫，提出警
告， 并将此情况向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进
行通报。”

余作才表示，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将
石宝春带到桂林市博爱医院就其身体健康状
况作了检查。“因为博爱医院是市级医院，我
们又带他到自治区级医院南溪山医院进行检
查，现在检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不知道他现在
病情怎么样， 具体后面怎么处理还要根据医
院的检查结果来定。”

审批漏洞、 监督乏力导致保外就
医乱象频生

石宝春被法院判处
１０

年有期徒刑后是否
坐过牢？ 根据法院作出的暂予监外执行的裁
定， 公安部门是否按照有关规定严格对其进
行监狱外监督管理？ 石宝春在监外执行期间
曾离开桂林到外地甚至是出省“旅游”情况是
否属实？ 地方公安部门对此是否及时掌握情

况并予以了纠正？

北京鑫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蕾介绍，根
据《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在我国，暂予监外
执行适用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而有下列
情况之一的罪犯：（

１

）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
医的；（

２

） 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
女；（

３

）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
致危害社会的。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由
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 基层组织或罪犯的原
所在单位协助进行监督。 暂予监外执行的原
因消失后，如刑期未满，仍应收监执行。

“石宝春应该是属于第一条情形而获得
暂予监外执行， 但他在规定期间内未经报批
随意出省的行为，明显违背相关规定，地方公
安部门存在监管不到位。”张蕾说。

广西众维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跃辉表示，

按照规定， 石宝春离开阳朔县就需向当地公
安部门报告， 石宝春私自外出凸显当地公安
部门监管尚需改进。同时，监管单位也应对石
宝春本人和其保证就医的保证人进行训诫，

以后不能违反。“此外， 在其暂予监外执行期
间，相关部门应对其身体状况常态化体检，一
旦身体健康好转，应予以收监。”

保外就医是监外执行的一种， 与普通罪
犯相比，在保外就医中，获刑官员占有相当的
比例。法律界人士认为，违法保外就医乱象频
生， 除审批流程漏洞较多外， 事后监督也乏
力，导致一些罪犯借“保外就医”名义逍遥“狱
外”。

（新华社南宁
７

月
６

日电）

□今日关注

体育加分：“鸡肋”政策何去何从？

新华社北京
7

月
8

日电（记者凌军辉
杨洋）高考体育加分政策走过近

30

年，近年
来因频曝丑闻而备受质疑。 体育加分政策如
何保障公平？未来何去何从？

教育部
8

日表示，将研究制定进一步减少
和清理高考加分的政策，重点减少加分项目，

降低加分分值，严厉打击加分资格造假。

加分成“黑箱”

辽宁本溪高级中学
８７

名体优生加分涉嫌
造假一事还在调查，河南漯河高级中学又被曝
光有

７４

名考生获国家二级运动员被加分……

体育加分政策再一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
尖，加分程序和公示遭受质疑。

国家二级运动员高考享受加分政策始于
１９８６

年，旨在鼓励学生注重全面素质的培养，

但近年来却成为部分考生非法获取加分的
“捷径”。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高考体育加分趋
于三集中： 向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或中心城市
集中，向少数名校集中，向个别项目集中。

由于体育加分全程不透明， 外界很难监
督。一些熟悉加分内幕的知情人介绍，一些名
校会组织成绩靠前的学生参加冷门项目的竞
赛，为他们上清华、北大铺路。本溪高中

８７

名
体优生中有

２５

名游泳体优生， 其中
１４

人都是
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广西南宁举行的全国少儿游泳
冠军赛获得的二级运动员资格。

政策成“鸡肋”

名校高分考生获得体育加分， 看似全面
发展，实则暗藏“猫腻”。一些教育界人士告诉
记者，考生想要通过体育、艺术特长选拔，需
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培养专业素养， 文化课
学习往往难以兼顾，这也是体育类、艺术类专
业录取分数线远低于普通专业的重要原因。

“如今，体优生集中在少数名校，集中在
高分段考生，很难让公众信服，甚至教育界内
部人也感到不可思议。”一位从事中学体育教
育
１０

多年的老师说。

加分政策能选拔出体育人才吗？ 这位体
育老师告诉记者，事实上，很多有体育特长的
考生并不会选择“加分之路”。反而是很多家
庭条件优越、学校有相关门路的考生，会选择
突击搞体育加分。

北京某高校体育美育部主任宋老师说，

从实践看， 体育加分既不能引导学生全面发
展， 也难以选拔出体育人才， 日益成为一项
“鸡肋”政策。

体育加分何去何从？

“体育加分日益成为少数特殊群体考生
独享的优惠，加剧社会不公。”南京师范大学
教科院副教授殷飞说。

有教育专家指出，当前，包括体育加分在
内的一些高考加分政策随意性强，“含金量”

屡受质疑，亟须规范清理，砍掉不合理的乱加
分，防止高考加分政策异化，损害教育公平。

据了解，江苏、山东等已停止高考体育加分，

但部分省区市对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资格的高考
考生加分仍屡屡曝出过多过滥问题，专家表示，体
育特长加分政策的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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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中关村收购后“集结”出
发， 有的在河北石家庄小石家庄村
提炼铜铝， 有的在广东贵屿镇深度
拆解，或冶炼成稀贵金属，或翻新成
二手元器件， 形成了一条隐秘的电
子垃圾产业链。

与正规绿色回收拆解企业门可
罗雀的情形形成对比， 这个灰色产
业快速膨胀， 贵屿的深度拆解甚至
直接影响到国际金价走势。 与此同
时，这个产业对空气、水体、土壤造
成严重污染，从业者健康状况堪忧，

被称为“搏命”产业。

北京中关村： 结构稳固的
“回收圈”

每天， 在北京最大的电子产品
市场———中关村， 电子垃圾回收中
间商郭老板都会开着金杯面包车，

“号令”众多走街串巷收购废旧家电
的北京“板爷儿”。郭老板和其他几
个商贩组成了一个回收“游击队”。

“每月倒腾这些电子垃圾能赚
个三四万元吧。”郭老板说。

早在
２００６

年， 北京市社科院相
关统计数据显示： 北京从事电子垃
圾的回收人数已达

３０

万人。

距中关村
１９

公里外的北京朝阳
区奶子房村内， 广东贵屿人大雄等
待着中间商们送来“下炉料”———从
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拆解出的线
路板。“每吨线路板可提取黄金

３００

多克、 铂金
５

至
１０

克、 钯金
３０

到
５０

克， 以及
２

千克白银、

２５

千克锡和
１２０

至
１３０

千克铜。” 大雄精确地计
算着。

大雄从去年开始“常驻”北京，

他负责把货源运送到
２０００

公里之外
的家乡进行深度拆解提炼。 而同样
位于北京朝阳区的皮村则居住了另
一个回收大户“刘老五”，他主要收
购电视机等废旧家电。“仅废旧电视
机收购量一年就可达

４０

多万台。”

“刘老五”言谈中流露着自豪。

河北小石家庄村： 毒气袭
人的提炼场

夜深人静，人们进入梦乡。但距
北京

２６０

公里的河北石家庄小石家
庄村村民李某家，却火光冲天。白天
从废旧洗衣机、 电冰箱上拆下并敲
平的铝板， 被李某扔进院内铺满炉
渣的大铁锅。经融化铝水、倒入模具
等环节，一根根铝棒渐渐成型。

小石家庄村从事电子垃圾回收及拆解生意的家庭共
４０

户左右，经常老人、小孩和女人一齐上阵。他们炼铝的技艺
大多由共同的“师傅”老马传授。马师傅自己的拆解“场子”

就有
４

个，每月仅洗衣机一项，便能处理近
３

万台，每台利润
２

到
３

元。

电子垃圾给这个小村庄带来财富，也带来了“灾难”。由于
地下作坊的简单处理， 电子垃圾中重金属以及提炼中的废气
废液，排入空气或渗入地下，小石家庄村已经成为一个污染重
地。这里的地表水早已无法饮用，村民们的生活用水靠的是三
口
３０００

米的深井。

广东贵屿镇：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干拆解
虽然因为处理电子垃圾很快致富， 但在小石家庄村村民

看来，

１９００

多公里外的贵屿，更让他们“羡慕”。

据贵屿镇政府统计， 目前贵屿共有
３１４１

户从事电子垃圾
回收拆解的相关产业。这个“精确”的数字，是贵屿对电子废弃
物拆解规范化治理后的工商登记户数。当地村民告诉记者，这
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干拆解，实际上有近万户。

面积
５０

平方公里左右的贵屿位于汕头市潮阳区西部，当
地人口不足

２０

万。抵达贵屿，一股线圈或塑料烧焦的味道便扑
面而来。走在贵屿街头，可以看到家家户户门前堆积如山的电
子元器件和家电废塑料。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污染最严重的就是“洗金”。混合硫
酸、盐酸等化学试剂制成“王水”，将含贵重金属的电子废品进
行“烧洗”，当地称之为“下高炉”。“下高炉”后，经土法工序，便
可得到黄金。“‘洗金’的场景十分壮观，漫天黄烟弥漫，废水废
液横流。”

这些产业尤其对下一代的身体健康造成巨大伤害。汕
头大学医学院实验室近年一份健康报告显示：在对贵屿

１６５

名
１

至
６

岁儿童进行严格体检测试后发现，所有儿童均血铅超
标中毒。贵屿镇一辖村进行体检发现，全村

８０％

以上的中小学
生患有呼吸道疾病，

５

名学生患有血癌。

规范整治迫在眉睫
根据

２０１１

年出台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
例》，我国对电子废弃物处置实行“多渠道回收和集中处理制
度”，对拆解企业实行审批准入。自

２０１２

年至今，已陆续有
９０

多
家企业获得拆解资质。

据介绍，对于河北小石家庄村、广东贵屿等地下拆解基地
的存废问题，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因环保原因要坚决
取缔； 一种认为应作为战略物资基地制定产业政策让其规范
发展。

近年来，在当地政府整顿打击之下，贵屿的拆解企业也在
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浙江）院长
杜欢政认为， 与其将污染环节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不如规范发
展，以减轻环境污染。

“国家有关部门应全面评估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产业的价
值。电子废物拆解是贵屿一些群众维持生计的手段，一刀切关
闭所有作坊并不现实。”贵屿镇镇长林秋荣期盼：“能在原有的
基础上发展循环经济，这也符合国家和省的有关政策。”

有专家建议， 贵屿电子垃圾产业具有较大的开发利用价
值，目前备受争议的环保问题是由此前缺乏管理、无序发展造
成的，如规范运作，污染现象完全可以通过技术升级和治理措
施得到改善和控制的。

电子垃圾产业的最好出路在于建立产业园区规范发展，

既有利于管控废旧电子材料的合法进出， 又有利于采取技术
升级手段减少污染，引导产业正常化、可用化、无害化。杜欢政
表示，前端高效率的手工拆解工序应保留，园区内设立废弃电
子电器集中处理厂、 固废和污水处理中心以及路板冶炼工厂
等，通过先进的工艺集中处理，从而取代造成空气和水污染的
焚烧和酸洗工艺等。

面对电子垃圾回收拆解行业“地下渠道”生意红火，“正规
军”生产能力不足集体“喊饿”的局面，一些绿色回收拆解企业
的负责人表示，应该从提高补贴、税收等方面加以鼓励。

（新华社北京
７

月
７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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