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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爹
８８８

万带我包机伦敦看奥运”“僧人后海
船震门”“北京车展最美清洁工” ……这些曾在网
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新闻事件，最终被证实都是“纯
人工”炒作而起。

８

月
１４

日，这一系列“闹剧”的幕后推手杨秀
宇———网名“立二拆四”，站到了法院的被告席上，

接受法律的审判。 而随着杨秀宇和秦志晖———网
名“秦火火”等一系列案件的审理，一个由表演者、

围观者和网络推手共同打造的“审丑”产业链条也
逐渐浮出水面。

公司化“运作”网络新闻事件
一些新闻每起收费近

２０

万元
14

日上午
９

时许， 杨秀宇和他曾经的下属卢梅
被带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的二层大法庭受审， 二人
都被检方以非法经营罪提起公诉。 一同被起诉的还
有杨秀宇经营的两家公司———北京尔玛天仙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和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这
两家公司被杨秀宇证实为“两个公司、一套人马”。

起诉书共涉及
７

起指控事实，除了为多家企业
提供有偿删除互联网负面信息服务外， 杨秀宇还
被指控策划炒作了数起网络新闻事件， 包括网络
上流传甚广的“干爹

８８８

万带我包机伦敦看奥运”

“僧人后海船震门”等事件。

检方指控，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杨秀宇代表尔玛天仙
公司与北京续风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网络推
广合同，约定对该公司旗下画家安某某进行炒作。

后杨秀宇负责策划， 安排安某某着僧服与两名女
子在北京市西城区后海登船， 并在船中引发船体
晃动，杨秀宇拍摄视频后将该视频以名为“僧人船
震”的新闻事件上传至互联网引发网民关注，以达
到炒作画家安某某的目的。为此，尔玛天仙公司收
取该公司支付的人民币

１７

万余元。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杨秀宇代表尔玛天仙公司与凯撒
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签订奥运奢华游网络推
广合同，约定对该公司“

８８８

万元包机去伦敦看奥
运会开幕式”旅游项目进行炒作。后杨秀宇负责策
划，并选择女模特巫某———别名“杨紫璐”，假扮炫
富女，杨秀宇拍摄相关图片，利用昵称为“杨紫璐”

的个人微博账号在互联网上陆续发布“干爹
８８８

万
带我包机看伦敦奥运”等虚假信息，引发网民关注，

以达到炒作该公司奥运奢华游项目的目的。 为此，

尔玛天仙公司收取该公司支付的人民币
１９

万元。

公诉机关认为， 尔玛天仙公司和杨秀宇在明
知是虚假信息的情况下仍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
发布信息服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应当以
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庭审中，杨秀宇当庭
自愿认罪，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而根据杨秀宇之前的供述，曾经在网络上引发巨大争议的“干露露
浴室征婚门”“郭美美炫富”等事件，他都是其中的幕后推手。

从“炒美”转向“炒丑”

称为迎合网民重口味
事实上，除了炒作“干爹”“炫富”“船震”等话题，“立二拆四”之前也

曾策划炒作过他所谓的“正能量”事件。

检方指控，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杨秀宇代表尔玛公司与奥美世纪（北京）广
告有限公司签订推广合同，约定为长丰汽车公司进行炒作。后杨秀宇负
责策划，雇佣于某（女，

２４

岁）在
２００８

年北京车展期间假扮清洁工对长丰
汽车站台进行清扫工作，并拍摄图片后以名为“最美清洁工”的新闻事
件上传至互联网引发网民关注，以达到炒作长丰汽车的目的。为此，尔
玛天仙公司收取奥美公司支付的

２．５

万元人民币。

在庭审中，杨秀宇称，这组后来被各大网站广泛发出的照片完全是
他个人策划，当时车展上名为“清洁工”的女孩，只是一个勤工俭学的大学
生，报酬是一天

２００

元，拍摄者是他本人，图片和文字内容也是由他发布。

在此前的供述中，杨秀宇称，起初他的炒作还是追寻“正能量”，例
如炒作“天仙妹妹”“最美清洁工”等，但后来发现网民的口味“越来越
重”，为了迎合部分网民的审丑趣味，便开始策划炒作郭美美、干露露、

杨紫璐等一系列的炫富事件。

庭审中，在被问及“僧人后海船震门”事件时，杨秀宇毫不避讳，“当
时续风堂找到我， 让我帮着炒他们的画家安某某， 我就策划了一个故
事，让他以和尚的身份出现，网络上流行‘车震’，我就策划了‘船震’，视
频发出去后，再让画家来起诉全体网民，达到让网民关注的目的。”

然而，杨秀宇这样的“劲爆”策划虽然让当事人赚足了眼球，但网络
上连篇累牍的负面评价也让当事人有些“吃不消”。庭审中出示的安某
某、“杨紫璐”的证言显示，二人均因名誉受损对杨秀宇的“策划”不满。

杨秀宇则表示，“杨紫璐”证言虚假，与事实不符。

最鼎盛时仅北京公司就近
５０

人
斩断不良产业链需提高违法成本

自从全国范围的打击网络谣言活动开展以来，“立二拆四”“秦火
火”等一批虚假网络信息的“推手”受到司法机关的处理，而随着案情的
披露，一个靠虚假、低俗信息吸引眼球进而为相关企业、个人推广品牌
的“审丑”产业链也浮出水面。

在“立二拆四”案中，这个“产业链”脉络清晰：在产业链的上游，是
一些对品牌推广有需求的企业或个人；产业链的中游是部分公关公司；

产业链的下游则是“立二拆四”“秦火火”等职业“推手”，以及一些渴望
成名的模特、艺人等。

在庭审中，在被问及“干爹
８８８

万带我包机看伦敦奥运”事件时，杨
秀宇坦承，当时旅游公司找到他让他策划推广“奥运奢华游”，他说传统
的策划方式难以达到效果，就得靠“网络炒作”，随后这起包含“

８８８

万”

“干爹”“包机”等一系列夺人眼球字眼的虚假新闻事件横空出世。

这样的产业链也成就了曾经在国内红极一时的“尔玛”品牌。杨秀
宇之前曾供述，尔玛公司最鼎盛的时期，仅北京公司就接近

５０

人，下设
视频部、文案部、媒介部、商务部、客户部等，年毛收入达到千万元级别。

“既有表演者又有观看者，既迎合了表演者的表演欲，又满足了观
看者的猎奇欲。这种策划满足了少数人的‘审丑’欲，引发了高关注，让
一些急切推广品牌的企业、个人对这些推手趋之若鹜，既败坏了行业生
态，也助长了这种不正之风。”一位公关界的业内人士对此痛心疾首。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易胜华表示，在目前相关法律并不
完善的情况下，除了司法手段对这样的“审丑”产业链进行规制外，建议更
多地采用经济手段加以规制，提高一些利用“审丑”牟利的违法成本，从
而斩断这样的不良产业链。 （新华社北京

８

月
１４

日电）

8

月
14

日，被告人杨秀宇、卢梅在法庭上。

当日，备受关注的网络红人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卢梅（网名“梅
子”“非洲我最白”）涉嫌非法经营案一审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

新华社记者公磊摄

鬻 官 之 祸 危 于 疽 患

———广东茂名腐败窝案警示录

近期， 在数十名违法官员被刑事处理、

锒铛入狱之后，广东省委向中央第八巡视组
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中，公布了对茂名
领导干部系列违纪违法案件中涉嫌行贿买
官人员

１５９

人的组织处理结果： 降职
８

人，免
职
６３

人，调整岗位
７１

人，提前退休
１

人，诫勉
谈话

１６

人。

这一结果，再次彰显了中央反腐“无禁
区”、反腐“无时限”的决心和力度。

“逆淘汰”：基层党政组织瘫痪

在查处这场腐败案中，有一个细节令人
印象深刻：广东省纪检部门立案调查茂名原
市委书记罗荫国的当天， 即赴他家里取证。

办案人员惊讶地发现一个还未拆封的信封。

仅仅几天前， 为能提拔为茂港区区长而“跑
官”的茂港区常务副区长谭某，刚刚送上约

３０

万美金的贿金。 信封里赫然附着谭某的简历
和名片。他已经在副处位置待了

８

年。于是，谭
某成为最后一个给罗荫国送钱买官的人，也
成为罗荫国案第一个证据确凿的涉案人。

谭某的同学， 一位在这场窝案中坚守节
操的干部感慨：谭某经历挣扎，最终对“逆淘
汰”的环境丧失信心。“其行可耻！其情可悲！”

在“上梁不正”的腐败之风下，茂名“不
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调动”的
官场潜规则大行其道，进而出现了“劣币驱
逐良币”的干部任用“逆淘汰”现象。

茂名案涉案人员职位之高、 数量之多、

性质之严重，在广东乃至全国罕见———

茂名原市委书记周镇宏和其继任者罗
荫国、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副市长陈亚
春、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原市委政
法委书记倪俊雄等人“落马”，涉案人员包括
省管干部

２４

人、县处级干部
２１８

人。茂名市辖
６

个县（区）的主要负责人无一幸免，波及党
政部门

１０５

个，其中
１５９

人涉嫌行贿买官。

沽之哉：官位有价如商圈

窝案爆发前的几年里，茂名买官卖官风
气畅行，成为官员中半公开的秘密，民间甚
至流传着从科长数十万元至副市长数百万
元的“价目表”。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周镇宏被河南省信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判处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周镇宏先后多次收受

３３

人贿赂
的人民币

２４６４

万余元，此外，还有折合人民
币
３７００

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罗荫国因受贿、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据悉，

１９９３

年至
２０１１

年，罗荫国单独或伙同其妻子邹继
芳收受

６４

名党政领导干部、企业商人贿送财
物，其犯罪金额合计过亿元。

在“一把手”的前后带动下，茂名官员买
官卖官的行为异常疯狂。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倪俊雄
因受贿罪获刑

１５

年， 没收财产
３００

万元和违
法所得

３３８

万元。 倪俊雄在任职茂名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期间，利用提拔

使用公安系统干部的机会卖官敛财。他的特
点是小到两三万，大到上百万，大小通吃，来
者不拒，甚至还采用了“相同条件下价高者
得”的荒唐逻辑。

涉案者中有些基层干部的“从众”令人
感喟。 信宜有个镇长是中国农业大学毕业
生，努力工作卓有成效，每次开干部大会都
受表扬，但多年没有提拔。为了升任镇党委
书记，他抵押贷款

５

万元，凑了
２０

万元行贿，

此后很快被提拔，却也因此受到处理。

据茂名市纪委办案人员介绍，茂名市委
组织部原副部长李运容在任期间， 无论是干
部考察、调整，还是交流、提拔，她都要向相关
干部收取“活动经费”，曾分别送给罗荫国等
人共计

２１．５

万元、港币
１５

万元、美金
２

万元。

广东有逢年过节亲朋好友之间互赠红
包的民俗。但在茂名，近

１０

年中，民俗一度变
成腐败官员行贿受贿的“障眼法”。“看似一
个小小的红包，撂倒了茂名一大片干部。”茂
名市委副书记廖锋说。

据了解，杨光亮从上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开
始就大肆收受红包，尽管其当时所处的电白
县属经济欠发达地区，但他每年收受的红包
却能达上百万元。随着他的不断“高升”，红
包数额也水涨船高，案发前他收受红包数额
已达数千万元之巨。 倪俊雄仅利用春节、中
秋、 端午等节日及家属生病住院的机会，就
先后收受数十名民警包括人民币、港币在内
的红包

２００

多万元。

多米诺：“前腐后继”的两任“一把手”

茂名腐败成风，两任“一把手”的“率先
垂范”作用恶劣。

茂名案发时，周镇宏已升任广东省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他被当地官员视为打开买
官卖官“潘多拉盒子”的人，将所谓“市场逻
辑”引入官场，是茂名窝案的肇始者。

茂名当地一些干部回忆，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周镇宏任茂名市委书记时，曾被戏称为
“周大炮”———因为他提出来的战略规划几
乎都是“放空炮”，只停留在书面上、讲话里，

根本没有落到实处。

“这样一个说空话、搞贪腐的人被重用，对
罗荫国的刺激极大。到了他主政的时代，买官
卖官就完全公开化、常态化了。”当地干部说。

吏治腐败不仅仅是利益集团里的“圈
钱”游戏，干部队伍肌体的侵蚀，也带来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乏力。

走在茂名市中心，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广
东发达地区的地级市。陈旧、凌乱的城市面
貌， 令人恍然以为时光倒转至上世纪

９０

年
代。事实上，茂名矿产资源丰富，农业比较发
达，还拥有得天独厚的深水港口。但从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１１

年，茂名人均
ＧＤＰ

在全省
２１

个地市
里一直处于中下游，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周镇宏、罗荫国主政时期，茂名“修路
难”问题突出。土地出让招拍挂都是走形式，

找几个老板一商量就把地价谈好了，不少腐
败官员把修路当成“分猪肉”趁机渔利。

宽阔平坦的迎宾大道，如今被不少市民
认为是当地最好的路。但在多年前，这条公
路的前身“水林路”是一条臭名昭著的“烂尾
路”。据知情人士介绍，由于冯立梅等

５

名市

县领导的插手， 十几公里的路被分成
５

个标
段， 分别交给自己的亲戚或关系户来做，结
果一拖就是许多年。 后来的干部接手后，只
用半年就把路修好了。

重灾区：错综激烈的社会矛盾

腐败不仅造成经济落后，同时，因为不
法利益纠葛深重，造成大量黑暗现象和诸多
激烈的社会矛盾。

与茂港区合并前，电白县是茂名市唯一
靠海的县， 香精香料的产销量在全国居首。

但在
２００９

年初，电白县被戴上了“全国打击
电话诈骗重点地区”和“广东省社会治安重
点整治地区”两顶帽子，当地一批不法分子
以“猜猜我是谁”的电话诈骗方式横扫全国
各地。据知情人士透露，电白的治安问题，主
要是因为当地警方不作为，甚至充当不法分
子的“保护伞”。有的犯罪嫌疑人前脚被警方
抓捕，后脚就被释放。

一名负责信访工作的干部回忆，

２００７

年
到
２０１０

年，茂名社会矛盾突出、多发，经常有
多达数十人的群众上访，要求解决土地纠纷
等问题。

在车水马龙的高凉公路旁， 一块
６００

多
亩的土地空旷闲置了近

２２

年之久。这个“烂
尾工程”，是不法商人在官员荫护下大玩“变
钱戏法”产生的“怪胎”。

据知情人介绍，这块土地本来由茂南二
建公司申请征得，后来，茂南二建又将土地
分块卖给数百职工自行建房。茂名老板柯国
庆向华粤公司借款购地后，华粤公司要求柯
国庆还债，柯国庆则要求茂南二建交付土地
抵债。在茂南二建结清债务后，柯国庆又拿
出一份合同，声称茂南二建拖欠其千万元巨
款。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认定合
同有效。结果导致不少购地者和被拖欠了征
地款的农民纷纷上访。

“本来是一桩非常简单的土地纠纷，由
于柯国庆找官员行贿，误导法院作出错误裁
判，结果这件事到现在还没处理完结。”廖锋
说。也正是这块地，让纪检部门找到了线索，

对罗荫国进行立案调查。 据广东省纪委通

报，在这桩权钱交易中，杨光亮非法收受贿
赂人民币

６５０

万元。

正风气：如何让廉政监管真正落地？

茂名腐败案引发的追问和反思是多方
面的，最集中的焦点是：面对如此贪腐的领
导干部，组织部门和纪委应该发挥怎样的作
用，尽到怎样的职责。

———如何杜绝卖官现象发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
书长高波建议，对于提拔干部的责任，应像审
计经济责任一样追查到底。 那些企图卖官的
贪官认识到， 试图通过邪门歪道取得官位的
人，也往往是容易出事的高危人群，很可能成
为颠覆自己的陷阱，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谁来约束“一把手”的权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
教授任建明认为，过去一年里，一批因贪腐落
马的党政“一把手” 的堕落轨迹表明，“一把
手”位于权力的塔尖和核心位置，与其他官员
相比，其腐败领域更加广泛、环节更加繁多。

高波建议， 一方面， 纪委的独立性要加
强，增强纵向垂直管理，使纪委对于同级党政
官员的监管更加有力度；另一方面，要充分利
用现有行政资源，让以“问题为导向”的纪委
巡视组工作常态化，有效寻找线索进行突破。

———怎样让廉政教育真正入心入脑？

当前，在中央反腐倡廉力度空前加大的
背景下，有人担心反腐可能影响地方经济的
发展。茂名市茂南区委书记丁锦文说，反腐
败以来，茂名在廉政教育、用人机制和作风
建设等方面查缺补漏， 使政治生态得到净
化。

２０１３

年，茂名经济总量突破
２０００

亿元，有
８

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速在全省位于前列，

“破除了‘反腐影响地方
１０

年发展’说法。”

“茂名窝案是这个城市的一道‘伤口’，揭
开伤口固然令人痛楚，但只有挤出脓血才能让
整个肌体健康、持续地生长。”一位当地干部说。

在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反腐洗礼后，曾
被腐败侵蚀得伤痕累累的茂名，正在修复和
重建中渐渐走向新生。

（新华社广州
８

月
１６

日电）

顺藤摸瓜 新华社发朱慧卿作

市长、村官、开发商合谋制造“腐败铁三角”

———揭开广州“最繁华”城中村改造背后的黑幕

一个城中村改造工程，“绊倒”了广州市
副市长曹鉴燎， 端掉了整个村干部班子，牵
扯了一批开发商。

冼村，广州最繁华城区的城中村。伴随
旧城改造、地价飞升，演绎出一幕现实版的
“《窃听风云

３

》”：宗族大佬把控村务、地产集
团低价拿地、政界高官权力庇护、大谋私利
矛盾不断……

今年
７

月，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冼村

７

名班子成员涉嫌贪污受贿案，“腐败
铁三角”随之浮出水面。其暴露的城中村改
造腐败漏洞令人震惊、引人深思。

高官庇护、村官出地、房
企出资的腐败三角格局
走进冼村，眼前是一片“握手楼”。有的楼

房被拆掉大半， 废墟上长起了荒草， 垃圾遍
地，臭味弥漫，与周边的高楼林立形成鲜明对
比。 一位村民指着旁边一座商业广场说：“那
里以前都是冼村的地，很便宜就被卖掉了。”

上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伴随着广州中央商
务区珠江新城的开发，冼村大片土地被征用。

１９９９

年， 冼村撤销村委会， 成立冼村企业集
团，后改名冼村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广州
启动上百个城中村的改造，冼村名列其中。

改造消息传出，对“低价卖地”早有不满
的村民持续上访举报，冼村领导班子最终被
“一锅端”。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冼村班子多名成员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纪检、检察部门由
冼村案顺藤摸瓜，发现时任广州市副市长的
曹鉴燎涉嫌接受巨额贿赂，广州市协作办党
委副书记何继雄也涉嫌受贿。曹鉴燎随后被
立案检查，并于今年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
和公职。今年

７

月底，冼村班子成员涉嫌贪污
受贿案在广州中院开庭。

一个村官、高官、开发商三者合谋、共同
进退的腐败“铁三角”逐渐浮出水面。

曹鉴燎，

１９９５

年任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镇
党委书记、镇长，此后又升任天河区区长、区
委书记等要职。据知情人士透露，上世纪

９０

年代，珠江新城主要是村集体和开发商联名
开发，一个出钱，一个出地。有时村里对土地
出租要价较高，开发商便“公关”曹鉴燎。曹
鉴燎帮忙压低价格促成合作。为表“感谢”，

开发商或直接向曹鉴燎、 村干部等行贿，或
承诺日后按差价百分比分成。

公诉方指出， 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原党支
部副书记、 董事长冼章铭等

７

人在协助政府经
营和管理国有土地的过程中，涉嫌收受广州市
嘉裕房地产集团、广州市南雅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等多个开发商贿赂。涉嫌受贿最多的原党
支部副书记、副董事长卢佑醒，共收取

１０５．４

万
元人民币、

８

万元港币及购物卡
７０００

元。

由于获得官员、村官协助，开发商得以

低价拿地， 让大量黄金地段的土地被开出
“白菜价”。 冼村共有物业

４７

万平方米左右，

其中约
３５

万平方米明显低于市场价出租。租
金最高的也只有每平方米

２５

元，而珠江新城
普通商品房价格却已达每平方米四五万元。

“一言堂”“家庭会”架空
民主决策
在各地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土地需求

急剧膨胀，土地价格节节攀升，形成了巨大
利益诱惑。

在冼村的案例子中， 剥夺群众参与权、

袒护村官， 被冠冕堂皇地命名为“经验创
新”。

２００１

年曹鉴燎任天河区委书记时，借
“村改居” 把天河区城中村居民划分为社区
股东和社会股东，以至于

４０００

多冼村居民有
半数以上成员因在外务工、经商变成了社会
股东， 没有参与村中重要事项决策的权利，

大大减少了村班子操盘卖地的村中阻力。

部分地方干部透露，此类“创新”缺乏科
学论证、民主决策，多半是企业提出“突破”

现有政策需求，主管部门就来“想办法”，地
方主管领导批准。

此外，在冼村，代表村民权利的“股东大
会”“村民大会”，被“家庭会”取代。今年

７

月
底，除村实业有限公司原党支部书记卢穗耕
已被证实外逃外， 冼村班子

７

名成员竟“齐
聚” 被告席。

７

人中有
５

人与卢穗耕是亲戚关
系，另有两人是同学关系。

土地开发、物业出租是村中大事，但冼
村班子内部“操盘”，开发商出资拉拢村官，

“社区股东”也少有参与权。不少村民向记者
反映， 卢穗耕

１９７９

年当选冼村党支部书记，

此后
３０

多年一直连任。 村内一无正常选举，

二不开村民大会，都是卢穗耕说了算，“就连
扫地工都是卢穗耕家族的人来做”。

办案人员说，一般逢年过节，开发商都要

请村官到高档酒店吃饭、 派发红包，“有时单
请一个村，有时是‘群村宴’。请客的地方档次
很高，不乏五星级酒店”。有开发商在某次选
举前给了卢穗耕数十万元， 卢穗耕将之分给
其他村干部，让他们到处“活动”拉票。事后，

卢穗耕把部分物业承租给开发商作为回报。

织密城中村改造反腐
“高压网”

曹鉴燎、 何继雄及冼村班子成员落马
后，村民拍手称快。一些专家建议，随着经济
发达地区城中村改造越来越多，急需织密反
腐“高压线”，打造监督村班子的“曝光台”，

粉碎高官、村官、开发商腐败“铁三角”的利
益链条。

目前，广州正在建设“三资”———资金、

资产、资源交易平台，对所有村社“三资”进
行清理、登记、入库管理，区镇两级分别成立
由纪委监管的“三资”服务管理中心。所有农
村的物业出租、工程发包、土地招投标等，都
必须走登记、审批、交易申请、受理、招标公
示等一系列程序。

除了打造第三方平台， 更重要的是管好
村集体经济的“掌舵人”。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唐
代望说，“村改居”后，村干部变成了公司经理，

操纵资金动辄上亿，但多数沿用过去管村务的
方式来操控村集体经济事务， 方式过于滞后。

可借鉴东莞等地探索聘请职业经理人经验，使
公司管理专业化、职业化，符合市场规律。

此外，村干部身份变化也带来法律追责
问题。据办案人员介绍，村集体经济管理者
身上公职人员色彩更加淡化，贪腐手法更加
多样， 刑法中仅有极少数规定可对其追责。

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上级党委要加
强监管，重大事件报上级部门同意，一般决
策报街道办备案。

（新华社广州
８

月
１７

日电）

按“职”论价 新华社发蒋跃新作

□

新华社记者涂铭卢国强

□

新华社记者毛一竹詹奕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