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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东营一家企业连续16年建廉洁拒贿登记台账

受礼公开晒 拒贿有奖金
本报记者 李钢 大众日报记者 陈中华

编
者
按

逢年过节，许多单位都要发文禁止不正之风，但送礼收礼仍是

难以杜绝。在东营，一家公司16年来坚持晒收礼、奖拒贿，要求干部

职工上交在日常工作中难以退回的礼品现金，并进行物质奖励。这

一做法效果如何？有无借鉴意义？记者为您深入探访。

本报讯 近日，《检察
日报》公布了四川眉山原副
市长余治平的悔过书。2002

年至2009年2月，余治平利
用职务之便，为郭某、陈某
等21人提供支持和帮助，收
受贿赂338 . 5万元、价值3 . 7

万元的手机一部、住房花园
绿化费1 . 1万元。最终余治
平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

余治平在悔过书中称，
工作做出成绩后，“我开始
以人才、功臣自居，逐渐放
松了自律要求。曾经厌恶反
感的官话、套话、阿谀奉承
的话，变得越来越受用、好
听。我不拒绝以拜年名义送
来钱物的‘礼尚往来’，也不
拒绝别有用心的‘兄弟’想
方设法对我八小时以外的
时间的安排。”

“我甚至在会上讲，逢
年过节表达情意的‘礼尚往
来’都是正常的人际交往，
是中国人具有人情味的特
殊表现，非常具有普遍性，
所以不算违纪违法。也许是
很多人与我抱有同样的想
法，或者是碍于我副市长的
权位，我的这番谬论竟然还
得到不少与会者的掌声。”

“我曾经告诉自己，‘水
至清则无鱼’。如果我独树
一帜，拒绝别人的‘好意’，
甚至上交贿款，不仅得罪
人，还会被视为异类，认为
我是神经不正常、脑袋有毛
病。这对工作无益，更谈不
上树业绩奔前程了。所以，
对熟人、‘朋友’及企业家们
以拜年名义送来的钱物，我
都一一笑纳。”

本报讯 目前在贿赂
案件的侦查中，为了取得受
贿的证据，形成证据“链条”，
检察机关不得不对一些行贿
人放弃追查，将办案的重点
放在查处受贿上。

如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人民检察院近两年查办了数
起单位腐败窝案，20多人获
刑，而无一行贿者被定罪。

按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
定，由各级检察机关建立施
工企业行贿记录档案，凡是
被法院判决确认有行贿犯罪
的企业，均不得参加工程招
投标。“但被法院最终定罪的
行贿人或行贿单位却寥寥无
几。”

目前对个人行贿惩处较
轻，对单位行贿的处罚更是
宽松。对行贿人犯罪，一般判
刑不会超过5年。而且，行贿
人只要有所交代，一般可以
减轻处罚、判处缓刑甚至不
追究刑事责任。

其次，近几年，行贿犯罪
多呈连续状态，具有长期性、
隐蔽性，执法调查取证难。

三是对行贿犯罪危害认
识不足。一件贿赂案件发生
后，人们往往关心谁收了多
少钱，而对谁是行贿人则不
关心。 据《半月谈》

“我们实行这一政策的
目的，主要是为了教育公司
广 大 干 部 职 工 要 廉 洁 自
律。”李建华说，从多年的实
践来看，由于形成了制度与
风气，实际上多于上交总额
几倍的礼直接被退回。“对
于直接拒受的，每个部门也
都有自己的记录，以便作为
表彰的参考。”

广饶县委常委、纪委书
记孙剑评价说，在“人情”风
气严重的当下，华泰的做法

在广饶企业家群体中已产
生影响，意义深远。

按 照 国 家 的 法 律 法
规，对于没有推掉的达到
一定数额的贿赂应及时上
交，否则将构成受贿罪。华
泰集团的探索，在法理上
合适吗？

“这种做法存在与我国
现行的法律不能完全衔接
的地方。”山东法策律师事
务所所长张法水认为，上交
收受的财物后，如果受礼人

利用职务便利为人谋取利
益，而价值又达到一定数额时
仍构成犯罪，但他也坦承，如
果制度执行得力，这种探索在
现实中有积极作用。

山东省法杰律师事务
所主任张行进认为，华泰
的做法在目前情况下，对
企业拒腐蚀、防犯罪有积
极作用。他同时建议国家
立法对检举揭发行贿受贿
给予鼓励和奖励，使“监
督”效果更好。

由于这一措施坚持了
十多年，已经形成了制度和
风气，许多供应商也就不会
再送礼了。因此节省下来的

“人情费”，就直接反映在了
供货的成本上。“与同行业
某些企业进的原材料价格
比较，我们的进货价格要低
很多。”该公司供应部的一
位负责人说。

“虽然现在有些新打交
道的企业还会送礼，但我们
都会直接告诉他，你送礼也
白送，不起什么作用。”语气
一直很温和的李建华咬了咬
牙说，“我和公司的人说，他
送了礼，选不上也别把礼退
给他，你看他以后还送吗！”

李建华坦承，“我们并
不能保证受礼的人能百分

之百上交，但是，如果受了
礼不上交，查出来将严肃处
理。”2010年和2011年，中标
单位暗中向公司两名煤炭
采购人员送红包，往所供煤
炭里掺假，以次充好。公司
查出后，马上将两人开除，
并且向公安、检察机关进行
举报。

“我们除了规定外面送

的礼实在推不掉要上交，还
严格规定公司领导不能受
下面员工的礼。”过过苦日
子的李建华皱了皱眉头说，

“那些普通职工本身就很不
容易了，领导再受礼……”

因贡献突出，李建华每
年获政府各种奖励几十万
元，他把总计几百万元全部
上交给了公司，设立了帮助

困难员工的互助基金。
“公司领导不受外面

的礼，也不受职工的礼，
我 们 相 信 这 个 公 正 的 环
境。”该公司党群工作部
的普通员工杨翠红说。正
是 这 种 廉 洁 的 氛 围 和 这
种公开透明的文化，使华
泰赢得了外界的信任，也
凝聚了内部职工。

据李建华介绍，这一政
策自1996年开始实行，至今
已经坚持了16年。自当年开
始，华泰集团就做出规定：
公司员工涉业务所收钱物
必须上交，公司会按所上交
现金的20%、实物折价额的
10%，奖励给受礼人。

“我们这一代人，知道
只有勤政廉政企业才能发
展起来。”谈起制定这一措

施的初衷，已在华泰工作
3 0 多年的李建华感触很
深。

在李建华的带领下，华
泰集团从一个小集体企业
发展成现在年销售额近300
亿元的大型造纸企业。公司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发展
起来了，一些不良风气也开
始向公司侵蚀。李建华回
忆，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

些企业在与华泰进行业务
往来时出现了送钱的情况。

“当时就有建筑商拿
出几万元来送礼。”正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李建华决
定建立晒受礼奖拒贿的制
度。

“公司规模越来越大，
需要的原材料等有上千种，
那么多供应商，难免有人想
走歪路。”李建华说，华泰建

立了严格的招标制度，但仍
有人企图“钻营打点”，“有
人甚至买通有关环节的人，
往废报纸里喷水加重。”

这一措施一出台，企图
通过送礼而“占便宜”的大
幅减少，但仍有少数客商因
为“担心受到不公平待遇而
送礼”。供应部的一位负责
人就说，他刚收到5000元购
物卡，对方偷偷夹在他的一

本书中，事后以匿名短信告
诉他。无法退贿，他只能上
交。

面对这种情况，李建华
虽然有些无奈，但他始终相
信正气能压倒邪气。时间越
久，个别受贿者心理压力越
大，拒贿比例就会越大。他
相信，埋怨没有用，若大家
都从自己单位、个人做起，
社会风气自然会好转。

正月十五放烟花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习俗，不少企
业也选择燃放礼花庆贺元
宵节，总部设在东营市的华
泰集团有限公司之前就计
划购买8万元左右的礼花。
消息一经传出，就有商家私
下向公司相关负责人送来2
万元，希望能供货。

受礼人坚决拒绝，但仍
无法推掉，于是，受礼人按
公司规定将钱上交。公司对

此进行详细登记，并将按上
交额的一定比例奖励给受
礼人，而且定期进行公布表
彰。

这就是华泰集团坚持
了16年的“廉政”探索。

“每个员工上交的推不
掉的礼物、现金，我们都有
详细的登记，年终会进行汇
总。”2月2日，华泰集团有限
公司办公室主任任文涛拿
出3本厚厚的登记本，向记

者展示。
在《2011年廉洁拒贿登

记台账》上，记者看到，上交
物品的时间、拒贿部门、拒
贿人、礼品名称、数量、估价
以及礼品来源等都写得清
清楚楚。

小到几元几十元的茶
酒、服装，大到贵重的艺术
品、奢侈品和大额现金，上
交的礼品各式各样。“去年
全年上交的礼品总价值在

200万元左右，共有600多人
上交。”任文涛说，礼品有专
门的仓库保存，由公司按规
定公开处理。

推开保存礼品的仓库
门，记者看到，房间三四十
平米，钢笔、手表、匾额……
几个货架上摆放着各种礼
品，有的很久都没有动，上
面落了一层灰尘。“这只是
一部分，因为很多礼品是食
品，容易坏，我们就折价送

到了公司的餐厅。”任文涛
说。

“为了公开拒贿情况，
公司会定期在内部报纸上
公布。此外，每年年终会举
行廉洁拒贿表彰大会，对那
些拒贿多的员工授予廉洁
拒贿标兵称号。”华泰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建华介
绍，为了倡导这种风气，公
司还对拒贿人进行部分物
质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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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马贪官称

“拒贿脑袋有病”

对行贿“网开一面”

致办案陷尴尬

┮更多的礼品被直接退回

┮受礼不上交，马上被开除

┮供货商想尽办法“钻营打点”

┮600余人一年上交200万元财物

华泰集团的廉洁拒贿台账。 本报记者 李钢 摄

上交的礼品存在专门的
仓库中。本报记者 李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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