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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办大案、打击行贿、畅通举报，最高检报告透视反贪新态势

五五年年来来侦侦办办省省部部级级以以上上官官员员3322人人

八成落马贪官涉及城建和房地产开发

大大兴兴土土木木造造就就““李李拆拆城城””““季季挖挖挖挖””
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

国人大常委会做了20多年来首
次关于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的
报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省部级干部被立案调查人数已
达10名。从落马地方官员情况
看，不少都有一个类似的绰号，
如李春城被称为“李拆城”、倪发
科被称为“扒市长”、季建业被称
为“季挖挖”等，让人深思。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深
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
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突
出的问题。但一些地方官员刻意
追求政绩，忽视民生，引发民怨。

近日被调查的南京市原市
长季建业就是一例。季到任南京
后，迅速启动“三中路改造”、“拆

城西干道”等工程，使南京这座
古城不断“开膛破肚”，许多道路
挖得面目全非，居民生活不堪其
扰，“季挖挖”也由此得名。又如，
黄山市原政法委书记汪建设，曾
经牵头负责征地拆迁及重点工
程，“批条子”、“打招呼”，大手笔
推进建设项目，逐渐同开发商搅
和在一起，引发当地老百姓诸多
不满。翻开他400多次受贿记录，
涉及了当地主要的房地产企业。

2011年，季建业为了修建地
铁，在南京市砍伐几十年的梧桐
树，引来市民的广泛质疑和抗议。
网民随之发起“拯救南京梧桐树”
活动，响应者迅速超过万人。

虽然这些工程对改善城市基
础设施具有重要作用，但不少群
众表示，一些官员为了创造政绩，

充斥着漠视民意、代民做主的“强
权思维”，甚至滥用权力。南京大
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滨说，领
导干部手握重权，应该深入群众，
听取民意，不能恣意妄为。

“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
和城市建设中，只考虑经济利益
而忽视百姓合法权益。”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丁士军认为，部分基层干部使用
强制性手段推进项目，造成群众
权益受损、干群关系对立，甚至
留下了群体性事件的隐患。

有关资料显示，80%的贪腐
官员与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
有关。这说明一些政府官员一方
面大力推进城市开发建设，一方
面也夹带了大量的个人利益。

据新华社

数据：214名反贪干警被查

报告显示：2008年1月
至今年8月，立案侦查厅局
级1029人、省部级以上32
人。依据报告数据测算，我
国每天近百人涉嫌贪腐被
查。今年前8个月，检察机
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犯
罪案件同比又有所增长。

最高检有关部门负责
人介绍，从今年上半年查
处案件情况来看，贪污贿
赂犯罪呈现一些新规律、
新特点：犯罪形势仍然严
峻，贿赂犯罪尤为突出，涉
案金额不断增大；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犯罪增多，尤
其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犯
罪案件社会影响恶劣；共
同作案现象增多，窝案串
案高发；作案方式隐蔽，查
处难度大。

面对严峻形势，检察

机关保持了惩治贪污贿赂
犯罪的高压态势，严肃查
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
干部中的贪污贿赂犯罪案
件，发生在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的案件，以及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索贿受贿、
失职渎职等案件。

今年9月薄熙来因受
贿、贪污、滥用职权一审被
判处无期徒刑；7月原铁道
部部长刘志军因受贿罪、
滥用职权罪一审被判处死
刑缓期两年执行。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教授徐汉明认
为，检察机关查处了一批
有较大影响力的案件，打
击对象职务高、权力大，无
论是谁只要触碰到法律都
一查到底，真正做到了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取得了
很好的社会反响。

动向：6694名在逃贪官被抓获

曹建明透露，5年多来，
检察机关与公安、海关等部
门密切配合，完善追逃追赃
机制，加大境内外追逃追赃
力度，共抓获在逃贪污贿赂
犯罪嫌疑人6694名。

报告显示，检察机关与
有关部门建立健全信息共
享和快速查询机制。最高人
民检察院会同14个部委建
立实名制信息快速查询协
作执法机制，实现组织机构
代码、民航旅客等信息全国
联网查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
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中国职务犯罪嫌疑人主
要潜逃目的地国家，如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
坡等国的法律，均认可承认
与执行包括中国在内的外
国法院没收裁决的内容。

这位负责人说，因此对
于涉及境外追赃案件，检察
机关反贪部门可适时启动刑
事司法协助程序，请求相关
国家查封、冻结或扣押被犯
罪嫌疑人转移到境外的犯罪
资产。在此基础上，由中国司
法机关启动违法所得特别没
收程序和司法协助程序，从
而追回境外犯罪资产。

趋势：行贿人数5年上涨60 . 4%

今年9月，58岁的原博
宥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书苗(现名丁
羽心)因涉嫌行贿、非法经
营受审。在法庭上检察机关
指控其曾先后两次以花钱
办事的方式给予刘志军钱
款共计4900万元，先后38次
给予官员范增玉财物4000
余万元。

这些行径背后，凸显了
行贿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抛出的巨额物质诱惑和对
受贿人的百般拉拢，也最终
使得受贿人为其提供了种
种便利和保护。

“新一届党中央进一步
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在
这个大背景下，打击行贿的
力度也要有所加强。只有行

贿受贿一起打，才能切实有
效解决贪污腐败问题。”中
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
员周汉华指出。

然而，打击行贿犯罪并
非易事。“行贿查处难度大，
而且公众还会有这样的心
理，认为有些行贿是被逼无
奈的，不送钱办不成事。因
此打击行贿不能只靠法律
规定，还要形成社会舆论压
力，转变固有观念。”周汉华
说。

周汉华建议，对于行贿
犯罪标准的制定，既要有利
于打击犯罪行为，又要考虑
实际国情，要根据社会危害
性、当事人主观恶意程度综
合认定，严格把握法律界
限。

途径：32 . 1%案件源于群众举报

对于举报尤其是当前
影响力较大的网络举报，周
汉华说：“宪法赋予了公民
监督权，在网络信息时代，
这个权利的行使更加便利，
产生了一些现实影响。有关
单位在网站上也开通了举
报渠道，鼓励公众通过这种
方式进行监督。”

报告指出，2008年以来
检察机关加强举报中心建
设，开通全国统一的12309
举报电话，最高人民检察院
和1161个地方检察院建立
网上举报平台，构建了来
信、来访、电话、网络“四位
一体”举报体系。

“检察机关及时核查

处理新闻媒体及网络舆情
反映的腐败问题，引导网
络举报在法治轨道上运
行。对实名举报优先办理，
及时答复。在举报线索流
转的各个环节严格落实保
密制度，坚决惩治打击报
复举报人等行为。”曹建明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工作
报告时指出。

据了解，对于群众举
报线索，检察机关实行了
集中统一管理、集体评估、
定期清理等制度，目的就
是防止有案不办、压案不
查。

据新华社、中新社、法
制晚报

22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报告时指出，
2008年1月至今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51350件198781人，提起公诉
167514人。这是1989年10月25日后，时隔24年最高检再次就反贪污贿赂工作向全国人大进行报告。

执法司法不公的
职务犯罪

工程建设领域4年立案26575件

延伸阅读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统计，
2012年全国共查处违法违规强
制征地拆迁案件427件，有437人
受到责任追究。

已被判处死缓的四川省成都
市政协原副主席周学文，就是惯
于利用职务之便，在土地出让、拆
迁安置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
共计收受人民币1300多万元、港币
700万元、美金22万多元等。辽宁省
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也曾打
着“公共利益”的旗号，以民生工
程进行权钱交易。他在任职朝阳
市时，常常下令部下，限期完成征
地、拆迁任务。同时，帮助开发商

低价拿地、免缴土地出让金，形成
了灰色利益链。

最高人民检察院22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2009年以来，检察
机关对工程建设领域进行专项
治理，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
件26575件。 据新华社

（案件数）

（2008年以来落马干部人员数量）

报告数据显示，2008年1月至今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
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51350件198781人，提起公
诉167514人。人民法院判决有罪148931人，占已审结案件
的99 . 9%。2008年1月至今年8月，共查处214名违纪违法的
反贪干警，其中追究刑事责任22人。

不打击行贿，就不可能遏制受贿，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减
少贿赂犯罪。报告显示，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故意拉拢腐蚀国
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犯罪嫌疑人23246人。2008年至2012年查
处行贿犯罪人数比前5年上升60 . 4%。

报告显示，检察机关2008年1月至今年8月立案侦查的
案件中，群众举报48671件，占32 . 1%。而在今年前8个月，检
察机关立案侦查的2万多件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来源于群
众举报的有7000余件。

记者翻阅最高人民检察院历年全国两会工作报告时发
现，2004年检察机关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614人，2005年
抓获703人，2006年达到1670人，比2005年翻了一番还多，追
逃工作迈上新的台阶并保持这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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