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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万万““白白条条””咋咋吃吃出出来来的的成成糊糊涂涂账账
260多次饭局有不少是“人情饭局”，多种监督都失效

近日本报连续报道了村干
部9万“白条”吃垮小饭馆一事，
引发了社会持续关注。济南历
城区港沟街道办事处燕棚窝村
两 委 欠 村 民 赵 庆 文 的 饭 钱
89174元，原本是一个明白账，
可是经过多日调解，赵庆文依
然没有拿到钱。记者调查发现
在260多张白条背后，其实是一
笔村两委支出的糊涂账，吃饭
缘由复杂多样，吃饭的人数模
糊不清，更甚者原本监督村财
务支出的民主理财小组“名存
实亡”。

本报记者 杜洪雷 见习记者 许亚薇

本报在1月10日和11
日连续报道了燕棚窝村两
委欠饭店89174元饭钱至
今未还的事，很多读者关
注如此多的吃饭钱是如何
被消费的？1月12日，赵庆
文再一次拿出了所有的点
菜单据，并对这些单据所
述的招待事项进行了详尽
的分类梳理。

在2008年到2011年的
260余张点菜单据中，各类
招待名目超过了20种，防
火禁烧、人口普查、供电所
收电费等项目的招待相对
较多。其中，与防火、禁烧
相关的招待50多次；与人
口普查相关的招待接近20
次；与收电费、修电表等相
关的招待25次。

据前任村干部介绍，自
从2006年开始建设文明生
态村以来，类似的招待就变
得更多了。在其中一份菜单
上面，记者就发现写着“打
扫卫生迎接检查”的字样。

在一张燕棚窝村的信
纸上面，前任村干部开了

一张欠账证明，称赵庆文
为新农村建设等应酬花费
了5845元。“这是里面数额
最大的一张白条，这是
2007年村里进行建设的一
些招待费用，我把一些菜
单给了村干部，就给我打
了一张欠条。”至于这张欠
单背后有多少次招待，什
么人和多少人吃饭就成了
一笔糊涂账。

除了上述几个大项之
外，以贷款、修喇叭、修大
坝、放电影、解决纠纷、玉米
补贴、招商、外出参观、修理
沟渠等名目的招待也存在
其中。

尽管大部分菜单上面
简单地表明吃饭的缘由，
但是依然有近60张点菜单
据没有写明具体招待事
由。在这些单据上面仅仅
是写了菜品以及村干部的
签字，有的甚至连日期都
没有标注。“这些菜单都过
去这么多年了，实在是想
不起来了。”赵庆文看着菜
单也有点头晕。

260多张白条招待名目超20种

记者翻看260多张点菜
单据，发现极少数单据上面
写明了吃饭的参加者。其中
在2007年11月26日晚上的
一张菜单上面写着参加吃
饭的人员，其中包括王明
媚、周方祥、刘银生、赵承才
等。此次吃饭一共花去了
280元钱，吃饭的缘由是打
扫卫生。

在260余张点菜单据
中，明确写着上级部门领导
来村里检查工作的一共有6
张，其中写着“区领导”、“济
南市来人”和“张镇长”、“刘
主任”以及办事处等字样，
具体事由简单地写了防火
或者检查村务等字样。

其中一份2008年10月
10日的点菜单据上，标明花
费了310元钱，签字为燕棚
窝村委。该单据上特别说
明：“办事处刘主任拿烟2
盒，10元”。

对于50多次防火禁烧
招待中的成员，一位对村
务非常熟悉的村民称，燕
棚窝是一个山区，防火是
非常重要的事情，每年春

节、秋季和冬季都要重点
防火。“防火成员基本上是
村干部，忙的时候再找几
个村民。因为都是义务防
火，所以忙活一天就吃个
饭。”该村民称，一般都是
中午吃，如果晚上忙到很
晚，也会吃。

记者发现2007年12月
份招待费用明显增加，而
原因是为了设立集市。“之
前燕棚窝没有集市，那年
开始立集。”在多张单据
中，参加吃饭的人员包括
村民宣传员、柳子剧团、吕
剧团、村工作人员，成员都
是四五十人，吃一顿饭就
得700多元。

更多的点菜单据无法
体现吃饭参加者的名字，
但是基本上都有村干部的
身影。“无论是请上级领导
吃饭，还是村干部之间吃
饭，甚至是请村民吃饭，其
实都有人情在里面。”熟知
村务的村民称，“和领导吃
饭，不仅顾及到了公务上的
事情，而且增加了私人感
情，之后办事也容易。”

“刘主任拿烟2盒，10元”

在所有的白条中，记
者发现2011年的白条很
少，集中在2007年至2010
年。所吃的饭菜多是农家
菜，其中多数有炖鸡、排
骨、羊肉丸子、酱猪蹄、炒
腰花等。每次招待费用不
等，但是多数在200元钱
左右。“最早一桌菜是100
块钱，后来150，再后来就
是200。”赵庆文说道。

“我们真没有想到村
里吃了这么多钱，算下来
一年吃一万多。”1月 1 2
日，多位村民在采访中
称，“其实村干部干啥我
们都不清楚，平常也不开
会，也不公开村务的”。在
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村
民根本不知道监督村财
务的民主理财小组，更不
知道村里的财务状况。

12日上午，记者在燕
棚窝村委会看到了一份

《港沟镇农村财务管理制
度》，其中规定发生经济
业务需要经办人在原始
凭证上注明用途并签字，

经村书记、主任审批同意
并签字，交代民主理财小
组审核，对符合财务制度
规定的单据加盖民主理
财专用章，每月月初到经
管站报账登记。

“我们村之前的民主
理财小组几乎是名存实
亡，根本没有起到监督的
作用。”一位熟悉民主理
财 小 组 的 村 民 告 诉 记
者，前任村支书和村主
任不和，很多财物支出
很难达成一致，各自的
账单各自签字，民主理
财小组无法监督。

针对这 2 6 0多张白
条，基本上是前任村支
书或者村主任在上面签
字，由于并未给饭店钱，
饭店也并未开出发票。
按照程序，并未走民主
理财小组审核单据这一
步 。“ 理 财 小 组 即 便 管
用，也会事后监督，村支
书或者村主任都开出单
子，他们也很难拒绝。”该
村民称。

民主理财小组“名存实亡”

260多张白条，复杂
多样的吃饭缘由，模糊不
清的吃饭人员，89174元
的欠款至今无法归还。

“这是谁的责任呢，欠债
还钱不是天经地义吗？”
12日上午，赵庆文经历多
次调解之后仍然没有得
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这都是上一任村干
部吃喝的，我们这一届没
吃一口也没喝一口。”现
任 村 干 部 对 于 背 负 的
89174元的债务也是满腹
委屈。“我们请客吃饭也
都是为了村务。”前任村
干部在采访中的说法似
乎也理直气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
定，村民委员会成员实
行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
审计，审计事项包括本
村财务收支情况和本村
债权债务情况。村民委
员会成员离任经济责任
审计，由县级人民政府
农业部门、财政部门或
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

政府负责组织，审计结
果应当公布，其中离任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应当
在下一届村民委员会选
举之前公布。

据赵庆文讲，他手中
的这些白条都是经过了
上级管理区的会计和现
在村里会计的审核确认。

“欠账是上任村两委的，
但是现在村两委的负责
人已经签字认可这个账
目了。”赵庆文讲。

“根据民事债务关
系，即便是前任村支书
或 者 村 主 任 签 字 的 欠
条，其债务人依旧是村
两委，其与饭店的债务
关系不会因为村两委成
员的变更而发生变更。”
济南律师李敬涛称，“除
非是离任经济责任审计
中发现这些饭费中涉及
到腐败问题。”

即便如此，赵庆文依
然担心2014年村里又要
换届了，“我害怕新选上
来的村干部不认这个账，
那就更麻烦了”。

“换届要是不认账，就更麻烦了”

未注明招待
事由近60次

防 火 禁 烧
50多次

上 级 部 门
检查6次

收电费、
修 电 线
电 表 等
25次

人口普查
相关接近
20次

设立
集市
17次

基础建设
10次

计 生 和 合
作医疗9次

其他63次

多是农家菜，其中多数有炖
鸡、排骨、羊肉丸子、酱猪蹄、炒
腰花等

多数招待费在200元左右

吃了些啥

9万元“白条”吃垮小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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