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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离奇死亡

7月12日，“邯郸一局长在高速路上
跳车自杀”的新闻引发广泛关注。据报道
称，6月30日，一男子从行至青银高速陕
西靖王段的一辆出租车上冲下，“主动”
跑向三辆车“寻撞”未遂后，越过护栏，迎
上一辆半挂车，被撞死亡。

后经证实，该男子就是邯郸市邯山
区原工信局局长崔元林，事发前12天，因
为涉嫌受贿被当地检察机关立案调查，
随后被网上追逃。

当地警方从崔元林随身的物品中，发
现了47张银行卡、13个U盾、4台笔记本电
脑、两万元现金及3张不同的身份证。

涉嫌贪1 . 4亿元、离奇的死亡方式以
及随身携带的物品，很快就引发了人们
的关注。

据媒体报道。崔元林“高速跳车”死
亡后，家属曾一度质疑，导致他走上不归
路另有原因。

齐鲁晚报记者从当地一位知情人士
处获悉，离开邯郸时，崔元林曾开一辆帕
萨特轿车，但出事后轿车不知所踪。事发
前，他曾回来与其在当地酒厂工作的“情
人”会面，而后出走。

涉事的陕西出租车司机称，事发
当天，他拉到了这位“奇怪”的客人，起
初说去邯郸，“后来又改了主意，说是
去陕西。”

据司机介绍，跳车前，崔元林接到一
个电话，随后突然大量吐血，而后猛击车
窗，下车后“主动”撞车并导致死亡。

知情人说，家里人一开始接到告知
崔元林死亡的电话时，以为是骗钱的，

“这些年他做的事情，从来没跟家人提
过。”知情人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包括他
离婚后结识了一个漂亮女人。

齐鲁晚报记者得到的信息是，崔元
林出事后，和崔元林离婚数年的妻子带
着女儿从国外回来为他料理后事。

此外，崔元林带的四台电脑为炒股
所用，“华东某知名211大学的一位教授
是他的老师。”知情人介绍，崔元林曾学
过经济金融类专业，对股票精通，“是一
个幕后操盘手”。而崔元林携带的几张身
份证或为其家人的真实证件，“应该跟他
炒股有关。”

但不管曾拥有过多少合法或非法的
财物，崔元林已没命再花。一位去过现场
的人士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崔元林死时
脚上的帆布鞋已经穿了三年，平时为人
也比较低调。知情人推测，当时接完“神
秘”电话后，崔元林可能意识到自己“活
不成了”，但又不想这么不明不白地死
去，于是做出惊人之举。

“要不是那么反常，会引起全国轰动
吗？”知情人说，果如其愿，事发后舆论一
片猜疑之声。其家人更是坚持认为崔元
林是“被人逼死”的。

弄那么多钱想干啥

崔元林之死所引发的种种猜测，在
当地持续发酵，但崔元林究竟是什么样
的人，当地却没有几个能说上来。

齐鲁晚报记者查询发现，涉及邯山
区工信局的报道寥寥无几，多涉及企业
服务、安全检查等，有的只是一两句话的
情况介绍。

在邯郸政府网公开的信息中，除了
崔元林个人情况介绍及被评为“优秀领
导干部”，“廉政标兵”外，唯一的一条活
动信息是在2007年12月，时任工业促进
局（即工信局前身）局长的崔元林，带领
第二色织厂、经编厂党政领导干部，设立
6处咨询台，向过往群众发放传单并接受
咨询，将该区纪念全国第一个中小企业
节的活动“推向高潮”。

“区级工信局的地位和性质，决定了
他平时不可能跟媒体有太多接触。”一位
当地媒体人士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几年
前他因为工作关系采访过崔元林，当时
崔元林给他的直观印象是，“就是一个一
般的领导干部，言谈举止没什么特别之
处。”

资料显示，崔元林1982年毕业于河
北农业大学唐山分校，获得大学本科学
历，学士学位。此后，他分别在邯郸市郊
区农业局和邯山区农村工作办公室工
作，评定为中级技术职称（农艺师）。在崔
元林的简历中还专门写了一句：“时为邯
山区唯一大学本科学历”。

“当年是风光，可是出去之后就很少
回来了。”7月24日，邯郸魏县疃上村一位
上年纪的村民表示，参加工作后，崔元林
就一直住在邯郸，很少回老家，所以村里
人对他的情况知之甚少，齐鲁晚报记者
询问的几位年轻村民甚至连“崔元林是
谁”都不知道，“倒是知道一个局长跳车
自杀，没想到是我们村的。”

据介绍，崔家弟兄四个，排行老三的
崔元林是家里“最有出息的”，但即便如
此，他与家人的关系似乎并不怎么和睦。

“他倒是有钱，可给你花吗？”7月24
日下午，在疃上村崔元林哥哥家，他的嫂
子指着临街一道有些倾斜的院墙说，他
们住的房子已经盖了十几年，由于家里
条件有限，始终无力翻修，快倒的院墙只
能用几根木头先撑着。

“对弟弟也不大方。”一位村民说，去
年崔元林弟弟曾向他借10万块，但崔元
林没借，“他弟弟只能向别人开口。”

“活着的时候，有没有钱、有多少钱，
跟我们没一点关系。”崔元林的嫂子反复
用一种愤愤的语气说，“他死了，火化了，
把骨灰拿回来。”

“有钱赚，没命花”，这是当地一些人
对崔元林的最终评价。

7月23日晚，一位当地知情人士在给
齐鲁晚报记者展示了崔元林最后出事的
出租车上的大量血迹、一双旧鞋和方便
面、小面包照片后，幽幽地说了一句，“真
是搞不懂他弄那么多钱想干啥！”

可能是第二个张海忠

当地盛传，崔元林可能早就知道自
己会出事。

一位当地知情人士告诉齐鲁晚报记

者，三年前，邯山区原区长张海忠出事后，
崔元林曾不止一次对家人称，自己可能是
第二个张海忠。这句话究竟什么意思，抑
或是他察觉到什么，现在已很难知晓。

2011年7月10日，时任邯山区区长的
张海忠在办公室突然死亡，后经当地警
方确认，张海忠长期抑郁，系自杀身亡，
但当地民间认为，张海忠之死跟拆迁及
房产开发有关。

当时，河北各地展开了一场以“三年
大变样”为口号的城镇化运动，作为省内

“较大城市”的邯郸，在这项工作中一直
名列前茅，邯山区则是整个邯郸的榜样，
当地遂有“三年大变样，河北看邯郸，邯
郸看邯山”之说。对当时火热的拆迁场
景，一位当地商人用“铺天盖地”形容。

能在这座老工业城市的核心老城
区，将难啃的拆迁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张
海忠的能力曾得到上上下下的认可，就
在众人以为他即将高升一步时，张海忠
却突然离世。

“当时很多人接受不了，即便到
了现在，民间还是有不少人认为他的
死另有原因。”谈及此事，前述知情人
表示。在他看来，很多人之所以将张、
崔之死相联系，除了他们的死亡经过

“让人感觉奇怪”外，更多跟二人出身
及经历有关。

齐鲁晚报记者辗转获取的资料显
示，张、崔二人老家均是邯郸魏县，张海
忠的老家魏县西南温村距离崔元林老家
疃上村，只有约5公里。

二人工作也有交集。上世纪90年代中
期的几年中，二人曾同时任职邯郸市马头
镇，当时张海忠为镇党委书记，崔元林为副
书记。1998年之后，张海忠调到邯山区，先后
任副区长，区长，崔元林则于2002年到邯山
区民政局任职，约两年后调任邯山区工业
促进局任一把手，一直到53岁退休。

“这么多重合的信息，不由得使人
们对他们的关系产生联想。”前述知情
人称，不过他认为将二人简单类比并
不合适，因为民间对张海忠的认可度
很高，而崔元林则涉嫌受贿，“应该不
是个好官”。 （下转B02）

致致命命一一跃跃背背后后
邯郸一工信局长“高速跳车”事件调查

即使没有高速路上的致命一跃，55岁的邯郸市邯山区原工信局
局长崔元林的命运，或许也不会有太大转折，因为所涉嫌的巨额贿
赂，可能同样让他“难得善终”，但那蹊跷的一跳，却打开了另一扇窗，
随着披露情况的增加，隐藏在暗室中的疑云越来越多。一个小小的工
信局长，竟涉至少千万元，更有传言称其贪亿元。“小官巨腐”现象背
后，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崔元林在邯郸魏县疃上村老家的宅子已年久失修。


	B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