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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家“豪宅”目前已将围墙栅栏拆除，但房屋前的承包地，仍是由大片硬化路面和花草构成的“花园”。

上海市崇明县向化镇阜
康村位于崇明岛中部，由于村
子不通公交车，村民想去一趟
上海市区，需要倒三趟车。

不过，在2013年春节过后
不久，这个原本并不知名的村
庄一夜“爆红”。

网友“梅鹤楼主”2月14日
发微博称：“上海浦东新区的
一个区委副书记竟然——— 竟
然住2600平方米的别墅！这条
鱼曝光了，摊上大事儿了，求
辟谣！”此消息一出，便在网络
上引发了巨大关注。一天时间
内，该微博被转发超20000次，
评论近5000条。

2月16日下午3时，央视网
民声在线官方微博也援引网
民爆料：“上海浦东新区的一个
区委副书记竟然住2600平方米
的别墅！”根据微博公布图片，
该处住宅地处崇明县向化镇阜
康村801号，住房面积2600平方
米，围墙占地4亩左右。

微博上第一个爆料人网
名为“一叶知秋_V”，她真名为
顾倩珏，曾经遭遇强迁。

早在2009年6月15日，在
未被告知强制执行具体日期
的情况下，顾倩珏送孩子上学
时，其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唐
镇大众村顾家宅150号的房屋
被强拆。

“我房屋手续齐全却有此
遭遇，但浦东新区副区长陆鸣
竟然在农村盖了一栋豪华别
墅，不是农村户口，哪里来的
宅基地？”顾倩珏说，她觉得这
不公平。

顾倩珏说，她是从一位朋
友那里听说“陆鸣建豪宅”一
事的。于是，2013年1月13日，
她向崇明县向化镇规划土地
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请求公
开该别墅建房批地手续等信
息，但该局在法定期限内置之
不理，称这些信息因涉及个人
隐私不能公开。

“官员是公众人物，怎么
能以个人隐私为借口而回
避？”顾倩珏质疑。于是，她选
择了网上曝光。

格事件缘起

一次“围魏救赵”

式的举报

陆家以前的老宅早已拆
除，而周围是其他村民新建
的二层楼房。

纠风办简单解释

惹来众说纷纭

2月17日，中央电视台记者到
阜康村实地采访。2月17日凌晨1时
左右，上海市纠风办在其官方微博
上发信息称：“经有关部门实地初
步核实，其家庭在自家宅基地上所
建的房屋，主楼建筑面积为246 . 88
平方米，辅助平房建筑面积为
63 . 04平方米；目前，建在该房屋及
承包地外围的围栏墙已经拆除。其
他有关情况仍在继续核实中。”

但是，这几句简单的解释，却
引来了更多猜测和责骂。网友“风
之子”认为，上海市纠风办发布的
数据信息与之前爆料的数字有太
大出入，而且没有介绍更多内容，
很难令人信服！

网友们纷纷发问：“这座房屋
的所有人到底是谁？”“陆鸣怎么会
有农村宅基地？”“宅基地相关手续
是如何审批的？”

这样的结果让纠风办出乎意
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
说：“原本只是想澄清一下房屋面
积，没想到却适得其反。”

2月19日，记者赶到阜康村。在
该村一条南北主干道两侧，一幢幢
小别墅连排而立，其中村南头靠路
边的一栋就是被爆料的“豪宅”。

这栋三层主楼外观以红色砖
墙为主，大扇玻璃门窗装修考究，
主楼门处修饰着木梯、扶手和古典
风格的装饰灯。主楼一侧是一套辅
房，院落四周种植了各类花草树
木，只有被柏油地面包围的中间一
小块土地种了一些青菜。

“以前，这个院落四周都是栅
栏院墙，还修有大门，但自从有记
者来采访，栅栏院墙和大门都被拆
了。”村民王稼申说。

其实，在“豪宅”曝光之前，王
稼申并不知道自己村里还住着一
位上海市的正厅级干部。他说：“我
们村基本上家家都盖着二层小楼，
不过是有的装修好，有的装修差，
之前光知道村头上这家房子盖得
挺漂亮，还以为是哪个做生意的发
了财。”

根据村民现场目测，这栋房屋
加上院落、辅助平房等总共占地四
亩左右。院落中有一棵碗口粗细的
黄杨树，略懂树苗行情的村民称这
棵树价值数万元。

“这家人前几天还在，但现在
都躲出去了，家里没人。”王稼申

说，这栋房屋确实是陆鸣家的，陆
鸣的父亲以前在供销社工作，而
2005年盖这栋房屋之前，这片土地
还都是耕地。

宅基地确有批文

但存在违规建设

2月20日，在阜康村村委办公
室里，一位郁姓工作人员称曾阅读
过陆家住宅用地批文，他对记者
说：“从批文上看，陆鸣家的房屋用
地在审批当时并没有问题。”

当天，陆鸣的叔叔和妹妹也回
到了位于村南头的住宅中。但是，
他们始终不愿意面对记者。在此之
前，陆鸣的妹妹陆美曾经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老家就在这
往北50米，本来就是3户人家。这个
房子要漏了、破了，1978年的时候
造的，房子实在不像样，然后就想
翻建。3户人家批复是60(平方米)、
60(平方米)、36(平方米)，加起来

是156平方米(占地面积)。”
然而，郁姓工作人员所称批文

的内容，却与陆美所说不一样，他
说：“陆家这栋房屋的宅基地是陆
鸣的爷爷与母亲两个人的名，两人
都是农村户口。”

根据崇明县规土局的初步调
查了解，该局局长在接受采访时对
记者说：“(陆鸣老家)宅基地(占地
面积)在120平方米以内。”

但是，村民赵益鑫却提出了不
同的看法。他说，“陆宅”是2005年
开建，2008年左右建成。然而，陆鸣
的爷爷在2001年就去世了。如果老
宅不拆，老人子女可继续使用，但
如果老宅拆迁，宅基地就该被收
回，只剩下陆鸣母亲的宅基地。

根据2011年11月下发的《国土
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农村集
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
中的第六条规定：“已拥有一处宅
基地的本农民集体成员、非本农民
集体成员的农村或城镇居民，因继
承房屋占用农村宅基地的，可按规
定登记发证，在《集体土地使用证》
记事栏应注记该权利人为本农民
集体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

但是，崇明县规划与土管局的
工作人员介绍说，房屋不能翻新和
改建，只可以修。一旦房屋消失，就
失去了宅基地的使用权。

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
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中，
第27条规定：4人户或者4人以下户的
宅基地总面积控制在150平方米至
180平方米以内。其中，建筑占地面积
控制在80平方米至90平方米以内。同
时，村民户申请个人建房用地的人
数，按照该户在本村或者村民小组
内的常住户口进行计算。

按照村委工作人员的说法，只
有陆鸣母亲可申请个人建房，而实
际上宅基地面积已超出了该《办
法》的规定。

那么，为何陆家的院落却达到
了四亩地左右？郁姓工作人员解释
说，陆鸣的爷爷在上世纪90年代末
承包了3 . 4亩承包地，承包期为30
年，不过老人在2001年就去世了。
所以，还在承包期内的土地就由陆
鸣的子女继续使用。

如陆美所说，陆家的老宅年久
失修，陆家就向村里申请置换新的
宅基地。郁姓工作人员说，村里新
的宅基地规划点就只有村南头那
块地，而那块土地之前是别人的承
包地，陆家就得用自己的承包地跟
别人置换，最后将承包地与宅基地

置换到了一起。
不过，该工作人员也承认：承

包地的性质就是耕地，不能用作其
他用途。他直言说：“这种现象在农
村很常见，很多人称围栅栏是为了
防贼，村里也不敢拆，担心引起矛
盾。”

政府“缄口不言”

是在损耗公信力

纵观“豪宅”事件前后，当地有
关部门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回应。

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
府官网资料，1958年出生的陆鸣历
任上海市崇明县副县长、县政法委
副书记，南汇区委常委、副区长、区
政府党组成员，浦东新区区委委
员、副区长等职务。

“因为涉及政府官员，所以‘豪
宅’一事就更受公众关注，也因为
涉及官员，很多部门第一反应都是

‘捂’。”在采访中，阜康村村委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

网友“逗号”说：“官员豪宅到
底多少平方米，这个问题确实很重
要。但问题的根本显然不在此。相
对于面积，豪宅属性、合法性、合规
性等因素更为重要。同时，更是对
官员执政清正廉洁与否，权力行使
正当与否，社会规则和公平是否被
破坏的疑虑和追问。”

如今已经进入网络时代，网络
的触角已伸入官员生活的方方面
面，很多关于官员的热点事件都是
网民通过网络爆料引发。从2012年
底以来，网民通过对个人住房信息
的自由查询和公开，接连揪出了

“房叔”、“房姐”、“房妹”等案子。然
而，在这些事件中，人们注意到，每
当有官员涉案，当地政府部门总以
遮遮掩掩的姿态示人，这让公众更
加不信任官员。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监测显
示，目前社会公信力下降导致的信
任危机，以政府最为严重。不相信
政府，已构成了当前社会上一堵亟
待翻越的“信任墙”。

“从政府层面看，公信力损耗
尤为明显。”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
任舆情分析师庞胡瑞认为，当前一
些政府部门试图封锁新闻和舆论，
常常会进一步激怒公众，直接导致
公众对政府发布的信息不信任，让
政府为澄清流言、稳定人心付出了
很大代价。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研究
中心主任薄贵利也认为，在面对重
大突发事件时，一些官员仍难以摆
脱陈旧的思维模式，习惯于“捂”

“瞒”的应对策略，不少地方该公开
的信息不公开，这常常使得谣言四
起，导致政府工作陷入被动。“对老
百姓都不信任，又如何奢求让老百
姓信任你呢？”

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知
情权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但是，
目前政府和百姓之间没有建立完
善的沟通机制。”薄贵利说，一些人
无奈将获得事实真相、表达自身诉
求的希望寄托于网络，质疑政府行
为的真实性和公平性，这就直接导
致公众对政府信任度的大幅下降。

庞胡瑞认为：“无论是经验还
是教训都表明，面对信任危机，主
动应对比逃避拖延更理性，用心疏
导比一味堵塞更管用，未雨绸缪比
应急救火更重要。”

副区长“豪宅”
风波后遗症
上海副区长“豪宅”曝光后

相关部门的缄默加剧了官民之间的猜疑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2月 1 4日，微博爆
料：上海浦东新区副区
长陆鸣竟然住2600平方
米别墅！消息一出，网上
掀起“巨浪”。然而，相关
部门却始终保持低调，
并未公开该住宅详情及
土地审批手续。

经查，2600平方米
并非别墅面积，而是200
多平米的宅基地和4亩
承包地的总和。村委承
认，这处住宅确存建房
面积超标等违规问题，
并直言：这种现象在农
村常见，村里不敢强拆。

面对重大突发事件
时，一些官员习惯于运
用“捂”“瞒”的应对策
略，信息不公开使得不
了解实情的民众更加愤
怒，也招来更多猜疑。这
往往导致政府工作陷入
被动。正如专家所言，

“对老百姓都不信任，又
如何奢求让老百姓信任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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