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场场争争取取未未来来空空间间的的反反腐腐战战

过去的一年，“打老虎”与“拍苍蝇”成为中国反腐领域最为醒目的行为。
自“十八大”之后，高层的“忧患”表态，中纪委的重拳，让反腐有了不一样的速度和深度。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民众众

期待与日俱增的时代背景下，持续以高压姿态打击腐败已经成为执政党的必然选择。
然而，反腐需治本。面对腐败存量问题，高压之下，仍需在理顺诸多体制性及非体制性障碍后，做出权力结构和监

督模式的体制改革。“治标”为先的理念和行动，应为“治本”的战略布局争取更多时间和更大空间。

2013年11月9日 星期六

编辑：任鹏 美编：金红 组版：颜莉B03

本报记者 刘志浩
实习生 王喆昱

七常委至少20次提反腐

历次中共代表大会对于腐
败问题的提法也有所变化。十一
届三中全会是“郑重”提出了这
一问题。十八大的表述则变成了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
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新一届常委上任后，对于反
腐的重视程度，与国内外形势的
变化不无关系。

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处于
恢复初期，中国的外围环境逐步
企稳，虽有利于改善国内企业的
出口，但挑战依旧严峻。同时，经
过多年高速发展后，国内经济正
在步入“换挡期”。按照耶鲁大学
金 融 学 教 授 陈 志 武 的 说 法 ，

“WTO、人口、工业化以及市场
化改革等早期红利都用得差不
多了。”经济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以后五年或十年内的挑战会更
严峻。

而住房、医疗、养老等民生
问题不断凸显，改革迫在眉睫。
作为执政党，自身作风如何，“身
子骨硬不硬”，甚至可能直接影
响未来中国的命运。

在这种情况下，新当选的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领衔新一
届政治局常委第一次在媒体前
亮相时，就提出警示：“决不能躺
在过去的功劳簿上。”

原因很明显，中共面临着诸
多严峻挑战，同时也有不少亟待
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
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
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
必须下大气力解决。

末了，习近平用了“打铁还
需自身硬”这一俗语，既像是
对全体党员进行的谆谆告诫，
更像吹响了直面腐败问题的号
角。

5天后的政治局第一次集体
学习时，习近平又用了“物必先
腐，而后虫生”来形容党内腐败
的危害性，并引用国外教训，痛
心疾首地表示，“大量事实告诉
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
必然会亡党亡国！”

而有外国学者注意到，30多
年来，中共历次代表大会对于腐
败问题的提法也有所变化。十一
届三中全会上“郑重”提出了这
一问题，十五大上，将“反腐”列
为“全党重大政治任务”，到了十
八大，对于腐败问题的表述则变
成了“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
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
国。”

对于腐败危害性的认识，历
届大会渐次递增。

齐鲁晚报记者梳理发现，在
习近平之后，至少有两位常委在
论及党风廉政建设时，提到腐败
与党的“存亡”的关系。

2012年11月30日，中纪委书
记王岐山在听取专家学者对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的座谈会上，就直言不
讳地表示，“党的作风关乎人心
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

“这充分反映了中共领导人
越来越意识到腐败问题的严
重性和紧迫性。”中纪委监察
部网站一篇名为《十八大以后
外 国 媒 体 看 中 国 系 列 报 道
(一 )》的文章中，引述了澳大
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教授肯尼
斯·齐恩的评价。

据齐鲁晚报记者不完全统
计，在执政接近一年的时间里，
包括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

在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不同
场合至少有20次提到反腐败问
题。

“要坚持老虎和苍蝇一起
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
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
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做出了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
表态，更是引发了人们对高层反
腐的新期待。

中央呼应民间呼声

被称为“微博反腐落马最高
官”的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
男的落马，也被外界解读为中央
呼应民间呼声的重要举措。

在中央高调反腐的态势下，
省部级官员开始以“过去30年所
未有”的速度纷纷落马。

2012年12月6日，距离新一
届政治局常委上任仅月余，四川
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因涉嫌严重
违纪，接受组织调查，8天后便
传来其被免职的消息。一个月
后，经相关部门确认，这位在
公开场合大谈“重干部队伍建
设”、“为百姓花钱不心疼”的
干部，被立案调查，成为十八大
后首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

或许，当时没有多少人能够
意识到，这仅仅是开始。

今年2月，在广东省委原常
委、统战部原部长周镇宏被开除
党职公职、移交司法机关后，中
国的反腐开始加速。

特别是在5月份，被称为“微
博反腐落马最高官”的国家发改
委原副主任刘铁男的落马，因其
经历了“微博举报”、“官商勾
结”、“官方否认”、最终“涉嫌违
纪被调查”等一系列跌宕起伏的
情节，引起了民间，尤其是草根
微博实名反腐的高潮。

这也被外界解读为中央呼
应民间呼声的重要举措。

从6月到10月，短短五个月
的时间，又先后有7名省部级大
员被查。其中仅在6月，便有四
川、安徽、内蒙古3地的省级高官
被查，让人颇有“眼花缭乱”之
感。

由于位高权重，每一名官员
的落马，都会引起国内外媒体的
围观。而在这之中，国资委副主
任蒋洁敏尤其引人注目。

由205名成员组成的中共中
央委员会正式成员中，蒋洁敏是
唯一当选的国有能源企业负责
人。

任职国资委之前，蒋洁敏曾
执掌国内最大的石化企业———
中石油多年，被称为“中石油最

有权势者”，由于他落马时距离
去职中石油、赴任国资委仅半年
时间，故外界纷纷将之称为“政
商齐打”，“凸显进入改革攻坚期
之后，高层找到入手点。”

更有舆论猜测，这是中央触
动相关利益集团，为下一步央企
改革探路。因为新任总理李克强
就曾坦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
比触及灵魂还难。”

另一个广为舆论关注的落
马者，是南京市市长季建业。

2013年10月18日，在季落马
之初，美国《华尔街日报》就指
出，尽管这是“老虎”、“苍蝇”一
起打的手段整肃腐败的最新举
措，尽管也涉及贪腐，但季建业
这位曾不顾市民反对，将全城

“开膛破肚”并欲强行移植南京
人带有“特殊感情”的法桐的市
长，落马的更多原因是“不得民
心”。

文章认为，季建业的落马是
一个信号，即“重要干部不仅会
因为收受好处而下台，他们对待
公众和同志的态度也将是个关
键因素。”

不管如何，此次声势浩大的
“打虎行动”，赢得了国内外舆论
的一致赞赏。“十八大至今半年
多的时间内，落马的省部级官
员数量之多、频率之高，确实
比较少见。”长期研究反腐课
题的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
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认为，近
三十年来，从省部级高官被查
处的密度和速度来看，新一届
中央领导层的反腐力度可以说
是最大的。

中纪委去“神秘化”

巡视组过后，一个名词开始
广为人知：“下沉一级”。本来主
要针对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的
领导，下沉一级，是从省部级到
地厅级。

作为反腐“加速器”，中纪委
这个在以往显得有些“神秘”的
部门，开始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
关注。而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
是作为其“掌门人”的中纪委书
记王岐山。

王岐山式反腐第一次进入
人们视野是在2012年11月底，当
时座谈会上，王岐山曾要求与会
者“不念讲稿，直奔主题”，这让
参会的几位专家均感意外。“王
岐山自己主持，说得很轻松，他
说会议材料都看过了，大家也不
用照着稿子念，除非认为念稿子
跟你想表达的完全一致。”参加
座谈会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
授任建明说。

此后，在一位又一位省部级
高官的落马声中，中纪委也慢慢
走向前台。

今年5月份，被称为“党的千
里眼”的中纪委十大巡视组，组
建完毕并开始在全国展开巡视。
至9月底，第一轮巡视收尾并查
出了6个地方存在问题。贵州省
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的
落马，就是第一轮巡视的成果之
一。

巡视组过后，一个名词开始
广为人知：“下沉一级”。

按照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
的解释，“本来主要针对省委、省
政府、省人大的领导，下沉一级，
是从省部级到地厅级，这样巡视
组就看到了地厅级的一把手及
整个班子。”

外界普遍认为，巡视不仅是
为了查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中央
下一步巡视制度改革铺路。

到了9月份，中纪委进一步
揭开其神秘面纱——— 中纪委监
察部网站上线运行，并开通了网
上举报平台，用王岐山的话说，

“架起一道与群众沟通桥梁。”
网站作用不仅如此，中纪委

第一轮巡视以来，针对网上渐渐
出现的一些猜测和传言，11月5
日，中纪委副书记张军在监察部
网站录制的视频节目中，与网友
们互动交流。

节目中，张军详细解释了第
一轮中纪委巡视组的组成及运
行情况，并承诺会保护举报人的
个人隐私，让举报人放心反映问
题。

这样一来，“普通网民上网
就可以零距离接触中纪委，有助
于它更好地发挥作用。”有专家
认为。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自
新一届中央常委上台后，前往平
安里西大街41号的中纪委门口
聚集的上访和告状的人越来越
多，从侧面反映了“打虎”一年来
的深入人心。

以治标为主

为治本赢得时间

有关权力结构和监督模式
的顶层设计在进行：“治标”为先
的理念和行动，正在为“治本”的
战略布局争取更多时间和更大
空间。

经过近一年反腐努力，“打
虎拍蝇”成果斐然。

据央视报道，十八大以来，
为了配合反腐，中央纪委对机关
的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减少职
能交叉，增强监督和办案力量。

同时，“中央纪委立案调查

了李春城、刘铁男、倪发科、郭永
祥、王素毅、蒋洁敏、李达球、季
建业、廖少华、齐平景等大案要
案。”

“第一轮巡视发现了一批问
题线索，对巡视成果善加运用，
坚决查处腐败、纠正”四风“，得
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人民群众
的拥护。”10月23日，在中纪委第
二轮巡视工作动员会上，王岐山
这样总结。

“要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
和艰巨性。坚持标本兼治，当前
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
间。”早在今年1月23日，在十八
届中央纪委委员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王岐山曾
做如此强调。

有关专家接受采访时也表
示，这说明有关权力结构和监督
模式的顶层设计在进行：“治标”
为先的理念和行动，正在为“治
本”的战略布局争取更多时间和
更大空间。

按照中纪委副书记张军的
说法，有的基层单位惩治力度不
够，对“苍蝇式”腐败查处不力，
群众反映比较强烈。他又强调，
按照中央要求，既要打“老虎”，
又要拍“苍蝇”，“让腐败分子无
处藏身。”

但是，梳理一年来反腐取得
的成果，引起了社会各界更大关
注的，还是先后落马的11个省部
级高官。

“打一只老虎的效果，要远
远超过打一百只苍蝇。”知名学
者李绍章曾这样对“老虎”和“苍
蝇”做过描述，他认为，中央反
腐，还是要着重在高级别官员特
别是一把手的监督上。

的确，10月份中央巡视组第
二轮巡视正式展开之际，“着重
监督一把手，重拳打虎显反腐决
心”的新闻报道，在网上随处可
见。

“抓一把手是抓到了点子
上，非常准确、精到，抓住了反腐
败的根子。”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竹立家表示。

“不管打老虎还是拍苍蝇，
都希望中央反腐能够真正彻底
地坚持下去。”网络上，不止一位
网友表达着这种意愿。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临
近，F T 中文网等外媒纷纷预
测，反腐将是这次会议的重要
议题之一。“三中全会在强调改
革迫切性的同时，亦将反映新一
届领导集体对反腐的决心。”10
月28日，路透社载文预测，这是
因为此前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发
出警告：“腐败问题越演越烈，
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打老虎

9月，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上线，开通网上举报平台。中纪委将承担更艰巨的反腐任务。 CFP供图

习李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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