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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红通通””44号号嫌嫌犯犯自自首首：：相相信信国国法法
黄玉荣系“天网”行动中首个从美投案的逃犯，已外逃13年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
所所长黄风分析认为，对黄玉荣的
追逃采取劝返方式，通过主管机关
给她做思想工作，她接受了我们的
劝返，主动回国自首，也体现了我
们在境外追逃过程中注重行使政
策的力量。

黄玉荣回来是没有戴戒具
的，面带微笑下飞机，而且神态上
也比较自然。如果她回国自首，从
对待上是完全不同的，包括在今
后量刑、定罪问题上也都会宽大
处理。劝返工作是各方面的，特别
是心理的感召，让她知道采取劝
返的方式回来，实际上是会得到
宽大处理的。

据了解，该案的成功突破是
中美司法执法合作的又一重要成
果，黄风分析，反腐败国际追逃追
赃的持续高压态势，正在压缩在
逃境外人员的生存空间：形成反
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大氛围，才
能给外逃者心理压力。

据央广网

据悉，黄玉荣是“天网”行动
以来成功到案的第18名公开曝光

“百名红通人员”，其中至少有10

人在国内等待审判，另有数人在
国外落网，等待遣返或引渡。如位
列红通令第二号的“亿元股长”李
华波、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
司上海营业部原总经理戴学民、
广州市新塘镇大敦村党支部原书
记吴权深、原北京市新闻出版局
出纳孙新、江苏中淮建设集团原
董事长钱增德等人。

此外，黄玉荣也是18名到案
的“百名红通人员”中，外逃时间
最长、职务级别最高的公职人员。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
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表示，2016

年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态
度不会变，决心不会减，继续“有
逃必追、一追到底”。

据法制晚报

记者梳理中央巡视的55家国
有重要骨干企业发现，共有50家
企业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和“四风”问题，占比高达91%。

其问题主要包括：重点人物
腐败风险大，中国第一汽车集团
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徐建一，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总经
理廖永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
司原总经理王天普等人被查处，
都与巡视发现问题有关；靠啥吃
啥问题严重，“靠啥吃啥”直指国
有企业领导人员内外勾结、吃里
扒外，本人或亲属子女围绕公司
业务违规经商办企业，大搞利益
输送、关联交易。统计发现，共有
48家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
题，占比高达87%；选人用人乱象
严重，记者在巡视反馈报道中发
现，选人用人亦是国有企业的问
题多发区，共有48家企业明确被
指存在选人用人乱象。此外还包
括纪律松弛、顶风违纪等多个问
题。 据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本报讯 日前，中纪委机
关刊物《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公
布十八大以来违纪违法的国企
高管查处情况。在171名落马国
企高管中，担任董事长、总经
理、党委书记的共104人，约占
总数的61%。

据了解，落马的104人以二
级公司一把手为主，但也不乏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
记、董事长宋林，中国第一汽车
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
徐建一这样的国有重要骨干企
业的主要负责人。

一把手被“围猎”风险高，其
他领导班子成员和关键岗位工
作人员也不容忽视。中央巡视组
在巡视过程中发现，这些人由于
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企业资源、
资产、资金的管理处置权，也容
易成为不法之徒争相“围猎”的
对象。171名落马国企高管中，副
职和其他班子成员共52人，约占
总数的30%；关键岗位负责人，

如总会计师、办公室主任等共
15人，约占总数的9%。

值得注意的是，国企中一
些腐败分子为获得更大利益，
常常在经济上相互牵连，共同
进行贪污腐败活动。因此，对他
们的查处有时也表现出“查处
一个、揪出一窝”的现象。从中
央纪委网站公布内容来看，仅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一家
就相继有7人被查，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则以6人紧随其后。

目前在171个案例中，有69
人公布了调查结果。其中，违反
廉洁纪律情况最多，约有54人
次，表现多为“收受贿赂”等；违
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约有10
人次，表现为“干扰、妨碍组织
审查”等；违反组织纪律8人次，
多为“卖官鬻爵”等；违反群众
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15人
次，表现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及“四风”方面的问题。

据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本报讯 12月5日，在中
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
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筹协调
下，中国司法执法和外交等部
门与美方密切合作，成功规劝
潜逃美国13年之久的贪污贿
赂犯罪嫌疑人黄玉荣回国投
案自首。她成为“天网”行动开
展以来第一个从美国主动回
国投案的红色通缉令逃犯。

5日清晨，黄玉荣乘坐
CA984航班，由洛杉矶抵达首
都国际机场。检察机关向黄玉
荣宣读监视居住决定书并交
付执行：犯罪嫌疑人黄玉荣，
因涉嫌受贿犯罪，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
二条，本院决定对其监视居
住，期限从2015年12月5日起
算，并由郑州市公安局执行。

1951年出生的黄玉荣曾
经担任河南省高速公路管理
局党委书记、河南省高速公路
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等职
务，涉嫌贪污、受贿犯罪，于
2002年8月潜逃美国。

2014年12月，中美执法合
作联合联络小组反腐败工作
组将黄玉荣案件确定为中美
重点合作案件之一，双方集中
人员力量联合开展调查取证
等相关工作。

黄玉荣说：“我是2 0 0 2
年8月20日送儿子去英国读
书的时候离开北京，到今天
十三年多了，刚才飞机快降
落的时候我眼泪就出来了，
我说，终于回家了。我说我
主 动 回 来 ，就 是 要 配 合 调
查，把自己有的问题都配合
解决。现在依法治国，办案
进程一定是符合法律程序
的，这点我不怀疑。我一定
配合调查，一定走完所有法
律程序。”

黄玉荣的丈夫是河南省
交通厅原厅长石发亮，石发亮
在任河南省交通厅副厅长、
厅长期间，单独或伙同他人
为 1 2个请托单位或个人谋
取利益，先后23次收受贿赂
款、物资，于2 0 0 6年被判处
无期徒刑。

黄玉荣表示，身在国内
的丈夫和儿子，也成为自己
回国投案自首的原因：“他（石
发亮）就说，我们的时间都不
多了，你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为了我们这个小家，也为了这
个国家，我就这么回来了。”

据央广网等

2005年12月21日，河南
省交通厅原厅长石发亮特大
受贿案在湖北省荆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公诉人称，1997年上半
年，中铁集团第一工程有限
公司郑州办事处副主任王
某，通过河南省交通规划设
计院院长、石发亮的妻弟黄
裕陵认识了石发亮的妻妹黄
玉芬。2000年七八月间，王某
与黄玉芬约定：黄如帮助该公
司在驻马店至信阳高速公路
四标段中标，可得到工程总价
款3%的好处费，其中包括给
其姐夫石发亮的好处费。

通过这一段公诉不难看
出：黄家除了身为高官的黄玉
荣之外，还有担任河南交通规
划设计院院长的黄裕陵。而她
的妹妹黄玉芬，多次依靠姐姐
哥哥和姐夫大肆敛财。

记者了解到，黄玉荣出
身于高干家庭，他的父亲早
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革
命，和她的伯父、叔父一样，
都是当地有名的抗日领导
人。黄玉荣曾担任郑州市第
十一届人大代表。

1968年，黄玉荣应征入
伍，1973年，她以优异成绩考
入了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
在无线电通信专业深造两年
后，重返部队任通信修理所
技师。据媒体报道，黄玉荣28
岁时离开军营，之后与20岁
的石发亮一起转业到河南省
交通设计院，开始了人生新
征程。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黄玉
荣和石发亮是在部队相识、恋
爱。“石发亮出身豫东扶沟县
农家，而黄玉荣是高干子弟，
他俩是典型的姐弟恋。”

“她到交通设计院后，表
现很出色，领导交办的事儿，
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当年一
位曾和黄玉荣有工作交集的
人士说，1988年她被提升为河
南省交通设计院办公室主任。

1991年9月，河南省第一
条高速公路郑州至开封高速
公路动工，为保证高速公路
建设的质量和工作进度，黄
玉荣又调到省高速建设工程
监理部任办公室主任，后来
又担任党总支书记，分管党
务等，一干就是好几年。

1996年7月，黄玉荣调任
新成立的省交通厅高速公路
建设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她
虽然当了大官，但很谦虚，也
经常听取下属的意见。”这位
人士透露，黄玉荣演讲起来
有一套，让大家十分振奋。

据大河报、东方今报等

在国际刑警组织下发的通缉令中，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黄玉荣备受关注。这是因为，她的老公就是已经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河南省交通
厅原厅长石发亮——— 河南交通厅连续三任落马厅长之一。

丈丈夫夫判判无无期期，，她她一一逃逃了了之之
黄玉荣与交通厅长丈夫“夫唱妇随”共同贪腐

117711名名落落马马国国企企高高管管，，六六成成是是老老总总
查一个揪一窝现象严重，中石油7人被查中移动6人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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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百名红通”4号嫌犯黄玉荣从美国回国投案自首。中纪委网站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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