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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讲好好反反腐腐故故事事，，中中纪纪委委咋咋做做到到的的
再拍专题片，“大老虎”现身说法更震撼

本报记者 李师胜

“大老虎”镜头前忏悔

17日，总共八集的反腐专
题片《永远在路上》开播，迅速
占据了各大媒体头条。

据中央纪委网站介绍，摄
制组先后赴22个省（区、市），拍
摄40多个典型案例，采访70余
位国内外专家学者、纪检干部，
采访苏荣、周本顺、李春城等十
余名因严重违纪违法而落马的
省部级以上官员，剖析了一些
典型案例，讲述了一些鲜活的
监督执纪故事。

记者梳理发现，用大型专
题片的形式披露落马官员案情
以警示其他官员，这并非首次。
2014年12月，中纪委也联合央

视推出了一部专题片，这也是
中纪委第一次以专题片的形式
公开披露大量“四风”细节，片
名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有
四集，片中曝光了黑龙江省副
省级干部付晓光喝死陪酒人员
现场以及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
科的自我交代手稿等，也讲述
了倪发科怎样因玉疯狂。

不过片中并没有让倪发
科、付晓光等人现身说法，只
是采访了参与人员。片中大部
分见人见事的采访只是一些
小案件。

相比之下，《永远在路上》
更令人震撼，不少“大老虎”现
身说法，面对镜头忏悔。

“从小就痛恨贪官，没想到
自己最后成了贪官”，这是周本
顺；“我都到退休时候了，没想

到是这样的结局”，这是白恩
培；“将近一生了，居然因自己
的错误这样收场，何其悲哀”，
这是李春城。

而且，白恩培、周本顺、李
春城等前高官的一些视频资料
拍摄于审查期间，属首次曝光。
从中可以看出，这部片子的素
材已积累了好几年。

第一集中，四川省委原副
书记、成都市委原书记李春城
说到最后，忏悔之言中略带哭
腔，观者也能感受到那分沉甸
甸的悔意。

“看后特别震撼”

几年来中纪委在宣传阵线
的各种做法，无论是第一时间
发消息、主动做各种信息数据
的梳理盘点，还是开微信号、做

客户端、拍专题片，可谓深谙舆
情和新闻规律。

“看后特别震撼。”中央党
校研二学生叶子鹏说，“从片中
能鲜明地感受到，不敢腐的震
慑作用得到发挥，不能腐、不想
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
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

在准确把握和引导舆情的
同时，中纪委近年在宣传内容
上越来越注重讲故事。比如说
2015年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推出
的栏目《忏悔录》，刊登了倪发
科“玩物丧志”、王敏“两面
人”、刘铁男“上阵父子兵”等
警示报道。《忏悔录》的手法和
此次推出的专题片如出一辙，
讲好反腐故事，让故事打动
人、警示人。

“夜夜难以入睡，几乎天天
半夜惊出一身冷汗，醒来就再

也睡不着，总想不知道什么时
候就出事。一个人时，唉声叹
气，多次用拳头敲打自己的脑
袋，发泄胸中压力。”

这样的《忏悔录》中的细
节，无疑更能让其他官员感受
到那种悔不当初的心境，也更
加铭记“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今年9月份，纪检监察系统
宣传部门在北京开会，交流经
验。会议认为，“讲故事，是现代
传播的最佳方式。讲故事就是
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
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
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
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

如何让官员不敢腐？看得
到他人的前车之鉴，也就知晓
了自己该如何做。而落马官员
讲述的故事，就是最好的前车
之鉴。

谈饭局>>
不累吗？真累啊

“走到今天是我没有想到
的，走到今天我也非常痛悔。”
吉林省原副省长谷春立说。
2015年8月，因涉嫌严重违纪，
中央纪委对其立案审查。经
查，谷春立严重违反了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严重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十八
大之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

从2015年到案发这半年
的时间内，谷春立多次接受公
款宴请，包括出入私人会所大
吃大喝，次数就达到了三四十
次之多。大多数都是不对外经
营的，都是内部的一些场所。

谷春立并非不知道这样
的吃请应酬违反八项规定精
神，“规定是肯定学了，但我也
觉得，有时在酒桌上协调点
事，能够增进一些感情相互了
解，协调起来工作比较方便。”

王树森当时担任吉林省人
民政府副秘书长，也因涉嫌严
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他经常
为谷春立安排各种饭局，也一
起参与吃喝应酬。王树森说：

“我俩影响挺坏。俺俩天天有
局，还整个秘密的点。实际上现
在想起来真没趣，现在我都觉
得，不累吗？真累啊。吃饭也挺
累，你上桌得白唬，不能冷场。”

除了常到一些企业的内
部食堂吃喝，谷春立还长期借
用一家企业的越野车。吃企业
的饭，用企业的车，谷春立开
始利用职务之便为一些企业
办事并收受财物。

王树森说：“有的时候我们
真给他办点事，比如说他有点

啥难处了，把我们请到会馆去
吃顿饭。然后我们把几个主要
的领导找来，领导一看，你看你
和谷春立这都过问了，怎么也
得想办法给好好解决解决。”

正所谓上行下效，下属一
些干部和他一起出问题，谷春
立的不良带头作用难辞其咎。
而他自己最终也出了大问题。
经查，谷春立通过主持会议研
究、向有关人员打招呼等方式，
在企业经营、土地出让、房屋拆
迁等方面为企业谋取利益，收
受财物达数千万元，涉嫌受贿
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谈迷失>>
嘻嘻哈哈丧失了警戒

位于广州市区的白云山
是 5A 级景区。前两年，白云山
因为里面一家餐厅一度成为
舆论关注的热点。已落马的广
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
记万庆良，曾是这里的常客。

这家餐厅位于白云山最
高峰摩星岭，原来叫品云座。
一家私企老板向白云山公园
管理处租下了这片地，名义上
是建公开营业的餐厅，但实际
上消费标准之高已将普通人
拒之门外，事实上成了只对少
数人开放的私人领地。

“在白云山那个地方，有
时吃完饭就聊天，有时打下
牌，嘻嘻哈哈热热闹闹，不注
意细节，不注意影响，不注意
场合。来往过程当中，慢慢也
放松自己的警惕，就丧失了这
种警戒线。”万庆良说。

2014年6月，万庆良因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
查。经查，万庆良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
取、收受巨额贿赂；严重违反
八项规定精神，在全党严抓作
风的高压态势下，仍然出入高
档消费场所达到70次左右，就
在他落马前两天，还来过白云
山这家餐厅。

如今，白云山公园已收回
品云座的经营权，并规定经营
方向必须面向百姓。在杭州西
湖公园、北京北海公园等全国
其他一些地方，也都对类似这
样把公共资源圈起来为少数
人服务的不良现象进行了整
治，把公共资源还给公众，把
风景还给百姓。

在广州，万庆良经常出入
的场所不止白云山一家，吃喝
玩乐的费用都是由企业老板
买单。而万庆良也就为老板们
做事，包括项目工程、调整容
积率、土地审批等。有些公职
人员被万庆良直接叫到吃饭
的场所，直接交办任务，帮这
些老板做哪些事情。

万庆良落马后，除了本人
贪腐金额巨大已涉嫌犯罪，被
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和他一起
参与吃喝的官员，涉嫌犯罪的
也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其他
的则都一一予以诫勉谈话，情
节严重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万庆良一案也再次警示
着，领导干部是关键少数，他
们的带头作用是好还是不好，
对一个地区或单位影响都是
巨大的。抓作风必须始终坚持
从领导干部自身做起，从日常
的点点滴滴做起，以上率下。
还是那句话：要求别人做到的
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
的自己坚决不做。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把把下下属属叫叫到到饭饭局局帮帮企企业业办办事事
谷春立、万庆良等享乐奢靡带来恶果

齐鲁晚报要闻中心出品

嗷~夜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山西省
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受贿一案。

常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令政策利用担任山西省
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常务副主任，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主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职权、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洪洞华清煤焦化学有限公司、杜善学等单位和个人提供帮
助，直接或通过其子令狐帅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人员给予的
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607 . 2374万元。提请以受贿罪追究令
政策的刑事责任。令政策进行了最后陈述，当庭表示认罪悔
罪。法庭将择期宣判。 据新华社

令令政政策策案案开开庭庭
被被控控受受贿贿11660077万万元元

葛相关链接

舌尖上的腐败、车轮上的腐败等，都是群众深恶痛绝的现象，十八大以来进行了专
项治理。18日，由中央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第
二集《以上率下》播出。吉林省原副省长谷春立、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等官员现身说
法，其违背八项规定的细节进一步披露。

17日，中央纪委宣传部与央视联合制作的《永远在路上》开播，目前已播出第一集《人心向背》、第二集《以上率下》。。这
两集中，白恩培、周本顺、李春城、谷春立、万庆良等落马官员现身说法，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腐败细节，可谓猛料料迭出。
李春城略带哭音的忏悔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永远在路上》搅动了舆论场，更警醒了各级官员。无疑，这是一次成功的反腐宣传。这是十八大以来，中纪委第二次次拍
电视专题片。与两年前拍摄的专题片相比，这次更为成熟，摄制深入到了案件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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