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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倒查20年，近千人落网
内蒙古重拳整治涉煤腐败，可谓“惊涛骇浪”

查找问题副厅长敷衍塞责
“他不积极，那就先查他”

5月26日晚，专项整治监督责任办公室
成员、内蒙古纪委政策法规研究室副主任
刘占波调度完各专项工作组、盟市纪委监
委和相关派驻纪检监察组工作后，更新了
数字：全区纪检监察机关累计受理涉煤问
题线索3982件，立案700件987人，其中厅局
级62人，县处级227人，14名干部主动投
案……

见过“狂风暴雨”，没见过如此大的阵
仗。过去一年的场面，刘占波用“惊涛骇浪”
来形容。

内蒙古是世界最大的露天煤矿之乡，
中国重要的能源保障基地。全区12个盟市
中11个有煤矿，现有煤矿523处，核定产能
12 . 8亿吨。一段时间以来，在部分胆大妄
为、别有用心之人的操控下，内蒙古煤炭资
源领域积小弊而成沉疴乱象，积小病以致
顽瘴痼疾，最终衍生为腐败问题的重灾区
和政治生态的污染源。

2020年2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
成立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自治区党委书记、人
大常委会主任石泰峰。同时，领导小组下设
主体责任办公室，负责统筹安排专项整治
工作；下设监督责任办公室，负责集中查处
涉煤腐败案件、督促整改等。

“不‘得罪’这些腐败分子，就是得罪
全区2400多万各族人民，我们一定要算
清政治账、人民利益账、人心向背账。”
石泰峰说。

可是，想在短期内撕开口子、挖出根
子，绝非易事。

记者多次参加专项整治工作调研，对
当时的情形再熟悉不过。一开始，人们议论
纷纷，曾出现不少杂音———

有人担心，揪出20来年的旧事后，
干部会惶恐不安，谁还会安心干正事？
也有人心存侥幸，都过去20年了，很多
事难找到痕迹，也许可以逃过此劫；有
人认为，反腐影响经济发展，企业不能
正常生产，投资者会纷纷跑掉；更有人
怕翻旧账引火烧身，以“我没经手”“我
不清楚”等理由推诿扯皮，甚至试图阻
挠调查……

不管背后有没有靠山，不管牵扯到
什么利益，一样出重拳下狠手。自治区党委
一直未受外界干扰，一直未改变高压态势。

当时，负责查找问题的内蒙古自然资
源厅副厅长王杰敷衍塞责，查出的问题不
痛不痒，严重阻碍了专项整治深挖彻查。

“既然他不积极，那我们就先查他。”刘
占波说。

不出所料，王杰被查出利用职务之便
为煤老板谋利，收受他人款物，还违规入股
煤矿获益。

“随着专项整治不断向纵深挺进，一批
问题浮出水面，涉煤腐败成为污染内蒙古
政治生态的最大毒瘤。”刘占波说。

何谓最大毒瘤？从有煤地区、管煤部门
到涉煤企业、配煤项目均有波及，个别地区
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严重污染了政治生
态、经济生态、自然生态。

一些问题穿了“隐身衣”，抽丝剥茧也
要挖出来。

乌兰察布市原市委书记杜学军多次参
加专项整治工作会，可总是台上一套、台下
一套，忠诚不离口，背后留一手。

经查，2004年，杜学军任陈巴尔虎旗旗
委书记期间，接受发小请托，为其公司配置
煤炭资源提供帮助，收受发小夫妇现金、房
产折合人民币超千万元。多年来，杜学军涉
嫌受贿数千万元，在纸醉金迷中断送了事
业前程。

政治强则筋骨硬，政治弱则百病生。
专项整治中，内蒙古坚决清除作风顽

疾和腐败沉疴滋生的土壤，坚持“当下改”
与“长久立”相结合，通过完善一系列制度
机制，堵塞监管漏洞，拓展延伸治理链条，
全面、深度修复政治生态。

2020年，内蒙古印发《关于规范领导干
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参与矿产资源开发
行为的规定（试行）》，将副科级（含副科级）
以上领导干部和涉及矿产资源开发相关部
门一般公职人员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作
为规范对象，明确了禁止参与矿产资源开
发的具体情形和行为，比其他省区市相关
规定更为严格。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煤
炭资源领域干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关于加强煤炭资源专项审计工作的指
导意见》等一系列文件，进一步重塑政
商关系，厘清权力边界。

不管利益链关系网多庞杂
“靠山”随时会土崩瓦解

煤炭资源富集地区容易成为腐败重灾
区，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和市场边界
不清、职责不明，导致出现官商勾结、以权
谋利、利益输送等问题，恶化市场环境。

内蒙古涉煤腐败案件之所以会抓一个
带一窝连一串，也是因为在长期交集和逐
步扩张中，政商之间最终衍生出了庞大的
涉煤利益链、关系网和共腐群——— 贪官这
一方，千方百计利用权力设租寻租、保租护
租；不法商人这一方，则想方设法利用黑金
猎官猎权、控官控权。

但反腐重锤一再证明，靠这种利益关
系捆绑的炸弹随时会引爆，所谓靠山随时
会土崩瓦解。在这次专项整治中，利用资源
搞政治攀附、人身依附的，就查处了一大批
案件。

例如，鄂尔多斯市2004年以来配置的
93个矿业权，其中23个不合规，大量煤炭资
源被企业倒卖或占有。张平在担任鄂尔多

斯市乌审旗旗长、旗委书记期间，低价转让
探矿权，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损失。鄂尔多斯
市原煤炭局更是出现了500多名公职人员
入股煤矿，高利分红。“裁判员”变身“运动
员”，煤炭市场的公平公正遭到严重破坏。

一些企业打着“火区治理”幌子违法获
取、盗采煤炭资源，一些地方错配滥配火区
治理项目。2010年，某公司经理高某某找到
时任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旗委书记海
明，想申报灭火工程。煤田火区本应由旗政
府组织实施，海明却指示旗长将灭火工程
交由这家公司。为表达感谢，高某某分别送
给二人20万元。此后，公司原股东庞某某得
知海明要给女儿购房，“赞助”100万元。
2011年至2013年，这家公司打着“灭火”幌
子，在未获得任何采矿权的情况下，疯狂盗
采煤炭1511万吨，总价值竟超13亿元。

清除涉煤利益网，内蒙古将重点放
在促进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紧紧
围绕产权交易、资源配置、行政审批、生
产监管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全面推行
煤炭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专项整治
中，内蒙古废止和宣布失效涉煤政策法

规文件863件，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文件
100件。经过专项整治，解决存量问题有
了明确办法，严控增量问题更有了实
招。

专项整治不仅要整治问题，更要保护
合法合规生产经营。通过专项整治，内蒙古
煤炭企业一批问题得到解决，13处产能每
年8520万吨的煤矿转入正常生产，14处产
能每年6925万吨的煤矿完善了相关手续，
为增产保供作出积极贡献。2020年，内蒙古
煤炭产量达1 0 . 0 6 6亿吨，比上年增长
1 . 3%。

已退休18年仍被审查
“这笔账迟早要算”

内蒙古涉煤领域反腐败，对全国党员
干部都是深刻警示。

记者在看守所接触到几十名被关押人
员，这些人无不是受组织培养多年、身处重
要部门关键岗位的领导干部，不少人还拥
有过闪亮光环。最终导致他们身败名裂的，
均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在一件大事上犯了
糊涂：为官路上，没有搞清楚什么该做、什
么不该做。

面对记者的镜头，有的干部忏悔地说，
党员干部一定记住千万别拿人家的，只要
拿了就手短，拿上瘾就收不住，利益勾连
了，就切割不掉了！

2000年，44岁的刘桂花上任鄂托克旗
旗委书记，直至2007年调离，主政一方长达
7年之久。在此期间，掌握着全旗煤炭资源
配置情况的刘桂花，面对“煤老板”的疯狂
围猎，把权力当红利，把商人当钱袋，把分
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域”，大搞权钱交易。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后，刘桂花
最终幡然悔悟：“痛定思痛，我明白了一个
道理，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王杰也后悔地
说：“本来是查问题的人，自己却有问题。理
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
坡是最危险的滑坡。”

倒查20年，释放出追责到底、将反腐进
行到底的坚定信号：只要腐败了，不管你是
退休回家了，还是转行了，不管心脏装支架
了，还是离世了，法律有追诉期，但纪律没
有追诉期，这笔账迟早要算。

例如，干部赵德英被审查时，年近80
岁，已退休18年。

倒查20年，彰显出我们党刮骨疗毒的
反腐决心。

反腐败是场持久战。一方面，各级党员
领导干部要树牢正确的权力观，对权力心
存敬畏，秉公用权、严格自律；另一方面，也
要继续拧紧制度的“金箍”，让为官者挡得
住诱惑，管得住小节，做到心中有党、心中
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在为党和人民
的事业不懈奋斗之中燃亮自身价值。

据新华社

内蒙古自治区
是全国煤炭产量最
大的省区，煤炭行
业在“高歌猛进”的
同时出现“野蛮生
长”，一度沦为腐败
的温床。乌金蒙垢，
必须重拳出击。过
去一年，内蒙古根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部署要求，开展
煤炭资源领域违规
违法问题专项整
治，对涉煤腐败倒
查20年。

倒查20年，亦
成为全国反腐热
词。纪委监委“N连
发”，近千人接连落
网。倒查20年，到底
查到了啥？背后那
些发人深思、给人
启迪的故事，又传
递出怎样的信号？

卡车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黑岱沟露天煤矿内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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