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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马贪官投巨资开公司，呼唤官员财产清查机制建立

       云南大理原怒江州
住建局副局长、规划局
局长李敬瑜，十年前因
受贿落马被判刑和“双
开”，其贪腐“事迹”
还被作为典型上了云南
省纪委监察委官网。近
日，李敬瑜又被曝出至
少投入了 1015 万元资金
在四家企业入股，并担
任自己控股的多家公司
高管，被指违反公司法。
另外，李敬瑜还被曝出
曾花巨资购买度假村内
的别墅。（华夏早报 7
月 2 日）
       云南省纪委监察委
官网发布的文章显示，
司法机关最终查明的李
敬瑜收受贿赂的金额为
4 万元。这与他后来投
千万巨资开办公司形成
强烈反差。有网友看了
报道后表示，李敬瑜作
为一名曾因贪腐而落马
的领导干部，其本人是
不是应该就这 1000 多万
和购买别墅的资金来源
有所交代？
       李敬瑜对此回应称
“过去做什么，未来做
什么，不是大家要关注
的事情。”对其财产来
源未作过多说明。
       这个回应无疑有点
避重就轻，李敬瑜落马
之前仅仅是个一个区区
的处级干部，按照他的
工资，不知等到猴年马
月才能攒下 1000 多万，
1000 多万怎么来的，作
为一个曾经的官员，作
为一个合法公民，不能
仅凭一句“不是大家要
关注的事情”就能解释
得清楚的。
       不仅是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的嫌疑，对于违
反公司在刑期执行完毕
后五年内担任企业高管
一事，李敬瑜也根本就
没有合理的解释。
       诚然，我国对触犯过
刑法的人员，一直本着

改造和关爱的态度，倡
议社会不要歧视，鼓励
刑释人员就业和创业。
但此鼓励，并不是鼓励
这些人员重新犯法，而
是希望触犯过刑法的人
员依法依规就业和创业。
       李敬瑜轻描淡写的
回应，显然无法自圆其
说。而与此相反的是，
李敬瑜的事情被曝光后，
却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
高度重视，笔者呼吁云
南有关部门应该及早介
入，及时调查清楚事实
真相。如果事实属实，
该追责的追责，该追赃
的追赃。
       早在 2012 年，在时
任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
召集的 8 位专家学者座
谈会上，就有 6 位提及
了要建立官员财产申报
官员财产制度。
       王岐山也在座谈会
上表示信任不能代替监
督。王岐山书记回应专
家们的建议说，有信心
搞，但也有很大的困难。
       目前，全国有 16 个
市县试行官员财产公开，
但公开主要针对新提拔
干部，而且多在内网或
内部公示，公开对象和
公开范围有限。官员财
产申报能否真正做到公
开，不仅有赖于社会信
用体系和信息化体系的
建设，还有赖于高层支
持和地方主政者的勇气
与智慧。
       虽然有困难，官员财
产申报制度也不能因哽
废食。如果一个官员隐
瞒财产，而有没有相应
的制度进行公示和制约，
那导致的恶果必将是非
常严重的。类似李敬瑜
这种落马官员，就算没
有 1000 万元的投资款和
购买别墅，网民也可以
质疑其财产问题。而李
敬瑜还被曝出巨额投资
和购买不动产，网友更

加有理由对此进行怀疑
和求证。
       有网友质疑，被判刑
之后，李敬瑜就投资了
多家企业，很有可能其
落马之前对自己的财产
进行了隐瞒。如果李敬
瑜的巨额财产没有合理
合法的来源，其就应该
承担相关的责任，而对
此，有关部门也就应该
彻查。
       为什么在这些贪腐
官员被查后，有关部门
不对他们以及亲属名下
直接或间接的财产，认
真地核查核查呢？从某
种方面来说，建立落马
贪腐官员财产清查机制
已经急不可待。
       伴随着一个又一个
贪腐官员被法律审判的
消息，人们在为之叫好
的同时，不禁又发出这
样的感慨：“虽然被查了，
但是他们贪污受贿的钱
恐怕几代人随便花都花
不完！”这样的慨叹绝
非不切实际的臆想，也
没有夸大其词，看一看
下面这些官员贪腐的数
据，你一定会深信不疑。
       刚刚过去的 7 月 9 日，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了中共海南省委原常委、
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受
贿一案。据检察院指控，
2005 年至 2019 年，张
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单独或通过其近亲属收
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07 亿余元。
       广东省原副省长刘
志庚被传落马后经查，
刘及其亲属被查出存款
370 亿，以及价值 510 亿
的债券，此外还有大量
的房产、在全国主要的
大城市有房产 300 套，
价值 17 亿元，还有汽车、
金银以及外汇等等，总
资产破 900 亿元。
       海南高院原副院长

张家慧被指控非法收受
财物共计人民币 4375 万
元，曾被举报“资产超
200 亿元”。
       总书记多次提到鱼
和熊掌不可兼得，强调
“当官发财两条道，当
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
不要当官”。但是从这
些被查处的大官小官的
“身价”来看，当官也
没耽误他们发财啊！而
且他们发的还是大财巨
财！
       面对日益猖獗的腐
败问题，建立官员财产
申报和公开制度一度成
为舆论热点话题。官方
也曾在一些地方探索实
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但这些试点没多久就无
疾而终了。2010 年，官
方发布《关于领导干部
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
定》，要求县处级以上
官员详细填报个人和主
要亲属财产。但在 2016
年以前，除非填报的官
员“出事了”，官方一
般并不核实填报内容。
也就是说，对绝大多数
官员来说，这一规定仍
是个“没牙的老虎”。
       2017 年，中共印发
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
有关事项规定》和《领
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
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
作为配套制度，中共党
纪处分条例将隐瞒不报
列入违反组织纪律范畴，
各级巡视组可以抽查核
实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
有关事项，纪检监察机
关也可调取个人有关事
项，并实行“凡提必核”，
将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
度与官员提拔直接挂钩，
明显增强了这一制度对
官员的约束力。
       尤其是在信息技术
进步和数据联通的基础
上，纪检监察部门核查
报告的能力不断提高，

对官员及其主要亲属申
报的房产、股票、基金
等信息查询更加快捷准
确，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的威力开始释放。今年 6
月 20 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
又表决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
处分法》，从法律上对“不
按照规定请示、报告重
大事项”“违反个人有
关事项报告规定，隐瞒
不报”等情形，作了明
确规定，被喻为公职人
员头上的一道“紧箍咒”，
对于从严治党，以法治
国，反腐倡廉都将产生
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建立官员财
产申报和公开制度是治
腐的“清源堵漏”之举，
那么建立贪腐官员财产
清查机制则应是“斩草
除根”之力，是防止国有、
集体资产流失，挽回国
家经济损失的重要保障。
“通过清查审核这些官
员的财产，合法的归其
所有，不合法的没收，
上交国库，这才是一笔
明白账。”有关法学专
家指出，财产清查的主
要作用之一就是，查明
相关公职人员的各项财
产物资是否存在挪用、
贪污、受贿、非法交易
等情况，以便及时采取
措施，收缴或追缴等。
       希望云南有关部门
及时“亮剑”，出重拳
查清落马贪官李敬瑜的
巨额财产。也希望随着
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制
度立法进程的加快，这
种进步更大一些；希望
对贪腐官员的财产清查
机制也能随之尽快建立
并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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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高校就业率造假，才能更好“精准帮扶”
       近日，《法制日报》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高
校存在以各种硬性或软
性条件要求毕业生签订
就业协议的现象。某高
校毕业生透露，如果自
己不签就业协议，学校
就不发报到证。有的毕
业生不得已托关系、找
门路，签订假的就业协
议，而有的人还在网上
购买就业证明。记者又
随机咨询几个网店后发
现，开具就业协议、第
三方协议等证明的章，
价格平均在 80 元至 120

元。
       就业造假的病根难
除，不仅使得一些高校
的就业率存在很大注水
成分，影响了教育资源
的优化配置。此外，它
更对眼下的就业工作，
造成极大的干扰。
       人社部 7 月 21 日表
示，对目前还没有就业
的毕业生，将采取建立
实名清单、强化岗位落
实、强化创业创新、强
化招聘服务、强化培训
见习五项措施，进行帮
扶。

       要想让帮扶未就业
毕业生的举措真正落地，
打击就业率造假还需持
续深入。不仅要加大对
高校就业工作的抽查，
也要畅通学生举报渠道，
激活社会监督，从而最
大限度压缩就业造假的
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人社
部此次在对未就业毕业
生的帮扶中，专门有一
项实名清单的工作，要
求加强教育与人社部门
信息衔接、部署街道社
区走访摸排、畅通服务

登记渠道等，建立未就
业毕业生实名服务清单。
可以看到，这样的实名
清单，既是人性化服务
的举措，同时也是遏制
就业造假的有力抓手。
通过实名清单，可以让
就业造假的治理，能够
下沉到社区，让造假行
为无处遁形，从而倒逼
高校就业工作的规范。
       就业率造假，关乎学
生切身利益，关乎高校
诚信，绝不可容忍。高
校固然是就业率造假的
始作俑者，应当拿出更

严格的监管措施，但与
此同时，就业造假的治
理，也不能囿于高校自
身，而需要拿出更多社
会化的措施。包括加大
对网络电商参与就业造
假的打击，包括做好社
区走访工作和实名管理，
等等。如此一来，就业
造假的治理才能更彻底，
并为就业的“精准帮扶”
打下坚实基础，我们才
能实现全流程、全方位
促进毕业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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