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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不在岗人员傻了眼——

空饷，难下咽了

今日聚焦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这
种占山为王、互称兄弟老大的江湖
习气，不只出现在影视片中，它们正
悄然入侵我们的干部队伍，侵蚀官
场生态。最近，多个中央巡视组向
地方反馈巡视情况时，都不约而同
地直指“山头主义”这一顽疾。

中央第六巡视组指出，河北省
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建议严
格党内生活，坚决抵制政治上的自
由主义、山头主义。中央第一巡视
组向广西反馈巡视情况时也认为，
一些领导干部任人唯亲、搞“小圈
子”。

可以看出，山头主义的歪风邪
气已不是个别，而在一些地方，这圈
漩涡难以消失，甚至正在扩大。

试想，如果干部整天考虑的是
与谁套近乎、拉关系，找棵大树好乘
凉，怎会有心思踏踏实实工作，怎会
真心实意走近群众、服务群众。再
者，你占你的山，我结我的帮，势必
不利于班子团结、队伍和谐，凝聚
力、战斗力更无从谈起。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
委第三次全会上曾严肃指出，有的
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
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
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
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
的大腿。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总结大会上，他再次强调，不允
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
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

字字句句，都是对广大党员领
导干部的提醒。虽然山头主义、搞

“小团体”、“小圈子”不一定都存在
腐败，但被查处的腐败案件中多有

“山头主义”的踪迹可寻。当公权力
体系中“山头林立”，这些利益联盟
往往更容易滋生权力寻租的腐败现
象，对党员干部队伍遗祸不浅。

因此，对于“山头主义”的苗头性
问题，不可轻视更不能熟视无睹，有
关部门必须坚决铲平这些“山头”，纯
洁党员干部间的关系，净化官场生态
环境，严肃党内组织纪律。

不铲“山头”，
难净生态

贪官百态

事故赔款竟挪用

海宁市公安局连杭交警队原交
通协警羊海龙，日前因犯贪污罪被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并处没收
财产 9 万元。经查，2012 年上半年
开始，羊海龙利用从事事故内勤工
作并协助管理交通事故赔偿预付款
的职务便利，多次采用截留暂存单
不上交的方式，挪用交通事故赔偿
预付款归个人使用。2014 年春节
前至 2014 年 4 月间，因暂存款减少
及连杭交警队被撤销，羊海龙为填
补巨额亏空，采用伪造支取单的方
式平账，冲抵被挪用的55.8万余元。

滥用职权乱担保

温岭法院对台州路桥区政协原
副主席、台州市二期供水工程路桥
区指挥部原总指挥叶正良滥用职
权、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宣判，判处其
有期徒刑 13 年，没收个人财产 8 万
元，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经查，叶正
良滥用职权，利用指挥部所有的存
单为企业提供银行借款质押担保，
因企业无力偿还，致使质押的存单
被银行划去用于清偿债务，造成了
上千万元的经济损失。他还在工程
土地征用、拆迁等方面给人关照，收
受现金、购物卡、礼金等。

公家财产落腰包

海南省农垦总局国土局原局长
林某因收受 14 家单位及两人送的
钱款共137.8万元，日前被海南省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
徒刑 12 年。经查，林某利用担任省
林业局林政法规处处长和省农垦总
局林业局局长、国土局局长的职务
便利，为海南林某集团、宝某实业等
14家单位谋取利益，收受贿赂137.8
万元。据悉，林某在被省农垦总局
纪委调查期间，亲属退赃18.6万元，
检方冻结林某账户余额7万多元。

一边在香港经商多年，一边
却领着单位薪水，乐清市城管大
队某中队原工作人员方某可谓

“潇洒”。可最近，方某无可奈何
地到单位办理了解聘手续，正式
结束了11年吃空饷的日子。

光拿钱不干活的吃空饷现
象，一直被社会诟病。这些人拿
着国家工资，却不在工作岗位上
干事，有的甚至赚外快、当老板，
而且数量还不少。在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我省清理和
清退吃空饷者 1244 人。而在全
国，这个数字达到了16万人。

庆元位于浙西南偏远山区，
在历年公务员、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考试中，这里的录取分数要比
其他地方低几分。

渐渐地，一些报考庆元机关
单位的人打起了小算盘：先考入
体制内，再通过关系转到其他县
市，把庆元当成了一块跳板。

“少数教师、医务人员取得更
高级别职称后，借口上级单位借
用，选择到其他地方发展，但工资
仍由庆元县财政支付。”县人社局
局长郑杰民翻着一本厚厚的名单，
上面列出了前段时间排查出的全
县吃空饷的详细情况，共有95人，
其中教育、卫生系统26人，占比超
过1/4。

发现这一问题后，从 2007 年
开始，庆元县就发文规定：考入本
县的公务员、事业编制等人员，必
须在庆元工作满 5 年才能调动。
然而在现实中，仍有一些人想方
设法“走捷径”。

“说实在的，我在外面发展得
不错，但仍舍不得丢弃‘铁饭碗’，
多一道保障总是好的。”一位已办
理了辞职手续的吃空饷者说。

一些心存侥幸的人，这次也
没蒙混过关。“曾有几位给县领导
开过车的驾驶员，年纪大了在家

‘养老’，领着工资却不来上班。”
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沈亦
平告诉记者，“自从‘上榜’后，他
们不断找人说情，但都行不通，只
能回来上班或是办理辞职手续。”

在清理过程中，为防止个别单
位领导当“老好人”，庆元县在19个
乡镇（街道）和13个系统（部门）建
立正风肃纪工作小组，对清理不彻
底的单位，追究其“一把手”责任。

最终，全县“上榜”的 95 人都
得到处置，有 36 人返回单位上
班，26 人办理了辞职、辞退手续，
9 人按规定办理病假手续，6 人重
新安排工作，多领的工资和福利
也被追回。

类似的清理工作，在我省各地
都在进行。在乐清，当地通过电
话、QQ、书面通知单、登报等形式
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限时回单位
上班，还对在外经商办企业的离岗
人员、长期请病假人员、长期借用
人员等进行清理，共有80人辞职或
被辞退、解聘，71 人重
新办理病假手续，54
人返岗，11 人重
新办理了借用
或外出学习
手续。

影子员工频现形

实际上，吃空饷现象在全
国各地普遍存在。这种长期不
上班、不在岗，却依然领工资、
享福利的现象，不断引起舆论
的非议。

盘点近年来被曝光的吃空
饷新闻，“官员亲戚”是绕不开
的一个身份。

日前，国家发改委原副主
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
因涉嫌受贿 3558 余万元公开
受审。其中一个细节引人关
注：在长达 6 年多时间里，国有
控股企业广汽集团安排刘铁男
的儿子吃空饷、拿股份，未到岗
挂名领取薪金就有 121 多万
元。

山西省一位县委书记的女
儿，大学毕业后到省疾控中心上
班。但资料显示，她入学时，就
每月从省疾控中心领取基础薪、
生活补贴及住房公积金等，5年
的学费亦由省疾控中心承担，吃
空饷累计数额10余万元。

更有甚者，连死人都可以
领工资。据公开报道，河北邯
郸市磁县 3 个月时间就清理出
吃空饷人员 188 人，其中隐瞒

死亡信息继续享受待遇的有
147人。

根据各地查处的情况，吃空
饷者往往脸谱各异，手段更是五
花八门，如长期旷工但工资照领
的“旷工饷”，长期请假却依然拿
钱的“病假饷”，伪造人员虚报多
领的“冒名饷”，瞒报去世继续代
领的“死人饷”，一人领取两份以
上工资的“多头饷”，未按规定核
减或核销待遇的“违纪违法犯罪
人员饷”，权力安插进编领钱的

“挂名饷”⋯⋯
这些吃空饷现象，将一些人

挖空心思、变着法子沾公家便宜
的心态暴露无遗。“从单位管理
的角度来看，吃空饷危及到单位
在岗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影响整
个单位的工作绩效。”国家行政
学院研究员胡仙芝认为，“吃空
饷者占着编制，但又不干事。在
同一个单位上班，有的人整天忙
碌，工资不见得多，而吃空饷者
一年不见人影，工资还不少领，
这种不平等，不仅于法不容，也
于情不合、于理不通，往往会对
在职同事的积极性和单位工作
带来负面影响。”

查一查：五花八门领空饷

■ 专家观点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
玉凯：目前对如何处理吃
空饷现象没有明文规定，
最多是清退、开除，应该设
计更有针对性的操作办
法，建立一套防范吃空饷
的机制，该清理清退的必
须全清，该问责的必须严
责，对相关单位和领导干
部也要追究责任，才能彻
底铲除吃空饷的土壤。

核心提示：
在编不在岗、死亡

不注销、留职不停薪等

各种吃空饷者，不仅像

一群硕鼠偷吃国家财

政，也吞噬着党员干部

队伍的清廉之风。在教

育实践活动中，这一现

象受到强有力的清肃，

得以有效遏制。但要从

根本上堵住漏洞，关键

还在于建章立制，彻底

铲除吃空饷的土壤。

吃空饷人员如同一只只硕
鼠，吃掉的是纳税人的血汗钱，
更是政府的公信力。

“个别官员的行为令人寒
心，他们挖空心思钻政策的空
子，安排亲友吃空饷。长此以
往，党和国家的利益由谁来捍
卫，人民群众的利益由谁来守
护？”网友“袁沢”说。

有的单位领导怕得罪人，
对吃空饷现象听之任之。“吃空
饷花的是财政工资，不花本单
位的钱。”一位县级市人社局局
长说，“单位里，哪个人每天不
上班，领导心里一清二楚，但有
些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
说，不少吃空饷者都有领导干
部打招呼或者有关系，基层单
位部门很难处理，即便是县级
领导有时也很为难。

而在国企，吃空饷现象更
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利益交换。
一位国企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公司每年招聘会实
际分两部分进行，一部分是公
开招聘，依据考试、面试成绩等
择优录取；另一部分，则是为公
司各种关系户预留职位的内部
招聘。

“一些领导干部存在有权
不用过期作废的心理，在位时
想为还在上学的子女安排好岗
位，这种现象不少。”一位机关

干部告诉记者。
这种不透明的选人用人方

式，滋生了虚报职工数的贪腐
空间。比如，重庆某国有矿业
公司干部周杰，就利用职务之
便，故意造假，靠虚报 4 名已离
职员工骗取空饷约 30 万元，被
以贪污罪判刑11年。

然而不少人担心，对吃空
饷问题处理时存在表面化、简
单化倾向，一些地方和单位为
迅速“灭火”，只要求吃空饷者清
退了事，草草收场。一些地方
对单位领导只是警告一下，有
的甚至根本不作处理，导致违
纪成本太低。一位基层干部认
为，监督不到位、处罚不到位，不
排除吃空饷现象死灰复燃。

尽管吃空饷现象在教育实
践活动期间得到严格治理，但不
少专家认为，将吃空饷人员逐一
纠查出来，并如数追缴被冒领的
工资，只是治理工作的开始，通
过建章立制，加强监督和惩处力
度，提高违纪违规成本，使人不
敢也不能吃空饷，方是治本之
策。

“一个人要吃空饷，必须经
过各个手续，拍板、决策的人必
须被问责。”中央党校教授辛鸣
建议，不仅要治理吃空饷的人，
也要治理发饷的人和决定发饷
的人。

治一治：空饷土壤须铲除

我省清理和清退吃
空饷者1244人

在全国吃空饷数量
达到了16万人

硕鼠有多少

吃空饷名目多

无理由旷工

常年请病假

多头领双薪

服刑仍领原工资

虚报人员多领薪

隐瞒去世领工资

涉嫌三宗罪

渎职罪

贪污罪
诈骗罪

二十万以上可
判无期徒刑

看一看：

本报记者 阮蓓茜 通讯员 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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