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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第三轮专项巡视13家单位反馈情况全部公布

环保部存环评“红顶中介”
环保部“有的领导干部及其亲属违规插

手环评审批，环评技术服务市场‘红顶中介’
现象突出”；文化部文艺评奖中存在“暗箱操
作、利益交换”。日前，中纪委官网“晒”出去
年对环保部、文化部、全国工商联和南航集团
的巡视问题“账单”。

环保部、文化部均系去年第三轮中央巡
视的巡视点。十八大至今共计推出了五轮中
央巡视。对比前四轮，第五轮也就是去年三
轮巡视，有显著变化：巡视方式由之前的常规
巡视为主，转为专项巡视为主；在前四轮已实
现 31个省区市全覆盖的基础下，去年三轮巡

视将巡视范围锁定为“央企”，13个巡视点中，
央企多达 8个（南方航空、中国船舶、中国联
通、中国海运、华电集团、东风汽车、神华集
团、中石化）。

至10日晚，去年第三轮巡视13个巡视点
的巡视问题“账单”全部晒出。结果显示，8大

央企普遍存在关联交易、利益输送问题；环保
部、文化部两大国家部委，同样被指出违规审
批、利益输送、利益交换等贪腐隐患；全国工
商联亦被指出“违规操作、违反选举纪律等问
题和权钱交易等廉政风险”。

中央巡视组
都放了哪些狠话？

第一巡视组
南航
公款吃喝时有发
生，公款打高尔夫
球问题有禁不止

第二巡视组
文化部
评奖暗箱操作、退
而不休

第三巡视组
环保部
红顶中介、花钱办
证

第四巡视组
国际台
重业务轻党建

第五巡视组
全国工商联
机关纪委偏轻偏
软

第六巡视组
中国石化
搞利益输送和交
换

第七巡视组
中船集团
物资采购领域腐
败问题易发多发

第八巡视组
中国联通
搞权钱、权色交易

第九巡视组
中国海运
靠船吃船、吃里扒
外

第十巡视组
中国科协
虚假发票报销、违
规发放补贴

第十一巡视组
华电集团
跑官要官、买官卖
官

第十二巡视组
神华集团
谋取“黑金”、利益
输送“黑洞”、“链
条式”腐败

第十三巡视组
东风汽车公司
靠山吃山

有领导及其亲属插手环评审批
中央巡视组指出，环保部

“未批先建、擅自变更等环评违
法违规现象大量存在，背后隐藏
监管失职和腐败问题”；“把关不
严、批而不管、越权审批不仅导
致污染隐患，而且加大权力寻租
空间”。

而且，环保部“有的领导干

部及其亲属违规插手环评审批，
或者开办公司承揽环评项目牟
利”；“环评技术服务市场‘红顶
中介’现象突出，环评机构资质
审批存在‘花钱办证’现象”。

中央巡视组还指出了环保
部的一些具体问题，“在水体污
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资

金管理使用方面，存在套取财政
资金现象”；“多数部属单位未配
备纪检干部，履行监督责任的组
织保障缺失；固体废物管理领域
廉政风险高，环境执法督察领域
存在滥用权力现象”。

【环保部】

【文化部】

干部玩风较盛 有的“退而不休”
中央第二巡视组向文化部

反馈专项巡视情况时指出贪腐
隐患：“直属文化企业经营管理
混乱，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三
重一大’制度流于形式，国有资
产流失和廉洁风险大”；“业务主

管社会组织设置过多，有的利用
文化部资源从事营利性活动，领
导干部在其中违规兼职取酬、牟
取利益”。

而且，文化部“文艺评奖过
多过滥，评奖中存在暗箱操作、

利益交换”。
文化部还被指出了干部管

理方面的问题，“‘两个责任’落
实不到位，内部管理不严，干部
玩风较盛；干部人事工作不规
范，有的干部‘退而不休’”。

【全国工商联】

机关纪委处理“偏轻偏软”
统筹协调全国的非公有制

经济人士，此系全国工商联的主
要业务之一。但这一关键业务，
全国工商联被查出贪腐隐患，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安排不

严格依程序规范进行，推荐、提
名和考察监督等环节漏洞较多，
存在违规操作、违反选举纪律等
问题和权钱交易等廉政风险”。

此外，全国工商联还被指

出，“违反财经纪律问题多有发
生，在专项资金、资产处置、工程
建设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机
关纪委查处案件不力、处理偏轻
偏软”。

■纵深

本轮巡视频放“狠话”
去年6月26日，听取2014年

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情况汇报
时，总书记习近平要求，“向被巡
视地区、单位反馈时，要直指问
题，一五一十把问题抖搂出来，
根本不要搞任何遮掩，责成其认
真整改”。

按照上述要求，中央巡视组
反馈巡视问题时，越来越犀利、
直接。

例如去年10月去年二轮巡

视反馈问题时，中央巡视组就首
次采用了“玩风重（广西）”、“一
家两制（浙江）”、“山头主义（河

北）”、“能人腐败（江苏）”、“打干
亲（四川）”等近十个新表述。

本轮巡视反馈问题的表述
用语，更加一针见血、直指要
害。

例如上述环保部被指出的
“红顶中介”问题、“花钱办证”
问题；文化部的“退而不休”问
题，以及中国海运集团被指出的

“吃里扒外”、“损公肥私”、“靠船
吃船”问题；神华集团被指出的

“牟取黑金”、“链条式腐败”、“利
益输送黑洞”、“权力庇佑”、“暴
利工程”等，相关表述均首次出

现在中央巡视组反馈的问题“账
单”中。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
等受访专家表示，2015年总书记
习近平的新年致辞以及中纪委
五次全会亮出的年度工作计划，

都释放出了反腐还将深入推进
的信号。

中央巡视组表述用语的变
化，再次表明2015年的反腐风暴

特别是围绕央企展开的反腐风
暴，比2014年还要强势有力。

对于死刑判决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专家建议

增死刑“犹豫期”防错杀无辜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张绍

彦研究员日前提出，为确保在死
刑判决后到死刑执行前期间，发
现死刑判决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应尝试建立死刑执行“犹豫期”
或“执行犹豫”（制度）。

张绍彦认为，设死刑执行
“犹豫期”或“执行犹豫”（制度），
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控制死刑的
实际执行数量，更是为了减少在
死刑判决后到死刑执行前的这
段期间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让
犯罪人及其律师等充分行使诉
讼权利，防止冤杀、错杀情况的
发生。

在具体设置上，可以考虑将
判处死刑和执行死刑的主体机
构分开，并在被判处死刑的犯罪
人中，按一定标准、比例和期限
执行死刑。

与之相配套，还可以尝试建
立死刑赦免制度，专门针对被判

处死刑，处于死刑“执行犹豫”中
还没有执行死刑的罪犯，按照一
定的标准、比例和期限给予赦
免，不执行或有条件地不执行死
刑。

张绍彦对记者说，这里的死
刑执行赦免制度，应不同于一般
的特赦和大赦，即不是对“特定
对象”或“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或
事件”，而是常态条件下每一个
被生效刑事裁判判处死刑的犯
人，都有可能受到死刑执行的赦
免。

具体的条件或附条件应包
括传统的“有悔改表现或不再犯
有一定刑罚之故意之罪”等；“有
条件地不执行死刑”，如类似现
行死缓，设定两年或三年的死刑
犹豫不执行死刑考验期等，在考
验期内没有再犯一定刑罚之罪
的便不再执行死刑等等。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竭尽各

个层面、各个环节制度方面的可
能去控制和减少死刑的实际适
用，特别是实际执行。”张绍彦
说。

“死刑犹豫期”的时间可以
按照不低于我国办理死刑案件
充分、完整的法律程序的期限，
如两年至三年，设定国家死刑赦
免的“周期”或期限，即每隔两年
至三年，国家专门针对判处死刑
还没有执行的犯人赦免一次。

也可以设定为 5年，即以一
届人大为期限，每一届人大都要
发布或批准一次死刑赦免决定。

但与此相适应的则是死刑
执行犹豫的期限便不能低于 5
年，否则有的被判处死刑的犯罪
人有可能丧失被赦免死刑执行
的机会。

死刑执行赦免应由核准执
行死刑的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即
最高人民法院决定。

全军开展
财务工作大清查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央军
委办公厅日前印发《全军财务工作大清查
实施方案》，计划利用一年时间，对全军
2013年度和2014年度各项经费收支使用
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清查，着力纠治财经违
规违纪问题。

据介绍，这次全军财务工作大清查，
按照全面清查、摸清底数、联合检查、分级
实施的思路，重点抓好“四查四治”，通过
查清经费资金流向、支出凭证、内部接待
场所和预算外经费管理情况，着力治理虚
报冒领挪用经费、“假发票”、转移开支、

“小金库”等问题。
记者了解到，这次全军财务工作大清

查按照动员部署、自查自纠、上级检查、常
态运行 4个阶段实施。大清查坚持查改
并重、纠建并举，既要抓好已有问题的整
改，更要注重完善政策制度，健全防范违
规违纪问题的长效机制。《实施方案》针对

“四查四治”内容，从财务业务处理和完善
制度机制层面分别明确了具体整治办法。

中央军委要求全军各级要把开展财
务工作大清查摆上党委重要议事日程，定
期分析工作形势，及时研究解决问题，强
有力全过程地抓好落实。要把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贯穿于财务工作大清查全过程，
严格政策标准，依法依纪清查整治，认真
细致做好情况统计、数据核实、查找分析
等工作，确保大清查的单位、内容、时间、
效果“四落实”，做到清查见底、整治见效。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分析认为，财务清查
将由审计部门进行。去年 11月，解放军
审计署由总后勤部划归中央军委建制，对
中央军委负责并报告工作。此次财务清
查是审计署划归中央军委建制后负责的
一次“大动作”。

公方彬强调，“审计部门以前是作为
一个业务工作部门来构成，现在是实现监
督机制的部门，它肩负监督检查的问题，
定位、作用、职能都不一样了。”公方彬表
示，这次财务清查是军委的统一部署，与
以往自身业务工作安排有所不同，此次清
查是军队作风建设的重大举措之一。

财政部废止7件
涉及审批事项文件

根据国务院有关取消下放行政审批
项目的决定，财政部 11日宣布废止 7件
涉及审批事项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自
2015年2月11日起实施。

据了解，财政部此次公布《财政部关
于废止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旨在依法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府
职能转变，做好审批事项取消下放后的
落实工作。

根据决定，2件财政规章被废止，包
括《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和
《国债承销团成员资格审批办法》。

此外，5件规范性文件被废止，包括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一九九四
年一月一日前签订开发及转让合同的房
地产征免土地增值税的通知》、《以折股
方式缴纳探矿权采矿权价款管理办法
（试行）》、《中央地勘基金持有探矿权采
矿权价款折股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外
商投资企业财政登记管理办法》和《财政
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外商投资企业
财政登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