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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手工程项目 私分洪灾捐赠款

石铁乡斜水村原书记朱怀波留党察看两年

“县上正在一笔一笔核对，一
户一户检查，与其被这件事压得
喘不过气来，不如主动交代心里
舒坦。”在“一卡通”专项治理启动
次日，开江新宁镇林桐山村社会
事务员余某某就带着虚报冒领的
30亩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到镇纪
委主动说清了问题。今年6月底
以来，开江县开展的惠民惠农财
政补贴资金“一卡通”专项治理，
一件件吃拿卡要、雁过拔毛等“微
腐败”案件被查处。

“让干部知道老百姓的钱不能碰”

近日，在开江县新街乡竹儿坪村
一院坝里，镇纪委干部、村“两委”干部
与群众代表围坐在一起，召开了“一卡
通”违规冒领资金清退会。清退会上，
纪委干部当面通报了该村2组组长郑
某某虚报冒领退耕还林和耕地地力补
贴的违纪问题，并进行现场清退，获得
了群众一致认可。“就是要让他们知
道，我们老百姓的钱不能碰。”

老百姓的钱得以回到老百姓自己
的腰包，干部违规冒领资金的违纪问
题得以查处，归功于开江县今年 6 月
底开展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
卡通”专项治理。

据了解，自“一卡通”管理问题专
项治理工作开展以来，开江持续深化

“清源行动”，通过电视、网站、微信公
众号等宣传平台广泛发布省纪委监委

《关于限期主动说清问题的通告》，并
张贴至每个单位、每条街道、每个公示
栏，层层传达至每一名党员干部。同
时，扎实开展全覆盖谈心谈话，督促引
导党员干部自查自纠，认错改错。

据悉，这几个月来，开江县共有29
人主动向组织说明情况、交代问题，上
缴违纪款 18.81 万元。八庙镇石和寨
村 3 组组长杨正文侵占他人五保款
7300 元，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广福镇
冉家垭口村原支部书记何光轩等四职
干部虚报骗取国家低保金133710元，
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钱收回来不是目的，关键是让钱

回到它该去的地方。截至目前，该县
纪委监委共召开警示教育会20余场，
通报曝光典型案例7起12 人，清退违
规冒领资金16.19万元，形成了强大震
慑。

建章立制加强监督管理

在此次专项治理中，开江县采取
“自查自纠、全面清理、一线督查”的方
法，县、乡、村三级统筹联动，对全县20
个乡镇 29.7 万户群众的“一卡通”发
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链条梳
理，通过入户走访、比对数据、实地核
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19次专项监
督检查，发现问题207个，已督促各地
全面完成整改。

“综合分析检查中发现的一系列
问题，原因在于监督管理的缺失，因此
针对所有问题的线索，我们都实行快
查快办机制，逐一核实、逐一销号，并
及时督促相关部门完善管理审核制
度。”开江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王
新亭说。

为深化标本兼治，实现“阳光保
障”，该县在织密“笼子”上下功夫，建
立完善城乡低保“四制度一评分”、低
保“评议团”、五保集中供养“六化管
理”、城乡医疗救助“三审两定”等制度
机制 20 余项，并将惠民惠农相关政
策、审批程序、发放流程等内容进行整
合，编发“一卡通”手册 2000 余份，切
实提高老百姓对惠民惠农政策的知晓
度。

“信息不透明，公开不及时也是
‘一卡通’引发腐败的重要原因。”据王
新亭介绍，该县依托“互联网+”和大数
据，建立了惠民 110 监督平台和电视
公开平台，实时公开惠民惠农相关政
策及资金发放情况，动态查询功能获
群众纷纷点赞。

此外，该县纪委还在线开通信访
举报渠道，群众可通过“廉政开江”微
信平台对发现的违纪违规行为进行

“一键举报”，全县群众成了补贴资金
的直接“监督人”，构建起了纪检监察、
群众监督、社会监督的立体监督网，从
源头上精准施治、靶向治理。

□唐绪汝 本报记者 姚丹

日前，达州市纪委通报了宣汉四起违纪违法案例，其中一起
为石铁乡斜水村党支部原书记朱怀波插手工程项目和私分洪灾
捐赠款等问题。

经查，朱怀波父亲朱某某在工程竞标中存在“围标”行为，朱怀波
明知道父亲“围标”，却未采取措施进行阻止，同时还参与投票，最终
由其父亲中得抓点示范工程和村卫生室2个工程，其行为存在违纪
问题；在2015年的洪灾中，县经信局向斜水村捐赠了2万元，但是却
未进入集体的账户，朱怀波将其中4000元平均分配给8名村社干
部，其行为存在违纪问题。经查，朱怀波还存在其他违反生活纪律
问题，受到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案件回顾：

2016年，宣汉县扶贫办下达斜水村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项目，其中发展中药材产业项目90万元，卫生室改造提升10万
元，共100万元。其中中药材产业项目90万元用于打造抓点示
范工程，具体建设内容有：大屋基中药材基地产业园建设和白杨
榜中药材基地产业园。因为这个工程是两个产业园的建设，所
以在设计和财政评审方面都是分开在进行。

经过前期的设计、财政评审等过程，斜水村于2017年5月
4日发布比选公告，当时共有3家公司报名并递交公司资质文
件。最终由斜水村党支部原书记朱怀波的父亲“围标”后中得
抓点示范工程和村卫生室2个工程。

2015年6月25日，斜水村经历了一场重大洪灾。宣汉县
经信局捐赠斜水村500吨水泥，用于基础设施等维修。当时
村上维修道路、堡坎、涵洞等用去118吨水泥，剩余的382吨
水泥被支部书记朱怀波变卖，每吨价格240元，除去水泥下
车费5700元，共计收入85980元。这85980元未进入村集
体账户，后来被用于斜水村谭家河坝堡坎、田家山水沟建设
等3个工程建设的工程款。然而，多个项目的具体承包人
仍是朱怀波其父。

另外，“6.25”洪灾后，县经信局将 2 万元救灾捐赠资
金给朱怀波。然而，这笔钱却并没有全部补助给当地受
损群众和贫困户。

调查结果：

2017年11月起，宣汉县纪委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
进行了核查。

经调查核实，斜水村2017年5月4日发布抓点示范
工程比选公告后，有3家公司递交公司资质文件欲进
行投标。然而，这3家公司的资质材料实际上都是由
时任斜水村党支部原书记父亲分别到 3 家公司完
善的。2017年5月23日，斜水村召开比选会议，当时
3家公司的3名代表串通投标，受朱怀波父亲委托来
参会，只为履行比选会议程序，工程最终都由其父亲
负责。然而，最后抓点示范工程的中药材面积规划
是80亩，实际种植面积却只有30亩。同时查明，参
与斜水村村卫生室工程竞标的3家公司也是由朱
怀波父亲委托上述公司的3名代表在背后进行“围
标”。

另外，2015年6月25日斜水村经历了重大洪
灾后，朱怀波将宣汉县经信局捐赠的水泥变卖收
入 85980 元。经查，这 85980 元未进入村集体账
户，后来被用于斜水村谭家河坝堡坎、田家山水
沟建设等3个工程建设，并且多个项目的具体承
包人仍是朱怀波其父。其中由其实施的田家山
水沟建设项目，签订的合同内容是建设 1200
米，工程造价是40570元，实际上只建设了400
多米。上述 3 项工程在未召开群众会的情况
下，由村三职干部自行确定施工队伍和工程造
价，在未经过验收情况下，由朱怀波对工程款
进行了结算。

“6.25”洪灾后，县经信局还捐赠了2万元
救灾资金给斜水村。经查，朱怀波将其中的
8000元补助给谭启兵等4户房屋受损群众，
7500元补助给赵光明等15户贫困户，500元
支付 1 社换水管工资，剩余 4000 元由村社
干部8人进行了平均分配。

经查，朱怀波还存在其他违反生活纪
律问题，受到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本报记者 姚丹

开江：
“一卡通”专项治理
让钱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