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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停薪留职，下发的工资却成为了部
门内部的私藏资金，与虚开耗材、房租租金等所
获资金共同进入了部门的“小金库”，用于私发职
工补贴金或直接进入领导囊中。市农业环境保
护监测站就主导了这样一场违规套取公款的“智
谋”。在2013年至2017年期间，市农业局管辖下
的环监站就往“小金库”存入了92万余元。而环
监站原站长李红霞却仅以“留住人才、推动工作”
等说辞回应腐败。在本期《阳光问廉》直播现场，
观众无不为这个“小金库”震惊，而对这个问题的
曝光也表明了政府及纪检监察部门的反腐态度

和力度。
市农业局副局长王良平对所曝光问题感到

汗颜与自责，承认作为分管领导在监管上存在履
职不到位的问题，接下来将积极配合查处、绝不
姑息。同时举一反三，吸取教训，建章立制规范
运行，加强警示教育肃清系统毒瘤。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起事件中，存在违规审批工作人员停薪留职
情况和单位吃空饷现象，是违规套取公款行
为，将对所涉薪资进行追回，并加大监管查处
力度。

3月28日晚，由市委、市政府主办，市纪委、市监察委、市委宣传部、市广播电视台
承办的全媒体直播节目《阳光问廉》第六期如期开播。本期《阳光问廉》，节目组走进
渠县、宣汉及市农业局，调查曝光出三大问题：宣汉县未成年人“泡”网吧，文化执法大
队形同虚设；渠县小学老师有偿补课，让义务教育彻底变味；市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站
套取公款私设“小金库”，滥发福利补贴。

节目现场，通过主持人的犀利问廉，相关责任人被“拷问”得面红耳赤、如坐针
毡，再一次给党员干部敲响警钟。

执法监管不力 套取公款滥用 放任有偿补课

第六期《阳光问廉》曝光三大问题

未成年人不能进网吧，这是法律的规定。然
而在宣汉县城内，沿街的网吧总有中小学生扎
堆上网打游戏，网吧门口放置的“禁止未成年人
进入网吧”标示牌形同虚设。未成年人进网吧不
需要出示身份证，就连小学生都能随意进入。
《阳光问廉》节目组工作人员拨打举报电话后，
却迟迟不见有人到场介入监管。更令人吃惊的
是，网吧老板似乎提前收到消息，在执法人员赶
到之前就将网吧内的未成年人带离。经过调查，
宣汉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执法人员不仅懈

怠执法，还给网吧老板通风报信，与其沆瀣一
气，而主管领导竟对此一无所知，监管不力。

面对节目中曝光的问题，该执法大队大队
长承认在人员管理和业务管理上存在疏忽，管
理不到位。宣汉县文体广新局局长当场表态，
将立即着手整改。宣汉县副县长张家芳表示将
坚决对此事逗硬问责、从严处理。目前，涉事人
员已被调离执法岗位，事情正在进一步调查
中。宣汉县将组织专项联动巡查，全面整顿此
类情况。

未成年人“泡”网吧 部门监管走过场

部门私设“小金库” 公款滥发补贴金

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减免了中小学生的受
教育费用，不用交学费就可以上学读书。然
而，在渠县渠江镇第三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
级，老师每学期都向每位学生家长收取800元
以上的补课费，让原本的义务教育彻底变了
味。在管理部门到校检查时，老师还警告家长
协助其瞒天过海，应付检查。学校存在如此乱
象，而面对《阳光问廉》节目组的提问，校方
却表示不知情。

事情曝光后，渠县教育局确证后对违规补课
人员进行了处理，并责令学校完善制度，加强教
师队伍管理和师德教育。市教育局副局长王军
当场表态，接下来将深入开展调查工作，加大监
管力度，开通举报渠道，严格查处违规补课问
题。渠县副县长敬永香承诺，将对此事件严厉问
责，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警示教育，防范类似问题
再度发生，保障教育体系的规范运行。

（本报记者 刘苏颉 彭凡珊）

小学老师有偿补课 学校却称“不知情”

本报讯 “请问如果你的孩子在
网吧上网，你会作何感想？”“对不起，
请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28日
晚，在第六期《阳光问廉》演播现场，主
持人一连串的问题直指核心，让被问
廉官员几度语塞。演播现场外，全市
各地党员干部也在收看《阳光问廉》，

“廉洁从政”、“为人民服务”等理念通
过问廉更深入人心。

宣汉县漆碑乡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陈有道表示，“君子爱财，取之有
道。我们要从私设小金库一事中吸取
教训，在利益面前要管得住小节，挡得
住诱惑，永葆共产党员本色，争做忠诚
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

在渠县纪委会议室，全体纪检干

部职工还就节目中曝光出的问题进行
了热烈讨论。渠县纪委监察委第七纪
检监察室干部党明宏表示，“《阳光问
廉》节目，采用直播的形式来直击问题、
曝光问题，对于正风肃纪和保持党员先
进性、纯洁性，具有很强的震慑和教育
作用，这也倒逼我们纪检监察干部要
不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力度。”

大竹县二郎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邹波看了本期《阳光问廉》后表
示，他们将以此期《阳光问廉》节
目为契机，对镇域所有村 （社区）
资金使用、管理等情况开展彻查，
并将检查情况及时公示，坚决杜绝
出现私设“小金库”行为。

（本报记者 彭凡珊 刘苏颉）

本报讯 在28日晚第六期《阳光
问廉》演播现场，有一段很特别的
VCR，这段VCR来自万源市花楼乡
三堡溪小学苏正斌老师的自白。视频
中，苏老师扎根山村无怨无悔的崇高
师德，令在场不少观众泪目，也感动了
许多达州市民。

苏正斌是三堡溪小学的校长、老
师、炊事员。2002年，从师范专业毕业
的他，因为父亲一句话，“你是山里娃，
不要忘了自己的根”，便毅然决定留守
山村教书育人，这一留就是16年。16
年里，他除了教书育人，还修校园、找
泉眼，改善孩子们的生活学习环境；忙
不过来时，他甚至将在外打工的妻子
喊回，一起办村小。“我就像山间的野
草，普通平凡，默默无闻，虽艰难却欣
慰，虽辛苦却幸福。”这是苏正斌真实
的人生写照。

当晚演播大厅内，当主持人邀请

苏老师起立时，现场掌声雷鸣，经久不
息，而当提到学校，提到天真可爱的孩
子们时，苏老师几度哽咽，令人感动。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
米小，也学牡丹开。”春节前，清代诗人
袁枚的一首小诗《苔》被乡村教师梁俊
和他的山里娃演唱而家喻户晓。而苏正
斌跟梁老师一样，他给了山里孩子希
望的种子，于是种子种在了每一个孩
子的心里，在他们的生命中开了花。而
这些孩子也会因苏老师的坚守和奉
献，终有一天，像牡丹一样绽放。

观众李女士：苏老师是《阳光问
廉》现场最靓丽的一道身影，他看似平
凡，却用黑板告诉我们什么是无怨无
悔。

观众王先生：跟现在补课收费的
老师相比，苏老师才真正算的上人民
的园丁。

（本报记者 彭凡珊 刘苏颉）

乡村老师16年坚守令人泪目

全市各地组织收看《阳光问廉》
廉洁从政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