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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里温情脉脉的“礼尚往来”，往往内裹礼仪“糖衣”的权钱交
易，一些人由此痴迷于“节日情结”，一些人由此患上了“送礼焦虑
症”……其中，“礼尚往来”的“主角”，多是掌握着“一锤定音”权力的“一
把手”。各级“一把手”也因此成为节日腐败的高发岗位。

透过形形色色的节日腐败案件不难发现，虽然反腐倡廉机制、民主
监督机制不断健全，权力寻租的空间越来越狭小，一些地方的“一把手”
依然频频“出事”。如何把权力装进“笼子”、让权力安全运行，怎样让领
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正确行使权力，仍然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党
内民主建设需要进一步破解的课题。

在用人上易“一言九鼎”，“一把手”让用人制度形同虚设
“为什么总有人逢年过节给‘一把手’送礼，就是看重他们在用人问题上有‘一言九

鼎’之权。在某些干部眼里，要想升职进步，必须先把‘一把手’搞定。”国家行政学院教
授刘旭涛分析。

应该说，随着《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公务员法》等一系列党纪法规的出台实施，特
别是一些地方推行常委会或全委会票决制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一把手”的用
人权。但在实际操作中，有的“一把手”通过“个别酝酿”或在召开常委会时加以“引导”
等种种办法，绕过了“关口”，仍然可以按自己的意图选任干部。

让“程序空转”，是近年来发生的买官卖官用人腐败案件的一个典型特征。山西省
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在用人上，就很“善于”预先圈定拟提拔干部名单，再授意组织
部门“履行程序”。结果，所有的干部选任程序在他这里都失了效，当县委书记仅仅8个
月，他通过批发“官帽”受贿及不明来源的财产就高达500多万元。

“‘一把手’能够轻松绕过程序，说明他的用人自由裁量权还是过大，正因为‘一把手’有
这个权，才容易滋生各种买官卖官的‘细菌’，‘节日腐败’现象就很难杜绝。”刘旭涛表示。

无业游民仿冒县委书记签名，让33人进党政机关
这是一起荒唐的诈骗案。山东省齐河县警方在侦破一起案件时发现，只有小学文

化的无业游民时国祺雇人仿冒县委书记的签名，竟让33人顺利进入该县各党政机关工
作。虽然骗术不“高明”，但骗子却成功地钻了回“一把手”说话“顶用”的空子。这也从
一个侧面反映出对“一把手”在用人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方面仍有不小的空隙。

“一把手”在人事任免权上的“一言九鼎”，给买官卖官者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

6年内将全县500多名干部调整840余人次
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长李铁成在担任靖宇县委书记期间，6年

里将全县500余名干部调整了840余人次，收受贿赂114万余元，完全操控200多名科级
干部的命运，科局级干部几乎无一人不向他行贿。

同样，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原区委书记李玉麟因卖官落马。在受审时，他坦承，
在乡镇干部的任用上，区委书记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如果没有我的同意，他就不能
当上这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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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干部：“用人一言堂、花钱一支笔、决策一张纸”
插手工程项目，暗中牟取私利，是“一把手”涉腐的另一表现。2005年震惊全国的山东

省青岛市房地产腐败大案主角之一——青岛市原市长助理、崂山区委原书记王雁在担任区
委书记期间，先后 10多次在土地出让、市政配套设施建设、工程款结算等环节为开发商谋
利，收受贿赂共490多万元。

同样，2007年被判刑的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原区长季汉平，任职期间也在工程建设、拆
迁、土地征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贿赂款物合计135万元。

2009年获刑的安徽省巢湖市原市委书记周光全，更是个典型的“用人一言堂、花钱一支
笔、决策一张纸”的“三一”干部。在他任市委书记的57个月间，共受贿400多万元，很多事
都是他说了算。

据统计，2007年至2010年，湖北省发生国土资源系统各类违纪违法问题113起，其中因
在土地、矿产管理工作中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而被查处的经济犯罪案件23起，涉及国土部
门“一把手”8人。

“在位时，我做的决定，99.99%都不会有人反对”
“在位时，我做的决定，99.99%都不会有人反对；我反对的，其他人也不敢赞成。”因受贿

被判刑的河南省一位原县委书记这样感慨。正因为“一把手”说话太管用了，下属们都争先
恐后地讨好他，光逢年过节向他“进贡”的礼金就达100多万元，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在“工作”
上给予“关心”。

按职权划分，书记管干部和大政方针，县(区)长管政务，但实际上党委书记对行政事务
“想管多少管多少，想管多深管多深”。一位落马官员表示，为了插手政府事务，党委书记可
绕开制度钻空子：成立各种各样的领导小组，组长由书记或副书记担任，副组长由区长或常
务副区长担任，将书记个人的意志“一竿子插到底”。

案
例

﹃
一
把
手
﹄
的
财
权

中央：去年颁布4个文件，力图堵住“买官卖官”后路
如何有效监督“一把手”，规范其用权，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探索。
2010年，中办颁布了《干部选任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中组部同时制定了《干部选任有关

事项报告办法（试行）》等3个办法。这4个文件相互配套衔接，共同构成事前要报告、事后要评
议、离任要检查、违规失责要追究的干部选任监督体系，力图堵住“买官卖官”的后路。

事实上，早在2002年，中组部就在吉林、浙江、湖北、四川4个省，试水“科学规范和有效
监督县(市)委书记用人行为”。目前，这一试点已扩至17个省(区)。同时，各地规范“一把手”
用人行为的措施不断出台：浙江瑞安实行全委会成员民主推荐提名干部制，吉林桦甸提出

“隐形权力显性化、显性权力规范化”；湖北谷城实行干部选任全程记实制……

地方：用票决制选任干部
近年来，各地越来越多地用票决制选任干部，层级也越来越高。目前，广东21个地级以

上市和121个县(市、区)党委讨论干部任免均实行常委会票决制，对重要干部的任免实行全
委会票决制；2004年，四川省委全委会首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厅级“一把手”；到
2009年，浙江实现了省、市、县三级党委常委会干部任用票决制全覆盖……

2009年，深圳宣布实施《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以20条具体规定对该市
各级党政“一把手”的权力进行分解，并设定了清晰的“禁区”，对该市各级党政“一把手”的

“权、钱、人”等重点权力设限、监督。作为国内首次明文约束党政“一把手”权力的法规制
度，《规定》建起了监督也是保护党政“一把手”的制度屏障。

未来：多地试行“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肇端于江苏睢宁县、河北成安县、四川成都武侯区等地的“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

点，则试图将一级党委领导的公权力放到一个四壁通透的“鱼缸”内。2010年，由中纪委、中
组部印发的《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将已低调进行了一年多时
间的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试点引到台前。

“建立规章制度固然重要，但严格把制度从纸上落实到工作中，则更为重要。”刘旭涛认
为，很多“一把手”落马，不是监管制度缺失，而是因为制度执行不到位甚至失效造成的。

据2月15日《人民日报》17版 盛若蔚

中央党校教授张荣
臣：“一把手”易“出事”，根
子就在权力过于集中又缺
乏有效的监督。在一些地
方，人权、财权、物权往往
都在“一把手”的掌控之
下，导致“上级管不到、同

级不好管、下级不敢
管、群众管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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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手”权有多大？“一把手”权有多大？
我做的决定，99.99%没人反对
我反对的，其他人也不敢赞成

如何把权力装进“笼子”

中央地方
探索限权

钱权 武汉7年受
处分处级以上
领导，“一把手”
占44%

据湖北武汉市纪委
2009年的统计，2002年以
来，武汉市因贪污贿赂受
处分的处级以上领导干
部中，“一把手”占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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