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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遍全国 专案组耗费近两千万
足坛反赌扫黑案从一开始就受到高层

的重视，最高人民检察院把具体承办案件的
重任委托给了辽宁省检察院，后者又把具体
经办案件的事宜委托给了铁岭、丹东等检察
院，然后抽调多个辽宁省内的司法系统人员
进入专案组，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联合督办。

据知情人士披露，专案组的核心领导有
来自公安部的高级警官，其中公安部治安管
理局副局长徐沪就在其中。由于此次反赌
专案组隶属公安部直接领导，所以专案组的
外勤人员到外地进行抓捕也有着钦差大臣
般的权力。凡是在此次反赌行动中的办案
人员，前往全国各个省市办案，都受到了当地
各方面的全力配合，足迹遍布北京、山东、上
海、江苏、辽宁、吉林、重庆、广东、天津等地。

历时两年多，专案组终于在足球腐败窝
案上取得最后胜利。由于涉案人数多，地域
广，专案组的人数也非常庞大，最终的花销可
能会接近2000万元人民币。 东莞

庭审黑哨 又牵出仨裁判
原足球裁判员周伟新牵出新案，他曾

经当了一年俱乐部和裁判员之间的中间
人。在他送钱的名单中，除了已经接受审
理的黄俊杰外，还有三个新名字：何志彪、
陈红辉、赵亮。2009年，周伟新作为中间
人，在6场比赛中帮助金德队联系到了裁
判。除了与周伟新长期合作的黄俊杰外，
何志彪、陈红辉、赵亮都收过周伟新的钱。

黑幕，随着曾经的“名哨”一个个站在审
判席上而缓缓拉开。陆俊、黄俊杰、周伟新和
万大雪，这4人曾经是中国足球最具代表性
的裁判，各自的犯罪之路竟是如此相似。在
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堕落，然后游戏于裁判
界的“潜规则”之间，最终无法自拔。

各自划定势力范围
黄俊杰先后 6 次收受亚泰 64 万元的贿

赂，陆俊和申花、鲁能、沈阳“颇有私交”，周伟
新、万大雪则与长沙金德、成都谢菲联“联系
紧密”。随着案情的公开，一个事实印证了不
少坊间人士的猜测。几乎每个裁判，都有自
己的“关系户”。

以在裁判界人脉和资历最深的陆俊为
例，在十几年的执法生涯中，陆俊牵涉的俱乐
部并不多，只有辽足、沈阳华晨、山东鲁能和
上海申花 4家。但无论是对沈阳还是申花，
陆俊都多次下手，或自己执法，或操纵比赛。
陆俊表示，和这些俱乐部打交道，因为关系不
错，对方如果主动联系，自己一句话就够了：

“我知道了。”
黄俊杰的情况类似，和亚泰的交易，大都

通过一个电话，几句话就完成。旁人就算听
到，或许也觉得没什么问题。事后对方将钱
打入自己的账户，熟门熟路。对于裁判界人
人都有关系户的现象，一位足坛资深人士表
示，这好比裁判的自留地。“搭上线之后，旱涝
保收，又方便，又安全。”

互相勾结狼狈为奸
如果说裁判和个别俱乐部的关系像一条

条线，那么在裁判界，这些看似没有关联的
线，通过裁判之间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早已
形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昨天，一位旁听人
士坦言：“听下来裁判圈子确实四通八达，只
要你想送钱，肯定能找到办法。”

黄俊杰和周伟新，彼此称兄道弟，在圈内
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而这种关系，其实是建
立在彼此谋财的基础上。周伟新几次通过黄
俊杰执法的比赛赌球赢利，而黄俊杰也在部
分比赛中给周伟新打招呼，给人的感觉就是，

“彼此帮忙，大家发财”。根据检方指控，周伟
新对黄俊杰、何志彪、赵亮、陈红辉等四名足
球裁判员行贿八笔，共计人民币 35万元、港
币10万元。

互相帮忙，已然是裁判界的潜规则。一
名裁判，不可能与所有的俱乐部都搞好关系，
而通过同行打招呼，甚至干脆自己当中间人，
已然是一大“行规”。受审的“四大黑哨”，每
个人都曾收取中间费，多则数十万元，少则十
几万元。

规则颠覆体系犯罪
裁判，是绿茵场上的“法官”。而法官一

旦涉黑，整个游戏规则，注定被颠覆。四大名
哨集体沦为“黑哨”，足可见在那个中国足球
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里，整个裁判界早已变
成可怕的黑洞。一旦投身其间，清者难以自
清，浊者更浊。

陆俊收受申花 35万元竟然是通过张建
强当中间人，李冬生也坦然收受黄俊杰、周伟
新等人的贿赂，两任足协裁委会主任如此，可
以想象整个裁判界的罪恶程度。而像谢亚
龙、南勇这样的足协掌门人，也参与其中，通
过裁判操控比赛。犯罪的已然不是个人，而
是整个体系。

“陆俊，你本应有大好前程，30多岁就执
法重要比赛……”听到检方这番带有感情色
彩的话，前天出庭的陆俊也不禁潸然泪下。
可惜，一切悔之晚矣。好在，天网恢恢，对中
国足球来说，荡污去垢之后，一切都将重新
开始。 徐东海

解剖足球麻雀 警示行业大鳄

足球是一只麻雀，一只中国社会的
麻雀。

解剖好这只麻雀，分析好这只麻雀的病
理，对整个体育系统，对其他行业系统，对整个
中国社会，都将有积极的作用。

记者在丹东采访时，当地友人问，和别的
大案要案比起来，足球假赌黑案看起来金额
不是很大，涉案人员级别不是很高，为什么大
家这么关注，这么多媒体“围观”法院？

是啊，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系统的集体坠落，从上至

下，肆无忌惮。关于这个系统的坠落原因，媒
体、专家已经作了很多分析，体制、监督、道德
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小的一个足球，汇
集了一个完整行业的全部要素。

这只麻雀虽小，却五毒俱全，而把它分解
开来，某个环节的毛病却有些眼熟。足球的

“唯出线论”，同经济领域曾经有过的唯GDP
论，教育领域依然存在的唯升学率论，本质上
没有什么不同。而南勇们亦官亦商的身份，
不仅在足球之外并不少见，与“红顶商人”似乎
也有相通之处。足球犯的毛病，或多或少都
可以在其他行业找到相似之处。进而言之，
那足球整体上的困局呢？

足球是中国媒体相对最关注的行业之
一，在众多媒体的强势“围观”下，它依然彻底
崩溃，这又是为什么？

从记者了解到的情况，足球产业这一块，
可以带来不小的利润，但比起大部分产业来
说，足球只是一个江湖地位并不高的“小弟
弟”。那么，在百分之三百甚至更高的利润面
前，我们如何抵御这种诱惑？

从哲学上的解释，解剖麻雀是一种方法
论。运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就是对一种有代
表性的事物进行剖析，就像把麻雀解剖一样，
去看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如何与
整体发生关系。结论可推广到类似事物。

那么足球这只麻雀，解剖结束之后是否
可以推广？

各行业各色人等，在茶余饭后拿着足球
当谈资的时候，可否扪心自问，足球的毛病，我
们有吗？ 新华社记者 树文 李丽

1.鲁能20天送20万元
2003年，山东鲁能因外援尼古拉斯的转

会不符合规定，遭足协处罚，曾和杨一民有
过不愉快。2004年，为了和足协重修于好，
鲁能俱乐部在近 20 天里，通过山东省足管
中心的一位官员，分两次给杨一民“送礼”，
共计 20万元，希望在 2005年的中超联赛中
得到杨一民的“关照”。这也是检察院指控
杨一民收受的单笔最高贿赂金。

2.逢年过节都给他送礼
杨一民收受的礼物很杂，除了钱款，还

有购物卡、加油卡，甚至还包括鱼缸、手表、
烟、保健品、纪念品等。因为特殊的身份，各
家俱乐部利用逢年过节的机会，给杨一民送
礼。

3.关照一下值1万美元
按照中国足协规定，赛季前对队员实行

12分钟跑及YOYO体能测试。江苏舜天俱

乐部曾找过杨一民，希望得到“关照”。体能
测试后的几个月，杨一民到江苏赛区做裁判
监督时，舜天高层送给他1万美元。还有一
次，杨一民母亲去世，他从云南海埂基地回
家奔丧时，曾给江苏舜天高层打电话，希望
对方能提供一辆车，方便回家。舜天高层在
去机场路上，送给杨一民5000元表心意。

4.徒弟贾秀全送过7万元
1992年，杨一民和贾秀全结识。当时，

杨一民是教练，贾秀全是队员，双方有了师
徒这层关系。此后，二人越走越近。在杨一
民的起诉书中提到，贾秀全曾分两次，送给
杨一民7万元。

杨一民辩护律师王树静详解，杨一民父
亲去世一段时间后，时任陕西国力队主教练
的贾秀全才得知此事，就送了杨一民 3 万
元。后来，杨一民搬家，贾秀全又送给他 4
万元，让杨一民买些家具。 徐东海

个个都有“关系户”
人人都有“自留地”
——解读“四大黑哨”幕后的狼狈为奸

从鱼缸、手表到保健品
他来者不拒
——细节解读杨一民受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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