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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兑现解决“办证难”承诺

全国去年注销79万个重复户口
针对一些地方违规办理

户口、身份证出现的一人多
户多证和群众反映的办户口
难 、办 证 难 的 问 题 ，去 年 以
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
关全面开展户口清理整顿，

主动发现和注销了 79 万个重
复户口，严肃查处了一批违
法违纪人员。

公安部同时出台便民利民
措施，向社会公开承诺，老百姓
办户口、办证，可以一趟办完的

不要让他们跑两趟，手续不全
的要一次性书面告知，对困难
群众要主动上门服务，并出台
了对有关不作为、乱作为行为
追责的规定，严肃办户口、办身
份证工作纪律。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要求，
各级公安机关要在前期整改
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执
法制度，推进警务公开，强化
内外监督，坚决堵塞漏洞，从
源头上防止乱办证，绝不允许

一个人拥有多个户口、多张身
份证。

公安部将建立部级人像比
对系统，实现全国范围的人像自
动比对和纠错，只要有人办假户
口、假身份证，将能及时发现、及

时查处。凡是利用职务之便办
理假户口、假证的一律予以开
除，凡是在办户口办证时刁难
群众经调查属实的一律停止执
行职务，涉嫌犯罪的一律追究
刑事责任。

■专家视点

全国联网根治一人多户
昨日上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告诉本报记者，因为

身份证件照上人脸的俯仰角度、偏侧程度和尺寸都是标准的，比其
他照片更容易实现比对。

王教授称，人脸识别系统还实现不了完全准确识别，但可
以把类似的人脸搜集出来，然后再由人工进行甄别。目前我国
的户口和身份证系统是单点式系统、网络化传输，不像银行那
样在办理时就实行全国联网，录入信息必须经过全国网络核实。

“如果在办理前端就实现网络核实，就能在根源上解决一
人多户的问题。”王教授表示。据《法制晚报》

将进行全国范围的人像比对

直击贪官“雅贿”现象

玩玉石，藏书画，看似儒雅
其实就是变现容易手段隐蔽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受
贿总额近八成为玉石，其中
一次收受的和田玉就价值
350万元；原铁道部部长
刘志军收受字画、玉石等物
品近200件，价值 1300
余万元。
近年查处的各类贪官，大
多有这样那样的“小爱
好”，从玉石到瓷器，从字
画到古董，各类珍奇古玩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他们的
受贿清单里。记者调查发
现，一些贪腐官员爱好的
往往并非是艺术品本身，
而是看中其收受途径隐
蔽、“变现”手法多样、“出
事”易于推责等“优点”，高
雅旗号下遮挡的是低劣的
权钱勾兑。

看电视、看书，玉不离手；每
逢周末把喜欢的玉石玉器铺开，
一件件欣赏；每隔两周，给精品
玉器逐一打蜡、上油……据日前
中纪委披露的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
违纪违法案情，其貌似“玉痴”，还常
约上几个玉石玩家，一起赏玉、“斗玉”。

但就是这种看似正常的雅
好交流，成为倪发科受贿的隐秘
通道。他多次以把玩、鉴赏、收

藏为由，收受企业老板“雅赠”的
名贵玉石、名家字画，其中玉石
占其受贿总额近八成。

如刷新官员贪腐纪录的杭
州前副市长许迈永，办案人员在
其家中发现大量金玉字画，包括
多种玉器、鸡血石，齐白石、范
曾、潘天寿、启功等名家字画，堪
称一个小型文化博物馆。

而一些名家作品，成为多名腐

败官员的“同好”。如范曾的画，除
了许迈永，也是浙江海宁原副市长
马继国、河北沧州原市委书记薄绍
铨等落马官员的“藏品”。

虽然名为“雅好”、“文化”、
“收藏”，但贪官们其实对“雅赠”
的价值心知肚明。如倪发科就
深知“好的玉石玉器绝对是高消
费、奢侈品”，“远比其他钱财更
安全，也更有价值和意义”。

办案人员介绍，行贿人与受
贿官员热衷于“雅贿”，是经过

“精心考量”的。“珍奇古玩不像
现金那么‘烫手’，也不像房产、
汽车那么‘惹眼’，且真伪难分
辨、价值有弹性，变现手段隐蔽
多样。”

——以假当真。在北京琉璃
厂文化市场，多家书画店老板极力
向记者推销“高仿字画”，在这里，

一幅“高仿启功”的字只需600元，
一幅“高仿范曾”的钟馗画开价800
元。“都是他们学生画的，他们自己
都分不出来，送人效果绝对好！”

赝品送礼，被识破怎么办？
“你要是真心送礼，他不信，你就
让他再卖给我们，我们以真品的
价格回购，当然钱由你出，我们收
点‘手续费’。”在琉璃厂多家店，
经营人员介绍这种“回购业务”。

——“合理”变现。上海一
位拍卖行业人士介绍，现在借用
拍卖来“光明正大”变现“雅贿”
的手法很多，如围标“赝品高价
拍”、“真品低价拍”，而且不开发
票、收据，手法隐蔽，很难取证。

“不管他收受的是哪种形式的
财物，只要形成其非法利用职权、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证据链，一样认
定为受贿。”一位纪检办案人员说。

“官员可以有正当的爱
好，事实上，官员中也有不少
收藏家。”陆群认为，但作为
官员，特别是担任重要领导
职位的官员，最好不要宣扬
自己的收藏爱好，防止投机
钻营者投自己所好。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
林喆认为，“雅贿”盛行，是
一些官员利用制度建设的
缺陷，故意混淆“正常爱好”

“人情往来”与“收受贿赂”
的界线。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
长李永忠指出，“雅贿”多发，
是权钱交易向更高端的“权
色交易”转化的表现。“色”泛
指“非物质贿赂”，不直接表
现为金钱的状态，获利空间
大，隐蔽性强，钻法规的空
子。 据新华社

珍奇古玩背后是赤裸裸的权钱勾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