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威縣教育局借招錄教師之機，強行讓
教師 「捐款買教職」 事件，被媒體踢爆後，河
北省聯合調查組30日上午進駐威縣。有消息
稱，胡錦濤總書記對 「捐款買教職」 事件作出
批示，要求嚴查。
【本報記者顧大鵬、李小聰石家莊三十日電】

河北徹查捐款換教職
威縣稱捐款已退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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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4年40萬官員被究責
【本報訊】中通社三十日消息：北京官方媒體披露，

中國近4年來共追究40餘萬人次的行政執法責任。
據《法治日報》報道，2005 年國務院辦公廳要求釐

清 「權力清單」和 「責任清單」，初步解決了行政執法機
關和行政執法人員 「做什麼」和 「怎麼做」的問題。

目前，北京等30個省級政府、石家莊等49個較大的
市以及8成以上的地級市，已經梳理完畢行政執法依據，
依法界定職責，並向社會公布。

國務院法制辦今年的一項目統計表明，河南等 16 個
省級政府、南京等45個較大市政府已相繼建立了行政執
法評議考核制度；吉林等25個省級政府、大連等45個較
大市政府、8成以上地級市，已組織開展了行政執法評議
考核和責任追究工作。有效地減少了行政執法的不作為、
亂作為。

【本報記者王德軍、實習記者李銳三十日
電】目前，因火災被燒的央視新址配樓改造方
案的論證仍在進行中，有關方面仍在等待最終
方案的確定，重新裝修改造工作迄今尚未啟動
。不過，記者今天在現場看到，央視新址主樓
內部裝修工作正在緊張進行中。這顯示，央視
的搬遷工作將可能分步完成，在配樓改造完工
後，才能完成最終的搬遷。

北京媒體近日率先披露消息稱，被焚燒的
央視新址配樓已經開始搭建腳手架，進行外立
面的重新改造裝修。此後，美聯社引述央視新
址總工的話，證實了有關報道。

今年元宵節 2 月 9 日晚間，央視 159 米高
的配樓，即電視文化中心因非法組織燃放煙花
而引發火災，持續近6小時的大火造成1名消
防隊員死亡、7人受傷，大樓外立面嚴重受損
，但主體結構沒有受到嚴重影響。發生火災的
配樓高159米，被稱為北配樓，鄰近地標性建

築的央視新大樓。央視大樓也從 CBD 的標誌
性建築變為一道扎眼的傷疤，火災過後的狼藉
場面不時引來中外遊客的關注和熱議。

記者今天在現場看到，央視新址周圍的遮
擋牆仍沒有拆除，腳手架位於其南門的西側，
配樓周邊築起一道紅磚外牆。有關部門表示，
改造工程尚未正式啟動，但改造的前期準備工
作已經開始，目前正在有序進行。至於資金方
面，有關人士表示，這對央視並不是個問題，
反而是案件目前的進展才是最大的醜聞。

據悉，今年 8 月底，首批 23 名涉案人員
已被起訴。近日又傳出消息，因涉案人數眾多
，案情複雜，案件已於一個月前退回公安機關
補充偵查。按照程序，補充偵查時間為一個月
，現在案件應已重新移送至檢察院。經補充偵
查的首批 23 名涉案人員的罪名並無變化。至
於起訴時間，目前尚不得而知。 「不排除再次
退回偵查的可能」。

此外，第二批6名涉案人員也正在偵查階
段，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隨着案件調查
的深入，原北京市建委工作人員及承攬央視新
址工程B標段（即北配樓）的北京城建集團一
名項目負責人均受調查。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三十日電】30 日，商務部網站
發布《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2009 年秋季）》。報告
指出，隨着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各項政策措施取得明顯成
效，中國外貿發展出現積極變化，預計 2009 年全年中國
進出口降幅將收窄到20%以內。這一預測高於此前普遍預
期，顯示第四季度進出口有望觸底反彈。

報告認為，儘管世界經濟形勢中的積極變化不斷增多
，國際金融市場趨於穩定，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經濟主要先
行指標不斷改善，但基礎不穩固、動力不足，外需萎縮的
局面及影響還在持續， 「國際市場需求短期內顯著回升的
難度很大」。同時，貿易保護不斷加劇，特別是針對中國
的貿易摩擦明顯增多。

報告稱，中國政府將進一步落實好出口退稅、出口信
用保險和融資擔保等政策，穩定和逐步恢復外貿進出口。
隨着穩外需各項政策措施效應進一步顯現，加上 2008 年
四季度進出口已經開始下滑，基數相對較低，2009 年後
幾個月進出口降幅有望進一步收窄甚至出現小幅回升。綜
合各種因素，預計 2009 年全年中國進出口降幅將收窄到
20%以內。

報告在回顧前三季度外貿運行情況時指出，進出口規
模逐步擴大，同比降幅有所收窄。進入三季度以來，隨着
穩外需政策效應進一步顯現和國際市場需求趨穩，出口已
經連續三個月超過1000億美元，9月份創下今年以來單月
出口新高，同比降幅也收窄到 15.2%；9 月當月進口達
1030億美元，是今年以來首次超過1000億美元，降幅首
次縮小至個位數。前三季度外貿順差 1355 億美元，同比
下降26%。

此外，前三季外貿運行呈現資源性產品進口價格大幅
下跌，價格下降對外貿影響明顯；大宗商品進口量繼續增
加，機電產品進口降幅縮小；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下滑程
度較輕，機電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降勢趨緩。

央視配樓尚未啟動復修

今年外貿降幅有望收窄

自願捐款說惹出民憤

本次招錄的191名教師，到底有多少人 「捐款」，通過
什麼渠道 「捐款」？官方公布的82名教師的 「捐款」，又
是如何退還捐款人的？記者在威縣迷宮一樣的兩天採訪中，
苦苦尋找一個明朗答案。

29 日下午四時許，在威縣政府大樓門口，記者與昨天
一直不接電話的、分管文教的威縣副縣長宋洪起撞個正着。
在政府辦公樓一間沒有標牌的房間，宋洪起接受了記者的採
訪。

宋洪起說，連日來赴各個校區安撫教師，教師情緒穩定
，教學工作沒有受到影響。他說，將嚴格按照招聘辦法，在
教師試用期滿，經考核合格後，可納入公辦教師編制。目前
，82位教師的 「自願捐款」已悉數退還。

在記者的一再堅持下，29日下午5點鐘，威縣宣傳部副
部長李峰才聯繫到被稱為張 「捐捐」的威縣教育局長張宏。
張宏安排教育局人事股長穆志國，陪同記者到威縣職教中心
採訪，可是當驅車趕到學校時，穆志國對記者說，本次 「捐
款」教師劉純燕已回家了，無法聯繫到。

威縣不提供捐款資料
29 日黃昏，記者趕到威縣實驗中學時，學生正走出校

門。這裡的兩個老師只見到張延峰一人，校領導說另一名教
師王鵬電話已經關機。

記者與張延峰教師的交談中，始終有一名女工作人員，
不時進屋給記者茶杯裡加水，後來她乾脆就座在記者對面，
使本來很不自在張老師更加緊張。他說，捐款3萬元是通過
朋友代辦，至於交給了誰，他不清楚。他在承認已經收到學
校退回3萬元錢的同時，卻說不清是什麼時候，是誰退給他
的。

記者問他退款有沒有憑據，他慌亂地在自己衣袋裡亂摸
了幾下說，我不知道憑據哪裡去了。記者問學校退錢，怎麼
還給教師憑據？後來他不加思索地說，是他給學校打了收據
，時間記不清了。

30 日上午，記者來到威縣什營中學，副校長高國金說
，這次招錄13名大學畢業生，其中有12名捐款，款項已經
退回。

在高國金的辦公室見到了劉穎、陳春煥、劉洪橋三位新
招聘的女教師。劉穎說，是否退了款要問校長，她說不清楚
。在一旁的威縣宣傳部副部長李峰說，錢不是全退了嗎，怎
麼說不清？劉穎站了起來說， 「退了，給的是支票」。

至於記者一直想要的192名教師的名單，82名教師捐款
數額，穆志國只是說以後傳真給記者。李峰則說，事情已經
很清楚了，要這些東西沒有任何意義。

30 日上午，河北省委、省政府與有關部門組成的聯合
調查組已經進駐威縣。在本次 「捐款買教職」事件中，是否
存在腐敗行為？當事人將作何處分？存於教師心中一串串死
結是否能打開？記者將作跟蹤報道。

保職焦慮與捐款辛酸
本報記者 顧大鵬

【本報記者李小聰石家莊三十日電】河北威縣政府對
「捐款買教職」事件首次作出回應，並沒有消除人們對此

事件的重重疑慮。相反，官方的教師 「自願捐助」說，卻
惹起了民憤。很多遭遇 「被捐助」的教師，在向記者傾訴
心中的委屈的同時，對官方缺乏認錯勇氣感到憤怒。

威縣回應稱，新招錄的教師上崗後，一些校區的校長
向教育局反映，有些新任教師看到學校設施比較落後，同
時也對縣委、縣政府招錄他們進入教師隊伍，解決他們就
業問題懷有感恩之情，從而向學區負責人表達捐款意願，
縣教育局認為這種想法值得肯定和鼓勵。這是官方認定的
「捐款買教職」事件發生的直接誘因。

記者在什營中學採訪中，校方在13名新晉教師中，找
不到自願捐款的發起人。接受採訪的教師，也沒有人敢於
領受官方給予的如此美譽。她們面對記者的採訪，除了按

縣裡工作人員的引領承認 「自願捐款」、 「已經退款」外
，更多的表現出來的無語。

一位自稱小雨（化名）的女教師說，她絲毫沒有新任
教師 「捐款助教」的自豪和喜悅，有的是一臉的尷尬和滿
心的無奈。

小雨說，教育局號召新畢業的大學生捐 3 萬 5 萬，多
多益善。請問教育局的領導捐了多少錢，縣領導捐了多少
錢？他們的覺悟難道還不如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真是愚
弄百姓。網友甚至指責， 「威縣教育局真無恥」。

威縣一位退休老幹部反映， 「教育局招錄教師斂財，
並不是什麼新創意，在以往的大學生村官招錄中，早就存
在 『自願捐助』模板。」他不無憂心地說， 「威縣有50萬
人口，財政收入不足億元，在同級人口規模的縣中，全國
是倒數第一。人窮志不能短，黨風政風民風不能壞。」

籌款的辛酸尚未退卻， 「保職」的
焦慮再襲心頭。記者在威縣採訪感觸到
，大多數教師還沒有從 「捐款」風波的
陰影中走出來。

與那些東借三百西湊五百的家庭相
比，小強（小名）家算不上最辛酸的。

小強家裡除了種幾畝棉花，農閒時父親還要跑建築工地做
點建材生意，儘管比地道的莊家戶要好過些，因為要供養
小強及姐姐、妹妹三個孩子讀書，在經濟上還是有點捉襟
見肘。小強姐姐大學畢業剛兩年，在威縣一家中學當音樂
教師，月工資千餘元，小強的妹妹還在邢台某學校讀專科
，一年少說也要花費四五千元。小強是家中唯一的男孩，
邢台學院美術專業往屆生，五年的求學生涯，靠勤工儉學
補貼美術生高昂的學雜費。

今年5月他回家應考教師，幸運地通過了文化課考試
、面試關，被威縣教育局錄用後分配到某中學。小強說，
他捐的 3 萬元姐姐給湊了 5000 元，自己畢業後打工掙了
2000元，家裡東拼西湊2萬多元。

小強透露，儘管很多畢業生家長對被強行捐款有抱怨
，但為了孩子的前途，大家都無奈地接受。因為當時縣裡
作過承諾，交了錢就可以入編。他說，有了鐵飯碗，討老
婆都會容易好多。

捐款事件被揭出後，縣裡又作了第二個承諾，要把錢
退還給他們，捐不捐款與入編沒有關係。很多先前心存抱
怨的教師相反倒高興不起來。縣裡的第二個承諾，讓那些
沒有任何關係背景的教師心中更沒有了底。他們擔心的倒
不是那一天學校又會變着花樣收錢，而是在實習期間就有
可能被以 「不合格」而被辭掉。

一位自稱小偉的男教師說，縣裡這幾天通過各種方式
讓教師安心工作，越是這樣他的心卻更安不下來。一位朋
友勸他還是找個關係，把將要退回來的錢，再送給領導個
人，他發愁的是，在這風頭浪尖上，那個領導不長眼敢收
這點小錢。 【本報石家莊三十日電】

▲火災過後的央視配樓 （李銳 攝）

▲威縣實驗中學 （本報攝）

▲三名 「被捐款」 的女教師 （本報攝）

▲

一名偷口香糖的男子被群毆重傷
（本報攝）

有網友指責威縣教有網友指責威縣教
育局無恥育局無恥 （本報攝）（本報攝）

【本報記者張加林重慶三十日電】三十日，重慶市一
名小偷被當成 「扎針者」，當場被市民毆至重傷，幸無生
命危險。這是一周來，重慶發生的第二起因誤傳扎針，引
發的群毆小偷事件。

今天下午3時許，重慶市江北區松樹橋社區一超市竄
出一前一後3人，1名黑衣男青年跑在前，身着紅色超市工
作服的2名青年在後緊追。轉眼間，3人跑過了一條街，有
人高喊： 「打死他！他是扎針的。」聚集的人愈來愈多，
該男子被攔截後被上百群眾圍毆，警察趕來時已經身受重
傷。

「他其實是在超市偷了一包口香糖被保安追趕的，不
是扎針的。」超市負責人林先生說。近日，重慶民眾中一
直流傳好幾個地方都有人被扎針的傳言，導致群眾情緒緊
張，本周一在朝天門批發市場也發生了偷衣服的癮君子被
群眾當成扎針者群毆致死事件。

目擊了整個過程的劉先生告訴記者，當時這名黑衣男
青年被數百圍追的人群堵在一家名叫 「肥腸飯」的小店前
，包圍核心區的百十餘人你一拳我一腳，把該男子推來推
去，更有不解恨者上前揮拳猛擊，……直到該男子口鼻鮮

血長流倒地。不解氣的人還在一旁繼續數落他 「他在裝死
，扎針，該打！扎小孩，該打死！」接報趕到現場的警察
將流了一大攤鮮血的男子送去醫院救治。

據事件發生地的超市負責人林先生說，該男子不是扎
針者，他是在超市裡購物時偷拿口香糖被超市防損人員發
現，他拔腿便跑，防損員緊追其後才釀成這個事故。 「我
們追他的防損員都有告訴群眾他不是扎針的，但是當時人
們很激動，一片喊打的聲音，根本聽不見別的聲音。主要
是這幾個星期到處傳說有扎針的事，人們太害怕了。」

據一旁做小販生意的趙大媽說，這年輕人莫約三十歲
左右，衣着乾淨，不像是小偷或吸毒人員。 「當時人們
一聲高過一聲， 『打扎針的！』，大家根本沒有時間去想
。」

截至記者發稿時，超市兩名員工和主管均已從派出所
錄完筆錄返回，小偷被警方拘留，生命無大礙。

被誤為刺客渝小偷遭毆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