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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神木另一副行长
被指在北京有12套房

星报综合报道 近日网上传出消息，陕

西神木县农商行另一副行长杨利平也在北京

三里屯SOHO有12套房屋。杨利平以他妻

子高引娥的名义，在三里屯SOHO购置了12

套房屋。该消息还称，杨利平的妻子有3个

身份证和户口，他儿子的一场婚礼耗资千万。

一名知情者告诉记者，杨利平的父亲杨

买昌是知名的神木大砭窑煤矿的大股东。

2004年，大砭窑煤矿改制后，杨买昌成为公

司股东，出资1900万，占股比例19.79%。杨

买昌在公司的职务为公司监事。

湛江车管所39名考官
收取考生2100万红包

据《南方日报》报道 桩考科目：100元；

九选科目：小车200元，大车：300元：路考科

目：300元。别误会，这些价码并非驾考收费

标准，而是湛江市车管所考官索取“红包”的

标价。去年，不少湛江市民爆料，称其在驾考

过程中，除每门考试收费外，还被教练收取了

一定数额的费用，以“孝敬”考官。

日前，记者从湛江市纪委获悉，靠收“孝

敬费”敛财的40余名考官目前已被调查，背

后“大佬”———湛江市交警支队车管所原所

长梁志雄被“双规”，“收送‘红包’的利益链”

已被揭出。涉案的考官中，已有39名考官主

动上缴了收取的全部或部分“红包”，共计

2100多万元。办案人员说：“个别考官随收

随用，自己都记不清收了多少。”

云南楚雄“吸毒州长”
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据中新社电 记者4日从云南省大理中

级人民法院获悉，该院日前对云南省楚雄州

委原副书记、州长杨红卫作出一审宣判，判处

其无期徒刑。

杨红卫于1963年 8月生于红河州弥勒

县，23岁任红河州团委书记；28岁担任弥勒

县县长。在弥勒县长任上，杨红卫当选全国

百大优秀县长；2005年，42岁的杨红卫调任

楚雄，不久担任楚雄州州长，仕途被外界普遍

看好，但杨红卫狂热追求政绩，收受他人贿

赂，并吸食毒品，被称为“吸毒州长”。

2011年4月，云南省纪委对杨红卫违法

违纪行为进行立案调查。2012年5月，杨红

卫被移送起诉。当年12月13日，大理州中级

人民法院对杨红卫进行公开审理。据悉，杨

红卫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妻子余赛英(另案

处理)共同收受贿赂共计1000余万元。此外，

在主持州委工作期间，杨红卫违规决策，滥用

职权，造成公共财政资金损失共计2.66亿元。

赵红霞委托律师求记者
别公布其老公小孩相片

星报综合报道 2月4日，重庆不雅视频

案涉案人赵红霞的辩护律师张智勇在其个人

微博里发布消息称，赵红霞说她现在只关心老

公、小孩的相片是不是被公开了，委托律师求

各位记者朋友千万不要再找他们的相片了。

该微博称，“上午会见了赵红霞，她说，

我现在不关心其他的，只关心我老公、小孩的

相片是不是被公开了，不管怎么说，我自己做

的事，我一个人承受，我老公和我认识才两三

年，这些事都与他无关，而且他什么都不知

道，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把娃儿的相片和老公

的相片公布了，委托律师求各位记者朋友千

万不要再找他们的相片了”。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山西运城市人社

局获悉，针对“房媳”张彦在北京落户时持

有的失业证涉嫌造假一事，该局已对下属

单位运城市劳动力交流中心进行调查，调

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日前有网帖曝光称，山西省运城市纪

委干部张彦有两个分别落在北京和山西的

户口。事件发生后，运城市委成立由运城

市纪检委和政法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行

核实，目前张彦已被立案调查。

北京市公安局就山西运城“房媳”有

北京和山西两个身份证的情况发布通告

称，其通过在顺义投资小城镇并购房入

户，符合有关政策。然而，通告中提到的

张彦持有失业证这一细节引起网友关注

和质疑。记者在运城采访了解到，张彦的

失业证明是在运城市人社局直属单位——

运城劳动力交流中心办理的，目前该局正

在配合纪委对该中心进行调查，结果出来

后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法律人士指出，“失业证明”应由人力

资源和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开具，一旦认定

“失业证明”造假，开具假证明的部门和相

关负责人将受到相应的行政处分。

山西运城调查“房媳”失业证问题

综合新华社报道 昨日，连霍高速义

昌大桥坍塌事故现场指挥部发布最新消息

称，事故死者将统一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

偿。同时，10名遇难者名单公布。

死者按同一标准赔偿

据介绍，连霍高速义昌大桥坍塌事故

10名死亡者身份已确定，指挥部已通知其

家属认领。鉴于目前事故调查和责任认定

尚在进行中，事发地政府已决定按照《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赔偿金统一按照

城镇居民标准先行垫付。目前善后处理工

作正在进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

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

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

算。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

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此前，网上流传消息称，此次事故赔偿

存在“同命不同价”、“城市户口能赔40多

万元，农村户口的最多赔18万元”、“农村

户口比城市户口少22万元”等说法。

10名遇难者名单公布

4日下午，连霍高速义昌大桥坍塌事故

10名遇难者名单公布，其中男性8名，女性

2名，分别来自河南、山东、江苏等地。

遇难者名单如下：张春福，山东高密市

人；冯俊科，河南平顶山市人；侯艳新，河南安

阳市人；黄金义，河南潢川县人；董振功，江苏

邳州市人；孙玉文，山东章丘市人；王高众，江

苏南通市人；陈进云，江苏南通市人；王录洲，

江苏东台市人；申裕兰，江苏东台市人。

连霍高速坍塌死者按同标准赔偿
10遇难者名单公布，事发地政府按照城镇居民标准先行垫付

综合《新京报》报道 汽车行业内一直

呼吁的“省部级领导带头乘坐自主品牌汽

车”，近一个月已有实质性进展。

业内人士称，中央领导提出改作风的

八项规定后，领导干部选国产公车将成为

趋势。近日，深圳市市委书记乘坐比亚迪

纯电动车参加该市“两会”的消息，引起各

方关注。随后召开的广东省“两会”，也指

定广汽“传祺”作为唯一接待用车。据悉，

目前已有包括上海市和广东省的地方政府

领导乘坐自主品牌公务车。

据了解，十八大之后，中央高层明确要

求对公车使用、乃至主要领导的公车使用

要严格按规章办事。此后，多个省、市、区

召开常委会出台执行“八项规定”的细则，

要求领导换乘国产自主品牌汽车。甘肃、

宁夏、新疆、湖南、安徽等省（区）委常委会

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的相关规定，要求

“在不造成浪费的前提下逐步换乘自主品

牌汽车”。

随着省级常委会出台规定文件，海口、

杭州等地市相继出台细则，要求市委、市政

府领导逐步换乘自主品牌汽车，作为各级

常委会的硬性规定是首次。

多省市规定：领导乘国产品牌汽车

禁令“一剑封喉”高酒价“扛不住”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全国不少地

方下发了“禁酒令”。随着“严查公款吃喝”

的风声越来越紧，失去公款“撑腰”的某些

名酒终于“扛不住”，纷纷降价促销。

在上海一家茅台酒专卖店，指导价

1519元的茅台最低打出1360元的“促销

价”。而去年同期，同样一瓶酒，竟被炒到

2200多元，还一瓶难求。另一名酒五粮液

的情况类似，记者在上海五角场一家百货

店看到，指导价 1109元的五粮液以不到

900元的价格出售。名酒“只涨不跌”的泡

沫似乎已被“挤爆”。

“以往这段时间主要做单位生意，现在

有关禁令一出，生意明显下滑。”一位高档

白酒代理商告诉记者，“实际上一些酒企试

图利用提高出厂价的办法‘保价’，但已经

不管用了，高档酒零售价跌破指导价的比

比皆是。”白酒专家铁犁认为，严查公款吃

喝的情况下，酒价无法再靠公务消费支撑，

高档白酒价格普遍降了两三成。

《酒海导航》总编张勇认为，“管住公款

喝酒，是打到了国内白酒市场的‘命门’，加

上前段时间塑化剂风波，酒业尤其是高档

白酒价格下滑是必然的。”

遏制公款吃喝 亟待制定规范

一位酒业销售人员表示，领导干部喜

好喝啥酒，啥酒就可以卖得火。“公款喝酒”

一旦被遏制，所谓的“一瓶难求”，很快变成

了“吆喝促销”。

这些年来，一瓶600元的茅台酒最高

被炒到2400多元；原先不到1000元的小

拉菲，也炒到8000元以上；1982年的大拉

菲，则从一万元飙升到六七万元。一位业

内人士坦言，如此疯狂酒价背后的一大“推

手”，就是公款消费，或曰官员喜好。“上有

所好，下必甚焉”。官场酒风可以说是酒业

“风向标”。

“公款吃喝推动了酒业超常发展。”一

家酒业公司总经理说，抑制公款消费，虚高

的酒价马上“打回原形”，“毕竟每瓶800元

以上的酒不符合多数人消费水平，实际上

没几个人自己掏腰包买高档酒。”

专家建议，针对公款吃喝问题，应该尽

快推出成文规定，明确公务接待中能不能

喝酒、喝什么档次酒、喝多少等，要有具体

的规范；还要制定相应的惩戒办法，完善公

务采购制度，细化财务审计。另外，还要加

强舆论监督。 据新华社

严查公款吃喝打中名酒“命门”
禁令“一剑封喉”，茅台等名酒价格应声暴跌

近来，中央等有关部门要
求严查公款吃喝。记者采访
发现，茅台等名酒价格应声下
跌 ，跌 幅 普 遍 达 20% 至
30%。专家指出，以往某些名
酒价格“只涨不跌”并非“市场
原因”，而是公款吃喝在为其
“撑腰”，不仅导致了国内酒业
的畸形发展，而且还助长了奢
侈浪费之风的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