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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利剑斩毒瘤
湖州扫黑除恶获得阶段性成果

| 7版 |

《反腐败导刊》记者 杜玲玲
通讯员 颜新文《浙江日报》记者 吕玥

4月1日起，中央扫黑除恶第11督导

组正式进驻浙江，全省上下掀起扫黑除恶

的飓风。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入攻坚

阶段，“打伞破网”成为本轮督导的一个重

点。中央明确释放信号，要从推动打击“显

性”黑恶势力向深挖彻查“隐性”黑恶势力

及“保护伞”延伸。

一次督导，就是一次政治体检。浙江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持“两个维护”，大力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全省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足职能、主动作为，严

惩涉黑涉恶腐败，深挖彻查黑恶势力“保护

伞”。截至4月15日，我省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及其“保护

伞”673起，处理726人，其中党纪政务处

分407人次，组织处理323人次，移送司法

机关180人，查处充当“保护伞”的干部

374人，形成强大震慑。

快速行动 压实责任

4月12日，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进驻

不到两周时间，浙江省纪委省监委网站就

通报了“打伞破网”重大成果：台州市纪委

市监委依规依纪依法查处了椒江区以郑

官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背后的

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对23名党员干部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5人诫勉处理，其中

对6名涉嫌违法犯罪的党员干部依法采

取留置措施。

中央督导组进驻浙江，是对全省纪检

监察机关惩腐打“伞”工作的一次全面检

查、会诊和推动。省纪委省监委主要领导

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思想统一到中央

督导组的要求上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快速响应。

杭州、宁波等多市纪委监委充分借助

纪检监察网上举报系统、“12388”举报电

话、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向社会各界开通

扫黑除恶举报直通车；湖州市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巡察，对各地各单位“打伞破网”工

作是否有力，“两个一律”是否做到等情况

开展专项巡察。同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作，加快问题

线索移交，提早介入核查，逐案过筛，深挖

细查。

为进一步传导压力、压实责任，省纪委

省监委12名班子成员还对全省11个市

571个涉黑涉恶重点案例实行联点包案，

靠前指挥、全程指导，与各地纪检监察机

关、公安机关进行一对一交流指导，提出意

见建议。据悉，督导组进驻后，借督导之

力，惩腐打“伞”不断取得新进展。仅4月1

日至15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新立案

141件，查结100件，处理154人。

五策并施 加大力度

扫黑不易，破“伞”更难。针对一些地

方扫黑打“伞”主观认识不足、工作手段疲

软等问题，省纪委省监委下发《关于进一步

加大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查处力

度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建立清单化

动态管理、提级管辖、联点包案、查否报告、

周报告等五项制度，进一步加大惩腐打

“伞”力度。

省纪委省监委率先垂范。在查办杭州

滨江虞关荣涉黑案件背后的腐败和“保护

伞”问题中，省纪委省监委主要领导部署成

立专案组时就决定：提级办理、异地留置。

目前，该案先后留置、处分29人，其中省纪

委省监委留置11人，市纪委市监委留置

10人，区（县）纪委监委留置8人。“作为我

省近年来涉及‘保护伞’规模最大、时间跨

度最长、调查难度最大、涉及面最广的案

件，该案采取提级办理、异地留置，最大限

度地避免了干扰，对案件的成功查处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省纪委省监委相关负责

人说。

《通知》明确规定，对案情复杂或有可能

涉及市管领导干部的案件，结合案情研判，

原则上采取提级管辖或指定管辖。提级管

辖或指定管辖的涉黑涉恶案件一并纳入清

单化动态管理范围，调查情况每周一报。

省纪委省监委还建立查否背书报告

制，对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省扫

黑办挂牌督办案件，经核查后没有发现涉

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的，核查完毕

后形成书面报告，经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

人签字后报省纪委。查否案件在上级巡

视、督导、检查、调研中被发现存在涉黑涉

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的，严肃追究责

任。 （下转3版）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黄超杰

上午9点40分，台州市路桥区检察院

讯问室里，马灵剑穿着检察官制服正襟危

坐。看着面前的男孩，一向温言软语的她

也忍不住有些生气，“我昨天千叮咛万嘱

咐，你今天还是迟到了整整40分钟！”批评

归批评，想到这个男孩2岁就没了妈妈，爸

爸终日赌博，他靠在奶茶店打工养活自己，

她又一次心软了。

帮助这些孩子，是路桥区检察院未检

部主任马灵剑的工作。依靠全省首创的

“少年司法一体化”机制，6年来，她和团队

成员一起，让26名大学生回归校园、40

余名未成年被害人得到心理支持和经济

救助、70余起亲子关系得到修复，50余名

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经帮教无一重新

犯罪。

一个“可惜”的少年

在路桥区检察院未检办案区，有一间

“爱·倾听”心理工作室。工作室有个标志：

一对淡蓝色的翅膀，翅膀上方有一颗跳动

的爱心。“‘ 爱·倾听’这个名字，是一个

涉罪未成年人取的。现在，他已经成了一

名未成年人保护志愿者。”马灵剑说。

心理工作室隔壁，还有一间谈话室。

谈话室的墙上，画着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树上挂满了红红的心愿果。每一个顺利通

过帮教的涉罪未成年人，都会来到这棵树

前，许下心愿。其中，就有小杨的心愿。

小杨是第一个让马灵剑落泪的罪错少

年。17岁男孩小杨是盗窃嫌疑人，在审查

案卷时，马灵剑就发现，这孩子虽然屡次盗

窃，但从来不携带凶器，而且每次都是肚子

饿才会去偷。提审那天，“你生日是哪天

啊？”马灵剑一句看似无关的“题外话”，却

瞬间叩开了少年的心门。“你的爸爸妈妈在

哪里，我能和他们聊聊吗？”此时，少年的泪

水夺眶而出，惹得马灵剑也落了泪。

原来，小杨刚出生就没了母亲，父亲酗

酒赌博，常常无缘无故打他。他8岁那年，

爷爷去世，没了可依靠的亲人，他离家出

走，从河南一路走到台州，在街头流浪了整

整8年，饿了就捡别人丢掉的半个馒头包

子吃，渴了就去公厕喝点自来水，晚上睡在

公园里。有时太饿了，小杨就去偷，“其实

我心里特别害怕”。

“既然你那么害怕，怎么没带把刀‘防

身’呢？”马灵剑问。“阿姨，我是一个没有父

母的孩子。我害怕他们打我，但我更害怕

万一失手伤害了他们，那他们的孩子怎么

办，和我一样么？”时隔多年，回忆起小杨当

时的回答，马灵剑还是很感慨，“经历了人

生坎坷之后仍保持善良的孩子，是值得帮

一把的。” （下转6版）

检察官、社工、志愿者一起帮扶涉罪未成年人

浙江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及其“保护伞”673起，处理726人

以雷霆之势把“打伞破网”推向深入

男孩放声痛哭：“我自己都找不到的爸爸，社工哥哥帮我找到了”

长歪的小树扶一把，能成参天大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