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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占40余亩林地私挖滥伐

铅山武夷山位于武夷山脉北部，毗邻武夷山国家公

园，生态地位重要。记者随督查组在武夷山镇王村村现场

看到，高高的山体裸露出成块的红褐色花岗岩石体，不少

砂石泥土堆积在沿山道路上，车辆、行人无法通行。

村民提供的老照片及卫星图片显示，直到2018年，这

片山地还覆满绿色植被，山间道路通畅。

被采挖山体对面村庄的村民反映，2018年底，降雨引

发山体滑坡，武夷山镇下渠至里江东唯一道路通行受阻，

江天源公司以灾害治理名义进场。“当时公司说要修路排

险，但好几年过去了，不但路没修好，山还被挖秃了。”一名

村民说。

为此，武夷山镇5个自然村上千名村民的出行，不得

不依靠一条临时修建的道路。但这条路路况较差，每逢夏

季汛期常被水淹没。

督查组调查发现，江天源公司并未办理采伐证、采砂

许可证，林地使用也大大超出批复范围，其中包含29.16亩

国家级公益林。为堆放采挖出的砂石料，公司还通过王村

村委会非法征占村民土地11.86亩。

时任武夷山镇党委书记黄柏枝和江天源公司负责人万

志勇承认，当初企业正是看中了山体中埋藏的优质制砂原

料——花岗岩，才主动申请介入灾害治理工程。

铅山县自然资源局委托江西省地质局地理信息队现

场对该山体砂石减损的土方量进行估算，共计约4.39万立

方米，专业人士评估价值近百万元。

相关部门违规操作监管缺位

记者了解到，2019年2月22日，江天源公司向铅山县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申请该路段地质灾害整治工程立项，铅

山县发改委当天便予以批复，建设工期2年。

督查组了解到，铅山县发改委未落实“三重一大”决策

机制，在未经县人民政府常务会和县委常委会同意情况

下，仅凭江天源公司的一纸申请报告和地质灾害应急调查

报告，就予以批复。

铅山县发改委主任郑展青说：“当时武夷山镇政府跟我说

了一下，因为是抢险，我们就按一般的工程项目办了。事后我

没到现场看，武夷山镇政府也没有跟我说过进展。”

此外，督查发现，在企业申报、施工、退场的过程中，相

关部门存在违规操作、监管缺位等情况，给私挖滥伐开了

口子。

根据规定，地质灾害修复工程中产生的土石料应由县

级人民政府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不允许施工企业私自

处置。但武夷山镇政府、王村村委会违规与江天源公司签

订协议，允许其自行加工销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石料。

调查还发现，在施工过程中，镇政府和村委会未对工程进

展进行核查监管。直到2020年，目睹山体不断被挖，意识到

“事情不对”的武夷山镇才叫停工程，但也未督促、核实企业停

工情况。2021年8月，仍有群众反映该公司向外运砂石。

2020年12月，铅山县人民政府第61次常务会要求“武

夷山镇政府要对南昌市江天源矿业铅山分公司在施工过程

中加工销售的砂石资源进行核算”。但截至督查组到达前，

铅山县自然资源局既未对非法开采的矿产资源进行评估，

也未按相关规定采取有力监管措施。

群众利益不容漠视
当地政府立行立改

据悉，当地群众曾多次反映举报江天源公司打着治理

幌子毁林挖山，但相关部门及镇政府调查处置避重就轻，

问题迟迟未解决。

有村民于2021年向上级部门反映基本农田下的砂石

被非法盗挖，铅山县自然资源局随后并未以技术手段开展

调查，仅通过实地查看作出“毁坏耕地情况部分属实”的答

复。相关部门仅凭土方量计算判定企业无非法开采行为，

但对企业无证采伐、私自外运处置砂石料、审批流程是否

合规等重要问题未予以回复。

督查组认为，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未贯彻落实“三重

一大”决策制度，监管缺位、监督不力，导致国有自然资源

流失、生态环境屡遭破坏。

督查组建议，铅山县督促协调有关单位，按照项目工

期要求尽快完成王村村和尚坪地质灾害整治工程、灾害点

生态修复和所占耕地复耕，解决影响群众出行的问题。理

顺监管机制，清查施工过程中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压实

主管部门及相关责任人责任。贯彻落实重大事项集体决

策制度，清理检查全县未列入“三重一大”决策机制项目，

按规定完善相关手续，举一反三。

针对督查组反馈的问题，铅山县政府立行立改，目前

已完成对因堆料临时占用的农田实施耕作层回填和排灌

设施完善工作，并栽种二季晚稻，提质复耕工作全面完

成。铅山县林业局已聘请第三方机构对森林资源破坏情

况进行鉴定评估，组织安排林业执法人员开展调查，依法

从严处理违法行为。后续将高标准推进山体滑坡治理，全

力恢复植被。计划于2022年11月底前完成涉险路段崩

塌处置工程，2023年2月底前完成对包括原涉险道路在内

的12.6公里道路双车道改造。

江西铅山一企业以整治之名非法采砂毁林占地
当地开展调查全力恢复植被
新华社 李晓婷

群众通过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2019年以来，南昌市江天源矿业有限公司以治理之名非法采砂。

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第八督查组日前赴江西省铅山县武夷山镇王村村明察暗访发现，该企业侵占林

地40余亩非法开采砂石，原本的地质灾害整治路段成为私挖滥伐现场，危害百姓生产生活和出行安全，相

关部门监管缺位。

《工人日报》刘小燕

随着“金九银十”求职季的到来，“互联网大厂内推”

“证券投行实习内推”“企业校招内推”等信息开始在社交

平台活跃起来。记者询问多家提供内推服务的中介机构

发现，这类内推服务的价格基本是上万元，有的甚至超过

5万元。

所谓内推，是企业通过员工内部推荐招聘人才的一种

方式。这些内推机会真的靠谱吗？为实习机会付费合理

吗？记者日前对此进行了采访。

收费动辄上万元

经过漫长的“拉扯”，近日汪维（化名）终于拿回了1.4

万元退费。

汪维来自湖南郴州，2021年11月大学毕业，求职之路

并不顺利。今年2月，她通过社交平台，联系到了一家能

提供“名企实习+内推”机会的职前教育服务机构。

“这家机构说，他们有知名企业的内推渠道，还可以通

过‘企业在职合作导师’推荐，让网申简历优先被看到。”汪

维说，由于她的意向岗位——快消品企业管培生一直是抢

手职位，竞争激烈，为了增加求职筹码，她便花费2.98万元

报了名。

招聘服务创业公司诚需猿创始人李想解释说，走内推

渠道的求职者，简历会被优先处理，部分公司甚至会让内

推求职者跳过笔试等环节，直接参加面试，但通常内推名

额非常稀缺。

“为了在内推时更有竞争力，机构安排了1个月的线上

实习。”汪维回忆说，线上实习期间，由一家知名快消品牌公

司项目负责人担任她的实习导师，每周与她对接一次。

实习结束后，尽管机构提供了实习导师的背景资料和

联系方式，不过汪维觉得，“基本就是走了个过场，并没学

到真东西，有时1天的实习任务1小时就能完成。”

除了线上实习质量大打折扣，更让汪维感到“被忽悠

了”的是，她的很多意向岗位实际上并没有设置内推名额。

记者采访发现，挂出内推职位做幌子，然后诱导求职者

付费实习，是很多机构的套路。特别是在快消、互联网、券

商、审计等行业，因为付费实习被“坑”的求职者不在少数。

实习付费不合理

“找实习单位，一般大家都想去头部企业，用‘大厂光

环’给简历‘镀金’。”天津一所普通本科院校的2022届毕

业生赵丽雅说出了很多毕业生的实习心理。她告诉记者，

特别是像她这样非重点院校的毕业生，更希望通过有分量

的实习经历，在求职中弥补学历背景上的不足。

记者以应届硕士毕业生身份咨询一家企业的校招岗

位时，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没有在相关企业实

习的经历，很难进入招聘面试环节。”

“一些机构正是利用了求职者的焦虑心理。实际上，

名企的实习岗位也有一定门槛，求职者以为付费内推可以

走捷径，其实很可能‘馅饼’变陷阱，求职者要谨慎辨别虚

假宣传。”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玮琨分析称，这类

中介机构大多提供的只是相关企业的实习信息，可以收取

一定的咨询费用，但动辄上万元的收费显然不合理。

王玮琨表示，根据相关规定，无论是在校生实习还是毕

业后正式入职的实习期，实习单位及用人单位都不得向实

习生或劳动者收取费用，而且应按规定给予相应的劳动报

酬。求职者遇到在实习期或试用期被要求缴纳相应费用的

情况，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以维护自身权益。

求职更要看实力

经历了求职路上的坎坷，汪维意识到，与内推相比，实

力和充分的准备才是更可靠的保障。

张婷在2020年成功入职北京一家知名互联网企业。

她表示，为了能顺利通过公司秋招，她参加了该公司的实

习项目。

“实习期间工作量饱和，那段时间要平衡论文、实习和

求职，每天都感觉身体被掏空了。”在张婷看来，这段实习

经历在求职中为自己“加分不少”。

“有经验的人力资源负责人很容易就能判断出简历里

项目的真实性和‘含水量’，具备真实的实习经历才能在面

试中更有底气，谈到经手的项目时，才有细节可说。”张

婷说。

有业内人士指出，实习内推所衍生出的灰色产业链，

甚至涉嫌违法犯罪。

记者注意到，1月25日，某互联网公司发布的反舞弊

调查通报提到，2021年，该公司员工与外部求职中介合

作，安排实习生进行虚假远程实习，并从中介处分得实习

应聘者支付的部分费用。后该员工被解聘，并因涉嫌犯罪

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王玮琨表示，公司员工与外部求职中介之间的此类行

为涉及公司或企业的合规问题，如果因此从事犯罪活动

的，可能涉嫌诈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刑事犯

罪。有关部门应加强公司、企业内部的合规审查，加强市

场监管，学校也应当加强对类似问题的宣传和教育，做到

多措并举，规范相关领域秩序。

李想还建议，高校就业部门可探索建立大学生实习平

台，接入第三方招聘模拟技术和就业数据资源，避免不良

中介机构从中牟利。

找个实习岗，要花上万元；承诺“保送”进名企，却发现是机构在“忽悠”

求职、实习都能内推？小心“馅饼”变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