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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往事：举报倪发科

“这事拖了很长时间， 从今年安徽省的

‘两会’一直到

5

月份。 ”接近倪发科的一位退

休官员告诉，当时“有关方面一直在想办法保

他，但是保不住了”

对于许多安徽六安人来说， 安徽省原副

省长倪发科被带走调查的消息并不突然，即

便是今日， 街头巷尾仍充满着对他的各种议

论。

倪发科，

1954

年

1

月出生，

2008

年

2

月

当选安徽省副省长，而此前

8

年，他先后担任

六安地委副书记，六安市委副书记、市长、市

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多年来， 也是六安的退休官员和商人坚

持不懈地对倪发科进行举报，

6

月

4

日， 监察

部网站通告显示，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

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这事拖了很长时间， 从今年安徽省的

‘两会’一直到

5

月份。 ”接近倪发科的一位退

休官员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当时“有关方面

一直在想办法保他，但是保不住了”。

过去两周， 本报在六安对多位退休官员

进行走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倪发科在

经济方面涉嫌违纪，是其被调查的主要原因，

而这些退休官员， 绝大多数都曾经是倪发科

在六安履职期间的同僚。

另据本报调查，倪发科事发，与其主政六

安期间的旧城改造、国资拍卖，以及矿业开发

存在着不少关联， 而这离不开六安当地众多

退休官员多年而持续地举报。

“扒市长”

今年

59

岁的倪发科属马，在六安任职期

间，他提倡“三个跨越 ”，即推行综合经济实

力、 中心城市建设及人民生活水平和农业抗

灾能力的跨越。

而倪发科自

1999

年从安徽省芜湖市委

副书记调任六安任地委副书记以来， 随着六安

撤地设市，

2000

年

3

月， 倪发科担任六安市委副

书记、市长，

2002

年，倪发科升任市委书记。

倪发科主政六安期间， 与全国其他许多

地区一样，是地方经济大发展时期，在众多受

访者的印象中，倪发科最为显著的特点是，胆

子大，这种个人风格，可以追溯到他在芜湖任

职时被赋予的称号———“扒市长”。

在六安期间， 倪发科从外地调来了众多

的开发商。

本报从当地有关部门独家获得的数据显

示，

2000

年

～2004

年， 共有

53

家开发企业参

与六安的房地产开发， 其中来自市外的开发

企业高达

43

家。

首批来自芜湖、江苏、福建的开发商建设

了毅达小区、明都花园、金都花园、锦绣花园

和兴美花园等。 涉及的土地开发面积为

4200

亩，其中老城改造面积

3000

多亩。

这些开发商均在六安找到了他们梦寐以

求的利益。 一个较明显的例子是，在倪发科的

强势推荐下， 芜湖一家开发商顺利获得了六

安最大的百货商场开发权。 在此次倪发科案

的风波中，该开发商和商场的高层皆受波及。

对于倪发科的做法， 六安一位与倪发科

有工作往来的退休老干部对本报表示， 倪发

科的执政理念遭到一半领导班子成员的反

对。

倪发科在引进市外开发商的一些做法

上，显得有些奇怪。 另一位退休官员回忆说，

在当年对明都广场进行开发时， 建设方的广

告上赫然写着“芜湖城建局”。 “这是芜湖的一

个行政单位，怎么就跑到六安来了呢？ ”

倪发科喜欢大型的改造和建设。 一个奢

华的举动是，上述退休官员说，倪发科在任期

间把行政中心建得就像皇宫一样。 这个面积

约

20

公顷， 由

6

座大楼、

1

个中心会堂、

2

个

广场和其他绿化组成的庞大的行政中心，其

建设成本高达数亿元人民币。

行政中心工程遭到了官场诸多人士的诟

病。 上述退休官员回忆，当时安徽省委的一位

领导到六安考察时， 因对这种奢华的做法不

满而“过门不入”。

接近当地官员的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

报，在行政中心建造之前，倪发科请来了一名

风水大师， 后者建议他将行政中心按照一个

鸟瞰的葫芦形状而建。

本报从一份 《人造环境与自然环境的融

合———六安市行政中心规划与设计探索》

(

下

称《设计探索》

)

的设计研究报告看到，整个行

政中心由建学与建筑工程设计所有限公司江

苏分公司完成施工图设计。

《设计探索》称，整个行政中心“轻轻地触

碰地球”，富有“现代、开放、端庄、朴实、亲民

的新型办公建筑形象”。

而从行政中心大楼门前的平面规划图上

看，在这个向左倾斜

45

度角的葫芦形状行政

中心，中心会堂位居葫芦中心，会堂上下两端

分别是三座相连的办公大楼， 葫芦头部的北

广场像是挂在长安商路上， 而其底部的南广

场则坐落于佛子岭路。

在整个行政中心完工不到两年之后，倪

发科从六安市委书记晋升为安徽省副省长。

裙带关系

与倪发科“称兄道弟”的安徽大昌矿业集

团有限公司

(

下称“大昌矿业”

)

董事长吉立昌，

被当地人称为“吉老大”。 在倪被组织调查同

时，吉早亦被有关部门所控制。

大昌矿业一名人事部门主要负责人对本

报透露，由于“风气”不好，公司目前已经开始

了一部分的停产和裁员。

在鲜有更新的大昌矿业官网上，“领导图

片风采”一栏共

6

张“领导图片”，其中出现倪

发科身影的占了

4

张， 其中

1

张被常置放在

官网首页上方。

来自河北的商人吉立昌在刚刚进军六安

霍邱之初，其运气颇是不佳。 当地知情人士透

露， 吉立昌在六安用

300

万元打的第一口铁

矿井失败， 他又找到了山西煤老板借了

300

万元，继续打下第二口井。 这一次，他成功了。

受访的退休官员则认为， 如果没有倪发

科， 吉立昌或许走不到今天———身家至少

20

亿元。“

2001

年大昌矿业来到霍邱时做得非常

差，他的铁矿根本没人要。 ”一位退休官员说，

“但慢慢就好起来了。 ”

大昌矿业把霍邱称为一片 “神奇的土

地”。 霍邱铁矿储量丰富，居全国第五、华东第

一。 吉立昌在霍邱矿区取得了吴集铁矿南段

26.4

平方公里的探矿权后， 截至

2010

年，累

计投资

13

亿元进行矿山建设。

凭借吴集铁矿， 大昌矿业一跃进入国内

冶金矿山企业十强，当地人说，大昌矿业得到

了特殊关照，

2009

年

7

月，霍邱县人大常委会

全票通过一份同意奖励大昌矿业

6

亿元的决

议，后因媒体曝光、省领导过问才作罢。

特殊的关照还有，众多受访者说，自大昌

矿业来到霍邱后， 其发生多起械斗伤人的事

件，但并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

一些退休官员对本报说， 倪发科亦受到

首钢的举报。

2010

年

3

月，在六安市政府的主

导下， 首钢与大昌矿业合作注册成立了安徽

首矿大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对霍邱铁矿进

行深加工。 但在合作当中，双方发生了矛盾。

本报查阅的工商资料显示， 大昌矿业和

首钢在首矿大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当中所占

的股份分别是

49%

和

51%

。 但这些退休官员

说，在人事和财权方面，前者更有话语权。

而在首矿大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股

东、发起人一栏，大昌矿业置于首位。 “市纪检

局的官员告诉我 ， 倪发科在一些项目有股

份。 ”一位老干部说。

大昌矿业工商资料中并没有倪发科的名

字。

2010

年，吉立昌持有的股份为

96.72%

，郑

改中为

1.64%

，王艳伟为

1.64%

；而到了

2011

年

4

月， 其唯一股东变成了吉少清。 尽管如

此，这些退休官员依旧坚信，倪发科因在大昌

矿业持暗股而对后者关照有加， 而倪发科升

任副省长后主要分管科技、国土资源领域。

国资拍卖

“皖西宾馆是倪发科在体制改革方面下

手的第一个单位， 也是国有资产转让拍卖的

试点单位。 ”皖西宾馆原总经理程明柱对本报

说，这最终导致倪发科多树立了一个敌人。

成立于

1952

年的皖西宾馆位于六安最

繁华的地段， 是六安市政府直管的处级事业

单位，为市政府下属专事党政军接待的宾馆。

由于宾馆设施多有接待任务， 宾馆方面

将门前一幢条件较次的三层小楼对外开放。

但倪发科来后不久即下令将其拆除， 导致宾

馆丧失了重要收入来源，陷于困境。

2003

年， 当时皖西宾馆的高层将其出售

给当地国有上市企业安徽长江农业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

(

下称“长江股份”

)

，以

3600

万元承

债式收购。

此价格让宾馆内部上下深感不满。 程明

柱估算， 按当时约

60

万元

/

亩的同段地价，仅

135

亩土地的价值即超过

8000

万元。

面对皖西宾馆的质疑， 当时有关方面表

示，六安市手扶拖拉机厂

(

下称“六拖厂”

)

有财

力，将在

3

年内建成高层星级宾馆，新宾馆仍

由市政府管辖。 六拖厂是长江股份的控股公

司，因上市成功资金相对充裕，故被选择作为

收购主体。

但这次收购几个月后， 因主营业务收入

和净利润不断下滑， 长江股份自身却面临被

收购的命运。 “我们当时的方案是，在困难的

情况下搞两个开发、一个开放。 在周边建立商

场和扩大客房，搞一些房地产对外开放，搞不

夜城。 但是倪发科不同意。 ”程明柱说。

在倪发科主导下， 长江股份与浙江精工

钢结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下称“精工集团”

)

重组。

2003

年

6

月

18

日，六拖厂与精工集团签

订有关协议， 将其持有的长江股份

55.545%

国家股股权转让给精工集团， 转让价格以每

股净资产值为基准， 每股溢价

15%

， 确定为

2.5645

元

/

股，共计

1.57

亿元。 转让完成后，后

者取代前者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大股东易主后， 长江股份旗下的皖西宾

馆被以

3600

万元平价转让给精工集团。 后者

将老建筑拆除后，新建一幢高层星级宾馆，另

将多出的上百亩土地开发成六州首府小区。

据程明柱估算，按最保守的口径估计，开

发收入在

3

亿元以上。 而这还未包括原属宾

馆地块，后被建成商业街上的商业建筑。 “如

此便宜地给了精工集团， 相当于国有资产开

始流失。 ”程明柱说，“因为转卖的时候没有重

新评估， 如果重新评估那就不止

3600

万元，

而是

1.4

亿元。 ”

皖西宾馆的两次转让，时间仅相隔数月，

这被认为是替新进者量身打造的 “过桥收

购”。 这是原皖西宾馆多位高层联名举报倪发

科的主要原因。

而让程明柱耿耿于怀的另一件事， 则是

当时皖西宾馆西北部有一块面积

8

亩的地

块，最后在倪发科的指使下，无偿拨给了江苏

南通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商。

皖西宾馆的员工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反

对，但他们最后得到的补偿仅是

8

万元。 而与

此对照的是，程明柱说，该房地产公司用了一

年半的时间， 通过开发房地产从中赚取了将

近

3000

万元。

程明柱说，根据倪发科的要求，新建的皖

西宾馆交给精工集团使用

50

年后再无偿地

交给市政府，“过了

50

年， 这宾馆还有什么

用？ ”程明柱说。

激怒老干部

皖西宾馆曾是六安最好的单位之一，也

是外国大使和国内官员到六安时入住之地，

更是六安人争相挤进来工作的单位。 但从事

业单位改制成企业单位之后， 原皖西宾馆的

广大干部员工并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 至今

留下了后遗症。

程明柱说， 其中

88

个人全部买断了工

龄，从此没有了工作，也没有得到任何的社会

保障。“这些人现在都在家等着。”他说，“

10

年

前我们的待遇在六安处于中上水平， 现在变

成中下水平了。 ”

2003

年

6

月，在倪发科的力主下，老地委

机关大院及其周边的地块约

300

亩， 被整体

卖给了安徽徽商集团， 由后者的子公司六安

市徽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开发。

一位地委离休老干部向本报提供他们向

中央领导上访的材料显示， 整体出售以招投

标方式进行， 竞拍者包括另一家浙江开发商

与徽商集团，前者出价

1.5

亿元，地块最终让

徽商集团以略高的

1.52

亿元竞得。

按照协议， 徽商集团将整个地块分为三

期开发，一期涉及地委机关大院所在地块，约

1

万平方米；二期为家属区所在地块；三期为

紧靠大雁河的地块。

但实际上，徽商集团仅付了

7000

万元地

价， 开发一期工程———将十余栋临街的地委

机关及事业单位大楼拆除， 兴建徽商国贸小

区与会所、宾馆项目。

地委机关大院的老干部们说， 整个机关

大院面积大约

1

万平方米， 绝大部分是私房

和私房的地，但被倪发科一起卖掉了。

倪发科当时的解释是， 为了改善机关干

部的办公环境和老同志的居住条件。 但老干

部们期盼的二期、 三期则拖了整整

10

年，虽

曾多次做拆迁登记，至今未见动工，地价余款

也一直未支付。

老干部们认为，矛盾在于，徽商集团不愿

拆迁，希望拿到净地才开发；徽商集团希望更

改规划， 全部建成高层住宅， 而非此前的六

层；按照该市的大雁河改造规划，河的两岸要

各留出宽

20

米的空地，这缩小了该地块的范

围，引起徽商集团不满。

此外，徽商集团董事长蔡文龙因贪污罪、

受贿罪、 挪用公款罪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

权罪，

2009

年

8

月被判处死缓，徽商集团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大全因受贿获刑

9

年，加上逢企业改制、人事变动频仍，这也被

认为是徽商集团无力开发的原因。

2009

年， 该项目的一期工程徽商国贸小

区竣工。 在一期项目的建设中，徽商集团更改

规划加盖了两栋楼， 并将部分六层住宅改建

为高层住宅。 “楼层太高，我们不喜欢。 ”一些

已经住进去的老干部说，“不接地气。 ”

“怎么能搞成这样了呢？ ”曾任六安地委

秘书长的张洪祥对本报说，前段时间，张洪祥

花了

1000

多元对房屋进行修修补补。

更为关键的是， 二期何时开工至今尚无

消息。 在一份有

44

位老干部签名向上级部门

上访的材料反映称， 修建于二十世纪五六十

年代的大院，基础不牢，几十年来没有统一地

维修过， 而一期工程的大建设更是加速了它

的败落，很多房屋现在已经成为危房。

这个倪发科主导的项目也使得更多老干

部在随后几年， 不断地给省市领导和中央领

导写信。

2012

年

3

月

8

日， 上述老干部在一份给

中央的信件中这样写道：“现在把豪华的政府

办公楼建好了，周边的商业街开发了，唯独离

退职工宿舍拆建工程推延至今，长达

9

年。 ”

联合举报

程明柱回忆说，

2004

年开始，原皖西宾馆

高层和员工通过各种途径对倪发科进行了举

报， 在包括倪发科的前任六安市委书记洪文

虎等高级别退休官员的合力下， 把举报材料

送至了中纪委。

上述接近六安官员的知情人士说， 主要

参与举报倪发科的人还包括安徽一家粮油食

品集团的原总经理方某， 这则牵涉到当地的

一桩旧案。

坐落在安徽省六安市的华康粮油食品公

司，是由始建于

1982

年

6

月的国营六安县粮

油食品厂发展起来的国有大型企业， 经过多

年扩张， 成为安徽粮油食品行业规模最大的

企业，并挤进了中国食品制造企业的

500

强。

此后，方某斥资数千万在国外投资建厂。 由于

无限制地扩张以及管理不善， 导致了企业资

金出现短缺。

据新华社当年报道，

2003

年，刘卫在六安

任农行行长期间，方某为了获取农行的贷款，

指使公司一名副总经理刘某将

10

万元现金

装入茶叶筒中送给了刘卫。 其后，该副总经理

又在方某安排下，分两次送给刘卫

30

万元现

金。作为回报，刘卫违规给华康公司贷款

7700

万元，致使农行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当地老干部透露，上述案发后，方某找到

倪发科，求其帮忙斡旋，但被拒绝。

“这一拒绝与其今日落马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 ”一位老干部说，“由于倪发科任职期

间，工作作风比较霸道，基本属于‘一言堂’，

很多副职在会议中基本属于陪衬。 其中，倪发

科与老书记洪文虎的公开化矛盾则为六安当

地所周知。 ”

而在老地委大院的土地置换中出现的拆

迁补偿和安置问题处理上，上述老干部说，倪

发科因此失去了“人和”，也为其埋下了一颗

炸弹。

在今年的安徽省两会期间， 倪发科突然

消失了几天，而在新任省长的欢迎会上，倪的

身影再次出现，这让举报者们深感无力。

就在举报者们继续整理更多更新的证据

时，他们获知倪发科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

据大众网

)

倪发科被举报始末：

卖掉机关大院引老干部持续上访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