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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质疑：为何十年贪腐未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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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干部表示， 金树芳案暴
露出的官商“人情往来”具有代表
性。 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一些官
员慢慢放松警惕， 与商人勾肩搭
背、称兄道弟，混淆了情与法、公
与私的界限，一步步陷进深渊。

皖南一家禽业公司负责人方
某表示，几年前，他应邀参加了一
个全省农业产业化会议， 参会企
业能进入优秀排名中。 开会前，金

树芳打电话告诉方某，“你能参加
这次农业产业化会议， 是我格外
照顾的，我看你人不错，照顾你，

你的企业才得以参加。 ”为了回馈
金树芳的这份“情意”，方某不仅
拿出

３

万元帮金树芳“报销”了一
沓发票， 逢年过节都会到金树芳
办公室或者宾馆，前后

8

次送给金树
芳共计价值

３．６

万元的购物卡。

“金树芳案揭开的只是官商

‘人情往来’的冰山一角。 ”安徽大
学法学院教授陈宏光说， 此类案
件带来了恶劣社会影响， 暴露出
的制度、规则漏洞值得深思。

记者采访了解到，去年
７

月，

安徽省农委曾下发《安徽省农业
委员会关于涉农资金领域预防职
务犯罪专项行动实施方案》，金树
芳成为行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其中一项任务为加强农业系统干

部职工预防职务犯罪教育， 提高
法治意识和廉洁从政意识。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金树
芳与众多企业的‘人情往来’都未
被发现， 而是由另一起案件‘意
外’牵出，令人不解。 ”受访干部群众
认为，这既体现出官商“人情往来”

的隐蔽性和伪装性， 给制度建设
提出新要求， 更暴露出权力监督
的诸多漏洞需要填补。 （据新华网）

１０年受贿２００余次“家产”达到千万

安徽78家农业企业成农委处长提款机

� � � � １０

年受贿
２００

余次， 牵涉粮油、

畜禽、餐饮等
７８

家
农企；千万“家产”

中， 受贿金额
２５０

余万元， 另有
８１０

余万元无法说明
来源。 日前开庭审
理的安徽省农委
农业产业化指导
处原处长金树芳
贪腐案，揭开了官
商“人情往来”的
冰山一角。

７８家农企向１名农业处长“进贡”２００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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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树芳案属于一个“意外”

的发现。 据办案人员介绍，此
前， 在六安市调查另一起案件
时， 一家企业负责人交代了其
曾经向金树芳行贿

３

万元的事
实。 办案机关于是顺藤摸瓜找到
金树芳。在接受调查时，金树芳
除了承认这起受贿事实外，还
将其余

７７

起犯罪事实一一交代
出来。

翻开金树芳
２００

余次受贿记
录，行贿者乃清一色的农业企业，

涵盖粮油、畜禽、餐饮等产业，大

都是国家级或省级龙头企业，涉
及全省

１６

个地市中的
１４

个。

“金树芳为人比较低调。 ”安
徽省农委一位干部说，“他作为农
业产业化指导处处长， 与农业企
业打交道很正常， 但受贿这么多
次真是没想到！ ”

检察机关指控， 金树芳在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３

年间，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 为

７８

家企业提供帮助、

关照。 其中，八成企业为戴“龙头”

帽， 即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的申报、评审、复审、国家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推荐申报、

监测， 不惜送礼与金树芳“交朋
友”，而金树芳则“来者不拒”，最
少的一起仅“笑纳”价值

２０００

元
的购物卡。

梳理这些“行贿者”的身份，

记者发现其中九成以上为企业
的“一把手”，包括法人代表、董
事长、 总经理。 而在送礼次数方
面， 少则二三次， 多的达到七八
次。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初， 池州市一家木业公司董事长

徐某为申报省级龙头企业及表示
感谢等， 两次送给金树芳共计人
民币

１

万元。 滁州市一家粮油食
品公司董事长潘某为申报国家级
龙头企业、 争取项目资金等事由
以及表示感谢，于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２

年，

8

次送给金树芳共计人民币
５．８

万元。

针对检察机关审查查明的
７８

起受贿事实， 记者采访了数十家
涉事企业的“行贿者”，听明来意
后，多数人对此讳莫如深，不愿给
予正面回应。

收受 250余万元钱物 “人情往来”还是“权钱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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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 在金树芳高达
１１３６

万余元的“家产”中，

２５７

万余元是
受贿赃款。 多位涉事企业负责人
坦承： 他们与金树芳仅仅是朋友
之间正常来往， 逢年过节人之常
情送点东西。 金树芳的一些同事
也认为，现在是人情社会，与企业
交往有的属“人情往来”。

然而，一些受访群众质疑：官
员和商人的“人情往来”，“往”的
是官员手中的职权，而“来”的是
商人的钱物。 如果你没有那个职
位，还有多少企业会跟你“往来”？

梳理涉事企业负责人对“人

情往来”的心态，大致可分为以下
三种：

“花钱能办事”。 安庆市一家
制衣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参加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评
定时，刚开始就被淘汰了，原因是
没通过审计。第二年三四月份，公
司补充了一些资料准备复审。 公
司负责人向金树芳汇报后， 到车
上拿了两盒茶叶， 在装茶叶的袋
子里放了

１

万元人民币， 回到金
树芳办公室， 把装有茶叶和钱的
袋子放到其办公室就走了。

“金树芳肯定帮忙了，他给相

关审计事务所打招呼， 因为我们
企业第一次审计时没有过， 第二
次复审时就通过了， 这不符合常
理。 ”这家公司负责人表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安徽省农委下文增补了
３６

家企业为省级龙头企业， 该公
司名列其中。

“花钱买心安”。 办案人员表
示，在省级龙头企业的评审中，金
树芳是评审委员会的委员， 又跟
别的委员认识，多少能说上话。但
评审结果由评审委员会决定，不
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所以也有一
些企业给他送了钱， 最终也没有

获批。在申报的过程中，报不报成
是一回事， 让不让报是另外一回
事， 金树芳在这个环节中有一定
的职务便利。

“我们评龙头企业必须经过
他，虽然他起不到多少作用，但只
要不坏事就行。 ”合肥市一家农牧
公司负责人甄某所言道出了一些
企业的心声。

“花钱随大流”。 一些企业坦
言：“不给金处长送礼，不好办”，形成
这样的印象和舆论后，跟所属行业领
导保持联系，靠钱物“打点”就成了心
照不宣的“潜规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