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年 12 月 21 日中午， 萧县交通宾馆的

包房几乎全满。 县建设局、县交警大队、县交通

局等多个县直部门，都在这家宾馆吃饭。 其中，

县交警大队的宴请就占用了两个包房。 此后连

续 3 天，相继有县政协、县政法委、县水利局、县

招商局、县药监局、县农发局等部门多次在此公

款消费。

在萧县， 由县采购中心确认了多家萧县行

政事业单位定点公务接待酒店。 官员们吃喝，大

部分在这些酒店完成。 一般吃完就签单走人，按

月或年底结算。

交通宾馆、世纪假日酒店，都属指定接待酒

店。 2011 年 5 月 30 日，萧县相关部门检查发现，

交通宾馆存在无自动喷淋灭火系统、 无自动报

警系统等四大隐患或违法行为。 酒店电梯也频

繁停摆，不时有客人被关在电梯里。 2011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县人大常委会议在该酒店召开，

不料电梯也因故障停运， 官员们只好爬楼梯上

了 6 楼会议室。

不过，这些酒店的生意没受到影响。 连续 4

天，记者走访县城世纪假日酒店、长城大酒店、

渝香馆、交通宾馆、凤山大酒店等饭店、宾馆，发

现不少公职人员在里面消费。

2011 年 12 月 28 日中午， 萧县一名副县长

出现在渝香馆。 该饭店服务员介绍，三楼的最低

消费是每人 150 元，二楼的最低消费是每人 100

元，上不封顶。 当日中午，有多个政府部门的官

员在该店消费。

当地一家饭店的负责人， 得知记者了解公

款吃喝情况，感到十分不解：“这很正常啊，有什

么可采访的。 ”

萧县各部门公务招待费普遍超标。 2011 年

11 月 18 日， 萧县审计局公开发布通告显示，萧

县房地产管理局、卫生局、粮食局等 8 个单位，

无一例外都存在公务招待费超标的问题。

2009 年 9 月， 萧县审计局审计发现，“有些

单位虽然经费较紧张，但业务招待费有增无减。

部分行政事业单位业务招待费居高不下， 并且

有普遍存在增长的趋势。 有些单位一年的招待

费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 一般占公用经费

支出的 8

％

~33

％

左右。 ”

萧县审计局还发现， 这些招待费超标的部

门，不仅用公款吃喝，还用公款买字画等礼品。

2010 年， 萧县永堌镇 2010 年度招待费超支

17.83 万元，购买烟酒、食品、字画 15.78 万元；萧

县卫生局，业务招待费超支约 2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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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萧县部分官员垄断酒品批发，介入公款吃喝经济链条

该县委书记称，“公款吃喝是个普遍问题，萧县不典型”

“吃公家的饭，喝领导的酒”

岁末年初，随着频繁的领导视察、干部调动和考核，各地“公款吃喝”渐入高潮。

在安徽萧县，多名官员间接或直接垄断了酒品批发，深度介入公款吃喝经济链条。

在萧县，公款吃喝已经固化为官场的“文化传统”，从官员到民众都对此熟视无

睹。 县委主要领导也认为：“公款吃喝是个普遍问题，萧县不典型。 ”

14 道菜， 最贵的是红烧老公鸡，120 元；60

元一包的苏烟两包，白酒 5 瓶；餐费 1298 元。 这

是安徽省萧县粮食局一次普通而“正常”公款吃

喝的清单。

据反映，多名当地领导干部通过各种渠道，

间接或直接垄断了酒品批发， 深度介入公款吃

喝经济链条，催生了“吃公家的饭、喝领导的酒”

的怪现象。

根据萧县审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 年萧县

仅 5 个县直机关和 3 个乡镇公务接待， 用于餐

饮、烟酒食品和字画的支出就高达 953 万余元。

而该县的县直机关和乡镇多达 63 个。

尽管当地曾出台了禁酒令， 但记者在萧县

采访期间， 亲眼目睹了县委书记等数十名领导

干部中午饮酒及公款吃喝的情形。 事实上萧县

并不富裕，根据该县最新数据，截至 2010 年末，

县政府的相关债务约 7 亿元。

1 月 10 日，《人民日报》发表系列报道，关注

公款吃喝问题。 在萧县，公款吃喝已经固化为官

场的“文化传统”，从官员到民众都对此熟视无

睹。 县委主要领导也认为：“公款吃喝是个普遍

问题，萧县不典型。 ”

记者从萧县招商局获得的数据显示，

在萧县，白酒一年销售额高达 1.5 亿元，政

府的公务消费占相当大的比例。

2011 年 12 月底， 记者连续在萧县观

察 8 天， 发现该县多个机关单位的官员中

午饮酒。

12 月 28 日，记者在交通宾馆发现，县

委领导等多名当地副处级以上官员， 中午

参加了县人大常委会后的公款吃喝， 县委

主要领导离开酒店时身有酒气、面有酒意。

因市场利润可观， 萧县部分官员还间

接或直接甚至参与了白酒的销售。

2011 年 12 月 23 日， 萧县农业银行在

交通宾馆公款吃喝，自带了某品牌白酒。签

单时， 该行办公室主任曹传良将没喝完的

两瓶白酒存在宾馆， 并向老板抱怨，“这个

酒是垃圾”。曹说，这酒是摊派到银行的，味

道不好，但不喝不行。 两人对话透露，该酒

是县财政局一领导的亲戚在代理销售。

当地一家公务接待定点酒店的老板透

露，县招商局一般公款吃喝，都自带某品牌

白酒，因为该局一副局长代理该酒。

在萧县， 卖得最好的某品牌中低档白

酒，是水利局一名官员的妻子在代理销售。

该店员工向暗访的记者

证实， 老板的老公是水

利局的领导，曾做过乡长。

当地一名白酒代理商告

诉记者， 白酒厂家为了争夺政务

招待市场，不得不开着车把酒送到局机关，

找到办公室主任或局长等关键人物， 给予

对方一定好处后， 让该局公务消费只喝该

品牌的酒，先喝后结账。 此外，一些得到好

处的官员，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带动或直

接要求自己影响范围内的饭局尽量都喝该

品牌的酒。

如此日复一日的公款吃喝，会让人以

为萧县是一个富裕的县，其实不然。 在各

地纷纷修建豪华办公场所的今天，萧县县

乡两级党委政府办公场所简陋陈旧，公务

人员收入微薄。

黄昏时分， 在萧县县委办公楼二楼，

能够闻到厕所里飘出一些特殊的气味。 这

是一栋上个世纪 80 年代修建的三层小楼，

一些官员办公室里的墙壁甚至破损，露出

砖块来。

县委书记毋保良的办公室，只有十几

平方米。 这几乎是记者所见的最小的县委

书记办公室。 屋子里，一张办公桌和一张

沙发占去了一大半空间。

毋保良对记者笑着建议，应该报道萧

县机关陈旧简单的办公条件。

在萧县， 陈旧的不仅仅是县委办公

楼。 数百米外的县纪委办公楼，外墙油漆

斑驳脱落，因为办公场所不够 ，不得不在

三楼搭建了一些活动板房式的房间办公。

驱车半个小时， 沿着国道可到官桥

镇。 镇政府门前，是一条坑洼不平的土路。

“中共官桥镇委员会”和“萧县官桥镇人民

政府”的牌子，字迹模糊不清。 走近后，才

发现牌子上都曾被贴过小广告。 镇政府的

大门，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铁栅门，用一小

块石头顶开着。

副镇长胡森告诉记者，镇政府的办公

楼已经可以算危房了。 但是没办法，财政

太难。

县直机关的工作人员收入也不高。 萧

县房管局办公室主任曹茂松介绍，该局仅

局长一人为公务员身份，其他都靠单位自

收自支解决工资。 他目前每个月能拿到手

的工资只有 900 多元。

萧县县委有关官员介绍， 萧县人口有

140 万， 有约 50 万人在外务工 ， 是个劳

务输出大县。 根据萧县县长韩维礼 2011

年 1 月的政府工作报告 ， 2010 年该县城

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25000 元， 农民人均

纯收入仅 4840 元， 经济状况在安徽大概

算中游。

萧县审计局的数据也显示 ，2010 年，

萧县财政收入约 4.6 亿元，而实际财政

支出约 21 亿元。 截至 2010

年末，政府负有

的相关债务约

为 7.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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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能见吃喝景

� 公务招待费严重超标的现实， 县委书记毋

保良自称已经注意到了。 记者查询当地政府官

方网站发现，该县各局相继出台规范性文件，并

频繁开会禁止公款大吃大喝。

2010 年 9 月，萧县出台规定规范公务接待

工作， 要求县内公务接待原则上按标准实行工

作餐，提倡自助餐；乡镇公务接待，在乡镇机关

食堂就餐， 降低接待费用； 严禁工作日午间饮

酒。

禁令当然一直停留在纸面上。 萧县审计局

对萧县房管局 2010 年度财务收支情况审计发

现，业务招待费超支约 32 万元。

萧县房管局一名官员告诉记者， 该局一度

承担县里的廉租房建设，任务太重、时间太紧，

局长甚至都急哭过。 征地拆迁中， 为了得到公

安、城管、相关乡镇等部门的配合，不得不请他

们吃喝。此外，廉租房建设中，人大调研，政协视

察，省、市相关部门检查团十分

频繁，来了总要招待。

� 2011 年 12 月 21 日中午，

一名当地官员公款吃喝完后，

在饭店前台签单时手写注明 ：

市纪委来指导，杨局长安排，张

局长陪同。

招商引资，也成为公款

吃喝的一个重要理由。 毋

保良说，乡镇招商，就是吃

喝招商。 该县官桥镇时

任 副 镇 长 胡 森 告 诉 记

者，投资者来考察，如果

接待不好， 对方会认为

地方政府不热情， 不愿

投资。

采访中， 上至县委

书记，下至乡镇干部，都

不承认萧县官员内部吃

喝成风。 但记者掌握的

证据显示， 大量公款招

待费是萧县内部官员相

互宴请消费掉的。

2011 年 4 月 11 日，

萧县粮食局局长陈锋在

怡源酒楼招待了几名萧

县官场同僚。 席间，上了

一道名为“老公鸡甲鱼”

的菜，该菜价格高达 760 元。

岁末年初，萧县官场人事调

整频繁，被提拔重用者，宴请或被宴

请在所难免。 2011 年 11 月 30 日，该

县任命县地震局局长等近 20 名官员 ；12

月 23 日， 萧县公示了约 20 名被提拔的乡

镇官员名单。

吃喝有理由，再穷也要想办法。官桥镇党委

书记王志勇被审计发现任期内挤占、 挪用社会

抚养费约 52 万元。 记者调查获知，招待费超标

32 万元的萧县房管局，同期发现超标准收取登

记费 1.6 万元， 漏计、 漏缴营业税及附加约 26

万元。

萧县审计局审计 5 个县直部门和 3 个乡镇

发现，2010 年“三公”支出占本单位公用经费支

出比例由 2009 年的 28.5%增长到 42.46%，上述

单位 2010 年支出公务接待费用（餐饮、烟酒食

品、字画礼品）953.21 万元，比上年的 418.27 万

元增支 127.8%。

2011 年 11 月 18 日， 萧县审计局通报了对

官桥镇党委书记王志勇任期内经济责任履行情

况审计报告。 王志勇在任期内还超标准列支业

务招待费约 42 万元，扩大开支范围 10 万元，财

务管理不规范、以拨作支资金约 84 万元。 报告

称，“上述问题，王志勇同志应负主管责任。 ”

临走时， 毋保良劝记者放弃原来的报道思

路，“公款吃喝是个普遍问题，萧县不典型”。

（据《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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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喝“有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