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 700 万彩民

买彩票上瘾

专家建议设救助基金

据京华时报消息 3 月 25 日，北

京师范大学公布的一份“中国彩民行为

网络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彩民已达两

亿多人， 其中问题彩民约 700 万人，重

度问题彩民达到 43 万人。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陈海平

表示，通俗地说，问题彩民就是那种买

彩票上瘾的彩民，想停停不下来，不买

难受，不能自抑。调查结果显示，问题彩

民主要出现在 18 岁到 45 岁之间，问题

彩民多为高中和大专学历， 月收入在

1500 元到 3000 元之间， 问题彩民绝大

多数感觉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中

层以下。 陈海平表示，问题彩民会带来

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比如挪用公款、偷

盗买彩票， 因为买彩票导致破产等，对

彩票业带来负面影响。

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处长朱卫国

是彩票管理条例草案起草审查工作的

直接参与者，他指出，针对问题彩民，国

家应完善政策， 控制彩票的发行规模，

优化游戏资源，提升彩票的透明度和公

信力。 他还建议，科学合理地利用彩票

公益金，应该拿出一部分用于问题彩民

的解决。彩票发行机构可以考虑拿弃奖

奖金设立专门的问题彩民救助基金，加

强对不同类型问题彩民的跟踪研究。

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超规定标准、范围发放津贴补贴将被追责

新华社北京 3月 26 日电 日前，中央纪委

印发《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适用< 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 > 若干问题的解释》。 全文如下：

为维护收入分配秩序，严肃财经纪律，规范

津贴补贴发放工作， 现对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

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解

释如下：

一、 本解释所称津贴补贴包括国家统一规

定的津贴补贴和工作性津贴、生活性补贴、离退

休人员补贴、改革性补贴以及奖金、实物、有价

证券等。

二、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

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机关，以

及经批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

和经费来源主要由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 违反

津贴补贴管理规定的， 对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

责任的人员中的共产党员（以下统称有关责任

人员），依照本解释追究责任。

三、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有关责任人员，

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六

条的规定追究责任：

一是违反规定自行新设项目或者继续发放

已经明令取消的津贴补贴的；

二是超过规定标准、范围发放津贴补贴的；

三是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有关公务员奖励的规定， 以各种名义向

职工普遍发放各类奖金的；

四是在实施职务消费和福利待遇货币化改

革并发放补贴后， 继续开支相关职务消费和福

利费用的；

五是违反规定发放加班费、 值班费和未休

年休假补贴的；

六是违反《中共中央纪委、 中共中央组织

部、监察部、财政部、人事部、审计署关于规范公

务员津贴补贴问题的通知》等规定，擅自提高标

准发放改革性补贴的；

七是超标准缴存住房公积金的；

八是继续以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商业预付

卡、实物等形式发放津贴补贴的；

九是将执收执罚工作与津贴补贴挂钩，使

用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发放津贴补贴的；

十是违反规定使用工会会费、 福利费及其

他专项经费发放津贴补贴的；

十一是借重大活动筹备或者节日庆祝之

机，变相向职工普遍发放现金、有价证券或者与

活动无关的实物的；

十二是其他违反规定发放津贴补贴的。

四、以发放津贴补贴的形式，变相将国有资

产集体私分给个人的， 对有关责任人员， 依照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四条的规定

追究责任。

五、 违反财政部关于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津

贴补贴有关会计核算的规定核算津贴补贴的，

对有关责任人员，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追究责任。

六、使用“小金库”款项发放津贴补贴的，对

有关责任人员，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职务影响，违反

规定在其他单位领取津贴补贴的， 对有关责任

人员，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十

二条的规定追究责任。

八、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发放

津贴补贴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照《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追究

责任。 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并以

发放津贴补贴的形式合伙私分的，依照《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加

重追究责任。

九、在规范津贴补贴工作中不负责任，导致

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和本单位发生严重违规

发放津贴补贴行为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七条和《关于实行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的规定》 的相关规定追究主要负责

人的责任。

十、不制止、不查处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

和本单位发生的严重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

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追究责任。

十一、对违规发放的津贴补贴，应当按有关

规定责令整改， 并清退收回违规发放的津贴补

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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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死猪肉如何端上我们的餐桌？

———透视福建破获的多起制售病死猪肉案件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邹伟 史竞男 郑良

收、运、制、贩“逃”过重重关卡

2011 年 7 月的一天晚上， 民警在福州市乌

龙江大桥北侧一小山的半山腰的一栋小楼里，

当场将犯罪嫌疑人刘永和控制。 眼前的情景让

人触目惊心———3 台大型冰柜内存放着恶臭刺

鼻的病死猪肉， 屋外运货车和屋内案板上也放

着猪肉，上面爬满了蛆。 猪肉总量超过两吨。

刘永和 2009 年开始租用此地，打着养鸡的

旗号， 从附近养猪场收购病死猪肉， 再进行屠

宰、分割，将这里变成了一个私宰“黑作坊”。 经

调查，刘永和等人收购、屠宰病死猪，将病死猪

肉卖给凌建君等人。 后者加工成腊肉、腊肠，销

售给福州、温州、宁波等地商贩。

这些病死猪肉“逃”过了数道关卡：一是在

生产环节，对病死猪未按规定无害化处理，卖到

私宰点；二是在加工环节，病死猪肉未经检验检

疫， 被制作成肉制品； 三是在销售环节， 再次

“逃”过了检疫、工商、质检、卫生、市场管理等关

卡，销往各地食品市场。

暴利驱动，收运制贩形成产业链

刘永和非法收购病死猪案， 只是制售病死

猪肉犯罪的冰山一角。 2011 年 7 月以来，福建警

方侦破一系列病死猪案件， 查获病死猪肉 1300

余吨、制成品 480 余吨。

陈金顺是此次落网的犯罪嫌疑人之一 ，

2005 年曾因贩卖病死猪肉被以生产、 销售伪劣

产品罪判刑 11 个月。 出狱后，陈金顺仍然贩卖

猪肉，从 2010 年 11 月开始，再次贩卖病死猪肉。

陈金顺的“上家”是陈开梅、林彬霞夫妇。 他

们在仙游县枫亭镇铺头村一个废弃屠宰场屠宰

病死猪。 这个窝点由陈金顺提供，条件是屠宰的

病死猪肉都卖给陈金顺。

陈金顺还交代 ，2010 年 11 月到 2011 年 7

月， 他从陈开梅夫妇处收购的病死猪肉多达 60

吨，转手卖给泉州、石狮、福清等地一些肉制品

作坊。 泉州的吴鸿就是“老客户”之一。

记者见到了犯罪嫌疑人吴鸿。 吴鸿承认，买

来的肉基本上都做了腊肉和腊肠，“病死猪肉做

成腊肉和腊肠后很难分辨出来。 ”他说，腊肉和

腊肠一般批发给小摊贩，或者直接卖给消费者。

收购病死猪的价格一般为每斤 1 元多或更

低；屠宰后以每斤 3 元到 4 元的价格卖出；加工

成香肠、腊肉，以每斤 10 元以上出售。 而市场上

正规产品的价格基本都在 20 元以上。

“管好猪场的病死猪，这个生意就堵住了。 ”

陈金顺承认，产业链之所以能运行，源头就是病

死猪能够从养殖场流出。

有法难依，治不了一块死猪肉

虽然刘永和对贩卖病死猪肉供认不讳 ，但

由于证据不足，司法机关对他取保候审。 大肆贩

卖病死猪肉却难以定罪，暴露出执法的尴尬。

“这主要是因为执法上存在操作困境。 ”中

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介绍，我国刑法中，适用

病死猪肉犯罪的条款主要有：第 140 条，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第 143 条，生产、销售不符合

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第 144 条，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

若适用第 140 条，需要证实销售额达 5 万元

以上或查处商品案值 15 万元以上，但“黑作坊”

“黑工厂”大多无账可查；若适用第 143 条，需要

证实“含有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

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污染

物”，而这也难以及时证实；若适用第 144 条，需

要证实食品中存在有毒有害物质， 这要相应的

技术设备才能鉴定。 目前，一些地方设备不足，

没有实力解决检测鉴定的问题。

据了解， 当前制售病死猪肉案件， 大多以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论处。 除非数额特别巨

大的案件，一般刑罚较轻，判处几年徒刑以及一

定数额罚款。 一些犯罪分子服完刑重操旧业，还

有一些不法分子“不怕轻刑、不怕轻罚”，屡犯不

止，甚至“边罚边犯”。

“不应将安全食品犯罪视为一般经济犯罪，

而应视为危害公众生命健康的严重犯罪， 加大

惩治力度。 ”阮齐林说。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5 日电）

不久前， 福建警方连续破获多起

销售病死猪肉的案件。新华社“新华视

点”记者随同有关部门调查采访发现，

从病死猪“偷渡”出养殖场，到突破层

层监管流入市场，已形成收、运、制、贩

“一条龙”的犯罪网络。

但是，监管、打击、惩治犯罪的力

度还跟不上实际需要， 百姓餐桌保卫

战依然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