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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珍档

记者手记

□新重庆-重庆日报
首席记者 周尤

“要不是你们来查，
还不晓得刘世才背着我
们冒领了这么多钱。”在
刘世才案涉案资金现场
退还会的现场，记者听
到了很多村民对纪检监
察机关的感谢，还有对
刘世才所作所为的唾
弃。这充分证明，相对
于“ 远 在 天 边 ”的“ 老
虎”，群众对“近在眼前”
的“蝇贪蚁腐”感受更为
真切。

整治群众身边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是老
百姓期盼的实事。习近
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
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
惩治“蝇贪蚁腐”，让群
众有更多获得感。

为此，市纪委监委
印发了《常态化开展以

“小切口”推动民生领域
“大治理”工作指导意
见》，明确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要立足监督职责，
督促各级党委政府、职
能部门坚决扛起主体责
任 ，及 时 回 应 群 众 诉
求。同时，强力推进办
案，狠抓纠风治乱，集中
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的实
际问题，就是要让人民
群众切身感受到正风肃
纪反腐就在身边、公平
正义就在身边。

在强有力的举措下，刘世才
这样的“蝇贪”最终暴露并受到严
肃处理，也让老百姓真切体会到
我们党坚持的“人民群众反对什
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
正什么”。

“堤溃蚁孔，气泄针芒。”全面
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以更大
气力惩治“蝇贪蚁腐”，切实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获得
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
全感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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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提出，国统
区的党员要实行“三勤”“三化”，使党的工作
在群众中扎下根。

但是，如何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中引导群
众走向进步呢？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负责
人刘光用行动给出了答案。

刘光，1917年出生于湖南益阳，1930年加
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40 年 5 月，重病初愈的刘光没有遵从

“安心静养”的医嘱，而是跟随周恩来来到重
庆，为了革命事业投身大后方的青年工作。

在白色恐怖阴云的笼罩下，有不少青年
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持悲观和冷漠态度。为了
动员青年们走向进步、投身革命，刘光广交朋
友，提出在进步青年和学生中建立“据点”的
办法以加强联系。他常常组织或者主动参加
青年们的学习会、读书会，在真诚的交流中拉

近和大家的距离。
一次，刘光和一群青年朋友约好到林森

路会谈学习。由于特务严密监视着南方局
工作人员的一举一动，甚至还会冒充进步青
年登门拜访，因此他们将时间定在晚上十
点。

然而天公不作美，那天晚上竟下起了大
雨。巴山夜雨倾盆，山城道路崎岖，从刘光的
办公地曾家岩到林森路距离较远，小道又没
有路灯，步行极为不便，青年朋友们猜想会谈
可能要取消了。然而刘光却如约出现在了指
定地点，一进门他就坐下和青年们交谈起来，
甚至没来得及擦干头发上的雨水。

刘光冒着大雨也绝不爽约，是因为他始
终把青年工作放在第一位，不放弃任何一个
与青年们交朋友的机会。当时，国统区的青
年中，有人意志消沉，认为家国前途和个人无
关；有人冒进急躁，想要直接公开发动青年集
会表达意见。为了将青年朋友们引导到正确
的方向上来，刘光必须赢得他们的信任。

这次雨夜会谈既是学习会，更是一次让
青年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交流会。在这次会谈
中，有进步青年向刘光表达了想去延安的想
法，也有青年为就业、生活等切身利益向南方
局请求帮助。

虽然屋外大雨倾盆，但刘光没有急于结

束会谈，而是耐心地解答青年们的疑问，认真
记录青年们提出的请求与问题。刘光的真诚
与耐心，加深了青年朋友对他的信任，也让青
年们更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走在一起。

刘光曾说，青年应该像一团火，走到哪
里，哪里就有了生气，有了光。1946年，积劳
成疾的刘光因病去世。《新华日报》连续七天
刊登讣告致哀。胡乔木评价刘光“在几乎不
可能的条件下同广大青年群众建立了联系”，
民主人士许民初称赞刘光为“青年朋友的真
正友人”。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杨世玲供
稿 记者何春阳整理）

这场雨夜会谈，激励更多青年走向进步

一本“黑心账”让赌徒组长无所遁形
——从一起典型案件看重庆如何治理“蝇贪蚁腐”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周尤

“晚了，一切都晚了。”
当在留置点写下忏悔录的最后一个字时，永川区大安街道灵英村安子村民小

组原组长刘世才低下头，悔恨的泪水浸湿了纸张。
——权力不大，却把村民小组当“自留地”；变本加厉，将集体资金当“钱袋子”，

这个赌徒组长最终自食恶果，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蝇贪蚁腐”，其害如“虎”，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

刘世才“薅集体羊毛”案件正是典型的“蝇贪蚁腐”，严查此案也正是重庆解决群众
身边不正之风的一个缩影。

从140元到7230元
“苍蝇”的个头贪出了“老虎”的胃口

“老曾，2021年2月发放的征地拆迁赔偿款
你领到没得？”

“没有。”
“老刘，2022年10月的青苗费你领过没？”
“听都没听到过。”
今年4月，永川区纪委监委开展农村集体

“三资”管理问题专项整治。在前期掌握了多起
对刘世才的信访问题后，纪检监察干部来到安
子村民小组进行全覆盖下沉遍访，随机拨打的
电话核实，进一步暴露出刘世才在集体资金管
理上的“猫腻”。

时间回到2015年，那是刘世才仕途的起
点。那一年，经过老社长推荐和村民选举，原本
在外打工的刘世才被任命为安子村民小组组长。

刚开始，组织和群众对“见过世面、头脑
灵活”的刘世才颇为信任和肯定，大事小事都
愿意找他拿主意，一些村民和周边的老百姓
还尊称他为“四哥”。刘世才逐渐有些“飘飘
然”，认为自己官虽小，却有了“江湖地位”。
导致“飘飘然”发生质的变化，是刘世才迷上
了打麻将。

“最开始就打10块20块的麻将，之后就打
得大了，基本上都是100块钱一炮。赢的时候
一千两千元，但也有输过三四千元的时候。”刘
世才说，他控制不住自己，觉得“打麻将赢钱又
快又轻松”。

然而十赌九输，打得越多输的也越多，工资
输完了他就用存款，存款输完了就开始借高利
贷，借到钱后立马又回到牌桌上。

赌博就像一个脓疮不停地腐蚀着刘世才。
当高利贷都无法偿还赌债时，病急乱投医的刘

世才，开始将手伸向了生产队的集体资金。从
那时起，刘世才的心理就彻底变化了，从“为老
百姓办点实事”到“为群众干不如为自己干”。

第一次向集体资金伸手，是刘世才担任村
民小组代理组长后不久。彼时村里正在进行村
级道路硬化，本是给乡亲带来便利的好事情，却
成为刘世才上演“贪挪戏法”的“好机会”。

“结工钱时，我在领钱表上偷偷加了两个人
的名字，140元工钱就被我领出来了。”首次“伸
手”的刘世才还是如履薄冰，甚至在脑子里演练
了一遍如果被发现了怎么应对的话术。

但后来一直风平浪静、无人问津。尝到甜
头的刘世才愈发胆大妄为，以“蚂蚁搬家”的形
式屡次侵占集体资金，最大的一笔金额达到了
7230元。

刘世才一步步养成了“老虎的胃口”，但他从
没想过收手，反而庆幸自己的手法高明。然而天
网恢恢疏而不漏，无论手段多高明终是机关算尽

“黄粱一梦”。
纪检监察机关最终查实，在任职八年间，刘

世才涉嫌职务侵占犯罪，累计虚报集体支出40
次，涉及群众83人、190人次，侵占集体资金共
计21.7万余元。

今年5月31日，刘世才被立案调查。6月6
日，因涉嫌严重违法接受监察调查并被采取留
置措施。7月4日，刘世才被移送永川区人民检
察院依法审查起诉。

现场退赃21.7万余元
涉案资金重回集体资金账户

“今天我们开这个院坝会，是现场宣布对刘
世才的留置措施，也想听一听村民对这个案件
还有什么意见建议。”6月21日，也就是刘世才
被留置10多天后，永川区纪委监委专案组成员

来到灵英村，“面对面”向村民通报案件查办情
况，“点对点”听取意见建议。

“这么快就有处理结果了，你们办事效率好
高。”

“生产队的账你们要查清楚哦，要让我们老
百姓都看得到、看得懂。”

在院坝会上，村民们对专案组提出了建议，
专案组成员一一记录，现场回应了老百姓最关
心最关注的问题。

“群众满意是评判工作成效的重要依据。”
永川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刘世才案
件中，纪检监察机关注重回应社会关切和群众
期盼，及时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
边。

7月5日，大安街道召开了刘世才案涉案资
金现场退还会，将21.7万余元涉案资金返还安
子村民小组集体资金账户，并现场退还部分群
众的征地补偿金。

领到钱的村民吴秀均仔仔细细地把钱数了
两遍，放心地点头道：“现在生产队的账都贴在
了公开栏上，我们随时都能看得到，也监督得
到，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当

‘睁眼瞎子’了。”
据了解，在案件查办中，永川区纪委监委对

刘世才涉嫌职务犯罪线索的每一笔涉案资金均
逐一核实，全面客观地收集、固定证据，第一时
间采取留置措施，及时完成监察调查并移送检
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严惩“蝇贪蚁腐”
持续解决群众身边的“烦心事”

刘世才被抓了，但案件带来的反思持续影
响着灵英村乃至永川区。

永川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刘世才
作案手法较为简单，但长期虚报冒领未被发现，
反映出农村基层监督的末梢多止步于村一级，
对村民小组的权力监督存在盲区。鉴于此，永
川区结合清廉村居“四项行动”，大力推进“阳光
村务”建设，推动“小微权力”廉洁高效运行。同
时聚焦农村“三资”管理、工程项目、村务公开等
高频事项，督促农业农村委等职能部门全面梳
理建立村民小组“小微权力”清单。

针对案件暴露出的“最末端”监督缺失的问
题，永川区建强基层监督力量和监督体系，全面
推行村（居）监督员“履职五看”，采取片区统筹、
交叉检查、全面覆盖的方式，整合基层监督力
量，定期开展监督检查，有效破解基层“熟人社
会”监督难题。

不止是永川，当前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都
在下大气力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綦江区围绕群众关心的中小学校园食品安
全和膳食经费管理开展专项整治，建立“4个1”
常态化监督机制（吃一次校园餐、看一次食堂后
厨、参与一次食材验收、参加一次家委会抽查），
对全区学校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175次，推动
查纠学校食品卫生管理不够规范等问题138
个；沙坪坝区聚焦农村集体“三资”领域，加大对
影响群众利益突出问题的排查整治力度，督促
整改管理漏洞39个；南川区纪委监委通过对
查处的12起农村集体“三资”案件进行深入
剖析原因、厘清病灶，向区农业农村委制发
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其加强源头治理、落
实闭环整改。

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明确指出，
要坚持向基层延伸，坚决惩治群众身边
腐败问题。重庆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健全完善“群众点题、
部门治理、纪委监督、社会评价”工作
机制，引导群众有序参与，巩固提升以
“小切口”推动民生领域“大治理”成
效，确保整治重点回应群众关切、整
治过程增强群众感知、整治效果接
受群众评价。

此外，重庆以办案为重要抓
手严惩群众身边的“蝇贪蚁
腐”，严肃查处农村集体“三资”
突出问题、中小学校园食品安
全和膳食经费管理突出问
题、欺诈骗保问题等。其中，
仅“三资”管理方面查处突
出问题226件，批评教育和
处理 381 人，其中党纪政
务处分121人，推动整改
问题959个。

长寿区纪检监察干部深入新市街道田间地头搜集问题线索、倾听群众呼声。 （长寿区纪委监委供图）

渝中区纪检监察干部在双钢路社区了解困难
群众救助金发放情况。 （渝中区纪委监委供图）

铜梁区纪检监察干部在大庙镇双马村葡萄
种植基地了解相关情况。

（铜梁区纪委监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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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负责人刘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