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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险救援结束后，现场立即成立事故调
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事故现场抢险救
援组表示，目前基本可以确定涉事的聚仙饭
店房子为1982年左右村民自建房，并分几次
建设。

有邻居说，聚仙饭店院子前后的两座小
楼盖起的时间比较早，但是院子中间加盖预
制板房顶形成“宴会厅”是近几年的事，随后
又在院子最上部架设了一层简易彩钢板顶
棚。29日9时40分左右，“宴会厅”上面的预
制板房顶突然坍塌。

有关专家表示，此次襄汾饭店坍塌事故，
再次将农村自建房安全问题，特别是从自建
房发展到人员聚集的经营场所的安全监管和
保障问题，暴露无遗。

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阳说，目前
对于农村自建房的规范管理方面存在法律、
制度缺失和监管缺位。“出台过相关管理办
法，但是实际中很少使用。”

按照农村宅基地有关管理办法，虽然农
民可以在宅基地上自建房屋，但实践过程中
并没有验收标准，处于监管缺失状态。“个人
建房时有审批，但只针对宅基地面积的审批，
至于在宅基地上怎么盖房子，审批和监管都

没有，只有一些村规民约规定，如不能盖太高
挡住邻居阳光等。”李阳说。

山西住建系统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农村
房屋建设存在一些政策空白。此外，目前多
数乡镇没有专职负责建设的工作人员，甚至
连兼职人员都不多。

近年来，各地也鼓励村集体和农民盘活
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通过自主经营、
合作经营、委托经营等方式，依法依规发展农
家乐、民宿、乡村旅游等。

山西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俊认为，目
前国家并没有明确禁止农民将自建房用于经
营用途，但实际用途变更后，就必须办理安
全、消防等许可，符合相关质量要求和标准，
乡村和有关部门应加强监管。

国务院安委会日前决定对山西襄汾县饭
店坍塌事故查处进行挂牌督办，并要求举一
反三，推动全面排查违建房屋风险。山西省
决定，从 8 月 30 日起在全省范围内立即开展
房屋建筑和人员聚集场所安全专项检查。

太原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崇恩等专
家认为，除了弥补制度缺失和监管缺位之外，
当务之急是出台措施，对乡村自建房等公共
性建设场所进行结构问题检测和安全评估。

山西襄汾“8·29”重大坍塌事故追踪
8月29日9时40分左右，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陈庄村聚仙饭店发生坍塌事故。

经过18个小时的紧张救援，共搜救出57名被埋人员，其中29人遇难，7人重伤，21人轻伤。
8月30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事故现场抢险救援组宣布了抢险救援结束消息。

事故为何造成如此重大伤亡惨剧？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乡村饭店酿坍塌惨剧
8 月 30 日 3 时 52 分，事故抢险救援工作结

束。事故现场已被清理，但四周房屋的残垣断
壁，仍显示着事发时的惨烈。

聚仙饭店是位于路边的一家乡村饭店。当
地村民说，这家饭店已经开了十多年，陈庄村及
邻近的安李村等村农户举办婚丧过寿等宴席，
大多选择这家饭店。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聚仙饭店前后为二层
小楼，中间院子部分比较低洼，院子中间搭设了
预制板房顶，房顶下面部分成了“宴会厅”，院子
最上部分还有一层简易彩钢板顶棚，比前后屋
房顶略高。

安李村村民李加福告诉记者，当天他的父
亲李培厚在聚仙饭店举办“八十大寿”，参加的
人多为亲朋好友和邻居。按照当地习俗，过寿
需要请人吃两顿饭，早晨吃一顿臊子面，中午吃

席。李加福提前向饭店预订了十来桌午餐。
“事发时，大家早已吃完早饭，不少人已经

回家，有部分人在饭店‘宴会厅’聊天，还有一部
分人在‘宴会厅’后面的院子里看表演。我父亲
喜欢拉二胡，有一帮他的老哥们来表演节目。”
李加福说。

61岁的安李村村民王国平当时正在后面的
院子里看节目。“听见‘哗啦’一声，饭店‘宴会
厅’顶部就塌了。”王国平说，当时一些人嫌热，
就在“宴会厅”里面聊天、等吃中午饭，他的老伴
和5岁的孙女也被埋在了里面。

得到消息的安李村村民张国辉在29日上午
10点多赶到现场。“有个人跑出来后说，柱子崩
了之后，顶部一下就塌下来了，最多不超过 5
秒，他先跑出来了，后面那个人没跑出来。”张国
辉说。

坍塌100平方米，为何救援18个小时？

事故发生后，山西省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全
力进行救援。从事故发生到现场抢险救援结束
的18个小时里，山西共派出840名救援人员，出
动大型救援装备车辆20余辆，救护车15辆，医
护人员100余人。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饭店“宴会厅”顶部
坍塌面积约为100平方米。现场救援人员告诉
记者，事故坍塌面积虽然不大，但现场地形具有
特殊局限性，而且要随时避免发生二次坍塌，因

此即便专业救援力量充分，救援持续时间也比
较长。

据事故现场抢险救援组介绍，聚仙饭店房
屋建筑面积为两层 400 平方米，坍塌的院子部
分约100平方米，为砖混结构。“宴会厅”以前为
一层，后来马路抬高，成了地下室。

记者在现场看到，聚仙饭店院子坍塌之后
形成了一个坑，封闭的院子并不利于救援设备
开展作业。坍塌较为厉害的地方，旁边还有二

农村自建房变身人员聚集的经营场所，安全谁来保障？

层，难以扩大作业范围。
参与现场救援的消防人员告诉记者，由

于被困人员较多，最初搜救采取分点作业方
式，采用小型破拆工具、徒手挖等方式进行救
援。之后才能采用大型吊车将坍塌的房板吊
起来搜救。

武警山西省总队临汾支队政委李明说，
坍塌的老建筑顶部是预制板结构。“零碎坍塌
下来以后，人工将小的东西搬开，大的东西人
抬不动，必须用设备。但是大设备并不像人
一样好控制，容易造成二次坍塌。在用大设
备之前必须先尽最大的可能，把人救出来。

为了生命，我们都是先用人、用小设备把被困
者先救出来，这是最主要的。大设备不敢上，
因此需要的救援时间要多一些。”

山西天龙救援队侯马分队队员李旭剑在
29日12时左右到达现场后，带着小型、手提式
破拆工具下去，最开始只能进行狭小空间营
救。“结构不稳定，随时可能发生二次坍塌，救
援人员要爬到里面把被困人员拖出来。我们
进去还做了一些支撑工作，把可能出现二次
坍塌的地方支撑住。此外还有安全员从不同
角度观察建筑物，一旦有风险，人员要马上撤
出。”他说。

暂停的“黑名单”
不暂停的探索

不久前，湖南省铁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
13家企业、36名个人因行贿等问题，被列入工程
建设项目招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第一批失信
行为“黑名单”。自名单发布之日起一年内，他
们将受到限制从事招投标活动、取消享受财政
补贴资格、强化税收监控管理等联合惩戒。这
被外界解读为地方版的“行贿人黑名单”。

“我们正开展专项行动对招投标领域乱象
进行系统性整治，对违法违规的市场主体进行
联合惩戒就是措施之一。”湖南省纪委监委政策
法规室主任钱胜说，“这个联合惩戒不是直接针
对行贿的，但对行贿人肯定有一定的警示作
用。”

钱胜表示，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出于案件
突破的需要，对行贿人采取从宽的政策，一些行
贿人在交代问题后全身而退、安然无恙，有的转
身又故技重施、毫不收敛。“很有必要多措并举，
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查处力度。”他说。

长期在一线办案的执法人员和专家估计，
“查处10起贿赂案件，只有2起是行贿案”。为
此，我国近年来一直探索对行贿人的惩罚机制，

其中就包括行贿人黑名单制度。
行贿人黑名单自2002年由浙江省宁波市北

仑区检察院率先推出以来，至今已有18年时间。
2012年，国家级行贿人黑名单，即全国行贿

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实现全国联网。不过，记者
日前查询发现，这一查询系统已经暂停服务。

海南等多地检方，在2018年发布通告称，接
高检院案管办通知，自2018年8月1日起，全国
检察机关停止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

通知详细解释道：（在我国监察体制改革
中）反贪部门从检察院转隶到纪委部门后，行贿
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已与检察职能不符，检察机
关掌握的行贿犯罪档案记录和行贿信息已不完
整，客观上无法提供全面准确权威的行贿犯罪
档案和行贿信息查询，基于以上原因，行贿档案
查询工作不宜继续开展。

对此，记者分别联系东部某市和中部某省
的检察院和纪委部门，检察院表示不清楚目前
该系统的运行情况；纪委部门解释说，该系统并
未随机构改革转到本部门。

不过，各地对行贿人黑名单的探索并没有
停止。

近年来，海南省对医疗领域商业行贿不良
记录实行动态管理和公示；福建厦门集美区建
立“行贿人黑名单库”，并与村两委班子成员选

举挂钩；国家医保局也拟建信用评级，药企商业
贿赂等行为将被纳入黑名单。

“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对净化腐败土壤起到
很大作用，各地不停推出新措施，说明对这个制
度还是有需求的。”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
副主任庄德水说。

孤独的“黑名单”
撑不起的惩罚

记者调查发现，无论是已经暂停的全国行贿
犯罪档案查询系统，还是各地正在探索的黑名单
制度，与之相配套的惩戒制度显得更加滞后。

曾在检察、纪检机关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北
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彭
新林介绍说，此前的全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
统，对行贿人的惩戒作用有限。

一方面，全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录入
的大多是已经判决的案例，一些行贿人已受到
处罚，大多离开相关行业领域，“相关部门期望
这一系统对行业内的企业或个人进行甄别，意
义有限”。另一方面，在现实执行中，一些主管
部门要求企业“自证清白”，必须出具“无行贿记
录证明”才能参与相关工程，无形中反而增加了
企业负担。

庄德水介绍说，即便对违法企业和个人进
行惩罚，企业也容易“金蝉脱壳”。几年前，东部
某市检方对“行贿犯罪档案”中3家犯有单位行
贿罪的企业进行跟踪发现，其中有两家重新成
立了新公司，并以新公司的名义开展经营活动，
原先“犯事”的公司实际上成了一个空壳。

同时，一些专家指出，在政务数据资源领
域，一些部门、行业对行贿人、行贿企业相关情
况等信息专享的权属观念较重，客观存在数据
壁垒、信息孤岛等现象。这些都导致了行贿人
黑名单没有翔实的权威数据作为基础。

钱胜认为，如果不能对行贿市场主体进行
有效惩戒，他们很可能“华丽转身”，继续行贿，
再次对政治生态形成污染。

行贿人的日子
比老赖还轻松？

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部主任雷勇等
专家公开表示，与受贿犯罪相比，过去一段时期
行贿犯罪查得相对少一些，影响了对贿赂犯罪
的整体打击效果，“行贿犯罪是贿赂犯罪源头之
一，对政治生态和社会公平正义危害巨大”。

庄德水等专家也认为，老赖上黑名单后，生活
受到各种限制，但行贿人上黑名单后，金蝉脱壳后
还能照常过日子，需要加大对行贿人的处罚。

多位专家表示，需要尽快启动全国统一的
行贿人黑名单平台。目前各地自建黑名单制
度，由于信息互不联通，容易让行贿人钻空子，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

“新平台应该利用大数据技术，与公安、检
察院、纪委、工商等系统对接，对目前的全国性
统一行贿黑名单进行扩容、升级。”庄德水认为，
新的黑名单不应该只有查询功能，更重要的是
要利用大数据对行贿的重点行业、环节等特点
进行全面分析，为预防腐败提供决策支持，使之
成为反腐利器。

同时，加强对公司股东身份的审查。浙江
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管友军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完善公司、企业登记管
理制度，加强对公司股东真实身份和资信的审
查，建立统一并联网的诚信档案，将诚信档案记
载的诚信度作为市场准入的必要门槛。通过这
种方式，可以防止行贿人一再借壳开设公司而

“复活”，最终让行贿人在各方面得不偿失。
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与行贿人黑名单制度

相配套的支撑体系。彭新林认为，在大力推行
黑名单制度与市场准入、贷款、信用评级等制度
衔接的同时，还要引导企业建立合规制度，引导
企业把行贿等违法犯罪行为纳入企业合规管理
之中，为企业行贿上黑名单设立一道防火墙。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行贿人黑名单制度“萌芽”18年仍未“成年”
8月31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行贿人黑名单制度，“萌芽”18年仍未“成年”》的报

道。
不久前，13家企业、36名个人因行贿等问题，被湖南省相关部门列入失信行为“黑名单”

并通报，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再次引起热议。
记者采访发现，这一制度在我国探索18年后仍然没有“成年”：一方面是国家级行贿人

黑名单目前暂停使用，各地仍在不停摸索；另一方面是与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相关的惩戒体系
尚未健全。

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行贿人黑名单制度未来走向如何？记者进行
了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