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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惹周震怒
報社幾度檢查

本報記者走訪政法界人士 揭發濫權行為
副
教
授
：

培訓中心隱身景區 內設總統套房

郭振璽曾連報4天負面逼企業投錢
香港文匯報訊 央視財經頻道總監郭振璽兩個月前被
最高檢以涉嫌受賄犯罪為由帶走立案。作為在央視工作
了22年的重量級人物，郭振璽擔任央視財經頻道（原
CCTV-2）總監，兼任央視廣告信息中心主任，可謂權
傾一時。無論是在經濟部、廣告部，還是財經頻道，總
是和「錢」有關。據媒體揭露，其曾連報4天負面逼企
業投錢。

利用「拉黑」捧紅斂財
據《財經》報道，郭振璽一度同時管轄廣告部和經濟

頻道兩大核心部門。有媒體稱，郭的牟利之道，是左手
用「3．15晚會」打壓企業，右手靠「年度經濟人物」
拉攏企業，形成了獨特的「紅黑」斂財術。
利用「3．15晚會」，郭振璽秉持的是「選擇性監
督」，曝光還是不曝光，這或然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尋租
空間。
由於此前「3．15晚會」曾曝光過錦湖輪胎、江淮

汽車等問題。很多車企對
2014年「3．15晚會」都
嚴防死守。這導致在3月
15日當天，從《焦點訪
談》到晚會開始前的8分
40秒的廣告時段，汽車
企業的廣告佔了約1/5。
2011年央視2套連續4

天報道百度負面的行為，
亦由郭振璽一手操縱。
另有報道稱，郭振璽實
際掌控着十幾家公關公
司。被「拉黑」的企業自
然會向這些公司交「保護費」，以及緊急公關費，而捧
紅的企業則會感恩戴德地主動交廣告費及股權，郭振璽
實現了個人財富和央視廣告的雙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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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禁令出台後，不少地方依然大興土
木修建樓堂館所，頂風違紀。有媒體近日在黑龍江、吉
林、遼寧三省調查發現，不少培訓中心藏身於風景名勝
區，消費奢華、運行不計成本、嚴重浪費資源。幾乎所
有的培訓中心或療養院都設有套房或總統套房。
據新華社報道，位於吉林省吉林市的松花湖風景名勝

區，這裡群山環抱、風景秀麗，遊客均需購票入內。景區
內遍佈眾多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的培訓中心或療養院。
在吉林省財政廳松花湖培訓基地，兩棟正在建設的大

樓主體工程已經完工，工人在進行外部整修。基地內有
購物中心、歌舞廳、聯排別墅、基地碼頭等建築。據內
部人士稱，吉林省財政廳和與其相鄰的吉林石化公司松
花湖療養院內均有豪華遊輪。
而在大連棒棰島風景區（國家4A級景區）一家沒有
掛牌的教育培訓基地內，共有兩棟4層歐式建築，樓內
從大堂到客房，裝修都很豪華。一位經理介紹，總統套
房對外價格6000元/天，但總統套房不能都包出去，
「如果來領導，要預留出房間。」

對包間食物「隱蔽」改造
有培訓中心為了應對禁令，有針對性地對包間、食物都

進行了「隱蔽」改造。在這裡，除了海參鮑魚，還可以提
供燉狼肉，五糧液是散裝的，有不喝不知道的低調。而平
時沒人來培訓，有的培訓中心一年能有九個月是閒置狀
態，但依舊擋不住幾千萬的建設投資。培訓中心直言：這
成本問題可以「忽略不計」，重點在於「服務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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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周永

康把持政法系統多年，系

統內不少有識之士頗有怨

言。本報記者昨日走訪多

名政法界人士，他們普遍

認為，周時代政法系統的

最大弊病，是強推維穩壓

倒一切的管理方式，濫用

政治手段干預執法、司

法。中國政法大學副教

授、律師吳丹紅告訴記

者，他曾撰文批評行政干

預等情況，引發周震怒，

導致刊登該文章的京城某

報社幾次做檢查。直到周

被立案審查，吳

丹紅才對外公佈

出這些細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紫晨、實習記者 朱昊、張
議元 北京報道）周永康於2003年和2008年曾出席中
國人民公安大學建校55周年和建校60周年紀念活動，
並於2012年中國政法大學60周年校慶之際來校調
研。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大門口，記者遇到了該校一
已畢業7年之久的校友王先生，他接受了本報記者的
採訪。
王先生向記者回憶起了第一次見到周永康時的情

景，「當時是2003年，我剛進校沒多久就迎來了55
周年校慶，所以對當時的情景記得特別深刻。他當時
在發言中要求學校要嚴格教育、嚴格管理、嚴格訓
練，努力培養更多高素質的公安英才。但沒想到他才

是黨內的一隻超級『大老虎』」。王先生感慨道：
「這反差太大了，雖然打虎傳言一直甚囂塵上，可是
最後的結果讓人大跌眼鏡。」
隨後，記者來到中國政法大學。在學校食堂門口，

一位姓謝的同學告訴記者，「2012年5月16日，60周
年校慶之際，周永康來校考察並給學校題字，」她
說，「當時的學生會主席觀看了他題字的全過程，回
來後對周讚歎不已。」她說，「但是沒想到，他居然
是隻『大老虎』。」謝同學向記者表示，這次「打
虎」力度真的很大，雖然她還是在校學生，但她和同
學們都非常支持國家的決定，「一定要讓這種目無法
紀的人受到嚴懲」。

吳丹紅向本報表示：「這篇
文章被周永康看到後，拍

桌子發飆，認為文章『司法改革
又回到了原點』的提法否定了他
作為政法委書記十年司法改革的
成果。於是，這份知名報紙的責
任編輯、總編寫檢查，報社也幾
次檢討。」
吳丹紅表示，「震怒事件」發

生後一個月，周永康就從中央政
法委書記崗位上退下來。但這件
事讓他更堅定了法治主義的信
念，如果領導的「震怒」可以影
響報社，如果學者寫文章要考慮
官員的面子，那中國的法治遠遠
沒有到來。
吳丹紅坦言，周時代的審判權

和檢察權一方面受制於行政力量
的制約，另一方面又受到民間輿
論的干擾，很難真正獨立，以至
於社會上流傳着「大案講政治，
中案講影響，小案講關係」的民
謠。尤其是近些年披露出來的一
些冤假錯案，使民眾對司法的信
任受到不小打擊。司法作為社會
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一旦出現
信任危機，後果將是上訴、申訴
和上訪激增，難以排遣的社會矛

盾將成為不安定的隱患。

律師辯護難 多法官辭職
另一位受訪的律師告訴記者，

周永康主政政法系統時，冤假錯
案頻發。「尤其是在辦理刑事案
件中，無論是會見難，閱卷難還
是辯護難，都感到律師的權益和
空間受到很大限制」，這位律師
說，很多明知是冤假錯案卻難以
得到公正判決，其最大阻力還是
在司法體制上。不僅老百姓對司
法不信任，很多法官也辭職了，
因為他們感受不到法官這個職業
的榮耀。
十八大後，吳丹紅等法律界人

士感受到環境的改觀。例如備受
關注的薄熙來案，能夠在法律框
架內公開審理，就是法治的一大
進步。他認為，中國步履維艱的
反腐正走向常態，司法改革的悲
觀局面開始有所改變，一些積弊
沉痾慢慢也正從體制中割離。
十八屆四中全會將全面推進依

法治國作為重要主題。吳丹紅表
示，期待司法改革能夠重啟，希
望改革能夠促使司法相當獨立，
進而促進和保障司法公正。

政法大學生撐「打虎」：目無法紀應嚴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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