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2018年7月27日

星期五

□主编：郝 良
□编辑：邱 霞

林 海

特
别
报
道

●主办：中共达州市纪委 达州市监委 达州日报社
●承办：中共达州市纪委宣传部 达州晚报

消失的农保款

2009年，宣汉县大成镇年满60岁
的农村人口可由本人申请办理农村养老
保险，张成太是宣汉县大成镇锁辖村五
组的村民，2009年已经63岁的他在可
参保范围内，而张成太的名字也在锁辖
村提交的参保人员名单中。

2010年1月开始，宣汉县大成镇通
过现金的形式开始发放农保款，由各村
的农保员领取后发放给参保人员。
2010年5月开始，农保款实行打卡发放
到统一办理的农保卡中，参保人员自行
从农保卡中取用。

根据资料显示，张成太从2010年1
月就已经开始领取农保款，而且张成太
的银行卡流水显示从2010年5月开始，
共有 20次取款记录，取款金额共计
4490元，加上2010年1月至2010年4
月现金领取的220元，共计4710元。

2016年，大成镇就业和社会保障服
务中心通知领取农村养老保险的人员前
来进行身份认证。张成太到服务中心后
向工作人员表示，自己的户口已经不在
大成镇，而且在2010年前就已经开始领
取社会养老保险，此前自己没有申请过
农保，也没有领取过农保卡，也从没有取
过农保款。

这引起了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的警觉，张成太本人说手里没有农保卡，
但是卡里的钱却被取走了，那这个钱哪
里去了呢？是不是锁辖村负责办理农保
的相关人员侵吞了？大成镇就业和社会
保障服务中心将这条线索移交给大成镇
纪委。

贪吃“农保款”的农保员

大成镇纪委调查后发现，张成太的
户籍已经迁出大成镇，其本人也没有在
锁辖村居住，其本人在2009年时并没有
主动申请过农保，张成太的申请资料是
由锁辖村农保办理人员将其身份信息填
报后上报申请办理的。2010年农保开

始发放时，宣汉县大成镇锁辖村原农保
员牟光明见张成太迟迟不来领取农保
款，也没有打电话或找人来问这笔钱，牟
光明没有向大成镇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
中心汇报此事，并且将张成太的农保款
收为己用。2010年5月，农保款实行打
卡发放时，牟光明知道张成太对农保款
并不知情，也没有通知张成太前来领取
统一办理的农保卡，将卡中的钱取出用
作自己的日常生活开支。

纪委在调查中还发现，张成太在
2010年前就已经开始领取社保，因为
2010年农保和社保未纳入同一系统，审
核不严导致张成太重复享受农保和社
保。

经审查发现，2010年1月至4月，宣
汉县大成镇锁辖村原农保员牟光明，以
现金形式领取锁辖村五组村民张成太农
保款220元后，没有发放给张成太，而是
留存己用。2010年5月后，农保款实行
打卡直发，张成太的农保卡也没有交给
其本人保管，而是由牟光明收存。自
2010年5月至2016年7月，牟光明共计
从张成太的农保卡取款20次，取款金额
共计4490元，用作自己日常开支。牟光
明作为村农保员，利用发放群众农保款、
保管群众农保卡的机会，未经群众同意，
私自侵吞群众农保款4710元，属于职务
侵占行为，大成镇纪委给予牟光明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后经查实，张成太已于2010年之前
开始享受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按照政策
规定，不能再享受新农保，因此，该笔款
项及张成太的新农保卡已全部收缴劳动
保障所，资金退回专用资金库。

今年6月，全市启动惠民惠农财政
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问题专项治理，
对个别干部优亲厚友、向群众索取好处，
直接持有群众银行卡、肆意侵吞补助资
金，伪造资料骗取资金等现象进行整治，
管好用好一分一厘惠农惠民资金，加大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整治力度，持
续深化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年”活动，为
打赢脱贫攻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记者 姚丹 见习记者 严衡玬

贪吃“农保款”的农保员

“我没有领过农保款，手里也没有农保卡。”在进行农村养老保险人员
身份认证的时候，宣汉县大成镇锁辖村五组村民张成太告诉该镇就业和社
会保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自己并没有申请过农保。根据服务中心的资
料显示，张成太已经领取了六年的农保，可张成太本人却说没有领取过，那
这个钱哪里去了呢？

近日，渠县纪委严肃查处了渠县某单位纪委书记陈某
违反工作纪律问题，给予其留党察看处分，并调离纪检监
察干部队伍。据悉，这是渠县纪委按照“打铁还需自身硬”
要求，狠抓内部监督，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处纪检监察干
部违纪违法问题

“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渠县纪委书记、监委
主任杨子希表示，通过建立内控措施，加大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
力度，督促纪检监察干部带头遵纪守法，自觉接受监督，坚决防
范监督执纪权力“出轨越界”。

记者了解到，为严防“灯下黑”，渠县纪委不定期对委机关、
派驻纪检组、乡镇纪委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建立
来信、来访、电话、网络四位一体信访举报平台，鼓励引导群众通
过多种方式监督纪检监察干部；制定《渠县纪委监委机关业务工
作流程细则（试行）》，明确纪律、规范流程；出台《渠县纪检监察
干部十二条纪律要求》，为履职提供遵循、划出红线；运用好监督
执纪“四种形态”，对纪检监察干部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
时提醒。

同时，对反映纪检监察干部的问题线索，严格按照规章制
度，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并根据调查核实情况提出相应的处理建
议。“严管就是厚爱，信任不能代替监督。”渠县纪委监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对不讲规矩、不守纪律、违规违纪的行为和问题，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决不护短、不遮丑，不搞双重标准。

截至目前，县纪委立案审查纪检监察干部4人，诫勉谈话纪
检监察干部2人，函询纪检监察干部1人，警示谈话纪检监察干
部2人。 □王爱华 记者 姚丹 见习记者 严衡玬

“感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都不知道原来我还有这么多钱
没领。”在达川区九岭“一卡通”违纪款清退返还会上，九岭阳岭
村村民王祥天的领回自己的“一卡通”时，十分感激地说道。

据悉，达川区开展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问
题专项治理启动后，达川区大力开展“清卡行动”。纪委监委庚
即部署，由班子成员带队，结合“双包双访”措施，即纪委常委分
责包片、纪检监察室对口包案、突出问题下访约访、两个责任明
察暗访活动。携片区联系纪检监察室，分赴各包片乡镇召开“一
卡通”专项治理推进会，对“一卡通”专项治理相关文件及《关于
限期主动说清问题的通告》精神进行传达，督促党员干部及相关
人员主动说清问题，鼓励群众检举有关惠民惠农领域问题，扩大
干部群众知晓度、参与度。

同时，该区还结合“民情户户通”活动，发动全区党员干部通
过走村入户、组织召开坝坝会、村社干部大会等形式，围绕“卡、
资金、人”三大要素，逐户核实群众“一卡通”办理、管理、使用情
况；对“办了多少”、“卡在哪里”、“谁在用卡”、“钱全到没”等情况
一一梳理登记，形成专门台账；对“办不了卡”、“人卡不符”、“钱
不到位”等问题及时纠正整改；对发现有贪污侵占、截留挪用、虚
报冒领、套取骗取、私存私分、克扣索要惠民惠农补贴资金等违
纪违法问题线索，第一时间移交区纪委监委进行核查，一经核实
立即启动问责程序，坚决发现一起、处理一起、曝光一起。

据悉，截至目前，该区开展入户“清卡”走访5万余次，清理
200余个村社24类卡共计73万余张。开展专项督查37次，收
集“一卡通”问题线索17个，主动说清问题9人。党纪处分4件4
人，清退违纪款项2万余元，通报曝光3件3人，让“一卡通”真正
成为群众的“连心卡”、“幸福卡”。

□唐芸 粟高峰 记者 姚丹 见习记者 严衡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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