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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厅

给永宁县卫生监督所配备了
一辆三菱欧蓝德牌越野车,
作为执法车。4月7日,副县

长纳金顶就将刚领回尚未入
户的这辆车“借”走;4月 16
日,纳金顶将该车交回,让卫
生监督所入户。此时,车上贴
有的卫生监督标志已被全部
撕毁,警灯也被拆卸。卫生监
督所工作人员将该车恢复原

貌。4月30日,该车刚入户,
又被纳金顶再次“借”走。

分给永宁县卫生监督所
的这辆车系宁夏卫生监督执

法部门使用中央财政专项资
金配备的 12辆卫生监督执
法车、现场快速监测车之一。

永宁县卫生监督所所

长孙清海介绍说,国家有关
部门为了防止挪用卫生监
督执法车,实现专车专用,
特意为执法车加装了卫生监
督标志。

永宁县卫生监督所一线
监督员共有 6人,负责管理

全县 6个乡镇 72个行政村
的卫生监督检查工作。目前,
该单位只有 3辆公车,其中

一辆拉货用,一辆办公用,还
有一辆是已经报废 3年的皮
卡车。由于车辆紧张,该所卫
生执法人员不得不经常乘坐
已报废的皮卡车执法。有时
为了下乡检查工作,工作人
员不得不临时租用面包车,

每次花费上百元。
卫生监督所为给新发的

执法车上牌照、入户,花了 2
万多元,而车却被副县长
“借”走了,一线的执法人员
仍只能乘坐报废车,甚至还
要租车下乡。此事反映到了

自治区卫生厅。4月 23日,
自治区卫生厅就此事向永宁
县卫生局下文,要求 4月 25
日前恢复该车原貌,并配备
到卫生监督执法一线。然而

纳金顶接到县卫生局汇报后
并未理会,也未向永宁县委

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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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金顶辩解的理由是自

己所配专车“普桑”已超过
10年,经常出毛病,就想到
了暂时借用这辆执法车。县
政府有关人员也介绍说,这
辆车价值 17万元,县里出了
配套资金10万元。

据记者调查,车领回来

没两天就被“借”走,为了入
户还了回来,入户手续办好
马上又来“借”走。还未入
户,就急不可待地撕毁标志,
拆掉警灯。

卫生执法车的主要作
用是卫生执法检查,就永宁

县而言,当前主要是落实食
品安全法、传染病防治法等
方面的执法监督工作,还有
管理建筑工地食堂、学校食
堂、农村餐馆卫生等,都是
关系群众身心健康的重要
事项。

一位出租车司机说:“领

导干部本是人民公仆,只有
为人民谋利益的责任和义

务,没有什么特权可言,凭啥
借好车?不动真招治治公车
超标使用,只会增长一些当
官的互相攀比、贪图享乐的
不良风气。”他认为纳副县长
“借”车是特权思想、官僚主
义和享乐主义作风作怪。

副县长强行“借”车事
件引起了中共银川市纪委和
永宁县委的关注。银川市纪
委针对此事出台了 3条意
见:由纪委首先找纳金顶进
行诫勉谈话,明确提出批评
意见;纪委要求纳金顶立即

归还该车,恢复执法车原貌;
纳金顶必须向永宁县委、县
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永宁县委召开了常委
会,专门就此事向班子成员
进行了通报,并提出了进一
步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

要求,希望大家通过此事认
真反思,对思想作风、学风、
领导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
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查遗补
漏,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
廉、高效。

!45

>?@A

BCDEF*+GHIJ

!"! #$%&%'(

)*+,-./012345

6789:;<=>?@2A

B89CD<EFGHIJK

LMN!OPQDERSHT

EUVWHX ABYZ[\6

7]^_`a[\EbH;!

AEbHcdefgX hij

k!lmnZ6l9op^_

`aq\rstuv:wxZ

yz:^_`aq\{|}

~�r���X

�����! 0�89

���C()��EJ�H!

���C! ]^_[\br

./0���! �3���

J��N��X ()�EbH

r�d����2

� !¡g " ¢!$£¤

¥¦§¨©©^ªD «z¬

®6l89�¯°±T²

³´!=µ¶·6l89]^

_q\b;2

¸ � ¹ º 5 ( ) �

»bH;²³¼½!�C.J

d¾¿`X A\JÀÁÂÃ

{TÄ�ÅÆ#»�TJÇ!

ÈdÉrT:ÊRË! ÌÍ

ÎRÏD0ÐÑ:!ÒÓ!Ô

ÕÖ×ÍÎ9oØÓÙ$Ú

DsÍÎr! ÛÜÝÞßà

áTÖ×ÍÎ��X �Éâ

kã! äåæáTÍÎ��

Içèéêë$ ìÃTíî

ïðIçèéñßòó$ì

ÃIçèéôõwöõ$H

�<Ð�C!ìÃ�i÷

TdøæùúTûü!CýÙ

"`Tyz! þÿA!TZ

"! 6l�#$T%&'(!

)F5ç*EbHrn+!,

-D6l89¦.T��/

0! �12DZ"9oT3

�!¿`4j56Ï(`X <

ÐÆ7#E&%h89:;w

ÔÕÖ×<=! >'?@A!

ÉAkAB!ÚÇ�ñefC

D!ÉBEFGkH[$H

$£I!JK`LMJ

KNO��C ! ÌÍÎr

EbHk¸Ñrv:!!PQd

F¬0�89TRST�UV

��WEûQ\HTXYX <z

9oZ5*[í\]:TE¿

`H^Q4_'`!aÎbn

cd§e! fe�¯°±!g

hÌ\ijk¬Îl$X

KLM!KLNO"PQR

ST

%

KLMUV

&

W

'(

XY

)

!"#$%&'()*+,

6789:8;<=>?@ABCDEF@GHIJKLM

NO; P9:PQ

RQSTUVWXYZ

[\]^_`abc;

de<=>?fghi

:8Q[\jkl_[

\mn@^op_q

@; rCDEF@G[

\jkHI; JKst

uvwx_yz{|}

Z#[\]^_$_` 22
日上午,一个涉案数额高达

1180多万元的私彩案件在龙
华区法院开庭,这是迄今为止
海南省查处的数额最高的私
彩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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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指控,孟跃清是海南棋

院的负责人。记者了解到,孟
跃清系海南棋院院长,在海南
省围棋界小有名气。孟跃清今
年36岁,1971年生,大专文
化,贵州清镇市人。

海南省围棋界一位业内
人士告诉记者,孟跃清是一位

围棋爱好者,非常喜欢下棋,
在海南省围棋业余棋手中处
于中上水平。对于他涉足私彩
被起诉,这位业内人士显得非
常吃惊。

“孟跃清为人低调,不善
言辞”,这位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孟跃清接手棋院只是出于
他的爱好,不是用于赚钱,他
还涉足了许多行业,“据说生
意做得很大,是个大老板”。

最终,是司法机关揭开了
孟跃清所涉足的生意面纱。

2006年4月11日,海口

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在海南棋
院将孟跃清抓获。经审讯,孟
跃清交代了其非法从事私彩
的事实。2006年8月31日,
海口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
法经营罪对孟跃清及其妻子
李某批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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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华 区 检 察 院 指 控 ,

2003年底,被告人孟跃清未
经国家批准,投入资金,伙同
赵某、陈某（另案处理）等人
在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高登
街设立彩票销售点,擅自发
行、销售彩票。

之后,孟跃清又投入资

金,分别伙同被告人李某及吕
某、谢某、杨某等人,先后设立
了海口市的天鹅花园、商业
街、国贸、盐灶、白坡里、流水
坡、秀英、农垦、灵山、海甸
岛、海南棋院及海南省内的定
安县、文昌市、琼海市、万宁

市、三亚市、东方市、昌江县、
白沙县、儋州市、临高县、澄迈
县、屯昌县、琼中县、五指山
市、乐东县、文昌市锦山镇等
彩票销售点,发行、销售彩票。

孟跃清在每个彩票销售
点确定负责人、会计、出纳,再

由负责人确定销售人员,发
行、销售彩票。每个销售点参
照海南体彩（4+1）体育彩票
或中国体彩七星彩的开奖结

果确定中奖号码,每期销售
20-70份彩票,每周销售 3

期。孟跃清要求各销售点统计
上报每期彩票的销售报表,并
要求各销售点将销售彩票的获
利款项,转到天鹅花园销售点
统一保管,之后再存入吕某、谢
某、杨某及孟跃清本人的银行
账户。据供述,孟跃清以全省

28个地方作为私彩销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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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孟跃清供述,2003年左

右,孟跃清通过赵某认识了其
妻子陈某。当时,赵和陈说他们
家庭困难,孟就提出让陈某经
营私彩。后来,他们就在府城高
登街培龙市场旁边设点经营私
彩,这是孟跃清设立的第一个
点,设立时间是2003年底。据

调查,孟跃清擅自发行、销售彩
票的活动,持续到 2006年 4
月11日案发时。

孟跃清称,每个私彩点都
设立10万元人民币为启动资
金,先期的5个点是自己投资,
后面的销售点均是由前面的销

售点赚钱之后开始设立的。
公诉机关指控,在擅自

发行、销售彩票的过程中,孟
跃清的妻子李某在天鹅花园
销售点任会计,后来与被告人
孟跃清结婚,逐渐负责起接收
统计各销售点传真的销售报

表、对各销售点进行资金周转
调拨、核对彩票销售的盈亏及
资金状况、确定发放销售人员
工资等管理工作,与孟跃清共
同实施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
的行为。

经查实,至案发时,上述

彩票销售点上有销售彩票的
账 上 资 金 共 计 人 民 币
7104928.77元,被告人孟跃
清及吕某、谢某、杨某的银行
储蓄账户上及孟跃清家中尚
有 违 法 所 得 共 计 人 民 币
4767371.25元。

昨天上午,龙华区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孟跃清和妻
子李某同庭受审。记者发现,
在整个庭审中,两人彼此很少
看对方。“我认识到非法买卖
私彩是非法行为,我认罪”,庭
审最后陈述阶段,孟跃清低头

认错。“我是受到金钱的诱
惑”,李某说,虽然知道这是
一种违法行为,但是在金钱的
诱惑下,还是不由自主。

该案当庭没有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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