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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去达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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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胡锦武、赖星

问题官员为何易被骗？

近年来，贪官买官及贪官家属“捞人”被骗的
案件频现报端。涉案者既有一般干部也有省部级
等高级领导干部，有的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元。为
何问题官员总是被骗？设局者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他们如何让官员掉入陷阱？

专家认为，受骗贪官之所以舍得花大价钱买
官，不仅仅是为了过官瘾，他们看中的更多是高升
之后的前途和“钱途”。升官和发财本就是他们仕
途上的一朵双生花、并蒂莲，利令智昏从而被骗。

入局：贪官为“续官命”频上钩

据披露，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罗欧就是因升官
心切被忽悠的典型案例。罗欧在位时，曾找人出资
4000余万元给社会人员帮其找关系解决副省级待
遇，从而上演了一幕“跑官要官终上当受骗”的闹剧。

商人刘某某看出了罗欧的心思，他在向罗欧
行贿请求“关照”生意的同时，也把罗欧当做了设
局“围猎”的目标。刘某某告诉罗欧，自己认识中央
某重要部门的领导，可以帮罗欧解决副省级的待
遇问题。

刘某某让罗欧给了他一份个人简历，并解释
说，协调提拔罗欧需要 2000 万元活动费。罗欧
的朋友关某答应帮他解决钱的事，并凑齐了
2000 万元给刘某某。一个月后，刘某某告诉罗
欧提拔的事情有进展了，此前的 2000 万元活动
经费已用得差不多，还需要 2000 万元的活动
费。此后，罗欧再次筹集 2008 万元交付刘某某。

过了一段时间，刘某某告诉罗欧，如果无法搞
定省政府秘书长职务，可以先到地市当个书记过
渡，过几年再回省里谋个人大或者政协的副职。
“我说也可以，刘某某又提出再拿钱给他，但是我
觉得提拔希望很小，怀疑他是在骗我的钱，所以没
有给他钱，还要他把钱退回来。”罗欧交代。

然而，直到罗欧因贪腐落马，刘某某为他编织
的“升官梦”仍然没有实现。《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梳理调查发现，类似罗欧这样“为了升迁搏一搏”
“买官被骗”的官员并非个案，他们深信“跑官、买
官、卖官”的“潜规则”，如同找到“续命丸”一样，深
信设局者帮助他们“续官命”的能力。

中部某省一省级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雷某同样
因把仕途升迁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而落入他
人精心设计的骗局中，并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曾
是雷某同事的刘某军自称关系很广，认识许多上
层领导。随后，对此深信不疑的雷某多次向刘某军
表露想在仕途上更进一步的愿望，希望其帮忙。

不料，升迁的事情还毫无着落，刘某军就开始
频频以经营的项目资金不足为由找雷某帮助。考
虑到自己有求于刘某军，雷某便答应了他的要求。
此后，雷某不惜直接出面干预下属企业的正常财
务活动，致使该企业存入银行的 2 亿余元巨额资
金被刘某军所骗。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不仅
“官员买官被骗”的案例屡见不鲜，而且“官员家属
捞人被骗”的案件也时有发生。

例如，某地级市副市长孙某某被“双规”后，他
的哥哥孙某明希望把他“捞”出来。此后，孙某明结
识了犯罪嫌疑人卢某、严某某等人，卢某等人以把
孙某某“捞”出来为由向孙某明索要活动经费，先
后骗取 700万元。

和诈骗官员类似，这些设局者正是摸准了部
分落马官员家属“捞人”的急迫心理，诱导他们以
“金钱开路”的方式达到“重罪轻判，大罪小判，小
罪不判”的目的，步步为营设计出“假捞人真骗钱”
的陷阱。

迷局：“掮客”闻腥而动屡设套

贪腐官员往往对买官卖官的“潜规则”深信
不疑，设局者正是利用这一点，编造出自己认识
高官、有能力帮助他人晋升的谎言；他们还善于
结交身居高位、手握权力的人士，打造权力光
环。

辽宁省政府原副秘书长魏某星为谋取职务
升迁，前前后后给商人郑某进送钱送物价值达
2000 余万元。郑某进交代，之所以这些官员都
信任他，是因为自己说很多认识中央某单位领
导，而这些话都通过别人传到了魏某星那里。

证人李某说：“魏某星说他年龄大了，也是
最后一次机会，想有个圆满的句号，郑说能帮一
定帮忙。”知情干部郭某在证词中称，魏某星对
郑某进说“到营口或是铁岭当一回书记，实在不
行去哪个厅当厅长也行，郑某进表示没问题”。

纵观多起贪官被骗的案件，设局者的骗术
如出一辙。为了让罗欧相信自己，刘某某还说广
东一些地市多名领导干部的人事调动都是自己
帮忙给办的。

“他还拍胸脯说绝对是真的，他从不骗人，
还说曾帮过一些人提拔。我听他这么说，觉得升
职有希望，花点钱也是值得的，就答应他想办法
找资金。”罗欧交代。

设局者一旦摸准官员“升迁心切”的心理，
就会出面充当用金钱开道买官的“掮客”。有的
官员甚至主动给他们送钱送物，即使有疑虑，但
在贪念面前也很快被打消。

“开始时，我是很有顾虑的，我已经 57 岁
了，是正厅级，想搏一搏，但希望又不大，且怕事
情办不成，万一事情败露出去了，钱打了水漂，
我的名声还被搞臭了。”但是，听了刘某某说的
这些话，罗欧觉得他是有些关系和办法的。

一些官员的“买官钱”到了设局者手里往往
被挪作他用，难以追缴，常常“竹篮打水一场
空”。

例如，魏某星高达 2000 多万元的买官钱，
共分成两次送，每次 1000万元。郑某进对他说，
近日和相关人员喝酒，已经打包票，但不能让组
织部领导白办事，底线是 500 万元，上线是
1000 万元。在和亲信商量后，魏某星决定走上
线，派人连夜给郑某进送钱。最终，郑某进并不
能履行承诺，经魏某星等人多次索要，仅返还部
分钱款。

贪官“捞官”、贪官家属“捞人”现象频发，还
在于一段时间以来，“捞官”“捞人”的土壤真实存
在。如曾在中部某县任县委书记的晏某某“卖
官”近百次，“卖官”受贿约 370万元。

随着反腐不断深入，很多贪官难逃法网。然

而，一些官员和家属依然相信“捞官”“捞人”的潜
规则，被设局者层层设计，最终上当受骗。

正如刘某某在事后交代的，“我将这些钱用
于归还自己的债务，没有去协调关系，自始至终
都是欺骗罗欧。我并不认识所谓的领导，就连中
央某重要部门领导的姓名，也是通过报纸杂志
才知道的。”

观局：制度防微杜渐破“潜规则”

贪官之所以被骗，在于设局者抓住贪官相
信走歪门邪道可以达到目的的心理。只要“买官
卖官”“捞人平事”有市场，就有人投其所好设局
诈骗，最终伤害的还是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腐
蚀的是党的肌体。

专家认为，要铲除滋生“捞人”“捞官”的土壤，
关键在于培育健康的政治生态健康，建立规范的
选人用人制度，防止一些干部的选拔任用程序“走
样”，权力握在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手中。

“必须改变‘一千个群众说我好，不如一个领
导说我好’的现象。”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陈
胜华认为，让群众真正能决定领导干部的命运、
升迁，才可能促使他们对人民负责。

用人标准与用人导向紧密相连，是干部工
作的首要问题。党的十九大再次明确“坚持正确
选人用人导向，匡正选人用人风气，突出政治标
准”，强调“事业为上、公道正派”，营造风清气正
的良好政治生态。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能有效
防止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亲属“捞人”等问题和
矛盾的滋生蔓延。《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梳理发
现，从中央到地方对上述问题的解决进行了有
益的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监
督条例》与《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进行了修
订，并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制度
治党的篱笆越来越紧，成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
的制度遵循。

针对中央巡视组“回头看”反馈的天津买官
卖官问题突出，天津市专门建立了买官卖官问
题“特别监督档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
受贿案件中涉及买官卖官问题人员情况进行梳
理排查。

“这些被骗的官员并不是真傻，他们之所以
舍得花大价钱买官，不仅仅是为了过官瘾，他们
看中的更多的是高升之后的前途和‘钱途’，升官
是他们发财的重要手段。”陈胜华认为，只有打破
潜规则，才能树立明规则；只有充分的监督，才能
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从而真正斩断买官、捞人
的利益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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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对方声称认识中央某单位领导，想解
决“副省待遇”的正厅级干部就被轻易骗去
4000 余万元，想转任市委书记的省政府副秘
书长则累计“进贡”2200 多万元……为图升迁
重用，腐败官员上当受骗现象屡见不鲜。结局
也是惊人的相似——— 往往是“偷鸡不成反蚀一
把米”“打落门牙往肚里咽”。

贪官为什么总被骗？当真是骗子手段高明，
或是贪官“人傻钱多”吗？当中缘由，发人深省。

以旁观者清的姿态反观骗局，其实并不见得
有什么高深的伎俩，无非设局者摸准贪官心理，
继而因人布局、引其入局。骗局能否得逞，其要害
在于拿住贪官急于升迁的“七寸”，加之利用其迷

信关系、路子的心态，设局者只需扮演好“上接
天线”的“政治掮客”角色，自然是手到擒来，玩
弄贪官于股掌之间。

讽刺的是，有行骗者落网后交代，他根本
就不认识什么领导，就连“领导”的姓名也是通
过报纸杂志才知道的。

按理说，被骗贪官能身居重要岗位，至少也
算是精明之人，哪能如此轻易上当受骗？因此，
恐怕除了腐败官员官迷心窍、利令智昏之外，滋
生这一现象的土壤仍未得到根除，才是主要原
因。

坊间曾有流传已久的顺口溜：不跑不送，
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
拔重用。一些腐败官员自然深谙其中奥秘且屡
试不爽，这是他们成为设局者觊觎目标的一大

诱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
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但是滋生腐败的土壤
依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选人
用人领域的任人唯亲、暗箱操作等现象并未绝
迹。

这也为设局者“围猎”贪官提供了可能性。

而这里所指的“围猎”，又有别于不法商人以钱
色贿赂官员、拉其下水，继而达到交易目的分
肥权力的做法，乃是设局者视腐败官员为待宰
羔羊，最终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

另类“围猎”，犹如一面照妖镜，让设局者、
入局者丑态毕露。其对党风政风的毒害，更不
容小觑。而要杜绝这一畸形的现象，选人用人
机制的公开透明完善，才是治本之策。

警惕设局者的另类“围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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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天大圣一把毫毛“根根能变、应物随心”的广大神通被神
通广大的中国科学家变成了现实，他们成功突破了克隆灵长类动
物的世界难题——— 北京时间 25 日凌晨，克隆猴姐妹“中中”和
“华华”的萌照登上了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细胞》的封面。

成功克隆在基因上与人类最接近的灵长类动物，这个重大创
新性成果着实令人兴奋。不少闻之者不由得欢呼起来——— 猴子都
能克隆，下一步是不是就能……看来长命百岁不是梦了！

不！“克隆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唯一目的是服务人类健康，但
科研人员不考虑对人类进行相关研究” ，中国科学家坚守科学伦
理底线的回答铿锵有力。

神话与科学的分野就在于，神话可以天马行空，科学必须恪
守伦理。孙悟空的毫毛想变就变，克隆技术的应用则必须戴上金
箍。这个金箍就是伦理。

自绵羊“多利”诞生之日起，围绕克隆技术的伦理争论就从
未停止过。到底是该支持治疗性克隆、禁止生殖性克隆，还是该
全面禁止，众说纷纭。

在这一问题上，我国的态度历来明确：中国政府反对生殖性
克隆、支持治疗性克隆。人的生殖性克隆也就是克隆人，违反人
类繁衍的自然法则，损害人类作为自然人的尊严，会引起严重的
道德、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所以，现阶段生殖性克隆绝对不
可以应用于人类本身。

同时，生殖性克隆和治疗性克隆的研究高度相关，就隔着一
层 “窗户纸” 。允许治疗性克隆 ，必须防止有人把这层 “窗户
纸”捅破。这就需要科研人员严守道德底线，不随意使用“幻化
之术” ，同时更需严格立法，规范科学研究，把治疗性克隆置于
严格监管之下，给孙悟空戴上小花帽，常念紧箍咒。

科学技术上能够做到的，不一定就是应该做的。克隆技术的
推进应该是漫长而审慎的，尤其是克隆技术应用于人事关人类未
来命运，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人类反被自己铸就的科技利剑
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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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林小春、周舟

1996 年，英国科学家利用体细胞克隆技
术，培育出全球第一只克隆羊“多利”。20 多
年后，中国科学家借助同样技术成功克隆出
两只猴子“中中”和“华华”，论文 24 日在线发
表在美国《细胞》杂志上。这项研究技术上有
多难？意义有多重大？是否意味着距离克隆人
更近一步？欧美专家纷纷发表看法。

技术“有所更新”

这项研究使用体细胞克隆技术，即先从
一只猴子身上提取体细胞，取出细胞核，然后
植入另一只猴子“摘除”了细胞核的卵细胞
中，再将这样合成的卵细胞放入第三只猴子
的子宫内，最终发育成克隆猴。

曾参与克隆全球首只体细胞克隆动物
“多利”羊、现已退休的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科
学家威廉·里奇在一份声明中说，克隆“中中”
和“华华”的方法与他们克隆“多利”的方法“相
似”，但有了一些技术细节的“更新”，比如在移
除细胞核时借助设备进行定位等，其结果代表
着“又一物种被成功克隆”。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助理教授
吴军告诉记者，这是一项“里程碑工作”。吴军曾
参与培育人猪嵌合体胚胎以及美国首次人类胚
胎基因编辑等工作。他说，猴子是最接近人的灵
长类动物，“可以做人类疾病的灵长类动物模
型”。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第一批被克隆
的灵长类动物，这个头衔属于 1999 年美国科
学家利用胚胎分裂方法克隆出的猴子“泰特
拉”，而“中中”和“华华”是第一批用体细胞克隆
技术培育的灵长类动物。

此前科学家对牛、猪、鼠、猫、狗等动物的体
细胞克隆均已经取得成功，在猴子身上也多次
尝试，但至多只是培育出克隆猴胚胎，移植后便
告流产。

效率“有待提高”

论文显示，中国科学家在这一研究中设

计了两组实验：一组利用猕猴胎儿的体细胞
作为细胞核的来源，共向 21 只代孕母猴移
植 79 个克隆胚胎，其中 6 只成功怀孕，最终
生下“中中”和“华华”，它们已存活约 1 年；另
一组利用成年猴子的卵丘细胞作为细胞核来
源，共向 42 只代孕母猴移植 181 个克隆胚
胎，其中 22 只成功怀孕，最后也有两只猴子
出生，但短暂存活后均告死亡。

有专家评价说，这一成功率仍偏低，在目前
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未来仍需要着力提高效率，
以满足实际应用需求。

据介绍，克隆猴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帮助
建立可有效模拟人类疾病的动物模型，未来其
需求量会很大。

考虑到这一点，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
究所教授罗宾·洛弗尔-巴奇说，这项研究中获
得克隆猴的效率还有待提高，相比之下，“利用
正常的早期胚胎分裂成两个的方法来获取同
卵双胞胎，要简单得多”。

伦理“谨慎乐观”

领导这项工作的中国研究人员指出，克隆
猴的唯一目的是服务人类健康，不考虑对人类
进行相关研究。但这项成果还是引发许多人思
考，克隆人会是下一步吗？

“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理论上说，我们完
全可以用这种技术来克隆人。”美国新希望生殖
医学中心的张进告诉记者。2016 年，张进团队
利用类似技术，培育出世界首个细胞核移植“三
父母”婴儿，引起世界关注。

坚决反对克隆人的洛弗尔·巴奇认为，
克隆猴并不是克隆人的“垫脚石”，克隆人依
然将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尝试”，“效率太低 、

太不安全且毫无意义”。他说：“克隆出的个体
也许在基因方面是相同的，但我们远不只是
基因的产物。”

英国肯特大学遗传学教授达伦·格里芬
认为，需要认真考虑开展这类实验的伦理规
范。不过，由于灵长类动物研究已经受到严格
监管，他相信克隆技术不会被滥用，总体上他
持“谨慎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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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专家怎么看克隆猴？

新华社记者杨柳

克克隆隆猴猴““中中中中””和和““华华华华””在在中中科科院院神神经经科科学学研研究究所所非非人人灵灵长长类类平平台台育育婴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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