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示“凡是外地车辆进入长治发生违章，只纠错，不罚款。”的告示牌。对面为长治
县科工贸工业园区。 本报记者 王梦婕摄

伴随着 “学习雷锋好榜样” 的激越
歌声， 3月5日中午， 由西安培华学院党
委主办的 “向雷锋同志学习———培华

人在行动 ” 的学雷锋主题系列活动正
式启动。

西安培华学院理事长姜波在致辞中

表示， 在高等学校要使学雷锋活动常态
化， 就必须坚持用雷锋精神办学育人，
通过创设载体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全
校师生在学习和工作中自觉弘扬雷锋精

神，努力营造人人学雷锋、行行学雷锋、处
处学雷锋、时时学雷锋的良好氛围。

用雷锋精神引领校园新思潮

3月6日， 西安培华学院党委下发了
《深入开展学雷锋系列活动实施方案》，
在全校广泛开展 “学习实践雷锋精神 、
塑造美好心灵 ” 等系列活动 ， 大力学
习、 弘扬和践行雷锋精神， 推动全校师
生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深入

开展， 不断提升全校师生道德素质和文
明程度。

党委副书记王斗虎说， 开展学雷锋
活动， 就是要用雷锋精神启迪当代大学
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 价值观， 并号召
广大青年学生积极投身志愿者服务活

动，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弘扬正气， 推动
和谐； 就是要用雷锋精神激励全校管理
和服务人员把服务师生、 服务教育教学
作为重要职责， 增强主人翁意识、 强化
全员育人理念， 身体力行、 言行示范，
争当学雷锋的标兵……

西安培华学院学雷锋活动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社会公德、 职业
道德、 个人品德建设； 提升全校师生思
想道德素质和校园文明程度三个方面着

眼， 以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为主题， 以
大学生为重点， 以校园文明建设和社会
志愿服务为载体 ， 贴近实际 ， 贴近生
活， 贴近群众， 广泛进行雷锋事迹、 雷
锋精神和雷锋式模范人物的宣传教育，
广泛开展学雷锋实践活动和社会志愿服

务活动， 广泛普及爱国、 爱校、 敬业、
诚信、 友善等基本道德规范， 推动学雷
锋活动常态化、 机制化。

西安培华学院要求校内各单位积极

开展学雷锋主题班日 、 主题党日等活
动， 通过举办座谈会、 报告会、 研讨会
等形式， 进一步引导大学生了解雷锋先
进事迹， 崇尚雷锋高尚品德， 感悟雷锋
时代精神， 争做雷锋式新人； 以支部为
单位普遍开展一次主题活动。 活动以研
讨为主， 主要研讨雷锋精神的时代特点
和现实意义， 引导广大党员、 入党积极
分子和入党申请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树
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加
强道德修养， 提升精神境界， 增强社会责
任感； 广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学院号召各单位将学雷锋活动作为一

项常态工作来抓， 建立多种形式的学雷锋
志愿服务活动平台， 并将学雷锋活动与公
民道德教育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

合； 与实践教书育人、 管理育人、 服务育
人工作相结合。 探索建立本单位学雷锋活
动的长效机制， 强化督促检查， 认真总结
交流经验， 确保学雷锋活动坚持不懈、 常
抓常新。

用雷锋事迹引导学生成长

早春三月， 走进有着83年办学历史的
西安培华学院， 浓郁的学雷锋氛围让人受
到强烈感染： 雷锋精神的宣传活动在校园
内随处可见， 各院系召开主题班会对雷锋
事迹和雷锋精神进行了深刻的了解和学

习， 校园记者团和校报记者团利用宣传
栏、 广播站、 海报等形式发动大家寻找身
边的 “雷锋”、 讲演雷锋的故事。 同学们
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追随雷锋的脚步， 用
实际行动传着播雷锋精神。

“我们宿舍的舍长每天早上， 都第一
个起床， 然后叫醒大家。 在平时生活中，
她总会提醒大家携带应用物品 。 在宿舍
卫生方面， 无论是扫地还是拖地 ， 她总
是第一个拿起劳动工具 。 在舍友生病 、
有事的时候 ， 也总能看到她帮助舍友打
水、 打饭。”

“我们辅导员特别关心我们， 就像大
哥哥一样 ， 有事找到他 ， 他从来没推辞
过 ， 同学生病了给辅导员打电话 ， 辅导
员立刻赶来带着去看病 ， 同学身上钱不
够他都给垫了 ， 他还资助班上家庭条件
特困难的同学。”

“我们的班长特别乐于助人， 经常帮
助我们提个水啥的， 虽然就一点小事， 但
我们都很感谢他”。

用身边榜样树立学雷锋标杆

姜维之， 我国著名民办教育家、 西安
培华学院创始人 。 在学校创建之初 ， 财
力、 物力极为困难下， 姜维之用自己千辛
万苦募集来的资金为教职工建起了家属

楼， 他自己却坚持住在条件简陋的小平房
内， 让老师们十分敬佩。

说起老校长姜维之， 西安培华学院不
少老师都赞不绝口。 姜维之先生是陕西省
民办教育的领路人， 他无私奉献、 开拓进
取、忠于党、忠于教育事业、不屈不挠、勇于
奋进、投身教育事业的雷锋精神，激励着着
一代又一代的培华学子成人、 成才。

西安培华学院理事长姜波说， “姜
维之老校长每周工作7天， 却从未拿过
一分钱的奖金或加班费； 他自己从没有
节假日， 却时刻牵挂着教职工及家属的
健康。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他都要出
去看看宿舍楼熠熠闪亮着的灯， 默默关
注着孩子们。 他的心愿就是能看着孩子
们学习、 成长， 并能为祖国的发展出一
份力。 老校长说培华就是 ‘培育英才，
振兴中华’。”

提起姜维之老校长， 西安培华学院
的师生们有讲不完的故事。 2002年2月，
西安培华学院英语专业大一学生孙晓宁

身患重症， 20多万元的换肾手术费难倒
了这个刚从渭南澄县农家小院跨入大学

校门的贫困学生。 姜维之老校长闻讯，
当即为晓宁捐款4万余元， 并发起了挽
救贫困女大学生的爱心行动， 让孙晓宁
顺利完成了换肾手术。

西安培华学院积极号召学生向中国

青年 “五四” 奖章获得者、 中国杰出青
年志愿者熊宁学习， 并在青海省玉树藏
族自治州建立了 “熊宁培华希望小学”，
号召培华学子用实际行动传递熊宁的爱

心， 延续熊宁的爱心， 传承中华民族乐
善好施的传统美德， 不懈追求社会和谐，
增进民族团结和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
大力弘扬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的志
愿者精神 。 学院莘莘学子自发组织了
“为藏区孩子献温暖” 活动， 把自己的课
外书、 学习资料、 旧课本、 衣物、 文具
等捐献给藏区的孩子。

西安培华学院外国语学院100多名
志愿者还分别走进了 “亲亲之家敬老
院 ”、 “沁春园养老院 ”、 “工人疗养
院”， 弘扬和实践雷锋精神。 他们清扫
院内卫生 、 帮助老人洗衣 、 为老人读
报、 陪老人话家常、 表演节目， 用他们
的实际行动谱写了新时期学习雷锋之

歌， 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老人； 职业教
育学院组织师生前往长安区聋哑学校去

看望那里在校就读的孩子们， 给他们送
去学习用具和生活用品 。 该校红十字
协会组织开展的 “挽救生命 ， 无偿献
血” 活动， 同学们在献血车前排起了长
龙；支教协会发动广大师生募捐衣物，给
“海星之家”、“儿童村” 的孩子们送去了
温暖……同学们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
把“学雷锋”化成点点滴滴的行动，温暖
了别人，感动了自己。西安培华学院褚春
辉同学表示，在学习雷锋活动中，同学们
自觉践行雷锋精神， 用最普通的方式来
继承和弘扬雷锋精神。 大家感到， 在身
边的每一个角落处处可见雷锋精神。

（常彤心）

西安培华学院：用雷锋精神办学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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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罚外地车”、“企业亏损政府赔”等招商新规引发热议，本报记者深入调查———

长 治 招 商 风 暴
本报记者 王梦婕

如果不是3月初的那场舆论风暴，这座
叫长治的山西省东南部地级市， 还在以一
种备受争议的方式“闷声发大财”。

这个方式就是———“疯狂”招商。
“外地车辆进入长治市发生轻度违章，

只纠错， 不罚款。”“外地客商来长治投资，
由于当地人文环境、政策环境、法律环境等
因素造成亏损，一律由当地政府包赔。”“领
导干部1/3时间外出招商、1/3时间下基层、
1/3时间在机关处理公务。”“县市区委书记
和县市区长，每人每年至少引进1个亿元项
目，否则通报批评、约谈乃至召退回。”……

2011年7月出台的这些“雷人”招商引资
政策，一经媒体报道，立刻将长治淹没。

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日在这座风暴中心

的小城看到，尽管已被舆论“冲刷”过一轮，
大部分官员对上述招商举措仍然信心满

满，认为照这个路子走下去，“到2016年，长
治的经济总量就能超过太原”。但在当地一
些百姓眼里，一年引资接近4275亿、GDP增
幅15%等漂亮的成绩单掩盖的，不过是一场
政府与投资商合谋的“圈地盛筵”。

“抓得住耗子的好猫”
长治正在进行一场经济“突围”。
长治，下辖3区1市10县，人口300多万，

国内生产总值在山西11个地区中多年来一
直徘徊在第五六位。按照2011年1月上任的
市委书记田喜荣的目标，2011年长治的各
项经济、社会指标，要在全山西省“争三保
六”， 而招商引资被当作了实现该目标的
“第一要务”。按照这位一把手的要求，长治
每个县一年的招商项目不得少于15个；县
委书记、县长每人每年要引进1个亿元以上
项目；每个县的15个项目，要有70%的落地
率。

备受争议的七条招商新规， 正是为实
现上述目标而展开的“六七八战略”的一部
分。

在长治市招商局副局长王建强看来，
“一些批评的声音 ，对‘新规’是断章取义
了。”他指着这一全称为《长治市进一步优
化发展环境的若干规定》的文件，一一向中
国青年报记者解释道，“这些规定， 不是拍
脑瓜想出来的， 都是在有针对性地解决问
题。”

“比如，很多人批评‘不罚外地车’是在
纵容‘特等公民’，其实规定里明确限定：不
罚款，仅限于‘轻度违章’的情况。”他举例
告诉记者，“外地人可能不知道， 在山西开
车，超速50%时，要被罚款1千元。而在一些
村庄的大宽马路上， 限速是40公里/小时，

流量少的时候很容易开到60公里/小时，不
知道的就挨罚。”

“本地人跟交警说说， 还可能被放一
码，外地人就可能被‘欺生’。外地人来长治
旅游、投资，若罚单接了一堆，谁还会来？”
王建强反问。新规实施后，他亲自听来自晋
城的不少投资商讲， 一看到长治交通要道
入口处的告示牌，“心情就舒畅”。

“再比如，大家都在骂‘政府无权拿纳
税人的钱包赔企业的损失’，其实规定还有
后半句：由于投资方产品质量、技术、经营、
管理等原因造成的亏损， 由投资方自己承
担。”王建强向记者透露，这一非议最大的
条款，“不中听、特中用”，相当于让一些乡
镇政府戴上了“紧箍咒”：让他们在以一些
“土政策”刁难投资商时，能有所忌惮。

“企业自己的亏损，它也知道不能怪政
府。至今，还没有一个企业申请让我们赔亏
损的。”他透露。

“还有人质疑， 规定是在 ‘歧视本地
人’， 其实规定第5条明确写了：‘外地投资
者能享受的优惠政策， 本地投资者也能享
受。’” 在王建强看来， 七条新规听起来挺
“雷人”，但逻辑再正常不过：用该市委副秘
书长李建平的话说， 此举不过是要给投资
者“吃一颗定心丸”，让他们在国家法律法
规允许的范围内， 放心大胆地干。“在赚钱
的同时，也为长治的发展作贡献。”

“其实这些招商政策，外地也在搞，有
的比长治早。只是我们把精髓提炼了出来，
落在了纸面上。” 王建强没想到，“突围”会
遭到那么多非议，“就是现在我也得说，这
些规定，适合我们的发展土壤。”

“在打造投资软环境上，这可真是一只
‘抓得住耗子的好猫’！”王建强副局长这样
向记者表示。

“胡萝卜加大棒”
而几名当地官员则私下告诉中国青年

报记者，更厉害的招商术是“六七八战略”
中的“六”———重点项目观摩检查、督查通
报、“三个三分之一”、干部下乡驻村、考核
奖惩和干部召回退回这6项制度。

“这些可直接涉及‘官帽’问题！”
“对招商引资工作，市里每个月、每个

季度， 都会按照签约率和到位率， 对14个
县、市、区进行‘大排队’，年底还会进行观
摩检查。排在前3名的，能奖励一个处级干
部指标，还能按各地引资到账数的3‰进行
奖励。后3名的，区县一把手不仅要被通报
批评、约谈，严重的还会被召退回———就是

‘官帽不保了’。”长治县工业园里，一位不
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这样告诉记者。

王建强证实，长治确有上述奖惩措施。

他还透露，某机关因为招商不力，3月中旬，
一名局长卸任。

“胡萝卜加大棒” 的力量不可小觑，
2011年，长治的招商成绩一路飙红。

根据官方披露的数字， 去年长治招商
引资签约项目349个， 总投资4275亿元，拟
引资3511亿元，引资签约总量全省第一；地
区生产总值从2010年的920多亿元，一举增
加到1218.6亿元，增速全省第一；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接近1000亿元，紧追太原，增速山
西省第一……

顶着36项“全省第一”的光环，王建强
显得格外兴奋：“我来这个局15年了， 还没
见过这么会招商的书记！”

数字繁荣背后

伴随着“招商大业”，近40个大大小小
的工业园在长治城乡散布开来。

“工业园是我市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
近两年， 全市70%的新上项目，75%的招商
项目落户园区。现在，大项目必须进园区，
否则不给立项。”长治市经济委员会主任陈
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但是，就在招商战绩“生根结果”的工
业园，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的景象，却与成
绩单上的火红数字有天壤之别。 在记者走
访的数个工业园， 附近百姓大多向记者反
映，自己近五六年来，并没有尝到长治招商

引资的“甜头”，而只是目睹了一场“圈地盛
筵”。

在长治光电产业园，记者看到，这一报
纸上宣称2011年9月已竣工投产、初步建成
了“LED前端产业链”的市级工业园，却在
“推动转型跨越发展” 的大标语下悄无声
息。 各家工厂的围墙内， 几乎都是黄土成
堆，听不到机器投产的轰鸣声，只有零星几
台挖掘机在露天作业。 问到 “工厂是否投
产”时，大部分门卫会警觉地告诉记者：“厂
子还在调试设备阶段。” 附近村民告诉记
者，很多企业“圈地”五六年还未投产。

类似的萧条场景，在记者走访的7家工
业园中，比比皆是。

在长治市高新区技术产业园里， 记者
了解到，31家被招来的企业中，真正在“开
机器”的只有6家，投产率仅20%。其它企业
更像影子般的存在：静悄悄的院子里，厂房
如孤岛一样“钉”在黄土中间，虽然看门人
告诉你“厂子还在生产”外，但不少本地人
都告诉你它们已经“倒闭了”。

“这已经算好的了， 至少人家还顶着
‘省级示范园’的头衔！”长治县工业园管理
办一位官员这样告诉记者。

上述说法在记者的走访中得到了证

实。7个工业园里， 多数至少于2005年就已
启动，但如今有相当一部分，在被招商来的
企业“划地筑墙”之后，就荒置数年。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长治市工业
园区管理办公室向记者披露的数据显示，
目前，在长治市17个成规模的工业园里，入
驻的投资企业达232家，去年的工业总产值
超过了808亿元，全年利润突破27亿元。

企业囤地赚钱，官员保住官帽
漂亮的招商成绩单， 为什么成了百姓

眼中的“圈地盛筵”？
“招商引资没问题，但在中国，啥指标

要是跟‘官帽’挂上钩，都得变质。”长治县、
屯留县一些工业园里的管理者称。 其中一
位李姓管理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在连
年攀升的招商指标压力下， 一些县乡各级
领导只得与一些投资商结成某种 “浮夸与
投机共生”的关系———“说白了，一个囤地
赚钱，一个为保官帽，各取所需。”

今年年初，长治喊出了2016年“经济总
量赶超太原”的口号。记者了解到，2011年
省里下达给长治的招商引资任务是706亿
元，但长治“自我加码”到了1045亿元。一份
分解下达给各区县的招商引资任务表显

示，每个区县市的招商引资任务，从183亿
元到20亿元不等， 产煤区襄垣县、 长治县
等，均在100亿上下，“压力很大”。

对投资商而言，“囤地挣钱”的动力，在
于这里优惠得令人咋舌的招商政策。

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为吸引投资，长
治各区县近年来出台的招商政策的确 “折
扣力度惊人”：“到长治投资建厂的，在工业
园区里优先安排建设用地， 土地使用费按
50%征收”；“企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
用权的，返还土地出让金县（区）留部分的
20%~50％”，特定情况下，免缴土地出让金
的县（区）留部分；“”；“对所有引进项目，开
通‘绿色高速通道’，由分管领导负责组织
有关部门上门服务、限时服务、包保服务、
跟踪服务”；“对投资过亿元的重大项目，可
以‘一事一议’、‘特事特办’”……

这些举措让投资商窥见了政府的急

切，也嗅到了“唐僧肉”的味道。
“长治招商是有政策，产业链、人才基

础都没跟上 ， 最大的吸引力还是在土地
上。”在长治某工业园内，一位河北籍投资
商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也是冲着地来
的，哪个不知道如今土地最保值？”他透露，
在这里简单建个厂房、“做做投产的样子”，
几年后再连地带厂加价卖给“下家”，就可
坐地生财。

对这种如意算盘， 长治一些区县的领
导并非不知。但“干部召退回”这个“大棒”
和“奖励干部配置指标”等“胡萝卜”，显然
让更多人选择对空心“大项目”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

“各县区为了本县经济，普遍存在企业
入园标准低、 招商引资随意性较大的情
况。”该市工业园区管理办在去年的工作总
结中承认。

长治市委和招商局， 也不同程度地意
识到了这个问题。“实际上， 如何保证项目
能落实， 是招商局最头疼的问题之一。”王
建强坦承。

“我们每个季度也会下去抽检、督查，
避免数字‘泡沫’，但困难不少。”王建强告

诉记者，比如所谓抽检，就是随机检查一些
签约引资项目的到账单，“但为了盘活招商
方式，我们也允许以设备、人才、专利技术
等参与投资，这个怎么监督到位率？好多问
题我们也不懂，要学。”

谁管分蛋糕

陈辉主任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长治
对招商项目并非没有技术、能耗、环保等方
面的门槛限制；对长期闲置不投产的项目，
也有相应的清退机制。“比如， 我们提倡新
能源产业、第三产业和科技含量高的产业，
不欢迎高污染的重复投资。”他说，“对进园
区后无限期地放着、 不生产、 没效益的项
目，我们也清退了一些。不如换出来，让老
百姓种粮食。”

这些门槛在指标压力面前，显然脆弱。
“在大的环境下，项目来了都欢迎，因

为都怕完不成任务，‘剜到碗里都是菜’。”
记者走访接触到的几个区县工业园的管理

者都如此表示，“遇到大项目， 县委书记就
主动找你来了，立项、环评、规划，给你提供
一切方便。领导说话了，职能部门哪个不是
一路绿灯？”

上述说法得到了招商局的佐证。今年，
台湾富士康公司拟来长治投资，对这个“大
财神”， 政府不仅一举划了600亩土地，“一
切手续，两个月内就能办齐”。

按照招商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

的说法，一个来投资的企业只有1亿元的实
力时，往往敢划下两亿的盘子。“土地、厂房
都建起来了，资金链断了，怎么办？等！”他
表示， 项目没进展， 区县领导脸上挂不住
了，会找银行给企业拉贷款。“有时，下面政
府也默许这种现象，把空地、空厂房当做招
商引资的‘卖点’。通俗地讲，企业这种行为
叫 ‘跳起来摘桃子’， 政府也就顺水推舟、
‘筑巢引凤’。”

他进一步向记者解释其中的深意：“你
没有两亿元的实力， 但全国500强企业有。
两年后，它来长治开厂，从你手里买地、买
厂房就是了。用1亿5千万元成交的话，前一
个企业‘摘了5千万的桃子’，接手的企业节
省了土地和建设成本，政府也招到了商，是
‘三赢’的事。”

王建强也承认长治招商确实有一些饥

不择食的地方，“但绝大多数的项目不是影
子工程，而项目建设、产业转型有自己的周
期，期待立竿见影，并不现实”。

“往小了说，现在招商来的项目，至少
三年以后，才能评价果实是好是坏；往大了
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蛋糕做大
了， 给老百姓的就业机会自然多。 只要不
懒、不盯着自己家门口那一点，长治的城乡
就业岗位总体上还是越来越多的。”他说。

长治市市长张保在2012年初表示，今
年，长治的GDP增长率依然要力争15%，固
定资产投资要增长25%，招商引资仍是“重
中之重”。同样，今年各个县市区的招商引
资签约项目不得少于15个，落地不得少于10
个，高新开发区招商引资增速不得低于30%，
书记区长要继续引进一个亿元项目，全市签
约项目投资总量不得少于3000亿元。

“长治的问题是，从乡镇到区县，再到
市里， 各级领导都在靠招商谋发展、 换成
绩，都忙着‘做大蛋糕’呢，谁管‘分好蛋糕’
的事？”该市招商局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
员这样反问。

给已注销公司发采矿证 河南省国土厅成被告
本报记者 王俊秀

实 习 生 吴 琪

河南省桐柏县毛集镇矿产品开发公司

是一个2004年就注销的公司， 但其名下的
采矿许可证却并未随着公司注销而作废，
而是不断地从河南省国土资源厅获得延

续，成为招商引资的“摇钱树”。
山西商人鹿文粮投资了500万元后发

觉受骗， 愤而将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告上法
庭，请求撤销这一“错生”的采矿许可证。

3月27日，此案在河南省高新区法院第
二次开庭审理。 法院未当庭宣判。

谁的采矿证

2010年8月，鹿文粮与河南省南阳市桐
柏县毛集镇副镇长罗大生相识。 罗大生称
有两个铁矿，手续齐全，邀请鹿投资，并出
示了由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 “桐柏县毛集
镇矿业产品开发公司”的采矿许可证。

“我当时感觉是个好项目，罗大生又是
副镇长，便相信了。 ”鹿文粮说，签订协议
时， 罗大生说自己是毛集镇的副镇长不好
出面，让儿子罗忠在协议上签字，并说两份
协议先放在罗处，不要轻易向外人声张。鹿
文粮照罗大生的意思，没有拿协议。

之后，鹿文粮分三次将215万元分别打
到了罗大生儿子和妻子的私人账户上，作
为入股资金。 当年10月，罗大生以“桐柏县
毛集镇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的名义出示
了授权书，授权鹿文粮为3号矿矿长。此后，
鹿文粮先后投入360多万元，购买设备进行
排水等前期工作，并要求看“六证”，罗大生
父子却提供不出法律规定的“六证”手续。

鹿隐隐感觉到有问题， 并委托河南经
东律师事务所律师成永对桐柏县毛集镇矿

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进行调查。
在调查中，成永了解到，桐柏县毛集镇

是一个拥有包括铁矿石等多种矿产资源的

乡镇，信阳钢铁公司曾在此开有一铁矿，简
称毛集铁矿，属资源性国有企业。 2003年，
毛集铁矿倒闭后，移交给毛集镇政府，罗大
生时任毛集镇政府企业办主任。

“罗大生谎称公章和营业执照等重要
证件都丢了，事实上，他把公司注销了，但
是将证件， 包括该公司的采矿许可证都保
留了下来。 ”成永说。

之后，罗大生以“桐柏县毛集镇矿产品
开发公司” 的名义将之前保留的采矿许可
证到国土资源厅进行了延期，2008年到期
后再次延续，采矿权人变成了“桐柏县毛集

镇矿业产品开发公司”，与“桐柏县毛集镇
矿产品开发公司”只有一字之差。

“桐柏县毛集镇矿产品开发公司”是一
个已经注销的公司， 怎么能又成了采矿权
人？ 更令人惊讶的是，“桐柏县毛集镇矿业
产品开发公司”连年检资料都没有，它的工
商登记号对应又是另外一家公司，名为“桐
柏县毛集镇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
由罗大生的儿子罗忠注册成立， 已于2009
年8月变更为桐柏鑫森比尔木业有限公司，
没有矿石开采权。

“这完全是国土厅审查不严格的问题，
采矿许可证的审批是非常严格的， 三家公
司的名字差一两个字， 核对一下资料就应
能发现问题。 ” 成永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道。 “这就好比用已经作废的A出租车的牌
照， B最终拿到了C出租车的营运许可。”

谁的“笔误”
“如果没有国土资源厅发的采矿的许

可证，我们是绝对不会投资的。 ”鹿文粮于
是将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告上了法庭， 要求
撤销其违法颁发的采矿许可证。

2012年2月8日， 此案在郑州高新区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国土资源厅代理律师称，
在颁发许可证过程中， 国土资源厅尽到了
审查义务，并且该许可证已在去年底失效，
诉讼无意义。

但成永表示，采矿许可证是在他们起诉
之后才失效的，即便是无效的许可证，也应
该追究其有效期内的责任。因诉讼主体资格
问题出现纷争，法官宣布休庭，择日再审。

3月27日，此案重新开庭。 国土资源厅
代理律师辩称， 采矿许可证是在2008年办
理延期时出现了笔误，采矿权人成了“桐柏
县毛集镇矿业产品开发公司”。 “国土厅的
相关承办人也是人，难免会出错，就像身份
证制定时也可能打错字一样。 ”

那么，这是谁的责任呢？ 国土厅称，作
出采矿许可证延续决定的并非国土厅一

家。当时毛集铁矿移交给毛集镇政府后，镇
政府经过桐柏县、 南阳市政府向省国土厅
提出申请， 希望对此矿进行合理的开发利
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尾矿如果有开发价
值的话，应该进行招拍挂。当时桐柏县和南
阳市政府都向国土厅打报告称， 为了不使
其他人进行掠夺性开采， 建议采用协议转
让的方式，将此矿交由“桐柏县毛集镇矿产
品开发公司”代管。“当时，这个企业是否存
在，是否注销，是由县和市相关主管部门审核
的，我们主要是根据他们的请示来审批的。 ”

2005年4月，河南省国土厅将此矿的开
采权授予了 “桐柏县毛集镇矿产品开发公
司”。 2008年4月采矿到期后申请换发新证
时“出现失误”，采矿权人变成了“桐柏县毛
集镇矿业产品开发公司”。

国土厅代理律师表示，“‘矿’也好，‘矿
业’也好，在此案中，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
一再强调这是笔误，是否该撤销，最后在审
查过程中会作出结论。 ”

鹿文粮的辩护律师则认为， 出现这样
重大的失误，绝不仅仅是一个“笔误”。 “根据
有关规定，申办采矿权许可证延续要提交至
少20项相关文件，而早已变更为桐柏鑫森比
尔木业有限公司的 “桐柏县毛集镇矿业产
品开发公司”，显然不能提供符合条件的全
部材料。实际上，正是因为申请时提供的材
料不齐， 每次换发的采矿许可证只是临时
延续。 记者在国土厅2010年颁发的采矿许
可证上看到： 因资料不齐不能办理正式延
续登记手续，临时延续至2011年12月。

尽管资料不齐，尽管是临时延续，但从
2005年至今， 这份采矿许可证已经延续3
次，加起来共延续了6年多。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向记者表示， 此事
还在调查之中，责任还不明确。

谁来纠错

国土厅一方强调采矿许可证上 “出现
了笔误”，表示“出错后，谁都可以提出可以
纠正， 采矿权人发现后也可以来找国土厅
修改，把这个‘业’字去掉。”但他们认为，和
采矿权人有经济纠纷的鹿文粮并不适合提

出，尤其是以起诉的方式提出纠错。
鹿文粮表示与 “桐柏县毛集镇矿产品

开发有限公司”是合作关系，但由于拿不出
相关协议而不被国土厅认可。

鹿文粮的辩护律师成永认为， 鹿文粮
虽然不是行政许可的相对人， 但该许可造
成了鹿文粮的实际损失， 他完全有资格提
起诉讼。 他们手中， 有大把的银行转账记
录，证明双方的合作关系。

桐柏县毛集镇矿业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作为第三人，也委托律师出庭。他们否认了
与鹿文粮的合作关系。对于办证过程，也没
有过多解释。

记者致电毛集镇政府办公室询问相关

情况，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位“罗先
生”的电话，表示他最了解情况。 这正是罗
大生的电话号码。 但截至发稿时， 记者均
未能联系上罗大生和罗忠父子。

本报郑州3月2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