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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东，担任福建漳州市委书记

期间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经调

研论证，盲目决策，耗资2亿元建歌剧

院随后烂尾，花费2.11亿元建造6座

仿古驿站如今已成荒地……

拍脑袋决定耗资2亿元建
歌剧院后烂尾

陈家东，曾任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主任，漳州市委书记等职务，

2022年2月被立案审查调查。他的突

出问题之一，就是在担任漳州市委书

记期间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经

调研论证，盲目决策，造成巨额损失。

穿城而过的九龙江边，至今仍然

能看到陈家东主政期间遗留下的一处

烂尾项目的痕迹。项目所在地如今已

成了两个大水塘，只有露出水面的残

存桩基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热火朝

天地建设一项大工程。

歌剧院项目打一开始，当地不少

干部群众就不赞同。漳州有深厚的地

方戏曲文化传统，芗剧、潮剧、布袋木

偶剧，都深受老百姓喜爱。市里原本

规划要建一座戏院，但陈家东一到任，

就提出要改建成歌剧院。

“当时本来我们是考虑做一个戏

院，我说既然是规划要做，应该起点要

高一点。这一块地将来有这么一个地

标性建筑，是我当时手上做的，自己感

觉有成就感。”陈家东说。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六监督检查

室工作人员介绍，他之所以搞歌剧院，

就是为了贪大求洋，好引人关注。

“立这个项目是不是正确的，也没

有更多地深入调研，这个也是体现我

作为一个市委书记作风不深入的表

现。”陈家东说。

在陈家东一意孤行之下，歌剧院

仅前期设计就耗资2700多万元，主体

工程合同价格则达2亿多元，一旦建

成后，还需要高昂的运营维护费用。

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

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的过

程，千万省略不得、马虎不得。然而，

当时的陈家东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

风严重，坐在办公室拍脑袋作决策，项

目也就难逃失败的结局。

歌剧院项目因不符合当地实际，

加上投资规模太大，在陈家东调离漳

州后不久就陷入停滞，最终沦为半拉

子工程，已经投入的费用有去无回，造

成国有资金巨额损失。

2.11亿元建造6座仿古驿
站成荒地

而另一个陈家东在任期间就已经

完工的项目，则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2013年下半年陈家东任漳州市委书

记后不久，就提出打造闽南生态文化

走廊示范段，并提出按照一比一的比

例复制漳州古厝，打造建设6个驿站。

驿站建成后不久，就处于荒废失

管状态，办案期间去现场取证时，大多

数荒草丛生。

依托本地特点打造旅游项目本身

不是问题，但问题在于，陈家东的出发

点存在严重偏差，考虑的不是如何带

来长远效益，而是希望在一年一度的

花卉博览会之前突击建设，好让上级

领导看到自己的政绩。

“当然领导来，这个是某某人手上

做的，领导有好印象，因为要做了就是

要能够吸引眼球嘛。”陈家东说。

由于陈家东一心想的是求大求

快，在这个项目上同样是不经调查研

究，不顾实际情况、不经科学论证，仅

凭自己的主观臆想就强行拍板推进。

特别荒唐的是，这个项目未经深

入的调研论证和可行性研究，但是他

专门带了自己一个风水师，去选址看

风水、调整方向，是典型的不问苍生问

鬼神。

6 座仿古驿站总花费达 2.11 亿

元，每座规模都相当大，最大的一座占

地达6万多平方米。

到建成后投入运营时，种种问题

显现了出来。这些驿站都是原样复制

当地著名古厝，旅游者到了漳州，自然

选择去看古建筑本身，而不会来看复

制品。从选址上，这6座驿站分散在

25公里长的国道沿线，也形成不了聚

拢效应。

当地一家国企受政府委托管理，

旅游搞不起来，好不容易招过来几个

商户，很快也都退租了。大多数驿站

由此长期荒废闲置，维护成本高昂。

“它成功率怎么样，效果怎么样，

就没有全面地深入地去看。我如果说

经常多到现场去看看，那可能也好一

点吧。最后做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我

要认这个错。”陈家东说。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

同根同源。审查调查发现，陈家东也

存在违规收受礼品、接受吃请等“四

风”问题，还存在利用职权巨额敛财的

腐败问题。

经法院公开审理，陈家东非法收

受财物共计9415万余元；伙同他人共

同侵吞国有财产人民币341万余元；

造成国有财产损失1.9亿余元，涉嫌受

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2023年9

月，陈家东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22年12月，青海省发生了一起

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违规吃

喝事件。6名干部在省委党校学员宿

舍聚餐饮酒，并导致一人酒后死亡。

6名干部喝光7瓶白酒致1
人死亡

2022年12月，党的二十大刚闭幕

一个多月，青海省举办党政主要领导干

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培训班。

12月11日晚，时任青海省政府秘书长

师存武召集干部在省委党校学员宿舍

聚餐饮酒。

参与的人有时任省农业农村厅党

组书记、厅长李青川，省文化和旅游厅

党组书记、厅长王学文，海北藏族自治

州委书记多杰，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党委书记、主任洪涛，省交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陶永

利。约这个局，主要是为了祝贺多杰和

洪涛两人被确定为拟提拔考察人选。

陶永利说：“自己很清楚，这是违反

纪律要求的，但是觉得人的情面大于了

纪律要求，也就破防了，没有提出制止

意见。”

在党校学习期间严禁在任何场所

饮酒，是有明文规定的，这6名干部却

心存侥幸、明知故犯。师存武利用职

权，要求省政府机关食堂专门做了好几

道菜，安排司机用公务车送到党校；酒

则是李青川让司机送来的，几个人从晚

8点喝到晚11点多，拿来的8瓶白酒最

终喝空了7瓶。

这场酒局之所以在第二天暴露了

出来，其实正是由于他们前一晚饮酒过

多，导致第二天意外连续上演：

第二天清早，李青川因酒后神志不

清，将门反锁后无法打开，不断砸门呼

救，工作人员从外面把锁拆掉后，把他

送往了医院。

师存武则因为醉酒酣睡不醒，缺席

了上午本应参加的重要会议。

而还有一个人，第二天一直踪影全

无，那就是多杰。下午结业典礼时，多

杰没有出现，晚上退房卡时也没有退

房，服务员觉得很奇怪，前去敲门也没

有回应，等着把门打开的时候，多杰已

经去世了。

“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
己是自由主义”

随着深入调查下去，逐渐揭示出这

一看似偶然的极端事件，实则有其必

然，警示意义深刻。

青海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都可荣

表示，在党校这么严肃的地方违规组织

吃喝，导致严重后果，这不是一个偶然

现象。说明在平时，他们对纪律规矩也

是置若罔闻的。6名干部都是所在单

位或部门“一把手”，平时一边对下属讲

纪律、提要求，一边自己照常吃吃喝喝

不当回事儿。

洪涛说：“平常对这种吃喝，对这种

朋友间的聚会见怪不怪了，把反“四风”

和咱们的吃喝好像割裂开了，对别人是

马列主义，但对自己是自由主义。”

有些干部时不时聚在一起吃饭喝

酒，看似无伤大雅，实际上“醉翁之意不

在酒”，为的是拉拢关系、经营人脉。一

旦感情到位了，利益诉求就开始浮上台

面。调查发现，这6名干部就是这样，

从2011年开始，他们逐步由工作上的

交集发展到经常在一起吃喝，继而形成

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小圈子，相互利用职

权行方便。

这种行为的本质，其实就是结党营

私、拉帮结派。据调查，这个小圈子成

员利用手中权力相互请托、各取所需，

例如插手干部人事调整，将彼此的老下

属提拔任用到关键岗位；甚至在换届选

举中互相拉票，互相推荐。2022年 8

月，青海省领导班子换届考察期间，他

们就你推荐我，我推荐你，将圈子利益

摆在了组织原则之上。正因如此，多杰

和洪涛成为拟提拔考察人选后，才有了

党校的这次违规吃喝。当时推杯换盏、

弹冠相庆，如今局终人散，痛悔已晚。

经审查调查，师存武受到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李青川受到留党察

看二年、政务撤职处分，另发现其他违

纪违法问题，已采取留置措施；王学文

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洪

涛、陶永利受到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

职处分；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也被严肃

问责。2023年4月下旬，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公开通报青海省6名党员领导

干部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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