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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大连9月10日电 10日，国

家体育总局、公安部在大连联合召开足

球职业联赛“假赌黑”问题专项整治行

动新闻发布会，会议通报了公安机关依

法严肃查处足球领域赌球、假球等违法

犯罪情况，以及中国足协对61名涉案足

球从业人员的纪律处罚情况。其中，43

人被终身禁止在我国从事任何与足球有

关活动。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负责人介绍了公

安机关依法严肃查处足球领域赌球、假

球等违法犯罪情况。2022年以来，公安

部重点交办辽宁等地公安机关侦破相关

赌球、假球专案，整体谋划打击网络赌

球、操控比赛、行受贿赂等违法犯罪，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28人，打掉网络

赌博团伙12个，查实涉嫌赌球、假球比

赛120场，对83名涉案球员、裁判员、

教练员、俱乐部管理人员依法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目前，已有44名涉案足球从

业人员被法院依法作出判决，34人被依

法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负责人表示，公安

机关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加强与体育行政部门协作配合，建立

工作机制，深化足球职业联赛“假赌黑”

问题专项整治。目前，已将第一批61名涉

案足球从业人员有关案件材料通报国家体

育总局、中国足协。下一步，公安机关将

持续强化专案打击震慑，依法严厉打击假

球、赌球、操控比赛、行受贿赂等违法犯

罪。同时，将结合有关赌球、假球案件侦

办进展情况，继续分批次向国家体育总

局、中国足协通报涉案足球从业人员情

况，持续推动足球职业联赛“假赌黑”专

项整治工作走深走实。

中国足协负责人介绍了对61名涉案

足球从业人员的纪律处罚情况。依据

《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经中国足协

纪律委员会审定，给予金敬道等43人终

身禁止在我国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

的处罚；给予巴合江·吾尔满等17人禁

止在我国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五年

的处罚；原杭州绿城队球员沈刘曦，

2013年已被处以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

球有关活动的处罚，仍不知悔改，在此

次案件中因开设赌场罪受到刑事处罚，

中国足协再次进行通报，要求全行业对

其严格执行禁业处罚。中国足协负责人

表示，无论是足球从业人员还是俱乐

部，只要涉及“假赌黑”等违法犯罪，

必将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并及时向社

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负责人在回答

记者提问时表示，“假赌黑”问题严重违

背体育精神，严重破坏足球行业秩序，

严重辜负党和人民群众期待，是侵蚀足

球事业健康肌体的“毒瘤”，是阻碍足球

振兴发展的“拦路虎”。国家体育总局将

积极会同公安部严肃整治足球职业联赛

“假赌黑”问题，坚决刹住“假赌黑”泛

滥势头。下一步，将继续深化与公安机

关的合作机制，提升足球“假赌黑”问

题联合整治成效。同时，进一步加强足

球行业党建工作，强化思想政治教育，

健全行业监督机制，推动足球文化建

设，为足球事业健康发展营造风清气正

的良好环境。

相关地方体育局、足协和俱乐部负

责人，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足球社会

监督员代表参加了新闻发布会。

（记者公兵肖世尧）

设备第二年开始丢
第三年就不剩啥

林甸县曾是大兴安岭南麓片区扶贫

攻坚重点县，2020年脱贫“摘帽”，如

今是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不久前，记者深入林甸县多个乡

镇、村屯看到，田间一些大型喷灌设备

用不了，零部件丢的丢、坏的坏，有的

因为“碍事”被拆卸。

在四季青镇新富村一处玉米地，一

个喷灌设备“大架子”光秃秃立在地

里。记者看到，设备轮胎已经瘪了，看

不到电机、喷头等零部件和变压器。

新富村党总支书记带领记者在一个农

户家找到了六七个变压器。“怕丢，存放

在这里。”一名村干部说，自2013年回村

任职，没见这个大型喷灌设备运转过。

在四季青镇新民村，一大堆大型喷

灌设备零件被摆在一个院子的角落里。

“一次都没用过，只剩下架子和轱辘。”

村干部告诉记者，设备第一年是完好

的，第二年开始丢，第三年就不剩啥了。

当地干部介绍，上述大型喷灌设备

是实施“节水增粮行动”时建设的。据

了解，有关部门2012年至2015年为支

持东北四省区实施了“节水增粮行动”。

林甸县水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当

时由县水务局负责招投标建设，分2012

年、2014年、2015年三期实施，覆盖

全县8个乡镇，总投资近2亿元。项目

包括58个大型喷灌设备主体，以及水源

井、变压器、埋设电缆线等配套设备。

记者还走访了林甸镇等多地，发现

不少大型喷灌设备处于“建而不用、建

而难用”状态。记者了解到，林甸县

“节水增粮行动”项目建设完成后，统一

交给村屯、农户，所有设备以“谁受益

谁负责”原则管理，在各村登记。记者

在新富村采访设备管理情况，村干部以

村会计没在家为由，没有拿出台账。

林甸县水务局相关人士介绍，属于

“节水增粮行动”的大型喷灌设备，因为

配件缺失、损坏等原因，目前能用的只

占60%左右。

记者在林甸县多个村屯发现，保护

抗旱水源井的铁皮房有的出现破损，有

的没有配套设备，有的甚至消失。

记者在四季青镇新富村看到，井房

内没有水泵，井房外只有孤零零的电线

杆，未见电线连接。“水源井就是摆设，

春季有旱情，只能花钱拉水浇地。”一名

张姓村民说。

为何“建而不用”？

受访农户和基层干部告诉记者，一

些大型喷灌设备、水源井“建而不用”

背后有多方面原因。

多位受访者表示，大型喷灌设备更适

合大型农场或连片农田。林甸县水务局相

关负责人说，当地人把大型喷灌设备称为

“大喷”。林甸县老百姓承包的口粮田少，

地块分散，并不适合用“大喷”。而且，

其运行会碾压周边农户耕地。

有村民说，“大喷”建设时未经村民

同意，直接占地建设，有的设备安装至

今“动都没动”。另外，使用花费大、维

修成本高也是问题。有基层干部说，这

类“大喷”是统一订购的，零配件坏了

比较难买，价格也较贵。一个农户对记

者说，用“大喷”浇地不划算，他们一

般都用四轮车拉大桶水浇地。

“负担大，不如拆了。”新民村一名

村干部说，“大喷”块头太大，每年还得

补偿被占地农户500元。新民村有两套

“大喷”，每年需补偿农户1000元，多年

来该项支出累计已超过万元。

此外，一些“大喷”还会妨碍农机

设备在田间作业。“有的村民想拆，但县

水务局说‘大喷’不能拆。拆不能拆，

用不能用；东西丢了，我们还有责任。”

一些村干部抱怨。

一些村民反映，一些水源井电线杆

都立上了，但没通电，成了“半拉子工

程”；一些水源井建设标准不高，而且建

好后无人管护，成了“废井”。

在四季青镇，记者问及抗旱水源井

的建造标准、管理归属、监管等问题

时，四季青镇党委书记、镇长均没有明

确答复。

多措并举强化涉农项目管护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脱

贫攻坚国家投入形成资产的长效管理机

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

研究员崔凯等专家表示，对于脱贫攻坚

期间形成的扶贫资产，要有长远规划、

严格管理机制，确保国家投入惠及百

姓、长期发挥作用。

根据林甸县制定的排查整改方案，

林甸县拟对全县涉农项目建设的设施，

按照“可使用、维修后可用、已无法使

用”做好分类管理。同时，加强管护，

明确管护责任人，切实保障涉农项目发

挥效益。

林甸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对列入村集

体资产的基础设施，林甸县将开展常态化

巡查，保障基础设施用起来，让涉农项目

真正发挥作用。记者了解到，林甸县水务

局已制定《林甸县水利抗旱设施管护办

法》，推动水利抗旱设施管护规范化。

业内专家认为，农业设施闲置并非

个案。涉农项目建设需要科学规划，贴

近百姓需求，增强村民参与度，探索专

业化、市场化运维模式，明确责任主

体，建立长效机制。（记者董宝森杨轩）

中国足协开重磅行业罚单

43人被终身“禁足”

个别地方农业设施闲置：
投入上亿元，丢的丢坏的坏……

据新华社哈尔滨9月10日
电“新华视点”记者近期在黑龙
江省林甸县采访发现，当地花巨
资建设的一部分大型喷灌设备
用不了，有的只剩架子光秃秃立
在地里，零部件不见踪影；一些
抗旱水源井也成了摆设。

“老百姓用不上，国家花了
冤枉钱。”当地不少村民感叹。

据悉，针对部分涉农项目
“建而不用”等问题，林甸县已制
定项目排查整改方案，对全县涉
农项目建设的设施进行检查。

林甸县一处保护水源井的铁皮房出现破损，未见配套设备

存放在农户家中的变压器

被拆卸的大型喷灌设备（组图来自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