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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的县委书记

出生于 1958 年的张秀
隆是湖南怀化人。据一名
广西河池官场人士介绍，张
秀隆初中毕业后作为知青，
来到河池地区，从此留在了
当地。此后几十年的广西
生活，让张秀隆能说一口地
道的河池话，外界也将其视
为广西本地干部。

17 岁时，张秀隆在河池
地区所辖天峨县的农村工
作队工作，18 岁进入天峨县
委组织部任干事，26 岁担任
向阳镇党委书记。

张秀隆 31 岁被提拔为
副处，34 岁任河池地委副秘
书长。1993 年，35 岁的张秀
隆离开地委大院，前往巴马
县任县委书记。在当时，他
是河池地区最年轻的县委
书记。

与日后声名在外的“世
界长寿之乡”不同，那时的
巴马是个偏僻之地，被称为
广西的“贫穷之最”。

张秀隆曾说过，早年自
己工作的天峨县也穷，但来
到巴马还是吓一跳。县城
里全是牛尿街、马粪街，还
不如其它县的一个镇。许
多干部职工已被拖欠了三
四年工资，各单位的差旅费
根本无法报销……

一个 35 岁的县委书记，
接手这样的摊子，很快却制
造出惊喜。许多年后，巴马
的退休干部还会议论，张秀
隆主政时期，的确给当地带
来了巨大变化。在多任“一

把手”中，老百姓对张秀隆的
印象也很深刻。“张秀隆有本
事，能干事，但胆子太大，不
讲规矩。”

上任伊始，张秀隆公开
说，当务之急是要钱，谁能要
来钱就是本事。很快，巴马
县出台了几条颇有争议的规
定。比如：凡能邀请上级对
口部门领导到巴马来的，年
终考核加分，且分值不一样，
邀请处级领导是一个分数，
邀请厅级领导分数会翻番。
当时有人提出，这种事可以
做 ，但 不 宜 白 纸 黑 字 写 出
来。张秀隆却在会上公开
说，关系也是生产力，谁能帮
巴马搞通关系，谁就是英雄。

另一个规定，凡能从上
级部门争取到资金的，给予
现金重奖。据当地人士说，
所谓现金重奖，几乎就是按
比例提成。“这肯定违反相关
政 策 ，公 务 员 怎 么 能 拿 提
成？但张秀隆敢这样干。”有
一次，巴马某局的一名股长，
从上级部门争取到几十万元
专项资金，钱到账后，局里商
量能否先把前几年的工资补
发，奖励缓一缓。张秀隆把
局长训了一顿，说承诺的奖
励绝不能拖。

无论张秀隆的做法是否
合乎政策法规，但确实为当
地争取到了钱。 1996 年春
节，张秀隆上任县委书记三
年后，终于将当地从 1989 年
以来拖欠的所有工资结清。
当年春节，巴马的大街小巷
里异乎寻常的喜庆热闹。

搞关系，“走夜路”

张秀隆的另一个政绩，
是将一座小县城打造成了世
界长寿之乡。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
口普查时，巴马拥有百岁以
上老人 66 名。这在当时，只
是人们口中的一件谈资，大
多数人并未意识到其中蕴含
的机遇。张秀隆走马上任
后，提出长寿老人是宝贵的
软资源，还要在当地打造大

健康产业。从举办各种论
坛，到邀请媒体采风，兴建健
康食品厂，巴马打出一系列
组合拳，深度挖掘当地的长
寿文化。

深信“关系也是生产力”
的张秀隆鼓动下属搞关系，
自己当然也是搞关系的“高
手”。打造巴马长寿之乡的
过程中，张秀隆邀请了许多
老领导或现任官员的父母们
来当地度假旅游。在巴马期
间，他们受到热情款待。巴
马兴建了一个配套齐全的高
档度假村，因为各种原因，当
时来巴马的游客并不多，度
假村入住率很低，有人说修
这样的度假村太超前。张秀
隆对度假村却格外看重，经
费优先保障，为数不多的入
住率，正是用来接待“重要客
人”的。

张秀隆精力旺盛也是出
了名的。他出差习惯“走夜
路”，为此县委专门为他配备
了两个司机。当时从巴马到
南宁没有高速，路上要跑七
八小时。如果去南宁出差，
来回两个白天，中间办事一
天。张秀隆喜欢“走夜路”，
晚上开夜车去南宁，白天办
完事，晚上再返回。

在巴马时，张秀隆身边
不乏“围猎”者，他也曾高调
公开退赃。好几次，老板给
张 秀 隆 塞 红 包 ，金 额 数 万
元。事后，张秀隆通知工作
人 员 ，原 封 不 动 把 钱 退 回
去。此外，他还多次将名烟
名酒等礼品上缴。不过，此
后仕途中，张秀隆走上了更
高岗位，手握更大权力，按说

“围猎”者不会少，却再没有
公开退赃的举动。

一名河池官场人士还提
到另一件事。担任巴马县委
书记几年后，组织有意调张
秀 隆 去 另 一 个 县 任“ 一 把
手”。顿时，当地出现许多请
愿书，说张秀隆这样的好官
不能调走。在一些人看来，
请愿书是张秀隆授意或者默
许的，他不是不愿走，而是觉
得平调没意思。

就在获选十大杰出青
年后几个月，张秀隆离开巴
马与河池，调任南宁地委副
书 记 。 尽 管 当 时 尚 未“ 减
副”，党委班子中副书记有多
人，但一名县委书记越过副
专员与地委委员，直接成为
地委副书记，依旧属于破格
重用。宣布人事任免时，河
池地区一名领导还对张秀隆
开玩笑，说群众的眼睛真是
雪亮，这回没人写信留你了。

晋升副书记两年后，张
秀隆又担任南宁行署专员，
成为正厅级干部。需要说明
的是，此时的南宁地区与自
治区首府南宁市不是一个概
念。在当时的广西有多个同
名的地级市与地区，比如南
宁市与南宁地区同时存在，
两者地理位置紧邻但范围并
不重合。相类似的，还有地
级市柳州与柳州地区。后
来，在地改市的浪潮中，南宁
地区撤销成为崇左市，柳州
地区也撤销成为来宾市。

张秀隆是南宁地区最后
一任行署专员，也是崇左市
首任市长。在当地工作 8 年
后，张秀隆调任桂林市市长。

2008 年，担任桂林市市
长两年的张秀隆调往来宾任
市委书记。

旧案不断

主政来宾六年后，在毁
誉参半之中，55 岁的张秀隆
升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
主席。

55 岁的年龄来到自治
区政协，所有人都以为，张秀
隆会在这里等待退休。然而
两年后，他却调往自治区政
府担任副主席，从二线重新
回到一线。一名当地政界人
士介绍，张秀隆从政协到政
府任职，除了个人运作，也得
益于他的履历与能力。当
时，正值脱贫攻坚关键时刻，
张秀隆长期在艰苦地区工
作，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担任政府副主席后，张秀隆
分管农林系统，主抓全区脱
贫攻坚工作。

在一次会议上，张秀隆
说，自己曾在广西最穷的县
与 GDP 最低的地级市担任

过“一把手”，和贫穷斗了
一辈子。退休之前，还要
赤膊上阵，与贫穷做最后
一搏。他的这番话，颇有
感染力，赢得了长时间掌
声。

此时，张秀隆亲人涉
腐的传闻也不断传出。广
西林业集团是一家大型国
有企业，掌控着当地丰富
的林业资源。近年来，广
西林业集团出现多起腐败
案 件 ，两 任“ 一 把 手 ”被
查。据相关人士介绍，按
照工作分工，张秀隆分管
广西林业集团。张秀隆的
一名亲属与林业集团高层
很熟悉，扮演了掮客角色，
将不少商人老板介绍给企
业主要负责人。

任 政 府 副 主 席 三 年
后，张秀隆调任自治区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2022 年
退休。不过，张秀隆无法
安享晚年，从来宾到林业
集团，许多旧案都指向他。

2022 年 8 月，广西林
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
记、董事长许锋落马，张秀
隆的一名亲属涉案，被相
关部门约谈。据传一名向
许锋巨额行贿的商人与张
秀隆家族也有利益纠葛。
同时，张秀隆主政来宾时
的两名手下——莫桦与余
治平相继落马。余治平历
任来宾市委秘书长与常务
副 市 长 ，2022 年 接 受 调
查。莫桦曾任来宾常务副
市长，此后官至玉林市委
书记。2023 年 3 月，莫桦
在市委书记任上被带走接
受调查。据消息人士介
绍，莫桦与余治平二人的
行贿名单上，有不少来宾
的商人，这些行贿者与张
秀隆及其亲人同样交情匪
浅。

老部下接连落马，旧
案相继爆出，有关张秀隆
的负面消息不断。直到
2023年 10月，已退休的张
秀隆被宣布接受调查。

豪言和贫穷斗了一辈
子的张秀隆，曾赢得过如
潮掌声。可惜，他没斗过
贪，最终身败名裂。

张铎

斗了一辈子穷，却没斗过贪——

张秀隆广西往事张秀隆广西往事

张秀隆率队赴金秀瑶族自治县开展扶贫工作调研

将时光回溯到 1998 年，在八桂大地
的首府南宁，一场广西十大杰出青年的
评选引人关注。最终，评选结果出炉，获
选十大杰出青年的，有教师、医生、运动
员，还有一名县委书记——时任巴马县
委书记张秀隆。

获选广西十大杰出青年时，张秀隆
40 岁，担任县委书记已有 5 年。所有人
都说，以他的年龄、资历，还有所获得的
荣誉与关注，意味着一颗政坛新星正冉

冉升起。果不其然，就在当年，张秀隆离
开巴马，晋升副厅，仅仅两年后，又成为
正厅级官员。此后，他屡膺重任，官至副
省。

直到 2023 年 10 月，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网站发布消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秀隆接
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
查。寥寥数语，震荡着广西官场，也让一
段故事尘埃落定。

高飞之鸟，死于
美食；深泉之鱼，死于
芳饵。一些贪腐官员
沉湎“美食”“芳饵”，
甘于被“围猎”，从被
动接受“要我贪”，到
主动伸手“我要贪”，
终至踏上身败名裂的
不归路。因为缺少对
人民、组织、法纪应有
的敬畏，少数人转而
拜倒在金钱脚下，以
致于在贪腐之路上越
滑越远，最终堕入无
底深渊。

关于贪得无厌之
人 ，曹 雪 芹 在《红 楼
梦》中有直白的描述：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
有金银忘不了！终朝
只恨聚无多，及到多
时眼闭了。”一首《好
了 歌》，唱 尽 人 间 百
态，但至今仍有人毫
不顾忌“莫伸手，伸手
必被捉”的劝诫，不惜
以身家性命和家庭幸
福为代价，以飞蛾扑
火之姿铤而走险。包
括李文喜在内，诸多
落马贪官一次又一次
演绎了这样的悲剧。

“我们党作为执
政党，面临的最大威
胁就是腐败。”腐败之
恶，不仅祸国殃民，更
是对个人和家庭的毁
灭性打击。“当官发财
两条道，当官就不要
发财，发财就不要当
官”。纵观落马官员
的堕落轨迹，莫不肇
始于信仰的坍塌，初
心使命的丧失。权力
是一柄双刃剑，对于
党员干部来说，将浩
然正气内化于心、外
化于形，既是一种个
人素养，更应该成为
一 种 行 为 准 则 ——

“正己”才能“正他”，
“律己”然后“律人”。

全面从严治党永
远在路上。把巡视作
为 推 进 党 的 自 我 革
命、全面从严治党的
战略性制度安排，正
风肃纪反腐一刻不能
停，全面从严治党一
步不能退——把“严”
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
去，把不敢腐的强大
震慑效能、不能腐的
刚性制度约束、不想
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
于一体，才能坚持正
确的权力观，让党员
干部保持对权力的敬
畏感，确保权力不会
被滥用。

贪官落马

敲响的警钟
□任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