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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支持
“个人”迁移到“组织”

4月7日，微信官方公众号“微信派”宣
布：即日起，“个人类公众号”可以迁移到“组
织类公众号”。迁移完成后，原公众号随即注
销。暂不支持“组织类”迁移至“个人类”。

微信官方表示，自今年2月28日平台上
线“帐号迁移”流程以来，解决了一批组织类
型公众号主体不准确的问题。其实，平台上
也有一些个人类公众号，运营者注册了公司，
需要转变成组织类公众号，同样需要由“个
人”变成“组织”。在公众号主体不能变更的
前提下，目前上线的策略，有效地解决了这个
问题。

微信支付瞄准海外市场
下月将登陆英国

微信支付将在下个月正式进入英国，这
也是微信支付继2015年登陆意大利之后，第
二个上线的欧洲国家。

据悉，腾讯将会与英国本地支付平台
Tramonex合作，推动更多英国商家支持微信
支付，各位英国的小伙伴们将有望在地球的
另一端也享受便捷的移动支付。

据悉，微信支付下一步还计划与法国和
德国的商场展开合作。

荐 读

《人民的名义》尺度大？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称，因为长期在经济
部门工作，管着项目、资金和政策，“平民厅长”夏平
成为了老板们拉拢腐蚀的重点对象。

2009年年初，湖北某建筑集团的一名项目经理认
识了夏平，为了能承接省无线电监测网扩容升级工程
基建项目，这名项目经理想方设法跟夏平套近乎。

通过邀请夏平打牌、送现金、送名表等手段，这
名项目经理终于如愿以偿，他所在的建筑集团顺利
中标该工程，合同金额达1.288亿元。事后，这名项
目经理为感谢夏平，又送给他现金、金条和加油卡。

在夏平周围，像这名项目经理这样的老板“朋
友”还有一大堆。为了拉拢夏平，另一名老板除了送
钱给夏平外，还花35万元为夏平装修房子。在夏平
的关照和操作下，这名老板实际负责的公司获得了
某政策扶持资金共计530万元。

夏平在忏悔书里写道：“我把别人当朋友，别人
把我当‘鱼’钓。在‘利’字当头的商人眼中，我成了

拉拢腐蚀的重点对象，成了‘猎物’。”
“这些人与我交朋友，看中的是我这个厅长的职

位。所谓交友的目的也不是朋友之间的交情，而是
权钱交易。”夏平悔恨不已，进而总结说，自己出问
题，“缺乏自重，交友不慎是重要原因”。

梳理22份忏悔录可以发现，总计有12人提及
“交友不慎”，同时将这作为自己蜕变腐败的原因之
一。

对此现象，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
庄德水说，领导干部生活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他们
需要交朋友，也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交往关系。好的
朋友能起到警示作用，坏的朋友就能把领导干部拉
下马。所以，领导干部能不能处理好朋友圈，也是考
验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重要标识。

在庄德水看来，很多官员交友不慎、受人情的诱
惑，往往通过交友形成利益网络或集团，垄断国家公
共资源，从而跌入腐败的深渊。

中纪委披露官员忏悔录，超半数称被“朋友”拉下水

日前，《人民的名义》正在热播，该剧真实震撼地
演绎了荧屏“打虎”，开播以来引起强烈反响，不但收
视告捷，在微信等社交媒体上也引发热议。剧中不
少内容取决于真实题材，一些腐败分子的案情离奇
到连作家都难以想象。

是电视剧尺度大还是现实如此？其实在中央纪
委监察部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官员的真实记
述。网站上的一档栏目《忏悔与剖析》，推出3年以
来已经披露了多名违纪违法者的忏悔录。

“我把别人当朋友，别人把我当‘鱼’钓。在‘利’
字当头的商人眼中，我成了拉拢腐蚀的重点对象，成
了‘猎物’。”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原副主任、
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夏平在栏目公布
的悔过书中说。

梳理发现，其中有12人在忏悔录中将交友不慎
作为自己腐败的原因之一，占比达到54.5%。

在夏平一案中，湖北某建筑集团的一名项目经
理是通过邀请夏平打牌、送现金、送名表等手段与夏
平套近乎，接着两人成了“朋友”。

广东电网公司原总经理吴周春是经人介绍认识
了商人贺某，进而结为“朋友”。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介绍，贺某文化程度
不高，但因仪表堂堂，出手阔绰，在广州电力系统圈
内颇得人缘。贺某通过请吃喝、陪吴周春的家属旅
游等手段，很快赢得了吴周春的青睐。

吴周春视贺某为“铁杆盟友”，甘心为其在电力
系统内牟取巨大利益铺路搭桥。据统计，仅在广东
电网招标的物资供应这一块，4年内，贺某及其企业
获得的采购合同额度就达17.19亿元。当然，贺某也
成为了吴周春不折不扣的“提款机”。

重庆市城口县人大原党组书记、主任于少东，则
是老板们通过攀亲附友与其成了“好朋友”。

于少东在忏悔书中说：“城口是个小地方，本地人
之间或多或少都能扯上这样那样的各种关系。通过
攀亲附友的交往，一些老板就与我们成了‘好朋友’、
‘兄弟伙’。”于少东反思道，从此以后，他手中的公权

力也自觉向“朋友”倾斜。
那么，面对“朋友”的各种诱惑，一些领导干部为

何不能警觉，反而执意走上腐败道路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副主任

杜治洲说，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一些领导干部周围
的“朋友”对腐败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
是在双方长期的不正常交往中，这些“朋友”一步步
把一些领导干部“拉下水”。

“外因仅是起到影响作用，内因才起决定作用。
一些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才会落入所谓‘朋友’
的圈套。”杜治洲表示。

庄德水分析认为，很多人亲近领导干部，往往
是看重他们手中的权力。
朋友圈表面看似乎是领导
干部的私人事情，但是实际
上关乎公共利益。之所以
出现这种不正常关系，还在
于一些领导干部的权力过
大，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

（人民日报公众号）

个别干部成“猎物”

“朋友圈”不是私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