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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乱象是滋生黑恶势力的重要

土壤，其中存在的问题不解决，黑恶势

力“打而又生”的怪圈就会再现。

扫 黑 除 恶 专 项 斗 争 开 展 三 年 来 ，

各 地 行 业 部 门 、政 法 机 关 聚 焦 行 业 领

域 中 的 突 出 问 题 ，充 分 运 用 法 治 思 维

和法治方式，加大行业整治力度，堵塞

监管漏洞，推进制度创新，健全长效机

制，努力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助推

社 会 治 理 现 代 化 ，夯 实 了“ 中 国 之 治 ”

的基础。

行业清源
涤荡污泥浊水

将食品“黑作坊”、预付费、传销“黑

窝点”等领域作为线索摸排的重要战场，

严厉打击集贸市场内欺行霸市、强迫交

易 等 违 法 行 为 ，打 击 一 批“ 菜 霸 ”“ 肉

霸”……三年来，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摸

排涉黑涉恶线索 17.8 万条，向各级扫黑

办及公安机关移交线索 1.9 万条，查处各

类市场违法案件 142 万件。

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中，行业部门坚持“谁主管、

谁负责”原则，将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

纳入整体工作内容，持续发力、精准施

策，重拳出击清源肃流。

针对工程建设行业、房地产市场等

领域的行业乱象，专项整治期间，各级住

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共对 72841 个工

程建设项目进行了调查摸底。2020 年 6
月，住建部还印发了《关于开展工程建设

行业专项整治的通知》，地方各级住房和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聚焦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

工 程 等 突 出 问 题 ，有 序 开 展 专 项 整 治

工作。

行业整治，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的突出问题。文化和旅游领域扫黑除

恶专项整治工作启动以来，一批对娱乐

行业经营者收取保护费、敲诈勒索、强

行抽成的黑恶势力被依法铲除。各地

还集中力量，针对旅游市场加强执法检

查，从严查处“不合理低价游”、未经许

可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等违法违规经营

行 为 ，建 立 常 态 化“ 体 检 式 ”暗 访 评 估

机制。

涉黑犯罪的背后，往往有“洗钱”等

活动暗流涌动，彻底切断黑恶势力的经

济来源离不开金融领域的专项整治。专

项斗争中，人民银行共向侦查机关移送

涉黑涉恶犯罪线索近 360 起，协助侦查

机关开展涉黑涉恶案件调查 1000 余起，

协 助 侦 查 机 关 破 获 涉 黑 涉 恶 案 件 310
余起。

法治支撑
让整治行稳致远

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严

格依法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是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一大亮点。

有犯罪分子成立各种公司高利放

贷，利用所谓“催收队”，以非法拘禁、敲

诈勒索或者跟踪滋扰等手段讨债；一些

黑恶势力勾结刑满释放人员及社会闲

散人员，非法组建“地下执法队”，通过

所谓“执法”收取“保护费”……这些乱

象都是检察机关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中，根据司法办案数据以及重点案例，

梳 理 出 的 重 点 行 业 领 域 存 在 的 突 出

问题。

近年来，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

开展了涉黑涉恶犯罪重点行业、重点领

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检察机关

开展“套路贷”等虚假诉讼专项监督活

动，依法纠正非法侵占他人财物的错误

民事裁判，从黑恶犯罪分子手中追回经

济损失 29.5 亿元。同时，检察机关还聚

焦黑恶犯罪背后虚假诉讼、司法人员失

职违法问题，依法办理一批民事监督案

件 ，提 出 抗 诉 1174 件 、再 审 检 察 建 议

2578 件。

行业乱象延伸到哪里，整治的战场

就开拓到哪里。公安部于 2019 年 11 月

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

整治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利用信息网络

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全力铲除违法犯罪

利益链条。2020 年 3 月，按照全国扫黑

办部署要求，公安部又进一步细化方案，

边打击边整治，坚决维护健康网络环境

和良好社会秩序。

依法办案、不枉不纵，行业整治方能

行稳致远。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最高法

牵头起草了有关“恶势力”“套路贷”“非

法放贷”等的多份规范性文件，为法治化

推进专项斗争打下坚实基础。同时，各

级法院还针对涉黑涉恶案件中暴露的社

会治理短板和行业监管漏洞提出高质量

司法建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各级

法院共发送相关司法建议 30961 条，收

到被建议单位回函 29534 条，反馈率达

到 95.39%。

综合治理
形成长效常治

综合运用政策、行政、经济、法律等

手段，加大对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力

度 ，才 能 最 大 限 度 挤 压 黑 恶 势 力 滋 生

空间。

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需要统筹

各方资源。广东省教育厅积极协调公

安、市场监管、卫健等部门协同推进校园

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从设“高峰勤

务”、建“护学岗”，到严打“黑校车”、严查

“黑餐饮”，守护校园一方净土；北京市教

工委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纳入监测预警

机制，及时掌握涉黑涉恶势力侵害校园

的问题线索，从源头上防范黑恶势力侵

害校园和师生安全。

长效常治机制成形入轨，人民群众

满意度才会明显提升。专项整治期间，

各 级 住 建 部 门 汇 总 形 成 典 型 案 例 113
个，各地梳理行业隐患和监管漏洞，积

极从法规、政策、机制层面研究解决办

法，共制定规范性文件 88 件，出台各项

制 度 措 施 80 项 ，健 全 完 善 建 筑 市 场 监

管体制机制，及时巩固和转化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成果，推进工程建设行业长效

常治。

不仅如此，以案促治、以案促建，如

今已成为健全完善促进社会治理机制的

重要手段。

四川都江堰市地处岷江出山口处，

水资源较为丰富，盗采砂石、争抢地盘、

暴 力 抗 法 等 黑 恶 势 力 犯 罪 案 件 高 发 。

2018 年 9 月，都江堰市检察院对近年办

理 的 21 件 盗 采 砂 石 案 串 并 分 析 ，针 对

砂石领域存在的巡查力量相对薄弱、行

政处罚力度不足等问题，向当地水务局

发出开展群防群治、保持高压态势、加

强巡查管理和实行罚偿并行的检察建

议。“一案一分析、每案必建议”，如今四

川除了立足个案制发检察建议，还要求

结合办案发现行业监管的普遍性问题，

推动治理模式从事后应对向源头防控

转型。

政法机关与行业主管部门之间这

样的互动日益频繁。据统计，目前各地

制发“三书一函”（监察建议书、司法建

议书、检察建议书及公安提示函）已达

10.3 万余份，切实压实行业部门责任，

着力推进源头治理，铲除黑恶势力滋生

土壤。

治政之要首在安民。三年来，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将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

作为扫黑除恶决战决胜的重要战场，抓

紧抓实各项工作，确保了取得可检验、可

评判、可感知的成效，真正以实际行动提

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努力让城乡更安宁、群众更安乐。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三年来，各地行业部门、政法机关——

加大行业整治 健全长效机制
本报记者 张 璁

随着机车汽笛的一

声 长 鸣 ，一 列 中 欧 班 列

从江西南昌向塘国际陆

港 新 城 横 岗 站 出 发 ，驶

向俄罗斯莫斯科。电脑

一体机、胶带、打印机碳

粉盒……列车所载的 48
车 96 个 集 装 箱 外 贸 货

物，全部是“江西制造”。

近 年 来 ，江 西 南 昌

县在省市支持下全力打

造南昌向塘国际陆港新

城 。 在 建 设 大 平 台 、构

建大通道、形成大枢纽、

发 展 大 产 业 的 过 程 中 ，

南昌向塘国际陆港新城

不断提高内陆双向开放

水 平 ，2020 年 外 贸 班 列

开行列数、标箱数、货值

均 实 现 增 长 ，成 为 内 陆

双向开放的新高地。

南昌向塘国际陆港

新 城 位 于 南 昌 县 向 塘

镇 。 近 年 来 ，南 昌 县 加

快推进南昌向塘国际陆

港 新 城 建 设 ，国 际 货 运

班列及铁海联运班列现

已 发 展 至 13 条 ，2020 年

开行中欧班列 127 列，到

发标箱重箱 11454 个，同

比 分 别 增 长 约 5.83％ 、

8.04％；开行铁海联运班

列 640 列，到发标箱重箱

34918 个，同比分别增长

约 19.85%、61.94%；新增

江铃汽车专列整车出口 1328 台，商品

汽车铁路运输量达 16 万余台，同比增

长 49.61%。

不靠海，不沿江，内陆地区发展外

向型经济的障碍是物流成本高、物流

效益低。南昌向塘国际陆港新城为何

能吸引如此大的“客流”？

“数据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主要

有两点：一是向塘镇既有的交通枢纽

优势，二是同价到港、同价起运、同样

效率的‘三同’政策的赋能。”南昌县

副县长付向宇说。

据介绍，向塘镇拥有全国第二、江

南地区最大的向西货运编组站，江西

南部地区 70%的货物须经向塘发往全

国各地，是江西乃至中部地区重要物

流节点和货物集散地。另一方面，为

了能进一步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南昌

向塘国际陆港新城给予企业全程铁路

运费补贴等，同时推进智慧口岸建设，

逐步实现了“进境与沿海

同价到港、出境与沿海同

价起运、通关与沿海同样

效率”。

走进京东亚洲一号南

昌向塘物流园，工作人员

正在进行智能仓启用前的

测试，几台圆形机器人在

园区内来回穿梭，快速有

序——这些机器人具备货

物 运 送 、上 架 、盘 点 等 功

能，使用后可大大提高企

业仓储效率。同时，伴随

着南昌向塘陆港新城“港

口”功能的提升，区域内现

代物流业也在优化升级。

加强陆港与产业、城

市融合，打造综合产业服

务生态，依托交通优势吸

引物流、产业、人才、资金

等各种生产要素集聚……

南昌向塘国际陆港新城积

极吸收外地经验和智慧，

科学规划发展路径。

产业定位方面，南昌

向塘国际陆港新城确立了

现代物流业为主、先进制

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辅的

“1+2”产业体系。产业支

持方面，南昌县出台支持

向塘国际陆港发展“三十

条”，为落户企业提供租金

减免、税收奖励、金融支持

等方面的扶持。 2020 年，

通过靶向招商，一批项目

成功签约，投资额达 123.3 亿元。

“无论是港产联动还是产城融合，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们能够享受到更

美好的生活。”付向宇说。

为此，向塘镇开展“蓝天、碧水、净

土”三大行动，重点规划莲溪河及区域

内滨水生态建设，在南昌向塘国际陆

港新城内设立健康休闲乐活水岸、高

品质人才居住生活圈。

此外，南昌向塘国际陆港新城还

依据南昌市及南昌县相关人才政策，

为入驻的人才积极兑现购房补贴、子

女教育、医疗保健、生活补贴等人才支

持政策。

据介绍，按照“一步规划、分步实

施”的原则，南昌县将逐步把南昌向塘

国际陆港新城打造成为“国家陆路开

放实验示范区”“江西‘三同’实验发展

创新区”和“大南昌都市圈铁路物流集

聚区”。

江
西
南
昌
向
塘
国
际
陆
港
新
城

﹃
无
水
港
﹄
双
向
开
放
添
动
力

本
报
记
者

董
丝
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