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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潘璐 张蓉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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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种贴近民生的视角

、一对发现问题的慧眼

、

一种抽丝剥茧的手法

，让读者离真相更近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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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前后，西湖会所滋生

了一些不正之风，“西湖边的会所一

般老百姓进不去，也有公款消费，会

所成了腐败的滋生地。”浙江大学政

策研究院副院长、浙江省人大代表、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柏乃

告诉钱江晚报记者，西湖会所整治

适逢其时。

“西湖会所整治属于八项规定

中严禁公款吃喝的一部分。不仅是

公款吃喝，包括公车私用、公费旅

游、出国等问题都在查处范围内。

并且八项规定不是‘运动式’的一阵

风，而是年年如此。只要发现问题，

立即进行查处，这也是八项规定行

之有效的原因。”范柏乃说。

今年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的第

十年，它已经成为改变政治生态和

社会面貌的标志性举措。中央纪委

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肖培曾表

示，党中央始终强调，中央八项规

定不是管五年十年的，而是长期有

效的铁规矩、硬杠杠。

范柏乃认为，八项规定出台的

十年，也是政府职能发生转变的十

年。2014 年，浙江省大力推进以

“四张清单一张网”为重点的政府自

身改革。“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

责必须为”，一方面给行政职权打造

了一个透明的制度笼子；另一方面

给市场释放出更多新动能。八项规

定的出台，对于遏制腐败之风、激发

市场活力、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范柏乃表示，近年来新型腐败

手段更加隐蔽，需要不断创新反腐

败思路。“光靠纪委监委的力量有

限，需要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发动

人民群众的力量，展开监督检举。”

在倡导监督主体多元化外，也可以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应对，比如建立

数字化平台，通过大数据实现信息

共享等，加大监督力度。

反腐举措行之有效
还需不断创新思路

自“西湖会所”专项整治开展至今，已近十年，其间

也出现过“起起伏伏”的情况。

2019 年底，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回头看”行动

当中，部分转型后的会所存在开放不够、打擦边球、办

公区域过大的问题。在被承租用作办公场所的原九里

松会馆中，检查人员发现了包厢、圆桌、酒柜等设施，对

正在建设的地下泳池和健身房立即叫停，督促落实整

改。转型为素食餐厅的原御尊园私人会所，则存在局

部区域游客进入不便的问题。如何防止“会所中的歪

风”死灰复燃，成为日常监管的重点和难点。

西湖会所专项整治近十年，其间也曾出现起伏

如何防止会所歪风死灰复燃
专家：创新反腐思路，运用科技手段并发动群众展开监督

如何防止“会所中的歪风”死灰复

燃？常态化监督管理的第一道关是西湖

景区六大管理处的属地巡查，网格员会重

点检查转型后会所的经营现状，并将情况

反映给西湖景区。西湖景区则会时不时

展开专项巡查和暗访。此外，在中秋、国

庆、春节等假期前后，相关部门也会组织

检查小组进行抽查暗访。

背着挎包、戴顶鸭舌帽、穿一套普通

休闲装，和身边的朋友说说笑笑，这可能

是游客，也可能是西湖景区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重点观察的情况包括：有没有傍

晚六点后仍然在营业的经营场所；有没有

不对民众开放、设置包厢的场所等等。

近年来，杭州还对强化部门监管职责

作出明确规定，要求规划资源、住房建设

等职能部门，对公共资源中涉及项目立

项、规划建设、消防审批、经营许可、工商

登记等事项严格审核把关，加强日常监督

检查。

西湖景区也参考《杭州西湖西溪产业

引导规划》，优化“原30家转型高档场所”

管控要求，明晰物业负面清单并纳入管控

列表，研究探索西湖景区成为城市发展和

治理的鲜明导向的落实路径。

“景区内类似公共资源场所，均按不

同等级纳入管理名册，与经营主体签订承

诺书，实行网格化管理。同时，我们也会

对他们提交的装修方案进行审核。”西湖

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在相关场所装修期

间，他们也会让 24 小时值班的保安注意

出入的送货车辆，是否运载了圆桌、酒柜

等宴请设施，一有发现，就会联系经营主

体整改退回。

一边实行网格化管理，一边组织巡查暗访

位于南山路的柳莺玖号也是首批关

停转型的西湖会所之一。在高德地图上，

目前它显示为西湖法国红酒文化陈列馆。

钱江晚报记者调查暗访时发现，柳莺

玖号的整个院落被一块木板分隔成两片

区域，附体建筑是一家开业三个月的咖啡

馆，主体建筑却大门虚掩。现场的企业工

作人员介绍，陈列馆的红酒进口业务在

2019 年底至 2020 年初左右，因疫情影响

陷入了停滞状态。

“主楼接下来也准备调整业态，要成

为文化交流场所。”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今后一楼规划为文化展示场所、茶室，

二楼是商务会谈和茶室，均对外开放。目

前仍在装修阶段。

西湖景区工作人员表示，2022 年 8

月，为推进租赁合同超五年期整改工作，

水域管理处与杭州久得贸易有限公司重

新签订租赁合同，柳莺玖号业态范围设为

游客服务的茶室、咖啡、红酒，以及对外文

化展示等。目前该商业网点的咖啡吧已

成为网红点，吸引众多游客来此打卡。属

地单位也按要求，将物业纳入景区电子沙

盘高档经营场所数据网格化模块中，常态

化安排人员巡查，加强监管。

而位于太子湾公园的听涛居，因为地

理位置僻静，交通不便，目前也已闲置。

西湖景区工作人员介绍，2014年，听涛居

响应会所整治关停。2016 年 3 月 1 日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由浙江西湖大学堂承

租，主要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

播，开展各类文化活动。

钱江晚报记者走访当天看到，林野中

的听涛居主体建筑显得有些萧瑟，藤蔓自

屋脊蜿蜒而下，木质台阶也出现不同程度

的断裂。景区工作人员说，听涛居目前仍

在积极寻找新业态转型。

西湖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当年关停转

型的 30 家会所中，产权属于景区的有 12

家，只有听涛居目前是闲置状态。今年 1

月，听涛居等西湖风景名胜区 21 处景区

物业的 5 年租赁权在阿里拍卖上公开拍

卖，其中首年租金起拍价 162.3 万元的听

涛居因无人报名而流拍。这也是听涛居

对外组织的租赁权拍卖第三次流拍。

对此，西湖风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也

正在寻找解决办法。“近两年，受到疫情影

响，旅游业也不景气。中间也有客户过来

看过听涛居的地块，有的提出想做私人办

公楼，但这肯定不符合我们大众化、可消费、

可进入的需求。我们也在积极寻找适合西

湖的业态，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转变经营模式，积极寻求合适业态推
进
转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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