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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甲，1971 年 1 月生，汉族，湖

北省兴山县人，1995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清华大学 2001 级公共管理硕士。

曾任中共宜都市委副书记、宜都市人民政

府市长，现任中共巴东县委书记。他是中

央组织部表彰的 102 名县委书记之一。

2015 年 6 月 30 日，中组部表彰了 102

名优秀县委书记。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巴东县县委书记陈行甲名列其中。

在巴东甚至在湖北，“优秀县委书记”

陈行甲都算小有名气。他以一系列不寻常

的言行，给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官场注入

了新气象。

 作为外地调任干部，陈行甲在本土

干部占绝对优势的巴东，工作之初举步维

艰，甚至一度面临内忧外患，以至于他的

上下级同事都担心他的安全。所幸大环境

的变化，给了他机遇和保护，在他和同事

们的努力下，巴东官场和经济社会生态也

在发生变化。

“话都讲到这个份上，
还有人试图给我送礼”

巴东地处鄂西，国家级贫困县，总人

口约 50 万，贫困人口仍有 17 万。用陈行

甲的话说，“巴东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

极端贫困户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而

且不是一户两户。

但巴东贫困并不等于政治清明、官员

清廉。陈行甲对记者说：“我以前在一个

经济发达的县级市任市长，也算见过钱

的，但调到巴东当县委书记后，也算开了

眼界。”

陈行甲刚到巴东县时，不断有老板们

到办公室谈工作。一次临走，有老板留下

一个袋子，说是一件衬衣。陈行甲打开包

装盒，衬衣下有信封，里面装的是港币。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面值

1000 元的港币，一共 20 万元港币。”陈

行甲说。

还有一次，有一个老板去找他，给他

带了点纪念品。陈行甲当时非要开包看看

是什么，打开一看，是两根金条。过去两

年多了，陈行甲还能用手比划出金条的长

度和厚度。

“我的脸色当时很不好看了。这个老

板说：‘放心，这是我用现金买的，不是

用卡买的。’见我脸色越来越难看，他又

优秀县委书记陈行甲炼成记

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委书
记陈行甲（左 4）在下乡调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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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陈书记你放心，这个是我去宜昌买

的，不是在巴东买的。’言下之意是收下

这两根金条很安全。”

2014 年 9 月，陈行甲与县长等七十

多名巴东官员去曾任职的宜都市考察。在

宜都一个投资7000万元的柑橘园项目前，

1.6 万亩的柑橘把官员们震住了。

2015 年 3 月 2 日，在巴东县一次纪

委全会上，陈行甲问道：“反思我们巴东，

这些年我们花掉的国家项目资金共有多少

个 7000 万元？可是我们有没有哪怕一个

这样的项目？我们的钱都到哪儿去了？”

陈行甲告诉记者，2014 年，巴东县纪

委查处了一个案子：一个投资 300 万元的

项目，中标者事后交代，项目前期费用就

花了 30 万，给时任镇党委书记送现金 50

万，给具体负责该项目的镇党委副书记送

现金20万，该副书记没敢要，上交了。此外，

中标者还给镇政府交了 20 万管理费。

“这才 300 万的项目，送都送出去了

120 万，多么的舍得！他还要赚钱，可想

而知，真正落到工程建设上的资金有多少。

现在大家去看一看，哪里还看得出国家投

过钱的痕迹？”陈行甲在纪委全会上问在

场的官员们。

不光地方的小老板，巴东的地方官员

们，也有不少人想给他送礼。陈行甲到巴

东任职的第一年春节，曾有个乡镇党委书

记正月初二给他打电话，说已到了他家所

在地宜昌，想拜个年，被他拒绝。

不收礼，带来的是疏远和隔膜。陈行

甲说，此后这名乡镇书记虽然工作很努力，

但很少到他办公室汇报，也几乎没跟他交

过心。

2015 年 1 月 14 日，在县长单艳平当

选后的人大闭幕会上，陈行甲公开讲述了

这个故事，并再次强调自己不收礼，希望

下属们不要再纠结春节送不送礼的问题。

“我和艳平同志深入沟通过这个问题，我

们有决心有信心带好巴东的风气！大家想

啊，如果我不收，艳平不收，那么你给别

的领导送钱干什么呀？有什么用啊？”

“你知道吗，我的话都讲到这个份上

了，还有人试图去给我送礼。”陈行甲说。

陈行甲心里的另一个痛，是他虽然不

收礼，仍有其他官员收。陈行甲介绍，当

地官员邓明甲在担任副县长期间，直接找

分管部门如林业局、畜牧局、烟办等部门

索取现金五十余万元。法律文书显示，邓

在担任副县长期间还利用职务受贿帮助他

人获得项目。2015 年 3 月 16 日，邓因受

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6 年。

除了副县长受贿获刑，曾先后担任巴

东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的薛昌斗在

2015 年 5 月被双规。此时，薛昌斗已离

开巴东任恩施州水产局副局长。当地有知

情人士称，薛的问题发生在巴东任职期间。

另一个是曾与陈行甲搭档的原县长刘

冰。记者从湖北纪检系统获知，刘冰于

2014 年 3 月调任恩施州交通局党委书记，

2015 年调任恩施州政府副秘书长，近期

已被停职检查。

“他上交了 170 多万元，目前正在接

受检查，要说清楚这些钱的来源。”湖北

纪检系统一名官员透露。湖北数名其他地

方官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一信息。

6 月 24 日，恩施州纪委书记陈江龙

向记者介绍，5 月接到推荐优秀县委书记

的通知后，对陈行甲进行了“掘地三尺”

的审查，恩施州纪委、检察院、信访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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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东县纪委、检察院都没有收到对陈行甲

的举报，“这种情况，十分罕见。我到恩

施州工作才半年，都有人告状呢。”

巴东县纪委书记黄光辉告诉记者，评

选前没人告陈行甲，公示后反倒有人到湖

北省委组织部告状，“告陈行甲有选择性

反腐、用人凭个人好恶。”“我分析，这

个告状的人是我们的科级干部，被调整了

职务，不满意。”

“干什么都有人反对”

“镇委书记和镇长不团结，镇委书记

不得重用，镇长不得接任书记。”这类话，

陈行甲经常在大会上公开说。

他这么说，事出有因。2011 年 10 月，

陈行甲从湖北宜都市市长调任巴东县委书

记。空降异地任职，一般都会打破当地官

员原有的仕途轨迹。

记者获知，曾有副厅级官员当面对陈

行甲表示不满，“省里有点歧视我们恩施，

总喜欢从外面塞一些人到我们恩施来。”

巴东一名官员也向记者介绍，“县长在巴

东常委班子里干了八九年，等着接书记，

结果陈行甲来了。”

“县长没接成书记，副书记没接成县

长，常务副县长没接成副书记，班子里

二三四号人物都受到了影响。”恩施州一

名处级官员对记者分析。

“当时，陈行甲干什么都有人反对，

不过他最后都干成了。”上述巴东官员说。

陈行甲到巴东后的第一个大动作，是

整治县城里违章违法建筑，“我到了后，

有人跟我讲，巴东出了邓玉娇杀官、冉建

新暴死等大事件，再出大事就是垮楼死人，

因为县城里到处是随意盖的私楼。”

陈行甲介绍，县城里高耸十多层的私

楼，不少是砖混结构，一旦发生地质灾害，

后果不堪设想。而巴东县城依山而建，地

质灾害多发。

当地多名官员向记者证实，巴东县城

中环路上一栋很好的楼，是前任县委书记

的司机盖的。陈行甲还发现，有一栋十多

层的楼背后是一对夫妻，两口子都是县里

的干部，“整治动手前，他们拿到了县有

关领导签字，一下子合法了。”

“这些楼的背后，都有违规违法干部

的影子。最后我查处了 535 栋违法违章盖

的楼，罚款罚了四千多万元，但一个腐败

的干部都没抓到。”陈行甲说。

巴东县政协原副主席谭庆山介绍，陈

行甲后来禁止中午饮酒和禁止官员们赌

博，也遭到反对，“会上，有一个副县级

官员公开对陈行甲说：‘你是讲普通话的，

你不懂我们土家族，喝酒，是我们的民族

风俗。’”

“土家族确实有喝酒的习惯。我当时

建议，如果真要禁酒，先从县直机关开始，

这样才推行下来。”谭庆山说。

禁止赌博的规定出台后，一名副局长

被抓到，准备撤职重惩。有两名老干部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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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陈行甲求情，“他一场牌输赢三四百，

你就要撤他的职，那全巴东人都会嘲笑

你。”

陈行甲问为什么，老干部说，“全县

人民都知道，巴东打牌打得最大的是一个

县领导，你不敢抓他，拿一个副局长出气，

大家当然会嘲笑你。”陈行甲无奈，最后

从轻发落。

在州委书记王海涛看来，陈行甲在巴

东除了利益上的阻力，观念上的差距也是

他施政的一大阻力。

陈行甲第一次去最偏远的乡镇金果坪

乡调研，小轿车走了 6 个小时，一路颠簸。

“我是县委书记，坐的车还是好的，

路线安排还是合理的，还这么不方便。我

们可以想象我们的老百姓到镇上、到县里

办事时，是多么的不方便。”陈行甲相继

提出修路和“农民办事不出村”。

修桥修路，基本达成共识，巴东三年

里共投资 26 亿多元，全县 322 个村通了

水泥路。“农民办事不出村”，则没有那

么顺利。谭庆山介绍，“有人说，陈行甲

这是说梦话，山区哪里能搞信息化？连我

当时都觉得他在说梦话。”

“试点启动经费是 50 万，县长签了。”

曾任陈行甲的联络员、现任巴东县信陵镇

镇长的焦旭东介绍。试点成功后，巴东最

终将 21 个部门的 87 个行政审批服务事项

纳入网络平台，实现了村民在村里就可办

理相关审批事项。

2014 年 6 月 4 日晚，《新闻联播》《焦

点访谈》刊播巴东“农民办事不出村”的

做法。陈行甲说：“2009 年到 2011 年，‘邓

玉娇杀官’‘水布娅翻船’‘冉建新暴死’，

一年一次轰动全国。这一次，巴东以正面

形象面对全国。”

“官当到多大算是大？”

2013 年开始，恩施州委陆续将时任

巴东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等人

调离巴东。

2015 年 6 月 24 日，恩施州委书记王

海涛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在恩施

干部之间，基本没有什么民族矛盾，但确

实有内外之分，分这个干部哪里来的、那

个干部哪里来的，搞小圈子是很害人的。

这两年，恩施的政治生态好多了。”

“现在的县长单艳平，与陈行甲性格

和风格上正好互补。”王海涛说，“我是

个急性子，陈行甲性子也很急，所以我跟

他说过，不要太急。”

在查处一个腐败工程时，一名上级官

员跟陈行甲打招呼：遇事留一线，工程质

量问题，可以让老板多出点钱再弄。你是

县委书记，你说有问题就有问题，没问题

就没问题。

在一次大会上，陈行甲把这句话公开

了，“我把这位领导算是得罪完了。”

县长单艳平和县纪委书记黄光辉，有

时候觉得陈行甲讲话尺度太大，劝他有些

话不要说或者内部会上说但不要上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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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不可外扬。”

有一次，陈行甲在大会上点名东瀼口

镇财经所，“2012 年购买柑橘 222710 元，

接待及购买土特产开支 338864 元。柑橘

平均按 2 元一斤计算，22 万元就可以买

11 万斤，按给一个人送 20 斤计算，就可

以送 5500 人；33 万元的接待开支，就算

是 365 天每天搞接待，平均一天就是 928

元。一个财经所才二十多人，这么大的开

支让人震惊！”

“我劝他，这个就不要上网了。”单

艳平告诉记者，最终上述内容还是上网了。

在巴东，曾一度有这样的说法，“即

使是巴东街上拉板车的，只要搞定个把关

键人，借个资质就能中个标，倒手就是

钱。”2014 年，巴东有名的“中标大王”

被抓，9 名重要单位的局长和副局长和 5

名企业老板被查处。

陈行甲说：“‘中标大王’在恩施影响

很大，我向州委书记汇报了。书记给我短

信回复：顶你！你知道吗，这个感叹号给

我很大的鼓励。”

王海涛向记者强调：“他是个县委书

记，不是纪委书记，他还做了很多别的事

情。这几年，巴东的变化很大，这些变化

老百姓都感受到了。”

2012 年，陈行甲的父亲去巴东看望

他，“他跟我说，县城脏得下不去脚。”

在巴东期间，记者看到巴东县城全城沥青

路，道路整洁。多名出租车司机证实，巴

东有诸多变化，路通了、城里干净了、有

了出租和公交、老百姓办事方便了。

不过，推荐陈行甲参评全国优秀县委

书记时王海涛曾有过两个担心：陈行甲当

县委书记时间不长，才三年多；此外，巴

东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还比较靠

后。但是，王海涛觉得陈行甲“充满了正

能量”。

“一身正气，一身杀气，一身朝气。”

湖北省第三巡视组组长 在巴东巡视

时如此评价陈行甲。

看似风平浪静的巴东，仍有暗流。“巴

东的县委书记和纪委书记，晚上都不单独

外出。”恩施州纪委书记陈江龙说。陈行

甲解释，“办公室的同志出于保护我，每

天晚上我出去散步都陪着。”纪委书记黄

光辉则说，“是啊，担心报复。”

巴东县公安局政委向孔辉也很担心。

给陈行甲的车安装了简易排爆装置后，他

还嘱咐司机每天早上发车前认真检查一

遍，“为了他的安全，我更希望他早点调

走。”

虽有人公开威胁陈行甲和县纪委书记

黄光辉，但目前还没有出什么事。

陈行甲告诉记者，“有省委和州委领

导的支持，我不怕。”当地的论坛上，有

网民给他留言，“巴东 50 万老百姓支持你、

保护你。”陈行甲说，他信。

对于陈行甲的仕途，恩施官场有两种

说法：到此为止，或平步青云。黄光辉说，

“得罪这么多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干

满这一届就算了。”

“我能当个县委书记已是祖坟冒青

烟，官当到多大算是大？以我这点底子，

能当这么大的‘官’，太够了。”陈行甲说。

现在，陈行甲的心思都在推介巴东的

旅游上。出差路上，看到辖区内路边的美

景，他会让司机停下来拿着手机去拍照，

然后发到微信朋友圈里“吆喝”。

（转自《南方周末》，作者褚朝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