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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猎面前败下阵来 

西藏自治区原工商局党委书记、副局长赵世军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邓青  李想  刘诗婷 

 

赵世军，男，汉族，1958 年 9 月出生，1976 年 2 月参加工作，1988 年 11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西藏自治区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经理，西藏拉萨水泥厂党委

书记、厂长，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资委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兼任西藏高争集

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西藏自治区交通厅（2009 年 11 月更名为西藏自治

区交通运输厅）党委副书记、厅长，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委书记、副厅长，

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委书记、行署专员，林芝市委（2015 年 6 月撤地设市）书记，

西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党委书记、副局长。2018 年 12 月退休。 

 

2020 年 7月，西藏自治区纪委监委对赵世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

题立案审查调查，并对其采取留置措施。2020 年 12 月，经西藏自治

区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自治区党委批准，给予赵世军开除党籍处

分，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

起诉。 

2021 年 3 月 19 日，经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日喀则

市人民检察院以赵世军犯受贿罪向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退休以来，赵世军以为已安全着陆。然而，2020年 7 月他听到了

风声，得知自己可能被组织调查后，就再也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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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慌忙联系关键涉案人陈某，要求其回湖南老家躲藏并关闭手机，

以对抗组织审查调查。然而，曾担任林芝地委书记 4 年有余的赵世军

也审批过不少违纪违法市管干部的案件，清楚办案规则，因此，他明

白这些伎俩其实于事无补。“组织既然在调查我了，就肯定掌握了一些

‘实锤’。”反复权衡后，赵世军决定投案。然而，就在投案的前一天，

他被西藏自治区纪委监委宣布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以前也看违纪违法党员干部的案件材料，看他们的忏悔书，也

会觉得惋惜，觉得恨铁不成钢，但从没觉得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从没

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其中一员，连曾经‘不求加官晋爵、只要安

全着陆’的心愿，现在也成了梦幻泡影。”赵世军悔恨不已。 

 

错把歪风邪气当社会规律，思想滑坡竟然引以为荣 

“将来工作了，一定要好好干，要上进，要入党，要争气，千万

不能犯错误。”母亲的这句话，至今让赵世军记忆犹新。 

西藏和平解放后不久，赵世军父母为支援边疆建设进藏工作。在

他八岁时，父亲因公殉职，只能由母亲用瘦弱的肩膀支撑起整个家庭，

含辛茹苦将赵世军兄弟几个抚养成人。1977 年 12 月起，赵世军连续

17 年供职于西藏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当时，赵世军常被同事们称为“铁

人”，谈及他“拼命三郎”的作风和干劲，很多人印象深刻。尽管物质

匮乏，但赵世军的精神却很富足，用他的话说：“那种内心的安喜，是

任何事物都替代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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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军的付出也得到了组织的认可，他逐步从一名普通职工成长

为公司经理。1988 年，赵世军实现了母亲的心愿——光荣地加入中国

共产党。 

然而，取得一定成绩之后的赵世军思想上却开始滑坡，慢慢变得

“不拘小节”。直到被审查调查，他才恍然大悟：从第一次吃别人的饭、

喝别人的酒开始，就为走上违纪违法之路埋下了“伏笔”。 

走上领导岗位后，赵世军应酬多了起来。然而，除了正常的公务

接待外，各色人等也纷至沓来，赵世军对其中的请客送礼、利益勾兑

乐此不疲。此后数十年，赵世军不仅对这种歪风邪气没有任何反思，

甚至还经常高谈阔论：“它是社会发展中的一种规律，我们只能认识它、

利用它，而不能抗拒，无法改变。” 

长期灯红酒绿的生活，让赵世军结识了很多所谓的知交好友，陈

某就是其中之一。2010年底，陈某找到时任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委副

书记、厅长的赵世军，请他为其公司合伙人杨某某、任某某安排工程

项目，承诺向其赠送某公司 30%的干股。2020 年 7 月，经第三方评估，

赵世军持股对应资产价值 2492万余元。 

面对陈某请托，赵世军非但没有拒绝，反而觉得很高兴，认为陈

某“有利益能想着我，有良心，我没有看错人”。其实，早在 2009 年，

赵世军就“碍于人情面子”，应陈某请求向西藏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

责人袁某打招呼，要求给任某某安排劳务分包项目。后此事没有办成，

袁某为向赵世军“交差”，直接给任某某拨款 600万元。在赵世军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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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某等人“捡了天大便宜”，这次是来报恩的。 

思想的滑坡必然导致行动的偏差。赵世军在吃点、喝点、拿点、

要点、收点等小节问题上不以为然、疏于防范，甚至自我放纵，一步

步突破底线、触碰高压线，直至全线失守。然而，待到幡然悔悟之时，

他才发现小毛病已引发大祸患，悔之晚矣。 

 

错把有毒香饵当应得好处，面对“围猎”放纵贪欲滋长 

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和“围猎”，赵世军最终败下阵来。是“围猎

者”手段太“高明”，令他防不胜防？还是他鉴别力不够，不能透过现

象看本质？从其腐化堕落的轨迹看，固然有一开始没看透的因素，但

更多的是后来的不想看透、不愿看透。 

从拉萨水泥厂党委书记、厂长，到西藏高争集团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再到自治区交通厅厅长、林芝市委书记、自治区工商局党委

书记，赵世军一直认为只要把发展、稳定两件大事抓好，便能向组织

交出满意的“答卷”。因此，他从未想过要在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

上有所建树，完全忘了对党纪国法的敬畏，对“糖衣炮弹”的防范。 

当赵世军另一位“好友”余某某登门拜访，请他为中铁二局某分

公司负责人匡某某安排公路工程项目，并以为其修建某别墅作为回报

时，他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在他看来，这件事不沾一分现钱，“白捡一

栋别墅何乐而不为？” 

世上哪有“白捡”？看起来很美好的“馈赠”，实为涂着蜜糖的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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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然而，此时赵世军的贪欲之火越烧越旺，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

被腐蚀了，反而觉得“我为他们项目中标提供帮助，他们获取的利益

要大得多”，自己应该被感谢。于是，他主动开口向匡某某提出在成都

为他购买一辆价值 89 万元的汽车，为其子做生意提供 200万元资金支

持，之后又收受匡某某 285万元现金。 

据审查调查人员介绍，赵世军利用职务之便，帮助匡某某、陈某

等人在西藏各地市承揽道路建设、劳务分包和勘察设计等项目，2011

年至 2020 年 4月，收受上述人员房产、车辆、现金等折合人民币共计

3904 万余元。同时，2010 年至 2019 年，赵世军还多次收受匡某某、

陈某等人员所赠相机、唐卡、象牙工艺制品等。 

2015 年 1月，山南地委原书记洛松次仁被查处的消息发布，在全

区引发广泛关注。赵世军和洛松次仁曾在自治区交通厅搭过班子，身

边人被查，本应受到警醒，而赵世军却不为所动。他想着自己仕途快

“到站”了，在藏辛苦一辈子，亏欠家人太多，趁有权要多捞点，便

不收敛不知止，一次又一次伸出贪腐之手。 

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在“围猎”和诱惑面前，作为党员干

部，既要坚决拧紧“总开关”，确保做人不逾矩、办事不妄为、用权不

违规，更要不断增强抵腐定力，及时识破“围猎”手段，自觉抵制“围

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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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把成绩当“免罪”金牌，退休后仍肆无忌惮 

没有谁是天生的腐败分子，赵世军在腐化变质前，也曾有理想有

抱负有作为。自治区首届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建筑企业家，八年时间

内从副处级晋升至正厅级，他具有耀眼的“政绩光环”。 

据当地人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国有竞争性企业步履维艰，

年仅 30岁就当上自治区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经理的赵世军，不得不挑起

公司数百名职工“吃饭”的重担。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数年时间内，

公司一跃成为本地行业领域的“翘楚”。他也因此名声大噪，先后被组

织提拔为自治区建设厅建管处副处长、处长。不久后，当拉萨水泥厂

面临经营困难时，赵世军再次“临危受命”，担任该厂党委书记、厂长。

他不负组织重托，三年时间不到，该厂的产能、效益等都提高数倍。

因成绩出色，2004年 9月，赵世军被提拔为自治区交通厅党委副书记、

厅长。 

为深入了解全区交通状况，赵世军每年在崎岖山路上奔行十万余

公里，有四个多月时间都在车里度过，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此后，

赵世军再一次被重用，到林芝地区任地委书记。 

然而，随着“光环”越来越多，特权思想也逐渐在赵世军心中扎

下了“根”，这也成为滋生他腐败堕落的“温床”、不收敛不收手的“催

化剂”。赵世军一直认为，西藏客观条件特殊，属于边疆地区，反腐败

工作的力度、深度、速度，都不可能与全国一样。“守边疆坐着都是奉

献，何况自己长期主政一方、政绩显赫，是‘有功之臣’，和付出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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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得到的这点完全是‘九牛一毛’。”甚至 2019年以来自治区交通运

输厅数位领导干部相继被查的情况下，赵世军依然没有自警自省，总

觉得组织了解他，不会动他。 

“我们查办的绝大部分腐败分子，都是在位时大捞特捞、退休后

瞬间收手，只有赵世军是个例外，不仅对退休后的儿孙绕膝、天伦之

乐毫不珍惜，反而利用退休‘打掩护’，收钱收礼更加肆无忌惮。”审

查调查人员介绍，赵世军最后一次收钱收礼时，已退休一年半，距离

被查仅 3 个多月。 

“他如此丧心病狂，一方面是因为他始终对反腐败斗争形势存在

极大误判，认为退休就意味着进了保险箱。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初心变

质，把所收财物视为对其多年付出的补偿，把行贿人视为‘懂事、重

情义，知恩感恩’。”审查调查人员表示。 

“不知中了什么邪，怎么就算不清这笔账！”留置期间，赵世军终

于“大彻大悟”，反腐败没有特区也没有例外，无论是谁，只要涉嫌贪

腐，不论躲到哪里，不论在职还是退休，不论职位多高、贡献多大，

都难逃纪法惩处。 

 

赵世军忏悔录（节选） 

当一件件犯罪事实摆在面前，我觉得毛骨悚然，触目惊心，不敢

相信是自己所为。我受党培养教育多年，一生追求上进，成为党的高

级干部，我恨自己不长脑子，不知中了什么邪，怎么就算不清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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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账，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悔不该忘了共产党人的初心、本心，忘了入党时举起右手，向党

作出的庄严承诺。我在交通厅工作期间，不辨是非，盲从行事，为人

情和欲望所累，不能正确对待和行使党和人民赋予我的权力，相反却

肆意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利益。特别是在公路工程招标过程中，本应

规范管理，遵纪守法，营造公开、公正、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

我却直接插手招标活动，打招呼授意、利用会议确定中标对象，甚至

还干涉地市级交通部门。我悔恨自己胆大妄为，背离了党的宗旨，把

党的纪律和法律法规当儿戏，走上不归路。 

悔不该忘了世界观的改造，使价值取向偏离，忘记了党员应廉洁

自律的要求，忘记了“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的教诲。

我当了 26年的一把手，特别是在担任交通厅厅长和林芝市委书记的职

位上，掌管着人财物事四权，我本应严格履行职责，为党和人民谋利，

可我却利用手中的权力做着与党和人民的要求背道而驰的事，打着自

己的小算盘，想着自己也快到“站”了，在藏辛苦工作了一辈子，亏

欠儿子和老人的太多，趁有权时为他人提供点方便，给自己点安慰，

同时也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做些储备。现在想想，我悔恨自己是多么幼

稚和愚蠢，连做人的起码常识都不懂了，留给子女的应该是精神，而

非物质；留给自己的应该是一生的名誉，走向犯罪才是最大的不忠不

孝。 

悔不该忘了前车之鉴，照照自己。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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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未有，人心所向。“老虎”“苍蝇”一起打，一批贪污腐败分子被查，

特别是交通系统，我认识的厅长就有好几个，我却不能自警、自省、

自醒，毫不在乎，根本没有悔改之意。心想西藏是边疆地区，不可能

与全国同步，守边疆的人坐着都是奉献，何况我为西藏的稳定发展作

出过成绩，自以为是“有功之臣”，组织上是了解我的，不会动我。侥

幸心理在作祟，我悔恨自己不能迷途知返，反而毫不收手，顶风作案，

一次又一次触碰法律。哪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终究走向犯罪的深

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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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系列报道之二 

浮华奢靡生活为何令这些年轻人无法自拔 

 

与老一辈相比，当今的年轻干部出生并成长在物质相对丰足的年代，走上工

作岗位后，对美好生活也有着比前辈更高的追求。实现美好生活固然是人的正当

权利，但有的年轻干部却被消费主义裹挟，陷入虚荣攀比的怪圈，一些人甚至还

把奢靡享乐当作人生目标，在大牌名品的诱惑中迷失了自我。本期我们聚焦年轻

干部的物欲心魔，以期为党员干部追求健康适度的生活方式、树立崇俭戒奢的价

值观念带来思考。 

 

膨胀的虚荣 泛滥的贪欲 

《中国纪检监察》记者 王丹妮 

 

成排码放的大牌皮鞋，近万元的皮包皮衣，散乱在餐桌与沙发上

的中华烟、茅台酒……这是办案人员在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下营法

庭原法官助理王万里的住所内见到的场景，同样被关注到的，还有墙

边的旧式包箱暖气和客厅桌椅上的明显磨痕。人们很难将眼前的高档

消费品与这间陈旧的出租屋联系到一起，购买它们的花销也远远超出

王万里经济能力所能承受的范畴。 

令人匪夷所思的巨大反差背后，是王万里热衷虚荣攀比的心，对

奢靡生活的追求，还有他为支付高额开销而伸向法院执行款的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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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10 日，这名年轻的法院干警脱下了神圣而庄严的制服，

喝下了自酿的苦酒。 

 

内心越是自卑越是极力吹嘘——嘴里没有几句实话 

2013年，23岁的山东小伙王万里本科毕业，考入了蓟州区人民法

院，被分配在民事审判庭担任书记员。爽快健谈的他主动向别人介绍

自己的学习成长经历，比如，他是油田子弟，祖辈和父辈都在胜利油

田工作，特别是姥爷，曾担任油田下属某公司的党委书记；再比如，

自己曾就读于中国石油大学，成绩优异的弟弟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

院读书。有一段时间，名校毕业、家庭条件不错，是周围同事对王万

里的大致了解。 

不过，随着交流的深入，同事们渐渐发现，王万里在有关自己的

事情上经常言过其实，“嘴里没有几句实话”。他就读的大学是中国石

油大学胜利学院，其实是个三本学校。父母的境况接近下岗职工，弟

弟连北京都没去，只在山东读了一所专科学校。王万里在忏悔书里写

道，“小时候家庭经济条件一直不好，特别害怕被人瞧不起”，因此，

参加工作后的他选择以夸大甚至编造事实的方式，掩盖那些自认为并

不光辉的过往。 

如果说为自己包装人设只是王万里追慕虚荣的一个方面，展示社

交关系则是他自我吹嘘的另一种方式。有位同事清晰地记得，当年一

同参加蓟州区法院面试的时候，站在楼道里候考的王万里，热络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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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考生聊起自己认识蓟州区的“大领导”，其他年轻人因此一度认为

他“有来头、很厉害”。到法院工作后，王万里因工作关系与检察院、

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有所接触，他也经常和人谈起自己和某某单位熟

人的交情。“实际上，他根本不认识什么‘大领导’，有些所谓熟悉的

人，可能只有一面之缘。”一些同事回忆称。 

虽然认识“大领导”是假，王万里有意经营自己的社交网络却是

真。虚虚实实中，他传递出的个人形象帮助他结交更多的人，而这些

利用工作机会拓展的人脉，再进一步成为王万里向朋友和同事吹嘘的

资源。“相比于同龄的年轻干部，王万里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身上带

有过多的社会习气。”蓟州区法院相关负责人说，刚刚参加工作就如此

会与人“搞关系、联络感情”，让不少比他大七八岁的同事都感到惊诧。 

采访中，王万里对记者谈起自己毕业后找工作的想法：“排在第一

位的是公务员，其次是金融企业法务部门，最后是律师。”如愿以偿成

为一名公务员后，王万里感到“自己非常了不起”。在他心中，公务员

全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职业，而是社会地位的体现，更直接的想法则

是要通过权力获得各类社会资源，将职权变现，为己所用。 

很快，王万里就找到了“权为己所用”的机会。2015 年 1 月底，

他从民事审判庭调任执行局。工作还不满一个月，就在执行款上大动

手脚，从一位被执行人公司账户扣划了 26 万元，转手将其中的 24 万

元据为己有，并为父母购买了一辆帕萨特，当年春节就开回了山东老

家。此后，这辆车还出现在蓟州区人民法院的办公区。面对同事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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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光，王万里继续编造自己家庭条件不错的假象：“这辆车是我父亲

的，他开不好，就暂时给我用了。” 

 

消费欲望越强越是手头“缺钱”——烟酒非高档不要、服饰非大

牌不买 

与同龄同事在工作后攒钱买房、立业成家的人生规划相比，王万

里始终没有安顿下来的明确打算，他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在本地置办

房产。相反，在执行局工作的短短两年间，他不遗余力地包装自己，

大量购买名牌衣服、鞋子和包，花去的工资和贪污挪用的公款累计将

近 60 万元。 

调任执行局后，头脑灵光的王万里很快掌握了执行案件的操办流

程。与民事审判庭的工作不同，在执行局，王万里经常要与案件当事

人密切接触。有的当事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私下时不时就给他送

烟送酒，几乎天天都有饭局等着他。看到一些民营企业老板住别墅、

开豪车、用奢侈品、吃高档餐，王万里感到自己的外表比较寒酸，融

不到老板的圈子里，而眼前灯红酒绿的生活又让他如痴如醉，羡慕不

已。这段时间的“大开眼界”促使王万里的消费观念快速发生转变。

他认为，“体面的工作当然应该与富裕的生活挂钩。自己有着公务员的

好工作，但生活品质却远远不如来巴结奉承的老板。如果穿着打扮高

端些，至少外表上与有钱人的差距就不会那么大。”可是，老板们一件

衣服、一双鞋，就抵得上王万里一个月的工资，心有不甘的他，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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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手伸向案件执行款。 

“在当时的执行案件办理过程中，当事人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和执

行干警对案款的处置权，使得案件当事人都围着执行干警转。执行款

先给谁、后给谁、给多少、怎么给，甚至给不给，很多时候都是执行

干警说了算，这就给了王万里作案空间。”办案人员介绍。 

那时，王万里给自己明确了一个“高档的定位”，衣服、鞋子、手

表、包都要名牌，烟要抽中华，酒要喝茅台。身边的朋友曾经提醒他，

年轻人的收入支撑不起一天一包软中华，他满不在乎地表示自己只是

“抽着玩儿”。父母来到王万里租住的房子时，惊讶于儿子有这么多看

起来价格不菲的衣服和鞋，他都用“朋友送的”搪塞过去，把父母蒙

在鼓里。 

奢侈品搭建起的高品质生活，对王万里具有毒品一样的诱惑力，

让他耽溺于享乐而无法正视自己现实的经济能力。到后来，吃穿用度

上追求高档名品已经演化为他的日常消费习惯。在执行局工作期间，

他每个月都要买新衣服，花销维持在三四万元。下班之余，同住的人

注意到，王万里经常刷鞋，在客厅里摆成一排，边指边说，“真的是一

分钱一分货，质量就是好。” 

直到被留置，王万里都没有认识到其消费观念的错误，还沉浸在

对奢侈品的享受炫耀中。当蓟州区监委工作人员将他带到留置场所，

迈过一道门，他特意弯腰在鞋上拍了两下——那是一双始终让他感到

“特有面子”的路易威登皮鞋。 



 专 题  

 

 2021.04 

 

 

贪占次数越多越是泯灭天良——连伤残老人的救命钱也拿 

法律专业毕业的王万里，工作第一年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还曾

凭借突出表现，获得了天津市法院系统先进个人、天津政法系统优秀

公务员等荣誉称号。贪污、挪用公款是违法犯罪行为，他不是不知道。

用他自己的话说，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罪是如何规定的，他“心里像明

镜一样”。 

但是，王万里对法律却没有一丝敬畏，以为在法院工作就是进了

“保险箱”，入职宣誓时“恪守法官职业道德、遵守法官行为规范”的

承诺，也早已被他抛之脑后。作案之初，他就计划好先将钱款挪出来，

只要自己使用且在一定期限内归还，就不会入刑。由于每一次挪用都

没有人发现，王万里再没有想过归还的事。在奢侈消费的诱惑下，他

从侥幸逐渐到放纵，理所当然地将一笔笔执行款收入囊中。在他心中，

法条不但没有变成个人行为的有效约束，懂得裁判标准的他反而在违

法犯罪的边缘一次又一次试探，最终突破底线。 

“执行员知法犯法，利用手中职权贪占执行款，是缺乏基本职业

道德的表现。”办案人员介绍，“但像王万里这样，不管当事人是朋友，

还是瘫痪在床等着用钱的病人，能拿走的钱他都要占，完全无所顾忌，

可以说到了道德沦丧的程度。” 

2015年，王万里的一位朋友在一起执行案件中成为被执行人。朋

友按照法院要求将执行款交给王万里后，希望他尽快出具缴款凭证。

王万里找出各种理由拖延搪塞，始终没有给他。离开执行局后，王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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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为维持高档消费继续四处找钱，想到这起还没有出具缴款凭证的执

行案件，便给朋友打电话通知他继续上缴本不存在的几万元执行款。

不知个中缘由的朋友虽然充满疑惑，但是因为害怕迟交产生不良记录，

又将钱款陆续转给王万里，王万里随后全部用于个人消费。直到案发

后，这位朋友才知道王万里骗了他。 

更严重的是对待一位因车祸致残的申请执行人。2015 年 3月，王

万里担任某交通肇事案件的执行干警。当时，被撞的老人已是一级伤

残，家庭生活捉襟见肘，正等着肇事一方 15 万元的赔偿治病救命。王

万里曾多次到老人家中，亲眼看到当事人卧床不起的艰难处境。即便

如此，他还是将这笔钱用于个人花销，并且坚称被执行人还没有把钱

交到法院。谈起这件事情，狱中的王万里一度沉默，拒绝回答记者的

提问，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当时自己心里没有什么想法，就像对待普

通案件当事人一样。” 

2018 年 3月，一起执行案件的当事双方私下达成和解，被申请执

行人来到法院，欲将此前缴纳的执行款要回，王万里挪用公款的事情

终于暴露了。此后，无论是法院监察室找他谈话，还是留置初期面对

办案人员，只要是没有查实的内容，王万里都予以否认，不配合组织

的调查。直到一项一项证据摆在面前，他才承认了违法犯罪行为，开

始对自己知法犯法的严重错误有所反思。 

最终，因贪污公款 54 万余元、挪用公款 55 万余元，王万里被判

处有期徒刑 4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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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忏悔】 

因为自幼家境贫寒，在油田子弟中经常遭人白眼，让人瞧不起，

我自小在心里就种下了一颗要过上富人生活的种子。到执行局工作后，

我渐渐在周围的“高端朋友圈”里迷失了自我，并在发现相关管理制

度的漏洞后，很快动了贪念，抛弃了当事人利益、纪律要求和法官形

象，有时还觉得自己很高明，做起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我将贪占的执行款肆意挥霍，一发不可收拾地采购各种名衣名包、

名烟名酒，甚至频繁奢侈旅游，满身潇洒，满心喜悦。2015 年春节，

我开着新买的帕萨特回家过年，看着父母那种自豪和满足，觉得自己

让父母在别人面前抬起了头。体验到利用职权变现的“曼妙快感”后，

享乐代替了务实，虚荣一度膨胀到极致。 

就在我暗自庆幸操作手段十分巧妙隐蔽之时，法院领导找我询问

几笔执行款的去向，我仍企图避重就轻、瞒天过海。直到被监委留置，

我才大梦初醒。我的所作所为侵犯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背离了人

民司法为人民的初衷，更严重损坏了司法公平公正的原则。想想自己

临近而立之年，还未成家，却从年轻法官沦落为阶下之囚，还给年迈

的父母和即将走出校门的弟弟带来了沉重打击，悔之晚矣！ 

 

——摘自王万里忏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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