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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江苏省副省长缪瑞林突然

落马。

所谓 “突然”， 是因为事

发前似乎一切如常。 11 月 13

日， 缪瑞林以江苏省级太湖湖

长、 副省长的名义， 出席了在

江苏宜兴召开的太湖湖长协作
会议第一次会议。 澎湃新闻引

述参会人士的观察说， “缪看
上去和平时并无异样， 甚至还

挺有表达欲。” 多位江苏本地

跑口记者反馈， 近两月来， 缪
瑞林出席了多场政务活动， 看

上去也并无异常。

江苏一位知情人告诉 《中

国新闻周刊》， 虽然 “缪瑞林

要出事” 传闻已久， “但这次
是突然通报”。

11 月 15 日当天 ， 3000

多名中外嘉宾汇聚江苏南京，

参加一场农业领域全国性的博

览会。 江苏多位政要出席了这

场会议， 但恰恰分管农业的副
省长缪瑞林缺席了。 缪瑞林戏

剧性地在这一天落马， 留下了
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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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瑞林：仇和的“影子”
“贵人”提携

江苏政坛从来不乏“学霸” 官

员的身影。 1980 年， 年仅 16 岁的

缪瑞林考入江苏农学院， 进入农学

系农学专业学习。 毕业后， 缪瑞林

进入江苏省农林厅工作。 在农业系

统工作的 17 年时间里， 缪瑞林的

仕途一路畅通。 他 32 岁官至正处

级， 37 岁晋级副厅， 并拿到了南

京农业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 在此

后的仕途生涯中， 年轻也成了缪瑞

林履历的一大标签。

正是农学专业出身， 让缪瑞林

与他的“贵人” 仇和产生了交集。

宿迁一位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

王维 （化名） 告诉 《中国新闻周

刊》， 缪瑞林由农业系统调至宿迁

任职， 是因为仇和的安排， 这与缪

瑞林的农学专业出身不无关系。 缪

瑞林曾在接受 《时代周报》 采访时

曾透露， 自己和仇和在省级机关就

很熟悉， “当初也有他的因素， 我

才被交流到宿迁来的。”

仇和也是农学专业出身， 他觉

得自己的人生从一开始就与农业有

缘。 在主政宿迁期间， 他对农学专

业背景的人青睐有加。 据一位熟悉

当地政情的人士称， 仇和主政宿迁

时， 提拔了多位学农出身的官员，

例如镇江市原副市长蒋建明、 沭阳

县水务局原局长李作为等， 而蒋建

明、 李作为此后皆因贪腐落马。

学农出身的缪瑞林也同样借由

此层关系，搭上了仕途的一班快车。

此后， 缪瑞林与仇和的仕途轨

迹颇为相似： 都是常年在农业领域

工作， 后由省级机关部门调至宿

迁， 历任宿迁副市长、 市长、 市委

书记， 且两人都是在 49 岁升任江

苏省副省长。

延续“仇式经验”

2011 年， 缪瑞林接任宿迁市

委书记一职， 成为当年江苏 13 个

设区市中最年轻的一位市委书记。

当地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是，

在是否能接任市委书记一职的当

口， 缪瑞林却陷入网帖举报的负面

舆情漩涡中。 网络上时不时出现爆

料他贪腐以及私生活问题的网帖，

让他大为恼火。 他指令下属以“招

商洽谈” 的名义， 四处公关删帖，

直至网上一片太平。

宿迁多位当地人士向 《中国新

闻周刊》 回忆， 相比于温和的前

任， 缪瑞林的执政风格霸道， 颇有

仇和的影子。

在宿迁当地一位政界人士的印

象里， 缪瑞林有江湖气， 说一不

二， 且脾气暴会骂人。 据澎湃新闻

报道， 曾担任宿迁市委农工办主任

的王庚绪， 一度被骂得不敢去见缪

瑞林。 缪瑞林也曾坦言自己“有时

对同志们批评过于严厉、 不分场

合、 不留情面”。

在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王维看

来， 与仇和共事多年， 耳濡目染之

下， 缪瑞林非常了解仇和。 “至少

他对仇和是认同的。” 王维说。

主政宿迁后， 缪瑞林力挺仇

和。 他认为仇和任上推出的改革举

措， 外界有争议， 实际上是不了解

宿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 在

他看来， 有些条条框框应当加以突

破。 “不管外面有多少争议， 宿迁

内部没有争议。” 缪瑞林说。

主政宿迁的缪瑞林常以改革者

自居， 誓言拉开“宿迁突围” 的序

幕。 在经济发展方面， 则继续贯彻

推行仇和的“全民招商” 思路。 在

任上， 他选调专门人员， 组建专业

产业招商局， 开展“百人百团” 外出

驻点招商， 并多次强调必须把招商引

资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紧紧抓在手

上”。

在治吏手法上， 缪瑞林的暴脾气

和强势做派， 也与仇和有颇多相似之

处。 仇和的一些管理方式也在缪瑞林

任上延续。

当年， 通过一场铁腕反腐， 仇和

树立了在沭阳以及后来在宿迁的绝对

权威。 缪瑞林也走了同样的道路， 上

任宿迁市委书记伊始， 即查处了洋河

镇党委书记荣佑文腐败窝案， 同样雷

厉风行。

2008 年， 一件被称为“瞌睡门”

的事件， 让公众见识了仇和的“仇式

管理”， 而缪瑞林任上， 也有官员因

迟到惹得他大为光火， 被直接免职。

在宿迁， 官员开会有纪委的人拿

着摄像机偷拍、 第一排留给迟到者的

传统始自仇和， 检查员们还会不定期

到各单位去偷拍公务人员工作时间有

没有上网、看电视、玩手机，这项“仇氏

经验”亦被缪瑞林延续。

然而 5 年市长、2 年书记，缪瑞林

的政绩却在宿迁当地口碑平平。

据公开资料， 缪瑞林从 2006 年

4 月起先后担任宿迁市长、 市委书

记， 提出“一三六七” 发展战略和民

生生态理念。 期间， 宿迁城市建设主

张“一核多极”， 并实施区划调整，

设立湖滨新城和洋河新城。 多位当地

人士向 《中国新闻周刊》 表示， 这些

政策大多空洞， 并无太多新意， 对宿

迁的经济发展其实贡献不大。 王维认

为， 缪瑞林能力平平， 相比于仇和，

“有其形， 但不得其髓”。

值得玩味的是， 当年， 仇和离开

宿迁时， 组织部门给他的评价是，

“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追赶型、 跨越

式、 超常规发展的路子”。 而同样以

改革者形象见诸媒体的缪瑞林， 获得

的则是“组织领导和协调能力较强”

的“常规” 评语。

事实上， 在仇和离开宿迁后， 仇

式改革的后遗症开始显现， 尤其在医

疗和教育领域， 矛盾突出， 让这座年

轻且以改革闻名的城市， 频频受到舆

论的关注。

在医疗领域， 宿迁的医改陷入困

局。2011年，宿迁宣布建设一家三级甲

等公立医院，被质疑医改“翻烧饼、走

回头路”。时任宿迁市委书记缪瑞林表

态称，“可以肯定地说， 宿迁医改不走

回头路，不翻烧饼，不瞎折腾，已改制

的医院不收回， 继续鼓励和支持社会

资本办医疗，而政府也要加大投入。 ”

在教育领域， 以宿豫中学为代表

的一些公立学校实现私营化， 而私营

化后校方对教学投入不足， 师资流失

严重， 矛盾突出。

上述多位宿迁当地人士认为， 在

缪瑞林任上， 这些矛盾和问题其实一

直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官商暗影

据知情人王维透露， 缪瑞林落马

之前，来自浙江义乌、与仇和关系密切

的刘姓商人第二次被有关部门调查。

此前在 2015年年初，该商人第一次被

有关部门调查，不久后，时任云南省委

副书记仇和落马。

《法治周末》 2015 年的一篇报

道称， 刘姓商人为了“捞” 涉嫌走私

偷税的弟弟， 结识了彼时江苏一位领

导， 后经该领导介绍， 认识了时任宿

迁市委书记仇和。

刘从义乌来到苏北的宿迁后，一

路攻城略地， 疯狂扩张成资本数十亿

的商业大鳄。在他的造富故事中，与仇

和的“政商关系”是他最大的法宝。

2005 年 6 月 28 日， 刘决定总投

资 26 亿元， 兴建总建筑面积达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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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的宿迁一家国际商贸城，

该项目是当时宿迁建市以来最大的

建设项目。 2006 年， 宿迁成立湖

滨新区， 刘随即将该区域列为“主

攻方向”。

2006 年正值宿迁建市十周年。

刘姓商人花了 800万元让“同一首

歌”走进宿迁，爆得大名。 演出后一

个月，刘被宿迁官方授予“建市十大

功臣”的荣誉称号。 此后，他显赫一

时，当选为宿迁市工商联会长，开了

江苏省由外地投资者担任本地工商

联（总商会）会长的先河。

2007 年年末， 仇和调任昆明

市委书记， 刘姓商人亦追随其转战

春城， 希望把在宿迁的模式复制到

昆明。 2008年 9月 28日，刘在云南

的首个大项目———中豪·螺蛳湾国

际商贸城项目开工。 它成为昆明市

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总投资约 580

亿元， 主体商城板块总占地 5705

亩。 2011 年，刘组织了 25 个财团，

出资 320亿投资了新螺蛳湾项目。

与此同时， 刘姓商人并未放弃

宿迁这块“福地”。 2010 年， 他拿

地 11 平方公里， 启动了运河文化

城项目， 它被视为“中国最大的运

河主题大盘”。 此后， 宿迁克拉嗨

谷、 城市展览馆、 广播电视台、 运

河金陵饭店、 奥体中心、 会展中心

等一大批重点项目也都由刘承建。

由此， 刘被人称为“半城”，

意指宿迁有一半的城建工程都是由

他完成的。

宿迁多位商界人士告诉 《中国

新闻周刊》， 刘姓商人此前在宿迁

的“拿地” 能力， 商界无人能及。

除了仇和， 他与缪瑞林也关系匪

浅。 缪瑞林历任宿迁常务副市长、

市长、 书记， 刘在宿迁的不少项目

都与他存在关联。

知情人王维与刘相识， 在他的

印象中， 刘有着一身“江湖气”，

讲义气， 挥金如土。 据他回忆， 刘

常设宴款待各方宾朋， 借此拓展关

系， “酒菜 1万元 1桌， 吃完还送

价值不菲的礼品， 花费巨糜。”

2015 年， 随着仇和的黯然谢

幕， 刘姓商人在云南和宿迁的众多

项目也陷入停滞。

王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刘

目前已负债累累，“欠了天文数字的

外债”。 记者检索发现，2017年5月，

刘被宿迁市中院列为被执行人，执

行标的额为9亿多元。记者检索中国

裁判文书亦发现，刘与多个银行、金

融机构涉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不

少机构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南京表现平庸

49 岁这一年， 缪瑞林官拜副

省长， 这是宿迁这个江苏“经济洼

地” 走出的第三位省部级官员。

50 岁这一年，缪瑞林再一次站

在仕途的“风口”上。 2013年10月17

日，时任南京市长季建业落马，71天

后， 时任江苏省副省长的缪瑞林以

“救火队员”身份补缺南京市长。 一

时间，缪瑞林的仕途充满想象。

上任之初， 缪瑞林摆出一副

“新官不理旧账” 的姿态， 对前任

留下的烂摊子不理不问， 同时又不

安排新项目接续， 对南京的发展缺

乏系统规划和布局， 令南京的发展

大受影响。 据媒体报道， 缪瑞林当

选南京市长， 刚上任就砍掉 103 亿

的城建项目。

履职南京市长， 缪瑞林更多的

是展现出谦逊和亲民的姿态。 上任

之时， 缪瑞林表示，他将以“俯身甘

当绿叶，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多

干为民实事、多解民生难题、多做没

有鲜花掌声的烦事琐事。 并表示要

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管好亲属、管

好身边人，恪守为政底线。“今后，如

果有人打着我或我亲友的旗号， 要

求办私事、 谋私利， 无论真假， 请

大家一概拒绝， 并向我报告。 这既

是大家对我的监督， 更是对我最大

的支持和爱护。”

在出任南京市长之后的媒体见

面会上， 有记者提问他有什么话对

南京市民说，缪瑞林的回答是“争取

做一个少被南京市民骂的市长”，同

时鼓励媒体做好舆论监督，“该批评

的批评， 该骂的照骂， 做得不好你

们尽管骂。”

同时， 缪瑞林力图展现自己是

一个“言辞犀利”、 “不说漂亮

话”、 个性十足的官员。

在南京市长任上一年之后， 与

其搭班的时任江苏省委常委、 南京

市委书记杨卫泽落马， 缪瑞林位置

并没发生变化。

主政南京 4年多， 缪瑞林陪伴

了 4位市委书记， 自己却总是“原

地踏步”。

2018 年1月， 缪瑞林又回到了

江苏省副省长任上， 这番尴尬的人

事调动，也为他的落马埋下伏笔。

2018 年 11 月 15 日， 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 江苏省

副省长缪瑞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

审查和监察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