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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茂名副市长杨光亮的多面人生

“一半是人，一半是鬼”
●“杨光亮常说，人民内部矛盾要用人民币解决。”
●“一些买官卖官的，只要办不成，他一律退钱，一分钱都还给你。”
●“大粗戒指、高档手表、油光可鉴的头发，他喜欢把自己扮成大款和老板。”

茂名柯姓老板与原茂名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光亮相熟。一日，广州烈日当空。一晃眼间，他似乎看到了全身

“大款”装扮的杨光亮，硕大的金戒指、名贵的手表、油光可鉴的头发，脸上冒着丝丝汗痕……

柯姓老板愣是没敢上前相认，“一身的老板派头，与主席台上西装革履的他完全是两个人，认出是他，也不敢打招

呼啊。”

后来，柯姓老板多次在广州的高档酒店和娱乐场所，看到了“老板模样”的杨光亮穿梭于灯红酒绿之中。

“一个人独行，既没有随从，也没有家属”，不像是办公事，更不像平时坐在主席台上衣冠楚楚的茂名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

今日，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杨光亮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将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

亲属眼里的杨光亮和纪委调查的杨光亮

茂名市电白县岭门镇海坡村，一栋低矮的白色小屋

被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把守着，围墙边长满半个人高的

野草。

在周围满是三层洋房的映衬下，谁也不会想到，这栋

看上去如此破旧的房子是原茂名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杨光亮的老家。

而真正属于杨光亮的，只有这个房子的一半——这

栋只有四间房的小屋，分立两扇大门，一边属于他，一边

属于他堂兄。

每年，杨光亮都会回这栋老屋小住，有时还邀请省、

市的同志到家做客，以表自己的朴素和清贫。

其实，房子的主人完全有能力让它变得富丽堂皇，但

20多年来，它一直这么破旧着，甚至连同周边杨氏家族的

数栋红砖房一起，保持着“清贫”本色。

不仅如此，即使已官至茂名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这位副厅级干部一家三代至今还“蜗居”在当年市政府的

房改房里。

然而，就在茂名市区和近在咫尺的电白，杨光亮拥有两

套洋房和两套别墅，在广州、珠海，他也购买了多套房产。

再“清贫”的假象，也掩盖不了“巨贪”的事实。

“我们不相信这是真的。”虽然已在报纸上看到堂兄

被立案调查的消息，杨来福仍不相信堂兄会收这么多钱

财。他甚至固执地认为，这是堂兄为官多年得罪过的仇

人在整他。

这位与杨光亮有着不错情义的兄弟，对杨光亮的印

象主要还停留在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

“他小时候家里很苦，什么苦都吃过。”杨来福说，杨

光亮小的时候有两个绝活，一是打红砖，一是捕海鱼。

那时候，杨光亮干得最多的活就是用泥土制红砖，凭

苦力为贫苦的家庭挣得微薄收入。

杨光亮小时候最喜欢干的事，就是下海捕鱼，而且多

有斩获，“他一直都喜欢吃海鱼，而且也很会吃鱼，几乎都

不用吐骨头。”

这个1954年出生的农家子弟不仅农活做得不错，还

具备在当时看来较高的学历——高中毕业。有关资料显

示，1974年，杨光亮被任命为大榜公社海坡大队党支部书

记，随后被委任为公社办公室主任，公社副书记，羊角区

区长、书记。

其后，杨光亮的政治生涯突飞猛进，1987年开始担任

电白县副县长，1993年任县长，1995年任电白县委书记，

1998年任茂名市政府副市长，2003年起任茂名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

不过，杨光亮仕途上的高歌猛进，在一些家属亲戚看

来，并没有形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效应。

杨来福，这位在家搞养殖的堂弟，现在还在念叨当初

堂兄为何不帮他也弄个一官半职。

杨来福说：“我们家族并没有什么人因他而得到提拔

或者发财致富。”

在带着记者参观杨光亮的老屋时，杨来福不忘介绍

周边几栋尚未粉刷的红砖屋给记者看，他说，这些都是杨

氏族人的房屋，“你看，与周围这些做生意的大老板的房

子相比，我们这些人的房子算是村里最差的。”

他印象中的杨光亮不让他们承包工程。杨光亮说，

怕人说闲话，如果没做好，他脸上无光。杨光亮最初为官

的时候，确实有些族人想找他承揽一些建设工程，但都被

杨光亮拒绝了。

但记者在茂名采访期间，获得的信息却与杨来福所

说的不尽相同，一些亲属就是仗着杨光亮发财的。

如杨光亮有个堂弟负责帮杨光亮放高利贷，杨光亮曾

交代，这个堂弟所放高利贷的利息，最高达到百分之三十。

不仅自己家的兄弟得到照顾，其大舅谢忠良更是杨

光亮的“守财奴”。杨光亮贪得的大部分钱财都是存到他

的“名”下。

“从2003年直到2009年，都是以他的身份存的钱，包

括放的钱，收的利息回来也是转到他那里，包括换港币的

钱，也全部是转到他那里。”杨光亮被双规后如此交代。

杨光亮这位做生意的大舅，既是他的洗钱替身，也是

他最好的掩护。

在案发前夜，杨光亮看着那两个藏有60多本存折、存

款达6500万元的密码箱，他第一个想到的最佳保护人就

是他大舅谢忠良。杨光亮让他仓皇将其转移。好在办案

人员根据相关线索，最终将这两个密码箱起获。

官员眼中的杨光亮
和百姓眼中的杨光亮

“豪爽义气的大鳄”
“电白没落的根源”
记者在茂名采访发现一个怪现象，几乎所有接受采访

的官员都认为杨光亮并非十恶不赦，并称赞其“豪爽”、“讲

义气”，但当地的老百姓对杨光亮则怨声载道，认为他是电

白县如今贫穷落后的罪魁祸首。

记者接触了多位与杨光亮相熟的政府官员，他们都认

为杨光亮在茂名的名声并非臭名昭著，特别是在官场，议

论的多，骂他的少。有人甚至说：“出事归出事，但没有一

个人骂过他。”“他不喜欢搞小利益。”有官员说，在机关工

作人员的心目中，杨光亮的形象和作风还是得到认可的，

“在电白，我就听人说过，有很多干部即使一分钱不花，也

可以谋得一个位子。”

一位电白县委的工作人员给记者介绍的一件事，似乎

也印证了该官员的说法。

该工作人员说，杨光亮任电白县委书记时，电白县委

常委会秘书一直是副科。但某一年，常委会经讨论决定，

将常委会秘书一职定为正科级。

听到这个消息后，此前担任过常委会秘书的某官员找

到杨光亮，并拍着杨光亮的肩膀对他说，自己做常委会秘

书多年，如今虽然工作调动了，但还是个副科，能否也给他

提个正科。到开有关人事会议时，杨光亮让组织部门为该

官员办理了“升级”程序。

该工作人员还提到，杨光亮用人不太分派别。那时，

杨光亮任命官员，只要是能认真贯彻执行他命令和意志的

人，不管是不是自己阵营的，都可以得到重用。

不过，一些当地百姓甚至政府官员向记者反映，电白

县的行政编制较膨胀，导致公务员工资偏低，他们大多将

这个历史原因归咎于杨光亮。

“人民内部矛盾要用人民币解决”
一位在茂名信访系统工作过的官员说，杨光亮曾分管

过信访工作，他还亲力亲为，到北京、广州处理过信访问

题，“工作还是很认真的，困难的问题，只要是他经手办理，

他都会千方百计搞定。”

“家庭困难的上访户，他愿意批钱给他。”记者在茂名

采访了解到，杨光亮曾给一位叫龚雪兰的上访户批了5万

元，以解决她丧子后的艰苦生活。

更让他难忘的是，杨光亮对他们这些“清水衙门”比较

照顾，而不像某些官员只会眼睛盯着“有油水”的部门。

“每年的信访经费，他都会批，而且在他的权限范围内

尽可能增加。”比如社科联、党史办、文史馆之类的，杨光亮

都会想方设法保证他们的经费。

“人民内部矛盾要用人民币来解决”——一位与杨光

亮私交甚密的官员告诉记者，这是杨光亮常挂在嘴边的

话。 据《新快报》

老家半个老宅，市区多套别墅

泥土制红砖，下海捕海鱼

不让家人包工程，大舅是他的“守财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