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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住

在红山麟谷巴

鲁路的租赁组

屋。后来我搬

了家再回到这

一带，我已经有能力购买一个

五房式单位。要不是有廉洁、

唯才是用的政府，我想我不会

有机会踏上发展的阶梯，脱离

贫困。贪污腐败只能让富者更

富，穷者更穷，而清廉的政府

能让人民跟着国家一起富裕。

李光耀先生打造的政府做到

了。

——陈炳侨（48岁，教师）

我 在 中 国 出

生，却那么巧

和 新 加 坡 同

岁。在这里居

住了18年，我

也早已成为公民。李光耀先生

是很有远见的人，总是以新加

坡的利益为首要考量，是难得

的领袖。我其实住在淡滨尼，

和其他同区居民20多人特地

一起包车来惹兰红山。我们没

带雨伞，全身湿透，还是要亲

自目送他最后一程。

——刘春良（50岁，工程师）

不少人会形容

李光耀先生是

一个独裁者，

若真如此，他

根 本 不 用 想

尽办法，推行各种运动教育公

众。也有人会埋怨他推行的一

些政策，像我在双语政策下，

就曾学华语学得很辛苦。可是

长大后我到中国公干，当地人

竟认为我中文不错，在工作上

帮助我不少。我们很多人其实

都从他的种种政策中受益，却

视而不见。希望他的辞世能唤

醒沉默的多数。

——黄良美（32岁，
私校教师）

反贪

　　仿佛回到家中没有电视机，要
跑到拥有电视机的邻居家看节目的
年代。不过，这些公众不是在围观
娱乐节目，而是建国总理李光耀的
国葬移灵仪式直播。
　　这户马来家庭住在红山弄第1
座组屋地面层，就在移灵队伍途经
的惹兰红山旁。屋主莱拉（55岁，
快餐店员）让一个年轻华族妈妈进
去家里为孩子哺乳。

　　一个70来岁的老伯因站在外面
太久了，身体不舒服，也受邀到屋
内休息一下。莱拉受访时说，她看
见雨越下越大，也叫其他公众进屋
坐坐，“可是他们都不好意思”。
　　莱拉住在红山一带已20多年，
她说：“能够住在李光耀先生的选
区内，我感到非常自豪。”当移灵
队经过家门前时，她没有跟着外面
的民众一起淋雨送行，选择站在窗
户旁默默祈福，感激在心。

（苏文琪摄）

　　虽然大雨滂沱，萧镇伟（55
岁，幼教业者）不顾雨势，继续分
发手中的小国旗给在贪污调查局外
等候移灵队伍的公众。
　　为表达对建国总理李光耀的感
恩之情，他特别订制500支小国旗
免费送出。
　　因为经商做生意，萧镇伟非常
珍惜新加坡的清廉环境，因为他在
国外不时碰到要买通官员的情况。
　　他举例，有一次送货到国外，明
明缴了税，当地官员却质问他为何
没缴税。当他一脸困惑地询问时，官
员才明说要贿金。萧镇伟说，没有几
个国家能像新加坡一样如此清廉，
在跟公务员接洽时，没有小动作和
潜规则。
　　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他亲眼
见证了新加坡的转变，一步步走向

繁荣。他说：“小时候家里很穷，
可我现在能拥有自己的房子和生

意，这些都要感谢李光耀先生。”
（林子恒摄）

请进屋避雨

分赠小国旗

林子恒　苏文琪　报道
zblocal@sph.com.sg

　　在贪污调查局服务了36年的罗
荣兴还记得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集体或个人贪污还猖獗的那段日
子。
　　他说：“每逢农历新年，在政
府部门工作的清洁工人或邮差，都
会到处讨红包。如果你不给，就会
发现垃圾桶没人清理、邮件也无故
失踪。”
　　现任贪污调查局策划、政策及
企业关系部门高级经理的罗荣兴
（62岁），在1979年1月“凭着一
股反贪倡廉的热情”，加入了全球
历史最悠久的贪污调查局。
　　他说：“有一年的年初三，一名
清洁工人照常向老板们讨红包。在
他收取第三个红包时，我们上前逮
捕他，他最后被判坐牢八个月。”
　　相对于50多年前、贪污盛行的
年代，今天的新加坡已脱胎换骨，
廉洁政府几乎成为了新加坡的代名
词。
　　不仅是政府部门，反贪精神也
已深入民心，而“贪污调查局”这
五个字，也足以让人闻之色变。
　　在外国工作超过10年的本地商
人张添明（56岁）告诉本报：“当
地的新加坡企业都不肯收取贿赂，
刚开始对方会觉得我们自恃清高，

当然会吃点亏，但我们最终还是赢
得了生意伙伴的尊重和信任。”
　　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大幅度改
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贪污调查局功
不可没，而建国总理李光耀扮演了
举足轻重的推动角色。
　　李光耀从1959年执政以来，就
一直致力于打造廉洁政府，将诚实
和廉正的治国作风体制化。
　　位于惹兰红山和开发路交界
处、外观看起来一点也不起眼的贪
污调查局总部，就是李光耀在新加
坡反贪路上所留下的历史遗产。

路旁数千民众夹道送别
　　惹兰红山路上，数千名民众昨
早9时左右就开始夹道等待送别李
光耀。接近下午1时，许多人更跑
上马路中央的分界堤等待灵柩队。
另外，也有几百人在周围组屋走廊
上探头观看。
　　雨越下越大、风越吹越猛，但
到路旁送葬的公众不减反增，他们
一手撑着无法起太大作用的雨伞、
另一手则挥舞着小国旗。一些人把
小旗帜从手握旗杆上“降半旗”，
以示哀悼。
　　一个看起来不到四岁的小女孩
向母亲申诉：“妈妈，我很冷。”

她母亲没有回应，只是不断伸长脖
子，静待李光耀灵柩的到来。
　　灵柩队终于在下午1时20分左
右来到贪污调查局前，随着载着灵
柩的拖曳炮架缓缓驶过，约200名
身穿黑色或白色衬衫、配上黑色领
带的贪污调查局人员及家属，或撑
着黑白色雨伞，或穿着透明雨衣，
从该局二楼户外停车场，低着头向
他道别。
　　贪污调查局外墙也挂上了约15
米长、2米宽的大布条，上面写着
“贪污调查局追忆李光耀先生”。
　　居住在红山的梁慧珍（46岁，
银行职员）说：“贪污调查局就像
是新加坡的写照，外表小而不起

眼，却能成大事。”
　　贪污调查局于1952年由英国殖
民地政府成立，但由于缺乏资源和
法律权力，因此发挥不了太大的作
用。
　　1960年，李光耀领导的政府通
过了防止贪污法令，授予贪污调查
局人员盘问和搜取文件更大的权
力。他也确立了国家每一元收入都
必须妥善负责和交代的机制，并预
防及制止权力可能被滥用的情况。

无人可豁免调查
　　贪污调查局追打的不仅是收红
包钱的清洁工，它也凭着透彻和无
所畏惧的调查，成功处理了涉及高

级政府官员的贪污案子，建立了响

亮的声誉。

　　贪污调查局是独立机构，局长
由总统委任，直接向总理报告。如
果总理不允许局长对任何人（包括
总理本人）进行盘问或调查，他可
以要求总统批准。换言之，没有人
可以被豁免调查。
　　贪污调查局首席特别调查员谢
文良（30岁）就说：“李光耀凭着
他打击贪污的决心，把新加坡塑造
成国际公认最清廉的国家之一。身
为贪污调查局的一分子，我很荣幸
能承续他的理念，为打击贪污尽一
分力。”

打造廉政　铁腕肃贪
相对于50多年前、贪污盛行的年代，今天的新加
坡已脱胎换骨，廉洁政府几乎成为了新加坡的代名
词。不仅是政府部门，反贪精神也已深入民心，说
出“贪污调查局”这五个字，就足以让人心生崇
敬，也让一些人闻之色变。

▲

移灵队昨午1时20分左右来到贪
污调查局前，随着灵柩缓缓驶过，
约200名身穿黑色或白色衬衫、配
上黑色领带的贪污调查局人员及家
属，或撑着黑白色雨伞，或穿着塑
料透明雨衣，从该局二楼户外停车
场，低着头向他道别。惹兰红山路
上，数千名公众也跑到了马路中央
分界堤上，撑着无法起太大挡雨作
用的雨伞，夹道目送李光耀最后一
程。（何炳耀摄）

▲建国总理李光耀（中间右起）、
李显龙总理及荣誉国务资政吴作
栋，于2012年9月18日出席贪污调
查局成立60周年庆典。贪污调查
局于1952年由英国殖民地政府成
立，是目前全球历史最悠久的贪污
调查局。李光耀从1959年执政以
来，就一直致力于打造廉洁政府，
他在贪污调查局60周年特刊序文中
说：“我们必须摆脱原有的贪婪、
腐败和堕落的社会。当我在1959
年成为总理，我的任务就是在一个
严重贪腐的区域建立一个廉洁高效
的政府。”（档案照片）

新加坡警察部队的高级警官和警员们在雨中列队，静待建国总理李光耀的灵柩车抵达。（法新社）

Source: Lianhe Zaobao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