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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戴小巍 通讯员 郑楚

“感谢检察官帮我解除了商铺的查封，
现在我终于能安心了……”近日，一起民
事申诉案的当事人张先生来到湖北省英山
县检察院，对检察官表示感谢。

2014 年 1 月 26 日，张先生与某房地产
公司 （以下简称 A 公司） 签订两份 《商品房
买卖合同》，约定以 164 万余元购买 6 间商
铺。2020 年 8 月 18 日，张先生发现其购买
的 6 间商铺被英山县法院查封，遂向法院申
请解封，其申请被驳回。随后，张先生来
到英山县检察院申请监督。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受理申请后，通过
阅卷审查、询问当事人、走访相关主管部
门等开展深入调查。经查，张先生全额支
付了上述房款，A 公司向其出具了购房收
据，张先生还将购房合同在英山县房地产
管理局进行了备案。但因 A 公司未足额支付
土地出让金，6 间商铺未能办理不动产过户
登记手续。而 A 公司因另一起追偿纠纷案，
名下房产被法院查封，张先生没有过户登
记的 6间商铺也包含其中。

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法院能否对张
先生购买的 6 间商铺进行查封。检察官捋清
所查明的事实后认为，根据 《最高人民法
院 关 于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执 行 中 查 封 、 扣 押 、
冻结财产的规定》 第十七条之规定：“被执
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
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
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
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张先生已全款支
付并实际占有 6 间商铺，因 A 公司未足额支
付 土 地 出 让 金 ， 导 致 未 及 时 办 理 商 铺 的
过户登记手续，张先生对此没有过错。因
此，依据法律规定，对于张先生的 6 间商
铺，法院不得查封。

2021 年 7 月，检察官针对该案违反法律
规定的行为制发了检察建议并送达英山县
法院。英山县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整
改，于同年 10 月 27 日作出裁定：中止对张
先生 6间商铺的查封。

6 间商铺的查封解除了，张先生心里的
一块大石头也落地了。

被查封的商铺解封了

□本报记者 肖俊林

“你最近情况怎么样？”
“还好，我一个人带孩子过呢。”
“离婚以后，你是否要求过与他

复婚，或者他是否要求过与你复婚？”
“没有。我们离婚没几天他就再

婚了，好像几个月后又离婚了。”
……
这是河北省武邑县检察院民事

检察官近日与一起离婚纠纷支持起
诉案当事人张某的一段通话记录。
尽管距离办结案件已经过去一段时
间了，检察官仍一直牵挂着张某的情
况。

女子遭受家暴
起诉离婚未获法院支持

“求你们救救我女儿吧！”2019 年
6 月 的 一 天 ，张 某 的 母 亲 打 电 话 报
警，称女儿张某经常遭受家庭暴力，
这次从家里逃出来后又被其丈夫强
行带走。老人请求民警能够解救被
女婿“绑架”的女儿。

老人的求助痛苦而无奈。在女
儿的这段婚姻关系中，家庭暴力这一
恐怖的阴影，几乎从未消散过。

2006 年 ，张 某 经 人 介 绍 与 王 伟
（化名）结婚，婚后育有一儿一女。由
于性格不合，两人经常因为琐事争
吵，王伟动不动就殴打张某，还限制
张某人身自由，不让其单独出门，也
不让张某带身份证和手机……终于，
张某忍无可忍，从家里逃出，结果还
是被丈夫发现并被强行带走。

接警记录显示：派出所民警接到
张某母亲的报警后，立即与张某的丈
夫王伟取得联系。王伟却称，他是带
张某外出打工，并拒绝让张某返回。
民警使用张某母亲的电话联系张某
询问其所在位置，张某不敢说出实
情。民警要求让王伟接听电话时，电
话立即被挂断，并一直处于拒绝接听
状态。民警驾车在武邑县县城附近
寻找未果，后到刑警大队寻求帮助。
刑警大队通过查询发现，王伟正驾驶
车辆沿高速公路往辽宁方向行驶。
为劝说王伟返回，民警找到王伟的父
母进行电话劝说。最终，在民警和父
母的共同劝说下，王伟这才驾车返回
武邑。

2019 年 6 月 26 日，张某向武邑县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与丈夫离
婚。同年 8 月 14 日，法院公开审理此
案。张某因为害怕被丈夫抓住殴打
和失去行动自由，以“有病无法参与
庭审”为由，向法院递交了书面材料，
由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

“婚姻乃人生大事，并非儿戏。
男女双方出于自愿登记结婚，理应
珍惜彼此之间的夫妻感情，相互理
解、相敬如宾。”法院审理认为：本案
原、被告结婚时间长达十多年，彼此
携手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婚姻生活。
虽然双方因家庭生活琐事关系暂时
不睦，但不会因此导致夫妻感情彻

底破裂。双方理应互谅互让，和睦
相处，加强沟通和交流，努力改善夫
妻关系。同时，双方婚后育有子女
且尚未成年，父母离婚会对孩子产
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处于这个年龄
段的孩子极需要父母共同关爱才能
健康成长。庭审中原告未能提供证
据证实夫妻感情确实彻底破裂。故
为顾及子女之利益，家庭关系之稳
定 ，社 会 之 和 谐 ，对 原 告 离 婚 之 请
求，不予准许。

2019 年 8 月 23 日，法院判决不准
张某与丈夫离婚，这令十几年遭受丈
夫殴打和恐吓的张某痛不欲生，她来
到武邑县法律援助中心请求法律援
助。2020 年 4 月，张某以夫妻感情破
裂已无和好可能为由再次起诉离婚。

律师提出申请
检察机关调查后决定支持

“家庭暴力案件你们检察机关能
不能介入？”2020 年 4 月初的一天，时
任武邑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的
李延灵，依据该院联合县司法局等部
门出台的《关于共同做好农民工工资
支付问题的实施意见》，到辖区某律
师事务所搜集农民工讨要欠薪案件
线索时，一位法律援助律师向他咨
询。

在李延灵的询问下，律师讲述了
张某长时间遭受家庭暴力和威胁，以
致法庭开庭时都不敢出庭的遭遇。

“这一次她又因为家暴起诉离婚，武
邑县司法局指定我们所进行法律援
助。这样的案子，要是检察机关能支
持起诉，从诉权平衡、指控效果上应
该更好一点儿。”法律援助律师充满
期待地对李延灵说。

回到院里后，李延灵向同行前辈
请教，查询法律依据，并向衡水市检
察院请示汇报。该院经初步研究后
认为，家庭暴力案件的受害方系弱势
群体，其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正常保护
时，检察机关应予支持，保护其合法
权益。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李延灵等办
案检察官吃了颗定心丸。随后，他们
及时与张某取得联系，进一步了解情
况——

“为什么要起诉离婚？”
“丈夫经常殴打我，夫妻感情无

和好的可能。”
“你是否有遭受殴打的证据？”
“有。”
“你还有什么要求？”
“请检察机关保护弱势群体，支

持我起诉。”
在认真查阅原一审法院卷宗，并

与张某离婚纠纷案原一审法律援助
律师进行沟通后，办案检察官又向张
某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通过查阅
张某受伤的照片、微信通话记录、张
某母亲的报警材料、公安派出所出警
记录等证据证实：张某的丈夫王伟多
次对张某实施殴打，造成张某面部、
颈部多处淤青、眼球充血；王伟所实

施的经常性恐吓等精神强制，致使张
某在第一次离婚诉讼时不敢出庭。

“我局受理张某离婚一案，为切
实有力维护弱势群体，望你单位支持
起 诉 并 帮 助 维 护 弱 势 群 体 权 益 。”
2020 年 4 月 12 日，武邑县司法局向武
邑县检察院发函表示。

综上，武邑县检察院研究认为：
武邑县法院第一次庭审未认定张某
丈夫的家暴行为，判决双方不准离
婚，判决生效后张某与丈夫的夫妻关
系并未得到缓解。张某丈夫多次对
张某实施家暴行为，已经造成其面
部、颈部多处淤青、眼球充血等身体
伤害，在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后，张
某丈夫未悔改，并对张某实行恐吓、
威胁等精神伤害。张某系弱势群体，
其婚生子女均未成年，理应维护妇女
及儿童等合法权益，依据民事诉讼法
第十五条规定，应予支持起诉。

依法支持起诉
助弱女子勇敢走上法庭

“在研究张某案能否认定为婚姻
法意义上的‘家庭暴力’时，起初，检
察官的意见是有分歧的。”李延灵介
绍说，家庭暴力简称家暴，是指发生
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以殴打、捆绑、残
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
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
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表现形式
为直接暴力和精神暴力（又称软暴
力）。家庭暴力侵害的对象是受害人
的人身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包括
生命健康、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
宅、通讯自由等权利。在办案工作
中，检察官在咨询法院员额法官、资
深律师后，发现对该案中家庭暴力行
为，是否能够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中“家庭暴力”的程
度，各方也有不同的意见。

经过多次研究，检察机关认为，
张某被殴打的证据仅有两次被打后
的照片、一次报警记录，以及张某丈
夫承认殴打过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
这些零散的证据难以形成张某“多
次”被打的证据链，其被强行带回被
困家中无行动自由更是缺乏关键证
据，认定其受到的伤害程度和被伤害
频率次数是否达到了法律意义上的

“家庭暴力”有一定困难。但为最大
限度保护受害人，武邑县检察院认
为，张某遭受了殴打和威胁、恐吓，其
诉讼权利行使受到限制，可以被认定
为弱势群体，检察机关可以进行支持
起诉。

决定受理此案后，该院向张某发
出通知书，通知书除告知张某检察院
已决定受理此案以外，还注明了负责
办理此案的检察官姓名及联系电话，
并附有一份《权利义务告知书》。

“张某与丈夫离婚纠纷，武邑县
司法局移送我院支持起诉，本院决定
受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2020 年 4
月 16 日，武邑县检察院向武邑县法

院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认为张某
属于弱势群体，其合法权益应予支
持。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
决定支持起诉。

“向法院提交《支持起诉意见书》
时，还附有一册检察卷宗，后装在法
院卷中，检察卷宗里有张某遭受丈夫
家暴的主要证据：检察官询问张某的
笔录、张某丈夫的微信语音文字整
理、张某母亲报警记录及张某两次被
打受伤后的 4 张照片。”李延灵说，张
某的询问笔录证明其丈夫经常殴打
她，她本人的意愿是希望检察机关支
持她起诉；张某母亲于 2019 年 6 月 2
日向派出所报警记录证明张某被其
丈夫经常殴打，并在当日被强行接走
的情况；张某两次被打后的照片证明
其在 2019 年 4 月 4 日和 5 月 27 日被
打后的情况；张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
录，证明张某丈夫在 2019 年 8 月 13
日与其微信聊天时承认曾动手打过
张某。

在提交法律文书及证据时，办案
检察官还将办案中了解到的张某因
受威胁、恐吓在第一次起诉庭审时不
能出席法庭的情况向主审法官进行
了沟通和提醒。

2020 年 5 月 26 日，武邑县法院公
开审理此案。法庭上，宣读了检察机
关《支持起诉意见书》。张某因武邑
县检察院支持起诉，不再像以前一样
害怕不敢露面，而是挺直腰板勇敢地
与丈夫对簿公堂。

法院判决离婚
家暴受害人摆脱噩梦

“原、被告虽然结婚时间较长，但
婚后因性格、脾气不和，时有纠纷，无
法在一起生活，夫妻感情彻底破裂，
原告坚持离婚，被告同意离婚，应予
准许。”法院对于张某及其丈夫的财
产情况、债务情况、婚生子情况、婚姻
状况进行了充分的调查核实后认为，

双方于 2009 年 5 月签订的协议，协议
约定婚内所有的夫妻共同财产归被
告所有，婚内所有的夫妻共同债务由
原告偿还，该两份婚内财产、债务约
定的协议显失公平，侵害了另一方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故被告提供的两份
协议，依法不予采纳。

2020 年 5 月 28 日，法院一审判决
准予张某与丈夫王伟离婚；张某负责
监护抚养儿子，王伟负责监护抚养女
儿；对其他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同年 7 月 1 日，王伟提起上诉。2020
年 7 月 15 日，衡水市中级法院作出民
事调解书：双方当事人同意离婚，张
某负责监护抚养女儿，王伟负责监护
抚养儿子，双方就子女抚养、夫妻共
同财产分割等达成协议。

“支持起诉后，我们积极主动联
系法院，密切关注案件审理情况，特
别是张某丈夫上诉后，分析研判案件
走势，及时掌握最终裁判或调解结
果。”办案检察官分析说，在武邑县法
院的判决书中，对于检察机关提供的
受伤照片、张某家人报警记录等，法
院认为均系书证，有较高的证明力，
予以采信；结合家暴照片以及电话录
音等多重证据，武邑县法院最终认定
双方感情彻底破裂，判决准予离婚，
维护了弱势妇女的合法权益。在法
院判决书中援引了婚姻法第三十九
条规定，在财产分配上对张某进行了
照顾和保护。

“我已摆脱噩梦，过上了正常人
的生活。”2021 年夏天，办案检察官两
次对张某进行电话跟踪回访。一是
了解其离婚一年后，生活是否恢复了
常态，是否有工资性收入，两个孩子
是否得到了合理安排；二是了解其前
夫是否对其生活进行骚扰，其精神状
态是否得到了改善。张某告诉检察
官，她现在外地生活，也有了稳定的
工资收入。“没有检察机关及时介入
支持起诉，就没有我现在平静的生
活。”张某感慨地说。

支持起诉，让她摆脱家暴婚姻

□十多年遭受家暴欺凌，直至起诉离婚都不敢去法庭，离婚诉求被法院驳回。

□通过援助律师申请，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她终于走上了法庭，结束了噩梦般的婚姻。

□该案不仅彰显了检察机关民事支持起诉职能作用，更向公众传递了遭受家暴要敢于拿起
法律武器、积极寻求法律支持的重要信号。

倡导和谐文明婚姻关系 、反对
家庭暴力，是建设文明社会、法治国
家的应有之意。在充分尊重家庭暴
力受害人真实意愿的前提下，对惧
于家庭暴力不敢起诉 、未获得妇女
联合会等单位帮助的，依申请支持
家庭暴力受害人起诉维权，是检察
机关民事检察的重要职能作用。在
履职过程中，检察机关应遵循以下
方法和原则。

一是尊重家庭暴力受害人真实
意愿，依申请支持其起诉维权。家庭
暴力受害人享有婚姻自主权、人身损
害赔偿请求权。家庭暴力受害人因
害怕本人、父母、子女遭受报复等而

不敢起诉维权，在获得妇女联合会等
部门帮助下仍未能实现维权目标的，
在充分尊重家庭暴力受害人真实意
愿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可依其申请支
持起诉，维护其合法权益。履职中，
应重点关注那些笼罩在家暴阴影下
不敢、不能反抗的“弱势群体”。

二是注重释法说理，引导家暴受
害人收集证据。必要时，可以提供协
助，适时启动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
权。家庭暴力的发生往往与家庭、个
人隐私紧密相连，受“家丑不可外扬”
传统观念影响，受害方因顾及家庭名
声而极力掩饰家暴，助长了施暴者气
焰，造成家暴发现难、取证难、认定

难。检察机关在审查过程中应当向
受害人释法说理，鼓励其说出真相和
证据线索，引导其收集遭受家暴的证
据；受害人收集证据存在困难的，可
以依法协助。在审查案件的过程中，
检察机关应第一时间询问申请人，也
就是案件中的受害人，引导或者协助
受害人掌握潜在的证据或者证据痕
迹，进行甄别、固定，并对接警人、劝
架人、送医人等与案情可能相关的人
员进行逐一笔录、录音等固定，对于
证人不愿作证的，可以用谈心谈话的
方式了解案件真相，确保证据收集到
位、掌握到位、了解到位，确保办理具
体案件检察官 、法官的内心确认一

致，避免出现证据不到位、保护不力
的情形。

三 是 加 强 协 作 配 合 ，形 成 保 护
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强大合力。国家
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法不入
家门”已成为历史，反对家庭暴力不
仅是家事，更是国家和全社会的共
同 责 任 。 反 家 庭 暴 力 法 第 四 条 规
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司
法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居民
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企事业单位，
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做
好反家庭暴力工作。第六条至第十
条 、第十四条等诸多条款规定司法
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群众性

自治组织等在反家暴工作中的责任
与义务。检察机关在履职中发现家
暴线索的，应当先行协调相关责任
单位履职尽责。检察机关除做好家
庭暴力受害人的法律宣讲 、心理疏
导外，可以与民政部门联系，将家庭
暴力受害人安置到救助管理机构或
者福利机构提供的临时庇护场所，
提供临时生活帮助；可以引导家庭
暴力受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 、向人
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保护其人
身安全；对于涉嫌虐待犯罪的，可以
引导家庭暴力受害人向人民法院提
起刑事自诉追究加害人的刑事及附
带民事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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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暴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责任
□河北省武邑县检察院检察长 李延青

办案人员在讨论案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