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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卡里 13 万余元养老钱终
于‘还’回来了！”近日，收到法院返还
的执行款后，年近七旬的监督申请人
徐某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江苏省淮安
市清江浦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

2020 年 1 月，家住清江浦区的徐
某在银行存取现金时，忽然发现自己
银行卡里的 13 万余元养老钱不翼而
飞，该账户还显示“异常”。经与银行
核实，徐某被告知该账户因牵扯一起
民事执行案件，里面的 13 万余元被
法院扣划。徐某静下心好好回忆了
一番，这才想起来自己此前的确经历
过一场“官司”。

那是 2018年 12月，徐某的儿子刘
某因需要资金支付工人工资，便向他
人借款 15万元，相关款项被打进了刘
某以徐某名义开办的一张银行卡中。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9年3月，该笔
借款到期后尚未偿还，刘某便突发心

脏病离世。同年5月，出借人起诉至法
院，请求判令借款人刘某的亲属在继
承遗产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由于对刘某的财务情况不熟悉，
徐某等亲属明确表示放弃对刘某遗
产的继承，并签订了相关书面承诺。
徐某本以为放弃了遗产继承就没事
了，没想到出借人起诉后，一审法院
于 2020 年 1 月将其名下另一张银行
卡冻结，后将卡里的 13 万余元存款
执行扣划。

法 院 为 何 要 扣 划 自 己 的 养 老
钱？徐某怎么也想不明白。2020 年
10 月，申请再审被驳回后，徐某依法
向清江浦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鉴于该案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收
到徐某的申诉材料后，清江浦区检察
院承办检察官第一时间从法院调取
了案件的全部卷宗。

经过仔细审查，检察官发现，该

案在一审过程中，出借人向法院提
供了刘某的可执行财产线索，其中
就包括了徐某名下那张存有 13 万余
元的银行卡，并对此申请了财产保
全。徐某由于年事已高，当时又刚
经历丧子之痛，出现了理解上的偏
差，以为法院要冻结的是由儿子刘
某 控 制 的 那 张 打 入 了 借 款 的 银 行
卡，所以作出了错误的事实自认，致
使其名下那张银行卡内的 13 万余元
被法院误认为是刘某的遗产而作出
判决并最终予以执行扣划。

调查中，检察官还发现，徐某因
之前自有房屋拆迁和所购门面房出
租等，拥有相对固定的收入来源，每
过一段时间都会将自己的部分收入

存入被法院冻结的那张银行卡中，而
且存取款都是以现金方式，符合老年
人的习惯。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该
银行卡中的钱款是徐某的个人财产。

审查过程中，承办检察官专程前
往银行，对相关账户的交易明细进行
了比对。检察官同步调取了那张打
入借款的银行卡的交易情况，证实了
存入借款的银行卡虽然在徐某的名
下，但一直由刘某自行保管；两张银
行卡尽管都以徐某的名义开办，但两
个账户之间没有任何资金往来。

“原继承法和民法典对继承人放
弃继承后的债务问题都进行了明确
规定，即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
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

以不负清偿责任。”承办检察官认为，
依据调查核实的情况，被法院执行扣
划的 13 万余元系徐某的个人财产，
并非刘某的遗产。徐某之前已放弃
对刘某遗产的继承，因此对刘某的债
务依法不负清偿责任。法院对徐某
的个人财产进行执行扣划用以偿还
刘某的生前债务，于法无据。

结合法律规定、综合认定的事实
和新发现的证据，2021 年 3 月，清江
浦区检察院依法向法院发出再审检
察建议。2022 年 3 月，法院采纳检察
机关建议并对该案依法再审后，撤销
原审判决，改判徐某不负清偿责任。
4 月 13 日，13 万余元执行款被顺利返
还至徐某的银行账户。

再审检察建议追回13万余元养老钱………………………………………………………………………………………………………

□本报记者 张海燕
通讯员 郑茜 孙鹏杰

“在检察院的帮助下，我的医疗费终
于有了着落。太感谢了！”近日，拿到 10.6
万余元赔偿款的陈某向进行电话回访的
河南省汤阴县检察院检察官魏雷恩表达
谢意，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2021 年 7 月，陈某受某建筑公司雇用，
在汤阴县某小区工地从事支模板工作。同
年 9 月 15 日，陈某在支模板过程中不慎从
钢管上摔下，导致骨折。事故发生后，陈某
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其间，陈某家人多
次与某建筑公司协商，要求支付医疗费用，
但该公司以已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建筑施
工企业雇主责任险，医疗费用应由某保险
公司支付为由拒绝支付。陈某家人又找到
某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则以理赔需要通过
诉讼程序解决为由也不予支付。面对两家
公司的各种推诿，躺在病床上的陈某陷入
困境。无奈之下，陈某于 2022 年 2 月 25 日
向汤阴县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

汤阴县检察院经调查了解到，现年 58
岁的陈某系汤阴县韩庄镇农民，家中只有
他和老伴，孩子们都不在身边。平时家中
靠陈某在建筑工地的打工收入补贴家用，
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事故发生后，陈某的
伤情构成十级伤残，住院治疗、收入中断、
维权无门，一系列经济、精神负担压得他
和老伴透不过气来。汤阴县检察院遂决
定受理陈某的申请，并迅速启动弱势群体
维权绿色通道。承办检察官通过询问陈
某，实地调查走访，协助陈某调取被告公
司登记信息、工资表、保险单及合同等方
式，很快厘清案件中的法律关系，并就该
案的证据、法律适用等问题与法官进行多
次沟通。

2022 年 4 月 2 日，汤阴县法院采纳县
检察院的支持起诉意见，依法判决某保险
公司支付陈某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
金共 10.6 万余元。判决作出后，检察官持
续跟踪，督促某保险公司尽快履行判决义
务。4 月 29 日，在法院、检察院的共同努力
下，10.6万余元赔偿款执行到位。

检察官在办案中发现，建筑企业在施工
中分包发包现象突出，农民工受伤后通过诉
讼维权的能力普遍较弱。对此，汤阴县检察
院及时开展送法进企业活动，截至目前，已
走访企业5家，发放宣传资料400余份。

医疗费有了着落

因几名子女无法就赡养方式达
成一致意见，94岁高龄的张某为自己
的养老问题伤透了脑筋。张某向湖
北省保康县检察院提出申请后，该院
决定发挥支持起诉职能作用，为张某
解决赡养难题。近日，该院承办检察
官来到这起赡养纠纷案的巡回法庭
庭审现场，在宣读支持起诉意见书的
同时，与该县法院、司法所等多部门
合作，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向参加
庭审的群众宣传和讲解民法典相关
规定，使民法典真正走入百姓生活。

家住保康县黄堡镇大屋场村的张
某与老伴育有三女一子。老伴病逝
后，张某一直跟小儿子生活。2021年，
小儿子因患胆管结石等多种疾病，不
仅花光了积蓄，还背负了债务。于是，
小儿子提出和 3个姐姐共同承担赡养
义务，但几名子女对于赡养父亲的具
体方式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致使
张某陷入了无人赡养的困境。无奈之

下，张某决定起诉 4名子女，并向保康
县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

受理该案后，保康县检察院通过实
地走访了解到，张某无独立生活能力需
专人照料，而4名子女既不愿分担送张
某进养老院的费用，也无法就具体的赡
养方案达成一致意见，推来推去，导致
张某的养老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

赡养纠纷在当地农村屡见不鲜，
如何既保障张某的合法权益，又向当
地百姓普及法定的赡养义务呢？该
院决定支持起诉后，积极与法院沟
通，商定通过“巡回法庭进乡村”的方
式借该案来一场普法教育。

庭审前，承办检察官联系当地司
法所、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共同向张某
的子女们讲解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中关于赡养老人的法律规定，指
出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当履行的法定义
务，如不履行该义务不仅要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还会严重伤害亲情，与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相悖。经过释法说
理，4名子女同意履行部分赡养义务，
但与张某的实际诉求仍有差距。

2022 年 4 月，保康县法院巡回法
庭在黄堡镇大屋场村村委会如期开
庭，近 30 名村民代表到场旁听。承
办检察官参与庭审并当庭宣读了支
持起诉意见书，阐明了民法典等相关
法律规定，指出 4 名子女不履行赡养
义务属违法行为。通过现场开庭，在
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考量下，4 名子女
的态度有所转变。经过近两个小时
的调解，子女们围绕具体的赡养方式
等与张某达成了调解协议，即以 3 个
月为周期，4人轮流赡养。

庭审结束后，承办检察官还就群
众咨询的房屋所有权、彩礼返还、劳
务纠纷、执行等问题进行了现场答
疑，引导群众认真学习民法典，不断
提升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
靠法的法律意识，受到了群众欢迎。

支持起诉，为九旬老人解决赡养难题 …………………………………………

“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就要
还这笔冤枉钱了。”近日，收到法院的
再审判决书后，周某激动地对湖南省
邵阳县检察院办案检察官说。

2020 年 6 月，周某突然收到法院
起诉状，要她偿还前夫何某生前债
务。原来，在两人婚姻存续期间，何
某陆续向莫某借款 30 余万元。何某
去世后，莫某向邵阳县法院起诉，主
张该笔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请求
法院判决由何某的前妻周某偿还。

2020 年 9 月，法院支持了莫某的
诉讼请求，判决周某偿还莫某 30 余
万元。周某不服该判决，向法院申请
再审被驳回，遂于 2021 年 4 月向邵阳
县检察院申请监督。“我和何某已经
离婚两年，这 30 余万元借款我听都

没听过，更没有用过，这莫名的‘夫妻
债’我可不背。”周某对检察官说。

受理该案后，承办检察官经过仔
细查阅案卷，调取相关证据，发现何
某在与周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莫
某借款 30 余万元的事实存在，但何
某 出 具 的 借 条 中 均 没 有 周 某 的 签
名。同时，何某、周某均有稳定的收
入来源，借款 30 余万元已超过二人
家庭日常生活消费范围。

2018 年 1 月，《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发布，规定夫
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
活需要所负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除非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

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2020 年
5 月 28 日颁布的民法典吸收了该司
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对“夫妻共债”问
题予以明确。

邵阳县检察院审查认为，在债权
人莫某没有举证证明符合上述法律规
定的情形下，法院直接认定 30余万元
为夫妻共同债务、判决周某承担偿还
责任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鉴于此，邵阳县检察院将此案提
请邵阳市检察院依法抗诉。邵阳市
检察院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提出抗
诉后，邵阳市中级法院裁定发回原审
法院再审。

2022 年 3 月 21 日，邵阳县法院再
审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依法撤
销了原判决，驳回了莫某的诉讼请求。

依法抗诉，监督撤销莫名的“夫妻债”…………………………………………

借款 4 万元，到手只有 3 万元，仅
利息就支付了 7 万余元，可还是因为
无法继续还款被起诉……苗圃商程
某深陷高利贷陷阱无法自拔，遂向检
察机关申请监督。近日，湖北省武汉
市硚口区检察院查明真相后依法监
督法院再审，让程某看到了希望。

2016 年，经营苗圃生意的程某为
了缓解资金压力，通过营销电话同武汉
市的一家中介公司取得联系，先后两次
向该公司负责人高某借款合计4万元，
并约定了每月 5%至 6%的高额利息。
此后，程某以转账、现金支付等方式，每
月向高某的银行账户偿还利息。2019
年9月，程某的生意未见多大起色，但其
给高某的利息就支付了7.56万元。

后因程某无力继续偿还高额利息，
高某便指使公司员工王某到法院起诉
程某，要求其偿还4万元借款。虽然程
某根本不认识王某，也未找他借过钱，
但王某向法院提交的程某签过字的借
条上，却白纸黑字地写着“‘出借人’王

某，借款本金4万元”。程某无奈，与王
某达成了继续偿还2万元的调解协议。

拿到调解书后，程某越想越觉得不
对劲儿：自己明明只借了4万元，实际到
手3万余元，已经还了7万余元，为什么
还要继续还 2万元？而且自己是向高
某借的钱，债权人怎么突然变成了素不
相识的王某？带着一系列的疑问，程某
来到硚口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受理该案后，承办检察官闫君剑
全面审查该案卷宗，认为案件存在诸
多疑点。在调取了双方往来的全部
银行流水凭证、相关书证、询问笔录，
会见了双方当事人后，闫君剑查明了
事实真相——

原来，程某签署的借条和收条上，
出借人、利息、纠纷管辖法院等处均为
空白。起诉前，高某授意王某在借条和
收条的“出借人”处填写王某的名字，以
此作为主要证据起诉程某，并在庭审中
故意隐瞒借款实情。同时，闫君剑还了
解到，程某借款4万元，实际到手3万余

元，差额部分被高某以“利息”“服务费”
等名义预先扣除，即为“砍头息”，借款
利率远超法律规定范围。

“民法典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
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
诚实，恪守承诺；第六百八十条规定，
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
国家有关规定。”闫君剑认为，该案原
告王某与他人合谋，隐瞒事实真相，向
法院提起虚假的民事诉讼，妄图通过
诉讼途径获取生效的民事调解书、进
而实现追讨高利贷的非法目的，既违
反了法律规定，又严重损害了被告程
某的合法权益，妨害了司法公正。

鉴于此，硚口区检察院依法向该
区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审
查后，认为原审作出的调解书确有错
误，对该案裁定再审。2022 年 5 月 13
日，硚口区法院开庭再审此案。

“感谢检察机关的依法监督，让
我看到了希望！”再审庭审时，程某激
动地表示。

检察监督，让苗圃商看到希望 …………………………………………………

本报记者 周晶晶 张吟丰 戴小巍 卢志坚 沈静芳 韩兵 郭树合
通讯员 王春晓 张丽 周涛 毛阳 马强 王妍 陈小芳 王晶

图①：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检察院检察官深入牧区开展民法
典宣传。

图②：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检察院检察官走进西双河集市，向群众
讲解民法典中涉农重点法律法规。

图③：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检察院检察官前往该区消防救援
大队宣讲民法典。

图④：湖北省保康县检察院对一起赡养纠纷案件支持起诉，检察官
以案释法，零距离向群众普及民法典相关法律规定。

编者按 2020 年 5 月 28 日，被誉为“社会生
活 百 科 全 书 ”的《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颁
布。两年来，全国检察机关民事检察部门在党
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的号召和引领下，既
当贯彻落实民法典的“排头兵”——在监督办案
中积极贯彻落实民法典精神、适用民法典规定，
依法能动履职、精准监督，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
施；又当宣传普及民法典的“主力军”——通过
开展丰富多彩的普法宣传活动，让民法典走进
千家万户，也让民事检察监督职能更加深入人
心，实现履职、普法双丰收。

民法典颁布两周年：

让民法典更好守护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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