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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日子特别好记，张某来送锦
旗的那天，正好是‘三八’妇女节。”
说这话的人名叫梁仁伟，是新疆维吾
尔 自 治 区 精 河 县 检 察 院 的 一 名 检 察
官，张某是他办理的一起民事检察监
督案件的申请人。尽管已经过去了两
个多月，但梁仁伟依然清楚地记得当
时的情形。

“这事折腾了快 7 年了，如果没有
检察院的有力监督，真不知道啥时候才
能拿到属于我们的补偿款。”张某说。

“张某那天是笑着离开检察院的，
那笔补偿款可能是我们送给她的最好
的妇女节礼物吧！”梁仁伟说。

房屋拆迁
居住人提出补偿要求被拒

“想当初这房子又老又破，但我们
住了几十年了。我老公刚来精河就住在
这里，我们结婚后也一直住在这里，对
房子很有感情，所以才会修缮和扩建。
房产证上确实写的是黄某的名字，可房
屋拆迁要求我们搬离时，多少也该给我
们一点儿补偿吧？”张某来精河县检察
院申请监督、与梁仁伟第一次见面时，
就哭诉了自己的遭遇——

上个世纪 80 年代，张某的丈夫来
新疆投靠自己的姐夫，并和姐夫一起在
精河县打拼生活。因为打工不顺，工钱
也一直没拿到，几年间，张某丈夫的姐
夫已经欠其一大笔劳务费。于是，张某
丈夫的姐夫将其居住的黄某的房屋作
为劳务费抵偿给了张某的丈夫。张某丈
夫的姐夫将此事告知了黄某，因为当时
房子又破又旧，黄某既没有反对，也没
有索要任何费用。

1994 年，张某与丈夫结婚，婚后两
人便一直居住在黄某的老屋中，并把那
里当成了自己的“家”。而黄某一直在疆
外发展，极少回新疆，也很少过问自己
老屋的情况。其间，黄某曾两次返回精
河县办事，并查看自己的老屋。黄某知
晓张某夫妇在自己的老屋里居住期间，
为了改善居住环境，对老屋和庭院进行
了修缮和改造，并加盖了房屋，黄某对
此未提出任何异议。

如果不是因为房屋拆迁，或许张某
夫妇还可以安稳地住在黄某的老屋里，
也不会与黄某发生纠纷。2013 年，这一
平静被打破了。当时，精河县决定对一
批老旧房屋进行拆迁，黄某的老屋也在
拆迁范围中。县国有土地征收和房屋拆
迁补偿安置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征收
办”）联系了黄某，告知他老屋即将拆
迁，请他尽快办理拆迁手续。

一直没有操心过老屋的维护问题，
还能拿到几十万元拆迁费，何乐而不为
呢？黄某痛快地同意了对其老屋进行拆
迁，并以此为由强令张某夫妇搬离。张
某夫妇一下子慌了神，二十多年了，他
们对这处房屋不仅深有感情，而且还为
之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维
护。对突如其来的拆迁搬离，夫妇俩一
时没了主意——一家人住哪儿？这些年
在房子上的投入总该得到些补偿吧？

张某夫妇于 2003 年、2012 年分别
在黄某老屋所在的宅基地上加盖了 7
间砖木结构房屋。他们希望黄某可以支
付一部分补偿款，但黄某不同意；找村
委会、政府相关部门协调，也没有结果。

赢了官司
却拿不到补偿款

2014 年 ，张 某 夫 妇 将 黄 某 诉 至 法
院，要求黄某支付补偿款 8 万余元，包

括一次性补偿金 7.8 万元、评估鉴定费
0.5 万元等。法院认定，张某夫妇加盖的
7 间房屋，所有权归黄某，但依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第 86 条之规定：非产权人在使用他人
的财产上增添附属物，财产所有人同
意增添，并就财产返还时附属物如何
处理有约定的，按约定办理；没有约
定又协商不成，能够拆除的，可以责
令拆除；不能拆除的，也可以折价归
财产所有人……法院指定评估机构作
出的评估鉴定意见认定，张某夫妇在
案涉房屋上增添的附属物总值为 7.8 万
余元。鉴于黄某并未对张某夫妇的加
盖房屋行为提出异议，也未提供证据
证明其明确反对该行为，故法院认为
黄某同意张某夫妇在其财产上增添附
属物；同时，鉴于双方没有就财产返
还时附属物如何处理进行约定，法院最
终本着有利于实现附属物的使用价值
和经济价值的原则，判决附属物归黄某
所有，黄某向张某夫妇支付相应的补偿
款及评估鉴定费合计 8 万余元。黄某不
服，于 2016 年 7 月提起上诉，但二审维
持了一审判决，黄某败诉。

2017 年，黄某向自治区高级法院申
请再审。自治区高级法院的再审裁定结
果与之前的两次判决并无不同，黄某依
旧败诉。至此，张某夫妇与黄某的纠纷
告一段落。

之后，精河县法院前后两次对被执
行人黄某及其妻子名下的财产进行了
查询，均未查询到二人名下的银行账户

及余额信息。因本案无财产可供执行，
2017 年 5 月 8 日，精河县法院裁定终结
本次执行程序。

2018 年 4 月，张某夫妇向法院提
供了黄某名下老屋的拆迁信息。法院
查证黄某在精河县征收办享受到了拆
迁补偿政策。2019 年 5 月 14 日，法院
向县征收办下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

2019 年 10 月 12 日，县征收办与黄
某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将
58 万余元房屋拆迁补偿款打入了黄某
在此前几天刚刚开办的一张银行卡中。
同日，黄某将所得的全部拆迁补偿款转
给了自己的儿子。黄某的儿子收到拆迁
补偿款的到账信息后，立即进行了全部
转移。

2020 年 5 月 19 日，精河县法院在
执行过程中发现，黄某的儿子在某银
行精河县营业部开办的银行卡交易信
息显示，大额房屋补偿款已被转移，
卡内余额仅有 2.5 万元。精河县法院决
定冻结黄某儿子的剩余资产，可黄某
的儿子不在精河县，且他名下也无其
他财产可执行。

当法院工作人员将这一情况告知
张某夫妇时，他们的心又沉了下去。难
道这笔补偿款真的拿不回来了？

检察院监督执行
补偿款被追回

2021 年 4 月，张某向精河县检察院
申请执行监督。受理此案后，承办检察
官梁仁伟和同事依法履行调查核实权，

向县征收办负责人、本案的承办法官了
解拆迁补偿款发放、执行工作开展的相
关情况。

精河县征收办负责人称，由于相关
工作人员收到法院送达的协助执行通
知书后，未及时向本单位领导汇报，法
律意识淡薄，致使房屋拆迁补偿款下发
后未及时告知县法院。

承办检察官经调查证实，在黄某知
晓且没有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张某夫妇
确实投入钱和物修缮、维护了黄某名下
的被拆迁房屋，并加盖新房，法院判决
张某胜诉并无不当。但法院在执行过程
中仅向县征收办下达了协助执行通知
书，没有及时冻结黄某名下接收房屋拆
迁补偿款的银行卡。而张某所主张的补
偿款不能得到及时执行，正是由于法院
未在 2019 年 10 月 12 日前收到精河县征
收办关于即将下发房屋拆迁补偿款的
通知，且未及时获取黄某新办银行卡的
信息。正是这些细节上的遗漏，导致房
屋拆迁补偿款下发后被黄某迅速转移
隐匿、张某夫妇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
效维护。

如何才能让张某夫妇顺利拿回属
于他们的补偿款呢？

2021 年 4 月 29 日，精河县检察院
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
干问题的规定》 中“执行法院经调查
发现被执行人在本辖区内已无财产可
供执行，且在其他省、自治区、直辖
市内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将案件
委托异地的同级人民法院执行”的规
定，向精河县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
建议该法院依照上述规定，将该案委
托异地的同级法院执行，切实保障当
事人合法权益。

收到精河县检察院发来的检察建
议 书 后 ， 精 河 县 法 院 进 行 了 认 真 审
查，认为被执行人黄某已涉嫌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2021 年 6 月 6 日，精
河县法院向县公安局发出移送公安机
关 侦 查 函 ， 陈 述 了 黄 某 自 2016 年 开
始，以各种理由逃避履行法律义务，
拒绝履行给付执行案款义务，给张某
夫妇造成经济损失的事实，认为被执
行人行为已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请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精河县法院就上述情况向检察机
关作出了回复。精河县检察院了解本
案情况后，督促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及时追回执行款。精河县公安局依据
法院侦查函和检察院意见，立即赶往
山东省，与黄某居住地的公安机关联
系，请求协助办案。

今年 2 月 14 日，黄某最终将执行案
款如数归还，并委托他人与张某夫妇达
成和解协议。在检察机关的依法监督
下，历时近 7 年，张某夫妇终于拿回了
属于自己的补偿款。

居住他人房屋二十多年，不仅对老屋进行修缮和维护，还加盖了多间新房。老房拆迁、被房
主要求搬离时，未得到分文补偿。官司胜诉却多年拿不到补偿款，当事人申请监督——

8万余元补偿款拿到了

□讲述人：山西省侯马市检察院 任育瑶

今年 3 月，我们院在法院设立“检察机关便民服务点”，我是服务点的值班
检察官助理。这个服务窗口“开张”没几天，我就接到了一个村民的求助电话。

一通求助电话

3 月 9 日下午，韩女士来电咨询，称其父母年事已高，但赡养问题长期得不
到解决，希望检察院能够提供帮助。

第二天，冒着蒙蒙细雨，我和同事来到了韩女士父母家。韩女士的母亲告
诉我们，她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韩女士是长女。大儿子已在本村娶妻，二儿
子两年前去世了，韩女士和妹妹嫁到了外村。此外，我们还了解到，两位老人除
了国家发放的每人每月 100 余元的养老补助金和村里发放的每人每年 200 余
元地租金外，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老伴患有脑梗、偏瘫，我也有糖尿病和心脏病，前段时间住院，花光了家
里所有的积蓄，现在需要子女照顾日常生活起居，提供生活费和医药费。”老人
说，大儿子既不出钱也不照顾父母，二儿子去世后，二儿媳以无赡养义务为由
拒绝照顾，只有两个女儿每天轮流照顾老人，但她们居住在外村，每天两地奔
波，实在分身乏术。前不久，二儿媳又提出让老人搬离现居房屋。村委会和乡司
法所多次调解，但收效甚微。

未解开的“心结”

了解完情况后，我们认为，要妥善解决韩女士父母的赡养问题，当务之急
是要先确定老人现居房屋的所有权归属。

经查证，该宅基地的使用权登记在韩父名下，房屋所有权归属于韩父。这一
结果让我们松了一口气。在与二儿媳的通话中，我告知她，虽然她曾与二老长期
住在一起，但房屋所有权归属于韩父，老人有权居住，希望她可以为老人安享晚
年作出让步。通过真诚沟通，最终二儿媳答应不再与老人因房屋问题起纠纷。

谁知，大儿子的态度却让我们始料未及。“这么多年，他们心里只有老二！”
大儿子愤愤不平，不是直接挂断电话，就是将我们拒之门外，甚至抛出一句“赡
不赡养老人，是我个人的事，与检察院有什么关系？”

原来，大儿子对父母积怨颇深，认为自小父母就过度偏袒二儿子，自己一
直没有得到父母太多的照顾，现在父母却要让他来赡养，这不合情理。而韩母
对大儿子的这个“心结”只字未提，一再强调二儿子已故，按照农村的传统习
俗，两个出嫁的女儿不应承担赡养娘家父母的义务，自己和老伴只有大儿子可
以依靠。双方站在各自立场上互不相让，谈话和沟通总是不欢而散。

看到老人眼含泪水，我深知亲情破裂带来的伤痛一时之间难以愈合。我告
诉韩母，检察院有支持起诉职能，如果大儿子拒不赡养，检察院可以依据二老
的申请帮助和支持二老向法院起诉，要求大儿子履行应尽的义务，但是韩母有
些犹豫。

是啊，如果一家人对簿公堂，那还如何重拾失去的亲情？当亲情因隔阂产
生裂痕时，法律也许是守护亲情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检察机关在捍卫当事人合
法权益的同时，更应该用爱浇灌当事人亲情缺失的心田。

这不是件“个人的事”

后来，老人还是下了决心，希望检察院能支持他们起诉。于是，我们向法院
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

法院受理此案后，开展了诉前调解工作，我也全程参与了调解。我坚持与
大儿子耐心沟通，一次次的暖心问候让他最终放下成见。我还结合典型案例深
入讲解孝善文化，唤醒他对亲情的渴望。与此同时，我也向老人释法说理——
赡养老人是儿女应尽的法律义务，出嫁的女儿也应自觉履行赡养义务，由此改
变了老人的陈旧观念。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两位老人终于与子女们达成了调解协议：老人由两
个女儿每月轮流照看，3个子女每人每月支付 500元赡养费。

“我和老伴的生活终于有了保障，真的太感谢检察院了！”签署调解协议
后，韩母紧紧握着我的手说。

案件虽已办结，但大儿子那句“赡不赡养老人，是我个人的事，与检察院有什么
关系”的话让我久久不能释怀。这虽是不经意的一句话，却反映出村民的法律意识淡
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农村宣讲不到位、村民对检察院的职能不了解等诸多问题。

之后，我们通过法治宣传讲座、法律咨询服务等形式向村民宣传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还与民政、扶贫等部门建立协作联动机制，与基层自治组织建立定
期反馈交流机制，有效拓宽线索来源，对已办结案件定期跟踪回访。

近日，当我再次踏进韩女士父母家时，原先破败的小院整齐了不少，角落
里还多了一棵小树苗，二老的精神状态也好多了。韩母说，大儿子在逐渐改变
对父母的态度，虽然每个月只需支付赡养费，但也开始试着学习关心父母，他
们对现在的生活很知足。村支书也说，通过以案释法，村民们现在也意识到赡
养老人不仅仅是个人的事，而是道德层面的事，更是涉及法律责任的事。

在便民服务点工作期间，我深刻体会到，检察官不是法律法规搬运工，而
是要在发挥法律法规刚性约束作用的同时，深挖违规违法行为背后的人情冷
暖，用柔情敲开当事人“心门”，架起与群众沟通的“连心桥”，只有这样才能让
法律法规真正走进群众心里。

用柔情敲开当事人“心门”

本案中，张某虽然赢了官司，却
因执行不到位，迟迟拿不到执行款。
相信在生活中，有人也遇到过此类问
题，却不知去哪里寻求帮助。民事执
行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执
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
定、调解书、支付令、仲裁裁决以及公
证债权文书等法律文书的活动进行
的法律监督，主要包括对民事执行裁
判 行 为 、民 事 执 行 实 施 行 为 检 察 监
督。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认为
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存在违法
情形的，可向执行法院所在地的同级

检察院申请监督。法律规定可以提出
异议、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要先经
过异议、复议或诉讼程序，法院裁定
不予受理或受损权益仍未得到救济
时，可向检察院申请监督。

本案中，黄某夫妇以转移财产的方
式逃避执行，导致法院判决犹如“白条”，
从而影响了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检察
机关依法履职，与法院、公安机关形成
合力，最终使黄某退还了拖欠多年的执
行款，成功化解了申请人多年的“心结”，
实现了案结事了的办案效果。

近年来，在民事执行案件中，逃避、

抗拒执行的行为屡屡发生。生效判决、
裁定确定的义务应自觉履行，本案以跨
省追讨的方式警示那些试图规避、抗
拒执行的被执行人：法律面前没有侥
幸，任何无视法律权威的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行为，最终都难逃法律的追究。

作为基层办案检察官，应努力做
到体察民情、体谅民心、体会民意，办
好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案，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
受到公平正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精河县检察
院 梁仁伟）

■检察官说法

不让判决书变“白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