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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胡传仁
金露

“ 被 骗 的 钱 没 有 完 全 退 给
我，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现在
能拿回这些钱，悬着的心终于落
地了，我知道这与检察官的努力
分不开……”5 月 22 日 ，河南省
新县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带着被
告人汪发（化名）的亲属赶到被
害人严某家，将最后一笔赔偿款
送到严某手上，严某感慨不已地
说。至此，这起诈骗案件画上圆
满句号。

买办公用品没结算费用

2021 年 8 月，新县检察院受
理一起公安机关提请审查逮捕
的 诈 骗 案 。办 案 检 察 官 审 查 发
现，犯罪嫌疑人汪发系该县一名
乡镇工作人员，2018 年初，该乡
镇要编纂地方史志，将这项工作
交给了汪发，同时向他说明前期
预算是 1.5 万元，待初稿通过审
核后再行拨款。汪发便以全职每
月 3000 元和兼职每日 80 元的标
准聘请编纂人员。经联络，3 名退
休教师同意参与编纂工作，汪发
向 3 人表示，工资要等到初稿审
核通过后一并发放。

2019 年 7 月，地方史志初稿
完成后，汪发对参与编纂的 3 位
退休教师说，上级对他们编写的
地方史志非常欣赏，计划再拨款
20 万元进行印刷出版，他们除工
资之外还可以得到几万元奖金，

但需自己先按比例缴纳个人所
得税。教师陈某、方某觉得这是
一 件 好 事 ，就 分 别 将 4200 元 和
1900 元的个人所得税款给了汪
发。

2020 年 12 月 ，参 与 编 纂 的
老师找汪发催要工资和奖金，汪
发 推 托 说 乡 里 还 没 有 拨 款 。陈
某、方某二人到乡里一打听，才
得知前期预算的费用早已拨付
给汪发，也没有上级要拨款印刷
出版这回事。

检 察 官 通 过 阅 卷 还 发 现 ，
2019 年 4 月，汪发在一次饭局上
得知信阳某高校准备确定一个
基层对口支援单位，于是他一边
和该高校联系想方设法争取，一
边向乡镇领导谎称该高校要无
偿 捐 赠 一 批 近 5 万 元 的 办 公 用
品，并毛遂自荐去挑选购买办公
用品，想从中间赚些“差价”。随
后，汪发以乡镇的名义从个体户
严某处选购了 4 万余元的办公用

品。
事后，严某多次联系汪发结

算这批办公用品的费用，并没有
争取到高校捐赠的汪发则编造各
种理由进行推托。直到 2020 年 5
月，汪发通过微信联系严某，告诉
他想要尽快让领导审批拨款就需
请领导吃饭，然后以交保证金、请
领导吃饭报账等理由，让严某先
后转账近 2 万元。2021 年 7 月，经
过多次催要未果，严某才发觉上
当受骗并报案。

是借款还是诈骗

在全面熟悉案情和证据的基
础上，办案检察官提审了犯罪嫌
疑人汪发。面对讯问，汪发对前两
起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而对第三
起犯罪事实，却声称钱是严某自
愿转给他的，目的就是让他用于
请客周旋。在讯问过程中，办案检
察官发现，汪发关于第三起犯罪

事实的供述前后有很多不一致的
地方。

通过核实现有证据，办案检
察官认为，汪发对严某实施诈骗
的事实仅有严某的指证，现有的
证据链条还不完善。但前两起犯
罪事实已证实两名被害人财产
受到损失，且汪发对第三起犯罪
事实拒不认罪，严某的实际损失
尚难认定。该院作出批准逮捕犯
罪嫌疑人汪发的决定。

随后，办案检察官针对第三
起犯罪事实，向公安机关列出了
详细的补充侦查提纲。在补充侦
查期间，办案检察官多次与侦查
人员进行沟通，引导侦查取证。
最终，公安机关补充了相关证据
材料，于 2021 年 10 月将该案移
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最后一起说我是诈骗我不
认，我只是向严某借点钱用，等
我有钱了就会还给她。”面对检
察官的讯问，汪发这样辩解。

“怎么又成了借钱？你是如何
向严某借钱的？借了多少钱？”针
对汪发新的供述，办案检察官迅
速找到矛盾点，进行追问，而汪发
一口咬定是借钱而不是诈骗，之
后再也不开口多说一句话了。

聊天截图是假的

第三起事实到底是借款还
是诈骗？汪发主观上是否有非法
占有的目的？带着这些疑问，办
案检察官决定启动自行补充侦
查程序，彻底查清这些问题。

办案检察官通过核查严某
和汪发的微信聊天、转账记录，
发现严某的大额转账主要集中
在 2020 年 7 月至 9 月，一系列聊

天记录显示，转账原因并非是
汪发所说的借款。随后，结合
证人证言，再次仔细核对汪发
发给严某的聊天截图，检察官
发现了这些聊天截图里隐藏的

“秘密”：数十张聊天截图内容
是汪发和两名领导的对话，而
这两名领导的微信头像完全一
致 ， 且 语 言 表 达 方 式 高 度 类
似，就像是同一个人。

办案检察官通过询问关键
证人，逐一核实这些截图中信息
的 真 伪 ，发 现 这 些 截 图 都 是 假
的。也就是说，汪发多次声称请
领导吃饭、交保证金才能报账的
理由，都是他虚构的。

“你发给严某的转账凭证是
怎么制作的”“你是以什么事由
让严某多次向你转账？这些事由
是否真实”……面对办案检察官
展示的新证据，汪发乱了阵脚，
只好低下头交代了一切。

据汪发交代，所有聊天及转
账截图都是他通过电脑修图软
件制作的，他在住院期间因缺钱
花才虚构了各种理由让严某多
次转账 2 万余元，这些钱已被他
挥霍一空。

事后，办案检察官耐心向汪
发及其家属进行释法说理，促使
其尽最大能力赔偿被害人的损
失，取得被害人的谅解。最终，在
办案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见证
下，3 名被害人和汪发近亲属达
成赔偿、谅解协议。

2021 年 11 月 ，新 县 检 察 院
以涉嫌诈骗罪将汪发提起公诉。
今年 3 月，法院经开庭审理，采纳
了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以
诈骗罪判处汪发有期徒刑一年，
并处罚金 7000 元。

以请吃饭协调报账为由骗取被害人钱款，犯罪嫌疑人到案后百般辩解，办案检察官通过引
导侦查和自行补充侦查，戳穿了他的谎言——

是诈骗不是借款

□本报通讯员 唐晓宇 师夏

“怪我太冲动，我认罚！”4月 25日，42岁的江苏无锡男子孙某在公
安机关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签字。因醉酒后冲动，孙某打了欠自
己钱的工友小丁。鉴于双方达成刑事和解且孙某自愿赔偿，无锡市惠
山区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建议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2021 年，无锡市检察机关不起诉 1398 人，同比上升 18%，对于如
何做好不起诉“后半篇文章”，无锡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朱良
平说：“两级院积极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进一步完善犯
罪惩戒和预防体系，最大限度提升犯罪治理效果。”

刑可免，罚难逃

为从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探索和推动非刑罚处罚工作，江苏省
检察院选择 6家基层院作为试点，无锡市锡山区检察院是其中之一。

刑可免，罚难逃。锡山区检察院以交通肇事、危险驾驶、污染环境、
故意伤害等轻微刑事案件为样本，综合考量被不起诉人社会危害程
度，设置交通志愿服务、社区劳动、环境修复等社会公益服务措施。该
院还开发了“非刑罚化处罚管理平台”App，设置任务积分管理应用模
块，被不起诉人通过定点签到、分时段拍照上传来体现服务内容，直至
拿满任务积分为止。

今年 4月，在锡山区检察院公益损害风险防控基地，被不起诉人孙
某、顾某种下6棵樱花树。2019年1月至3月，孙某、顾某作为某汽车配件
厂负责人，将少量生产废液倒入工厂旁边的土坑，因涉嫌污染环境罪被移
送审查起诉。综合全案证据及鉴定意见，锡山区检察院于 2021 年 11
月对该案作出不起诉决定，责令两人从事公益劳动。两人自愿承担 1
万余元赔偿金，用这笔钱认养了 6 棵樱花树，将种植、养护树苗的照
片上传至 App 平台。

“锡山区检察院作为全省试点，能动履职，积极探索，防止不诉
了之，最大限度发挥检察机关在修复社会关系、钝化社会矛盾方面
的积极作用。”无锡市检察院党组成员、检委会专职委员李营说。

小案子，不小办

无锡市梁溪区现有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 23.02 万人，占户籍总
人口的 23.36%。梁溪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张琴介绍，该院推出
了《涉老年人刑事案件办理工作意见（试行）》，成立专业化办案团
队，明确对犯罪情节轻微的老年犯罪嫌疑人谨慎适用起诉程序，并
创新设置了前置和解、成年家属陪同讯问、心理干预治疗等机制。

2021 年该院办理了一起老年人刑事案件。70 多岁的黄某偶然看
到邻居没关好的汽车后备厢内有皮包和现金，便鬼使神差地将这些
东西“拿”回了家。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让黄某的儿子陪同，帮助安
抚老人情绪，黄某自愿认罪认罚并作出退赔，被该院作出不起诉处
理。

老人在儿子搀扶下蹒跚离去的背影在检察官心头挥之不去。检察
官此后多次对老人进行心理疏导，老人的心态逐渐恢复，还主动向邻
居道歉。被害人张女士表示：“老人家一时糊涂，我们早就原谅她了。”

涉老年人刑事案件大多是“小案”，办理难度却不小。张琴认为，
不诉不是终结，只有做好增进社会和谐、维护当事人权益的延伸工
作，才能实现“小案”不“小办”的初心。

“扶上马，送一程”

“企业最近在生产品牌空调的配件，夏天到了，不愁销路。”5
月初，无锡某公司负责人向前来回访的检察官介绍企业目前经营状况。

2021年 8月，该企业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移送滨湖区
检察院审查起诉。企业主动申请接受合规建设，在 6 个月内从财税到
安全生产等各领域进行彻底整改，最终通过检察机关、第三方监督评
估小组的考察验收。今年 3月 18日，滨湖区检察院根据公开听证结果，
对企业和负责人作出不起诉决定，这一决定让企业保住了参与重要项
目竞标的资格，企业得以更好地经营发展，员工的饭碗保住了。

“扶上马、送一程”，这是无锡检察机关在办理涉企案件中的共
识。2021 年 10 月，新吴区检察院检察长丁宏伟走访一家机电公司开
展“合规回头看”，帮助企业进一步完善管理。在一起职务侵占案中，
新吴区检察院书面督促公安机关依法追缴被不起诉人于某违法所
得 22万元，防止其因犯罪得利，也帮助企业挽回了损失。

根据实践情况，无锡市检察院出台了《关于不起诉案件规范适
用非刑罚处罚措施的指导意见》。“检察机关办案要充分考量不起诉
决定的社会效果，不诉之后很多工作才刚刚开始。”无锡市检察院第
一检察部副主任王玲飞说。

不诉之后……
江苏无锡：探索做好不起诉的“后半篇文章”

无锡市锡山区检察院对拟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进行公开听证

□本报记者 蒋长顺
通讯员 李晓红

“针对福利院资金申领、发
放 、 收 支 等 方 面 已 加 强 审 计 ，
并对所有社保卡及前期农保卡
进行全面清查，防止类似养老
资金因管控疏漏未能到位以及
由于信息更新不及时导致社保
资金流失问题再次发生。”5 月
15 日，湖北省洪湖市检察院对
制 发 的 检 察 建 议 进 行 回 访 时 ，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向检察官
介绍了清查整改情况。

2021 年，洪湖市检察院受
理了某镇福利院原院长张某诈
骗 社 保 资 金 一 案 。 2010 年 至
2013 年，福利院有 8位供养老人
相继离世，在此期间，张某没
有去民政部门注销已故老人的
信息，也未办理过户口注销手
续。2016 年 8月，张某因无力偿
还个人欠银行的贷款，于是他
想到了他掌管着福利院供养老
人的社保退休工资的存折，8 位
已 故 老 人 的 账 户 还 没 有 注 销 ，
便萌生了骗取已故老人社保退
休工资的想法。

2016 年至 2017 年，张某一
共冒领了 69 万余元的社保退休
工资，所冒领款项被其分 29 次
转到个人“小金库”。

张某到案后坦白了自己的

罪行，在律师的见证下自愿签
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2021 年 8
月，洪湖市检察院对张某提起
公 诉 。 法 院 经 开 庭 审 理 ， 于
2021 年 12 月作出一审判决，以
诈 骗 罪 判 处 张 某 有 期 徒 刑 十
年，并处罚金 3万元。

通过类案梳理，洪湖市检
察院发现，一乡镇保管、发放
社保卡的工作人员离职后，未
做工作交接，私自将社保卡带
走 ， 并 将 卡 里 的 钱 据 为 己 用 ；
去年 1 月，该市还发生一起涉及
百余人的诈骗案，犯罪嫌疑人
以帮助他人办理社保和补缴工
龄为名，诈骗他人钱财 1000 余
万元。

针对社保资金在申领、发
放、收支等方面存在的管理漏
洞，洪湖市检察院向该市民政
局、人社局发出社会综合治理
类检察建议，建议确保人员管
理规范化，注意人员业务分配
的合理性，加强纪律监管、内
外部监督制约和警示教育。

上述两家单位收到检察建
议后高度重视，迅速回复，表
示将采取措施切实加强内部监
督，进一步完善预防犯罪工作
机制，强化法律法规学习和警
示 教 育 ， 切 实 加 强 内 部 管 理 ，
强化干部队伍建设，筑牢防腐
内部防线。

福利院院长诈骗社保资金
湖北洪湖：针对监管漏洞发出检察建议

□本报记者 王玲
通讯员 翁婷

近 日 ，辽 宁 省 沈 阳 市 苏 家
屯区检察院副检察长乔玉英带
领刑检部门的检察官，走进一
起诈骗案被害人所在村屯，开
展有针对性的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开始前，结合乡村留守老
人多、信息闭塞、识别能力弱等
特点，该院与区政法委、区公安
分局、街道相关部门开展座谈，

就信息共享、沟通衔接、线索移
送等方面问题进行交流探讨，
达成共识。

4 月末，苏家屯区检察院
接到区公安分局移送的那某诈
骗案。经审查发现，被害人中
包含多名老年人，诈骗手段系
谎 称 为 老 人 办 理 社 会 养 老 保
险。针对关键证人未到案、赃
款流向不明等问题，办案检察
官详细列明补充侦查提纲，引
导侦查机关侦查取证，及时完

成关键证据取证工作，于 5 月
24 日以涉嫌诈骗罪对那某提起
公诉。

案件虽然办结，但检察官
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他们开展
广泛调研，深入挖掘近年来养
老诈骗犯罪多发原因，发现大
多数老年人存在内心孤寂、盲
目轻信、贪小便宜等心理，这
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对此，该院开展了一系列反诈
骗普法宣传活动，向群众普及
防养老诈骗相关法律知识，不
断提高老年人的识骗、防骗能
力。

在 活 动 现 场 ，检 察 官 通 过
张贴海报、悬挂条幅、发放宣传
单等方式，结合那某案，用老百
姓都能听得懂的家常话，提醒
大家认清“小恩小惠”和“甜言
蜜语”中暗藏的骗局。

针对村民们提出的法律问
题，检察官现场进行答疑解惑，
并鼓励村民积极提供养老诈骗
违法犯罪线索，共同参与到打
击整治养老诈骗行动中来。同
时，检察官还告诉村民可以下
载“国家反诈中心”App，从中及
时掌握最新反诈知识。

“太险了，差一点就上当受
骗了”“现在的骗子真是让人防
不胜防啊”……现场的一些老
年人纷纷感慨。

别被小恩小惠拉进诈骗陷阱
沈阳苏家屯：以案释法宣传进乡村

检察官为老人讲解防诈骗法律知识

办案检察官与律师共同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