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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戴小巍
通讯员 李居

“我已经收到再审法院的判决，正
准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不是检
察机关的帮助，我垫付的误工费肯定
是要不回来了。”近日，湖北省恩施市
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办案检察官接到一
起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申请监督人谭
某的致谢电话。

2015 年 5 月 13 日，谭某驾驶的小
型 汽 车 与 刘 某 驾 驶 的 电 动 车 发 生 剐
蹭，造成两车及刘某随身物品受损、刘
某左侧第 5、7 后肋骨折及全身多处软
组织损伤。经恩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大队认定，谭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事故发生后，刘某于当日到恩施
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2015 年 11 月 25
日伤愈出院，共计住院 128 天，花去
医 疗 费 10594.76 元 、 门 诊 治 疗 费 用
585.82 元。2016 年 6 月 21 日，经交警
大 队 主 持 ， 谭 某 与 刘 某 达 成 调 解 协
议 ： 谭 某 支 付 刘 某 医 疗 费 用 11180
元 、 误 工 费 用 22061 元 、 护 理 费 用
10073.60 元 、 生 活 补 助 费 用 6400 元 。
嗣后，谭某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其垫
付的刘某误工费未果，遂向恩施市法
院提起诉讼。法院一审认为，谭某为
刘某垫付的 2 万余元误工费符合法定
项目，但刘某系医院职工，其是否因
遭 遇 交 通 事 故 减 少 收 入 并 无 证 据 证
实 ， 谭 某 向 其 支 付 误 工 费 系 自 愿 行

为，对保险公司没有约束力，判决驳
回了谭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生效后，谭某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持新证据——刘某工作的医院
出具的《扣发证明》，证明单位扣发刘
某工资、绩效、奖金 23450 元，再次向恩
施市法院起诉。法院认为谭某构成重
复起诉，裁定驳回谭某的起诉。谭某向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申请
再审。2020 年 4 月 16 日，恩施州中级法
院认为恩施市法院认定谭某构成重复

起诉正确，裁定驳回谭某的再审申请。
2020年9月8日，谭某向恩施市法院

申请再审。恩施市法院于2021年7月6日
作出裁定，认为谭某的再审申请超过期
限，且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
正确，裁定驳回了谭某的再审申请。于
是，谭某向恩施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为查明案件情况，恩施市检察院
办案检察官前往刘某曾任职的医院，
通过询问医院负责人、查询医院 2015
年的工资档案信息，查明刘某虽为医

院职工，但医院规定若职工住院请假
将会扣发工资、绩效等，刘某因交通事
故受伤住院被医院扣发工资、奖金 2 万
余元，谭某向法院及检察机关提供的
新证据《扣发证明》为医院出具，可以
作为证据采信。

办案检察官经分析认为，申请人
谭某因欠缺法律知识，在取得新证据
后未针对原审判决提出再审申请，而
选择向法院再次起诉，导致超过再审
期限。这起由交通事故引起的保险纠
纷，从 2017 年 8 月 25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1 日，经历两次一审、一次二审、两次
再审，谭某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反
复向法院起诉、上诉、申请再审，多次
往返于两级法院，其垫付的误工费始
终未得到补偿，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
督机关，理应对申请人谭某的合法权
利予以救济。

2021 年 12 月 2 日，恩施市检察院
以谭某提交的新证据《扣发证明》足以
推翻原审判决，取得新证据之后积极
主张权利为由，提请恩施州检察院向
恩施州中级法院抗诉，恩施州中级法
院后指令恩施市法院再审。2022 年 6 月
20 日，恩施市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支持
了谭某请求保险公司支付其垫付的误
工费的诉讼请求，保险公司提起上诉
被法院驳回。

不久前，谭某收到了胜诉的终审
判决。至此，历时 5 年的维权之路终于
结束。

垫付的误工费保险公司理赔了
湖北恩施：成功抗诉一起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

□本报记者 南茂林
通讯员 张芹

“要用好民事诉讼类案监督专项活
动探索、总结的经验，进一步拓展民事
检察监督范围、提升民事检察监督质
效、增强监督公信力。”近日，甘肃省酒
泉市检察院检察长王烨就全市民事检
察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2022 年 1 月以来，酒泉市检察机关
部署开展了为期一年的民事诉讼类案
监督专项活动，用心纾解人民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着力加强企业司法保护，全
力守护公平正义，在市域范围内已形成
全覆盖式的类案监督态势。

不能让企业“赢了官司输了钱”

“我们在法院起诉了 450 多个金融
借款案件，预交诉讼费 160 多万元，案
子赢了，不仅借款未能执行，连预交的
诉讼费也没有退。”2022 年初，玉门农
商 银 行 向 检 察 机 关 申 请 监 督 。当 年 5
月，酒泉市检察院就农合机构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胜诉不退费”类案检察监督
案召开听证会。

“经调查核实，全市农合金融机构

在两级法院审结的案件共 1469 件，胜
诉未退费金额达 859 万余元，严重影响
了企业的正常发展。本案的听证焦点是
检察机关有无开展诉讼费退费监督工
作的必要性。”检察官赵丽娟向与会听
证员介绍。

“审判实践中诉讼费没有退还的现
象比较普遍，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
关，应当督促法院从机制层面统筹解
决。”听证员，民革酒泉市委员会秘书
长、酒泉市政协委员周小琳指出。

“检察机关有必要制发检察建议，
督促法院严格执行诉讼费退费的法律
规定。”按照听证会程序，听证员经充
分讨论后，酒泉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
民侨信访工作委员会主任、市人大代表
刘志国代表听证员发表了听证意见。

听证会后，酒泉市检察院迅速行
动，决定在全市两级检察院部署开展

“胜诉不退费”专项检察监督工作，以
涉 民 企 案 件 、 涉 弱 势 群 体 案 件 为 重
点，以各农合金融机构为前阵，针对
司法实践中败诉方交纳费用后再退还
胜诉方、生效裁判裁决原告预交诉讼
费由被告给付等违法情形，以点带面
开展类案监督。

酒泉市检察院及 7 个基层院均向
同级法院制发了纠正“胜诉不退费”检
察建议，促使法院进一步健全胜诉案件
诉讼费用退还机制，充分保“企”权、倾
力解“企”愁，保驾护航企业发展。

确保人民陪审员制度落到实处

“法院一审判决书上显示有人民陪
审员，但开庭时未见人民陪审员。”一起
虚假诉讼监督案件的当事人向检察机
关反映了这一问题。

2022 年 10 月，酒泉市检察机关在
对同级法院多起涉人民陪审员履职案
件进行调查核实后，发现审判实践中人
民陪审员履行职责不到位的现象不是
个案，应该及时监督纠正。

2022 年 11 月，酒泉市检察机关决
定将社会治理融入到民事检察监督办
案中，由治到防深化监督，同时向法院、
司法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建议从加
强培训工作提升履职能力、加强考核工
作规范履职行为、加强监督工作严格责
任追究等三个方面，确保人民陪审员制
度落到实处，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

“民间智慧”。
收到检察建议后，法院、司法行政

机关及时制定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责
任，联合开展“回头看”工作，修订了《人
民陪审员管理考核办法》，对选任管理、
庭前阅卷、庭前会议、庭审询问、参与调

解、评议安排、文书签名、送交裁判文书
等相关事宜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切实保障人民陪审员深度参审、实质
参审。

铲除诉讼权利实现的“绊脚石”

“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是个人口
不足 1.5 万人的民族县，地域面积却达
3 万多平方公里，法院民事诉讼案件
年均受案量近 200 件，近 70%的案件
采用电子送达，当事人反映有送而不
达的情形。”阿克塞县检察院第二检察
部负责人库美斯汉说。为落实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规范公告送达的“二号
检察建议”，酒泉市检察机关结合民事
诉讼类案监督专项活动，因地制宜探
索生效裁判、审违和执行程序中类案
监督的发力点，各基层院突出对法院

公告送达、电子送达中的违法情形进
行重点监督。

2022 年 4 月，阿克塞、肃北两个民
族县检察院组织专班开展了涉民间借
贷、公告送达、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案
件卷宗审查工作。检察机关发现法院在
民事送达中，存在未穷尽送达方式公告
送达、送而不达、电子送达不规范等违
法情形，遂向同级法院制发类案检察建
议，依法规范法院民事案件送达程序，
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维护司法
公平公正。

“2022 年，酒泉市检察机关转变以
往粗放型办案模式为精准性监督，发出
执行监督类案检察建议 6 件，占执行监
督检察建议总数的 14.3%；发出审违类
案检察建议 12 件，占审违检察建议总
数的 52.2%。”酒泉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王安明介绍，接下来，酒泉市检察机关
将持续做好民事检察类案监督工作，解
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司法难点痛点堵点
问题，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的每一起
案件。

护企权 暖民心 守公正
甘肃酒泉：类案检察建议让民事诉讼监督更加精准见效

□本报记者 韩兵 通讯员 于赫男

“感谢检察机关帮我解决了多年的房贷困扰，我总算能在自己的房子里踏
踏实实地过日子了！”与贷款银行签署和解协议后，申请监督人董大姐激动地向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致谢。

2013 年，董大姐从银行贷款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并签订了《个人购房抵押
（保证）借款合同》。2020 年，因董大姐未及时还款，银行催收贷款未果后，向法
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判决解除《个人购房抵押（保证）借款合同》，董大姐
应向银行支付欠款。法院判决生效后，董大姐仍未还款，银行遂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案涉房产也即将被拍卖。董大姐不服法院裁判，找到检察机关申请监
督。

受理该案后，南岗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通过询问当事人、调阅法院卷宗进
行审查后认为，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案件不具有法定的监督情形。但在沟通过
程中，办案检察官得知，董大姐与银行长期“失联”是因其身患喉癌、无法说话，
而巨额的医疗费用也造成其家庭经济困难，导致还贷“断供”。为进一步化解矛
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检察机关决定尝试开展息诉和解工作。但银行不同意
和解，要求解除贷款合同并还款。息诉和解工作一时陷入僵局。

办案检察官并没有放弃。他们通过向董大姐介绍检察机关的职能，认真倾
听她的苦衷，逐渐使其消除对抗心理，并不失时机地指出其“断供”和“失联”的
不当之处。最终，董大姐向检察官袒露心扉，表达了其想保住房子、达成和解的
愿望。

与此同时，办案检察官深入银行，认真说明检察机关为人民司法、为企业排
忧解难的办案宗旨，并对银行相关工作人员释法说理，积极引导双方达成和解。

经过办案检察官的不懈努力，董大姐与银行逐渐缩小预期差距。银行本着
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充分考虑到董大姐的现实困难，同意和解，双方成功达成
和解协议。最终，检察机关与法院执行部门共同促成了本案在执行阶段的和
解：银行不再申请执行，且免除了一部分违约金，又与董大姐签订了还款计划，
允许她分期还款。董大姐的房子终于保住了。

“将民事检察和解的法律效果延伸至执行环节，有利于防止程序反复，降低
诉讼成本，提高司法效率，实现用尽可能少的司法资源取得尽可能好的司法效
果，从而增强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办案检察官说。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南
岗区检察院将积极探索矛盾纠纷化解新模式，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
动履职，不断取得法律监督和社会治理同频共振的良好效果。

董大姐的房子保住了
哈尔滨南岗：成功化解一起逾期房贷纠纷

本报讯（记者范跃红 通讯员余检） 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促
进民事支持起诉与法律援助工作有效衔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近日联
合该区司法局共同出台《关于建立民事支持起诉与法律援助工作协作机制的意
见》，创新建立“信息互通、职能互补、工作互动”的“三互”检司合作模式，旨在畅
通司法救济渠道，凝聚合力，切实保障特殊群体合法权益。

据介绍，该《意见》明确加强信息互通的同时，要求相关单位和部门遵循各
司其职、相互配合的原则，明确履职权限边界，凝聚专业力量，在个人信息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等领域妥善探索支持起诉与法律援
助工作。结合案情实际，创新当事人线上申请和容缺受理机制，开辟“绿色通
道”，为当事人提供切实便利，同时加大部门间衔接、协作的力度，实现全面性、
专业性、延伸性履职办案，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

《意见》 要求完善日常联络机制，对于支持起诉与法律援助案件的相关情
况，及时告知详情，确保协作机制顺畅运行。建立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会
商制度，针对民事支持起诉、法律援助的条件等问题进行集中讨论，集思广
益拓宽办案思路。加大开展典型案例的
宣传力度，强化宣传教育和引导，推进
矛盾纠纷化解取得实效，全面提升人民
群众对支持起诉、法律援助工作的知晓
度和司法公信力。

杭州余杭：

联合司法局推进支持起诉与法律援助工作

□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萨日勒 金燕翔

近日，向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市检察院申请监督的 6 起买卖合同纠
纷案的当事人、某村村委会主动撤回
监督申请。这是呼和浩特市检察院今
年常态化开展民事诉讼矛盾纠纷实质
性化解专项行动以来，又一批被成功
化解的涉及人数众多的民事诉讼监督
案件。

“通过检察机关的有效引导，让原
本的‘不可实现’变成了可行方案。在
这起系列监督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检
察机关通过检察听证，以人民群众可
感 、可 触 、可 见 的 方 式 化 解 了 矛 盾 纠
纷，彰显了其维护公平正义的法治追
求。”担任本案听证员的呼和浩特市政
协委员李强表示。

2013 年 7 月，某村村委会决定以政

府补贴、村民购买的形式兴建蔬菜大
棚。王某等 7 人借用该村村民的名义购
买蔬菜大棚并将钱款交给该村时任村
主任刘某，刘某出具收据并加盖了村
委会公章。然而，购买大棚后，王某等
人不仅没有等到大棚的交付，还发现
刘某开始对他们避而不见。无奈之下，
王某等人向警方报案。公安机关经侦
查发现，刘某早已将村民购买大棚的
钱款非法占为己有。后经法院判决，刘
某因构成职务侵占罪、诈骗罪（另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大棚没买到，购买大棚的钱款也退
不回来。2019 年 6 月 21 日，王某等人向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村委会退还购买蔬
菜大棚款。法院经审理，判决由村委会
返还当事人购买蔬菜大棚款。2021 年 7
月 19 日，因村委会无财产可供执行，法
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此外，在刘某涉
嫌职务侵占罪的刑事判决中，法院责令

刘某向村委会退赔蔬菜大棚款 200.5 万
元，因刘某无财产可供执行，该执行也
已被终结。2022年 9月，村委会向检察机
关申请监督。

在审查案件的过程中，办案人员发
现，此案的症结在于“如何在村民集体
利益和买受人利益之间找到法律的平衡
点”。一方是村集体自治组织，涉及全
体村民利益，另一方是借用多名村民名
义购买大棚的 24名非本村村民 （其中 7
人已起诉），款项已经交付村委会但未
取得大棚的交付。结案容易，但事了才
是办理该系列案件的目标。几名办案人
员经过充分讨论后，决定以公开听证的
方式寻找办理案件的突破口。

2022 年 9 月 29 日，呼和浩特市检
察院邀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
参加公开听证。听证会上，检察官对案
件事实、争议焦点、案件执行情况进行
了充分释明，让双方当事人充分了解

纠纷发生的原因及后续情况，也引导
当事人权衡利弊、理性面对现状。“案
子的起因是蔬菜大棚，既然现在大棚
是闲置状态，能不能把出租大棚的租
金抵顶合同欠款作为执行和解的一种
方式呢？”一名听证员的一句建议为解
决问题提出了可行性思路，受到与会
其他听证员的一致认可。

听证会后，办案检察官多次与村
委 会 和 买 受 人 就 能 否 以 租 金 抵 顶 欠
款及如何合法保障村民集体利益等问
题反复沟通。今年 2 月 18 日，当事人双
方终于签订和解协议，村委会决定将
村里现有的闲置大棚以免租金的方式
租赁给已交付款项但未取得大棚使用
权的当事人使用，用以抵顶村委会应
返还的款项。经过沟通，村委会与尚未
起诉的大棚买受人也决定按这一方式
达成和解协议。时隔十年，闲置大棚终
于派上了用场。

十年后，闲置大棚终于派上用场
呼和浩特：检察听证助力化解系列合同纠纷

□本报通讯员 胡玲蕊

丈夫已经离世，唯一的房产却被
拍卖执行，她是否该为丈夫的连带偿
还责任买单？河北省秦皇岛经济技术
开发区检察院（下称“秦皇岛开发区检
察院”）通过办理这起“小案”，为当事
人排忧解难，解决了“天大的事”。

2018年，王某的丈夫张某为其好友
陆某的 75万元借款充当保证人，陆某无
力还款后，张某因需承担连带偿还责
任，被法院强制执行房产一处，但该处
房 产 是 由 张 某 与 其 妻 子 王 某 共 同 共
有。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将该处
房产拍卖，得到价款 42 万余元，在扣除

相关费用后，向债权人发放了全部房屋
拍卖款 36万余元。

“房子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怎
么就没我的份儿了？”王某得知自家房
产被查封后立即向法院提出了案外人
执 行 异 议 申 请 ，但 其 申 请 被 法 院 驳
回。于是，王某向秦皇岛开发区检察
院申请监督。

受理该案后，办案检察官经过充
分研判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
的规定》的相关要求，执行人员应当对
拍卖财产的权属状况、占有使用情况
等进行必要的调查，制作拍卖财产现
状 的 调 查 笔 录 或 者 收 集 其 他 有 关 资

料。但本案中，法院对该房产的权属
状况、占有使用情况并未进行必要调
查，导致王某生活所依托的仅有房产
遭到查封和拍卖。

为进一步查明真相，给申诉人一
个满意的答复，检察机关经调查了解
到：张某生前为陆某的债务进行担保
时，并未告知其妻子王某，王某对张某
的担保行为不知情，且张某除了夫妻
共有房产外，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个
人财产。

秦 皇 岛 开 发 区 检 察 院 经 审 查 认
为：张某个人对外担保之债，不是王某
与张某夫妻的共同债务；王某享有对
被执行房屋的共有权。法院将执行款

全部发放给申请执行人，而未保留被
执行房屋共有人王某的份额，侵害了
王某的合法权益。鉴于此，在尊重王
某意愿的基础上，秦皇岛开发区检察
院制发支持起诉意见书，支持王某提
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办案检察官表示，办理此类案件，
既要注重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又
要注重保护不知情的夫妻另一方的合
法权益，同时要严守法定程序、保障当
事人诉讼权利。该案经过重新审理，
法院对执行款重新作出分配，依法保
留出属于王某的一半份额。

近日，该案执行完毕，王某分得房
屋拍卖价款一半的份额 21万余元。

她该不该为已故丈夫的连带偿还责任买单？

在检察机关的引导下，银行工作人员和董大姐的代理律师签订了和解协议。

恩施州检察院向法院提出抗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