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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枫桥经验”化解矛盾纠纷

□本报通讯员 王永强 庞浩

无施工事实，没有与任何人签订任
何工程建设合同，却莫名接到法院要求
偿还工程款的执行通知书。当事人一头
雾水、欲哭无泪，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日前，经河南省南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检察院（下称“高新区检察院”）提请
南阳市检察院依法抗诉后，法院采纳抗
诉意见，对这起合同纠纷案予以改判，
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9万元债务从天而降

2021 年 11 月 26 日，河南省某建设
公司南阳分公司负责人阿君（化名）接
到了要求自己向阿翔（化名）偿还工程
款及利息共 39万元的执行通知书。

“我不认识阿翔，也从没和阿翔签
订过合同，哪里来的工程欠款？”阿君立
即向原审法院了解详情。原来，他陷入
了一场工程承包合同纠纷，因法院无法
联系到他，作出了缺席判决。阿君认为，
法院在开庭时联系不到他，却能在执行
时找到他，显然是故意不让他出庭应
诉，该案程序严重违法。同时，阿翔所举
证据并不能证明他们签订了工程承包
合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2022年 1月 20日，南阳市中级法院
以无证据证实其主张为由裁定驳回了
阿君的再审申请。同年 2 月 26 日，万般
无奈的他向高新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高新区检察院受理该案后，通过
调阅执行卷宗、调取书证、询问当事人
以及前往金融机构调查核实等措施，
查 明 该 案 中 疑 似 存 在 一 真 一 假 两 个

“河南省某建设公司南阳分公司”，并
且 是“假 分 公 司 ”拖 欠 了 阿 翔 的 工 程
款，而阿翔却将“真分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阿君起诉到法院并胜诉。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假分公司”浮出水面

随后，高新区检察院办案人员围
绕“真假分公司”这一难点深入开展调
查 核 实 工 作 。历 经 几 个 月 的“抽 丝 剥
茧”，“假分公司”终于浮出水面。

原来，2012 年 3 月，河南省某建设
公司内部人员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阿
辉（化名）不满，起诉要求撤销其公司

法定代表人的资格，获得法院支持。判
决生效后，阿辉拒不执行判决义务。后
来，通过法院强制执行，该公司才完成
变更登记，并更换了公司印章等凭证。

2015 年，南阳宛城人阿坡（化名）
想承建南阳某中公司的工程项目，却
苦于没有资质，于是找到阿宇（化名）
帮忙。通过阿宇的牵线搭桥，阿坡与阿
辉的弟弟阿亮（化名）取得联系。阿亮
自称是河南省某建设公司副经理，在
南阳设有办公室。阿坡看到阿亮富丽
堂皇的办公室，深信这正是自己急需
挂靠的单位。

随后，阿亮“代表”河南省某建设公
司与阿坡签订合作协议，将留在阿辉处
的河南省某建设公司施工资质、营业执
照的复印件以及已经作废的公司印章
提供给阿坡，并将伪造的一套河南省某
建设公司南阳分公司的组织机构代码
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交给阿坡，阿
坡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河南省某建设
公司南阳分公司负责人。

2015 年 6月，阿坡用这些真假难辨
的资料，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南阳某中
公司工程项目的建设资格，还开设了
对公账户，并以河南省某建设公司南
阳分公司经理身份参与工程施工和各
类活动。

2015年 7月，阿翔与阿坡的河南省
某建设公司南阳分公司签订工程承包
合同，带领班组数十人承包了阿坡承建
项目的木工部分。其间，阿坡数次以与
阿君姓名一字之差的阿俊（化名）的名
义向阿翔支付工钱。2018 年 2 月，施工
完成后，阿坡仍拖欠 50 余万元工程款。
后来，某中公司偿还了 11万元工程款。

2019 年 8月，迟迟要不来剩余工程
款的阿翔委托律师全某作为其诉讼代理
人向法院起诉。全某根据阿翔个人转账
单中对公账户名称等信息，在全国企业
信息查询平台上搜索到了河南省某建设
公司南阳分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阿君。

“每次给我转账的人署名就是阿
俊，和阿君肯定是一个人，他才是公司
的 法 定 代 表 人 ，那 个 阿 坡 只 是 跑 腿
的。”揪出“幕后元凶”后，阿翔和全某
兴奋不已。

就这样，2021 年 3 月，阿君被起诉
至法院。法院审理过程中，以阿翔提供
的证据均指向阿君为由，认定阿君为
真实欠款人。因阿翔起诉时没有查到阿

君的手机号码，立案工作人员为完成立
案程序，在需要填写阿君联系方式的地
方随便写了一个无效的手机号码。正是
这一举动，导致法院通过邮寄方式向阿
君送达应诉通知等文书资料时，邮件被
退回。法院后来也未采取法律规定的其
他方式送达文书资料。

2021 年 10 月 20 日，法院缺席审理
了此案，并于同年 11月 5日作出缺席判
决。11月 16日，法院同样以邮寄方式送
达判决书后，邮件再次被退回。

因迟迟不见阿君履行判决义务，阿
翔于 2022 年 1 月向法院申请对河南省
某建设公司南阳分公司强制执行。在此
期间，执行法官通过各种途径查询到了
阿君的联系方式，并向其下达了执行通
知书。于是，发生了前文那一幕。

检察监督凸显成效

2022 年 10 月，高新区检察院依法
提请南阳市检察院抗诉。南阳市检察
院以“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
为由，向南阳市中级法院提出抗诉。同
年 10 月 25 日，南阳市中级法院裁定本
案进入再审程序，中止了对原判决的
执行。同年 12 月 23 日，南阳市中级法
院依法裁定撤销原民事判决，并将本
案发回重审。

今年 4 月 17 日，原审法院另行组
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案，并
主持法庭调解，依法出具调解书，由南
阳某中公司分 7 次向阿翔支付工程款
共计 17 万余元（一审判决生效后，阿坡
与某中公司协商，从某中公司出两个
车位给阿翔折抵了 21 万余元工程款），
阿君负责的河南某建设公司南阳分公
司不承担还款责任。

高新区检察院还将通过调查核实
掌握的相关人员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
文、证件、印章罪的犯罪线索依法移送
公安机关。目前，相关人员已被公安机
关刑事拘留。

6 月，高新区检察院依法向该区法
院发出审判程序违法行为监督检察建
议书，对本案中错误邮寄送达、错误缺
席审理等违法行为予以监督。法院对
检察建议全部采纳，并按照检察建议
的内容对正在办理的邮寄送达、缺席
审理的案件进行全面排查，对存在的
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解开“真假分公司”之谜
□本报记者 蔡俊杰

通讯员 李伟萍 任琼

“检察官，我在村里本就是低保
户，交通事故发生后，医药费花了很
多，但是赔偿一直没到位，希望你们
能帮帮我。”今年 6 月，77 岁的邵某在
儿女的搀扶下，带着一份事故证明，
向浙江省宁海县检察院检察官递交
了支持起诉申请书。

检察官迅速开展调查，厘清了案
件的来龙去脉。原来，2022 年 8 月，
虞某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
下，驾驶三轮摩托车，不慎与同村村
民邵某发生碰撞，造成邵某骨折，经
鉴定为十级伤残。由于事故发生后
双方未及时报警，事故现场被破坏，
且双方当事人对事故成因描述也不
一致，故交警大队出具的事故证明并
未对事故责任作出认定，双方就具体
赔偿金额一直协商不下。邵某向宁
海县法院起诉维权，但由于证据缺
失、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等，法院未予
受理。在法官的建议下，邵某向宁海
县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

了解情况后，检察官分析认为，
现有证据可认定邵某的伤势是虞某的
交通肇事行为造成的，虽然虞某的过
错程度尚无法认定，但在民事案件审
理过程中，可按照举证责任分配、社会
经验法则等确定双方应承担的责任。
同时，因虞某前期仅垫付了 6000元医
疗费，且肇事车辆亦未投保，高昂的医
疗费用大部分为邵某借款支付，这让
本就是低保户的邵某家庭陷入了经济
困顿。且邵某是高龄老人，子女多在

外地，其因此次交通事故致残后行动
不便，起诉存在一定的困难，其情况符
合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条件。

然而，在深入肇事者虞某家中走
访、查看相关资料的过程中，检察官
了解到，虞某身患癌症，定期的化疗
已经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支持邵
某起诉不是目的，切实化解矛盾、实
现案结事了人和才应该是检察履职
的目标。”承办检察官张葵葵说。于
是，今年 7 月，张葵葵联合法官，邀请
村干部一起，来到虞某家中，围绕事
故争议焦点，向虞某详细解析相关法
律法规，介绍邵某一家的难处。同

时，积极联系邵某及其子女，倾听邵
某一方的想法和诉求，并从邻里情谊
入手，做邵某一方的思想工作，努力
引导同处困境的双方当事人消除分
歧，早日就赔偿问题达成共识。

和解会上，邵某和虞某消除了隔
阂，都表达出积极的态度。最终，双
方达成一致意见，由虞某向邵某赔偿
4.8 万元，虞某和邵某当场在和解协
议书上签字。令人感到温暖的是，村
民们得知案情后，自愿发起捐款帮助
虞某筹集赔偿金；宁海县检察院随后
也帮助邵某申请到了司法救助金和
社会救助金。

这起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有个温暖的结局

□本报通讯员 蒋芸

日 前 ， 在 贵 州 省 普 安 县 检 察
院、法院等单位的共同努力和见证
下，一起十余年未能解决的土地纠
纷被成功化解，双方当事人现场签
订和解协议。

多年前，王某在普安县楼下镇一
荒山上从事生产经营。2005 年，楼下
镇某村村委会将该片荒山承包给村
民陈某进行经营管理。王某因自己
原住房成为危房，不能再居住，且认
为自己使用该土地在先，陈某承包荒
山不符合规定，便于 2011 年在该荒山
上的一块土地上修建房屋。双方因
此发生纠纷，协商未果。2013 年，陈
某起诉至法院 ，要求王某拆除该房

屋，法院判决支持陈某的诉求。王某
不服，上诉至中级法院被驳回。判决
生效后，王某拒绝拆除房屋。

2015 年 2 月，陈某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执行法官调查后发现，该房
屋是王某一家 7口人的唯一住房，且王
某夫妇的年龄偏大，已无购买和重建
其他房屋的能力，如果搬出该房屋后，
一家 7 口人将面临无处居住的困境。
但陈某坚持要求法院强制执行。二人
的矛盾纠纷始终未得到解决。

“明明法院已经判我胜诉，为什
么不能执行到位？”陈某不服，多次信
访，但该案仍是执而未决。

今年 9 月，普安县检察院检察官
在走访过程中获悉该案线索。经向
执行法官详细了解该案情况后，检察

官决定走访当事人。
从双方当事人的“诉求共同点”

“情理认同点”“利益平衡点”出发，检
察官秉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向双方当
事人及其亲属释法说理，讲清利害关
系，剖析矛盾症结，化解当事人的法
结、心结，并提出解决方案。最终，双
方当事人达成共识，王某同意向陈某
赔付 3 万元补偿金，陈某同意王某一
家继续居住房屋。

为尽快给案件画上圆满句号，及
时将补偿金履行到位，普安县检察院
联系县法院和镇政府等部门，组织并
见证双方签订和解协议，于是有了本
文开篇那一幕。

至此，这桩历时十余年的土地纠
纷得以圆满解决。

检察和解为十年土地纠纷画上圆满句号

检察官多方开展调查核实。

□本报记者 于贺
通讯员 于福录

“我不是不还钱，我就是不明白，
为啥我明明欠的是材料厂的钱，法院
却判我还给个人？”家住吉林省德惠市
的阿林（化名）怎么也想不通。因为这
个判决，他只身来到德惠市检察院申
诉。

拖欠砖费引发债务纠纷

2014 年，阿林挂靠长春某房地产
公司，在开发建设位于德惠市某小区
一号楼期间，购买某墙体材料厂（下称

“材料厂”）生产的多孔砖。材料厂按
约定将阿林购买的 10 万余块多孔砖送
至阿林建设的小区，阿林给材料厂出
具了收据。

随后，材料厂以厂子已经解散、砖
费被抵给了委托代理人张某为由，告
知阿林应向张某还钱。因阿林迟迟未
支付砖费，材料厂向法院起诉后，2020
年 11 月 24 日，法院判决阿林给付材料
厂委托代理人张某 6万余元。

不知所措时收到限制消费令

看到法院把钱判给了张某，材料
厂的其他债权人坐不住了，纷纷找阿
林 要 钱 。 本 来 就 有 些 一 头 雾 水 的 阿
林 ，这 下 更 糊 涂 了 。 他 认 为 ，欠 债 还
钱，天经地义，法院判他还钱没错，但
对于法院为何要他把钱还给张某，他
始终想不明白。

“我明明欠的是材料厂的钱，为啥
要还给张某呢？还完了，材料厂如果再
跟我要钱可咋办？”2021年 9月 22日，正
当阿林不知所措时，他突然接到了法院
的限制消费令，其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
均被冻结了，连银行卡里的几千元养老
金也被法院执行给了张某。

收到法院的限制消费令后，阿林
向法院递交了再审申请书，但并未得
到法院的支持。此后，又经过近两年

的申诉，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阿林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了德惠市检察
院申请监督。

再审检察建议监督撤销原判决

2022 年 10 月 9 日，德惠市检察院
受理了该案，并依法调阅了原审卷宗。

检察官了解到，民事判决书认定
材料厂已解散，但该厂提交的个体工
商户信息并未反映出该厂已经解散；
庭审笔录中记载了张某的信息，但并
无张某的签字；原审原告为“某墙体材
料厂”，张某系其委托代理人，但判决
结果却是“阿林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给
付某墙体材料厂委托代理人张某砖款
62730.00元”。

为进一步夯实证据，检察机关向
市场监管部门调取了材料厂的个体工
商户登记信息，上面载明该厂为“在营

（开业）”状态，与判决书所认定的“某
墙体材料厂已解散”的事实不符。同
时，检察官了解到，张某在案件开庭当
天并未出庭应诉，也与判决书所认定
的“某墙体材料厂委托代理人张某对

此没有异议”的事实不符。
综合调查到的上述情况，检察机

关认为，在阿林与张某并无债务纠纷，
也无证据证明材料厂与张某存在债务
纠纷的情况下，法院判决阿林给付张
某砖费 6 万余元无事实依据，属于认定
事实错误，该案应予再审。该院遂向
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书。

2022 年 11 月 14 日，法院裁定再审
该案。今年 5 月 15 日，法院作出撤销
原民事判决的裁定。

法院经再审撤销原判决后，因材
料厂的法定代表人否认起诉，再审时
经传唤无正当理由又拒不参加诉讼，
法院同时驳回其起诉。

再审判决生效后，检察机关及时
联系法院执行部门，撤销了对阿林的
限制消费令，解除了对其银行账户的
冻结，对扣划的钱款予以执行回转。

“自从接到判决后，我心里总是七
上 八 下 ，后 来 我 又 上 了 法 院 的‘ 黑 名
单’，就更加焦虑了。检察官耐心细致
地办案，使我的问题彻底解决，我终于
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案结事了后，阿
林的心终于放下了。

欠材料厂的钱，怎么判给了个人？
吉林德惠：制发再审检察建议纠正错误判决

学习宣传民法典
为美好生活护航

日 前 ，四 川 省 木 里 藏 族
自 治 县 检 察 院 开 展 了“ 民 法
典‘ 典 ’亮 生 活 ”宣 传 活 动 。
检察机关组织干警通过在村
委 会 摆 放 民 法 典 宣 传 展 板 、
悬 挂 宣 传 横 幅 、发 放 宣 传 资
料等方式对民法典知识进行
宣 传 ，深 入 农 户 家 中 接 受 咨
询，引导群众养成自觉守法、
办 事 用 法 、遇 事 找 法 的 法 律
意识和行为习惯。

本报记者周雅丽 通讯
员次打祝玛 罗宝发摄

□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邓斌 张金硕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检察
院通过深入开展调查核实，揭开了一
起涉案金额达 550 余万元的民间借贷
系列虚假诉讼案的“盖子”。法院采纳
该院提出的再审检察建议，对该系列
案件予以再审改判，同时，对参与虚假
诉讼的刘某甲等 9 人每人罚款 2 万元，
对涉案的某农牧业公司处以每案 5 万
元、共计 40万元罚款。

今年 3 月 14 日，林西县公安局以
刘某甲、刘某乙、陈某等人涉嫌虚假诉
讼罪向林西县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该院刑事检察部门及时将线索同步移
送民事检察部门。

“案件涉及的 8 起民间借贷纠纷均
存在文书内容基本一致、当事人双方
无 实 质 性 对 抗 等 明 显 的 虚 假 诉 讼 特

征。”承办检察官发现这一系列案件
存在的“猫腻”后，该院刑事、民事
检察部门立即协作配合、同步审查。
民事检察官认真查阅了法院的诉讼卷
宗，并参与了刑事检察部门的讯问过
程，向多名涉案人员进行调查核实。

经审查，案件真相浮出水面。原
来，刘某甲在 2018 年至 2019 年担任
某农牧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多次
以自己和某农牧业公司的名义向亲友
刘某乙、陈某等人借款，后某农牧业
公司因经营不善申请破产。为逃避支
付其他人的债务，刘某甲与刘某乙、
陈某等人商议虚增借款本金，以某农
牧业公司的名义重新出具借据，由刘
某乙、陈某等人持虚增借款本金后的
借据提起诉讼，并均与刘某甲和某农
牧业公司达成调解协议，法院于 2019
年 11 月对调解协议予以确认。该系列
案中，刘某甲与刘某乙、陈某等人虚

增借款本金合计 550余万元。
为维护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以

及 民 事 诉 讼 的 正 常 秩 序 ， 林 西 县 检
察院于今年 4 月向该县法院发出再审
检 察 建 议 。 法 院 采 纳 了 再 审 检 察 建
议，对该系列案裁定再审。7 月 26 日，
法 院 作 出 再 审 判 决 ， 判 决 撤 销 原 民
事 调 解 书 ， 驳 回 刘 某 乙 、 陈 某 等 人
的 诉 讼 请 求 ， 并 分 别 对 刘 某 甲 、 刘
某 乙 、 陈 某 等 人 及 某 农 牧 业 公 司 处
以上述罚款。

据了解，今年以来，赤峰市两级检
察院不断加大惩治虚假诉讼力度，切
实把虚假诉讼监督工作作为服务经济
社会大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营造优
良法治环境的重要抓手。赤峰市两级
检察院共办理民事虚假诉讼监督案件
35 件，其中，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27 件，
其他检察建议 8 件，法院采纳 32 件，其
他案件正在审理中。

虚增借款550余万元，打假官司换来真处罚

阿林（化名）向检察官反映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