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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任琼 李伟萍

“小朋友们都看到了，受伤的古樟
树现在恢复得不错！我们要更加爱护
它。”日前，浙江省宁海县检察院检察官
带着古树名木保护志愿服务队的 10 余
名学生来到该县跃龙街道草湖村，仔细
查看该村一棵受损古樟树的恢复情况。

古樟树因何受伤？又是怎么恢复
的？这一切要从 4年前说起。

古樟树遭遇交通事故受伤

这棵古樟树已有 800 多岁，是国家
一级保护古树，树高 18 米，枝繁叶茂，
根脉纵横。当地村民十分珍爱和敬重
它，把它视为镇村之宝。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宁海县某食品
公司配送中心员工赵某驾驶一辆货车
与这棵古樟树发生碰撞，损毁了部分枝
干。经村民报案后，宁海县公安局交通
警察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
定赵某负全责。赵某驾驶车辆的交强
险、商业险均投保当地一家保险公司，
此次事故发生在保险合同期限内。

古樟树所在村村委会多次与肇事
司机赵某协商赔偿事宜未果后，想通过
诉讼途径维权，却面临不少难题。

2022 年 8 月初，宁海县检察院民事
检察官在走访该村时，村支部书记向检
察官反映了相关情况，希望得到检察机
关的帮助。在检察官的指导下，该村村
委会向该院提交了支持起诉申请书。

调查核实，了解维权困境

宁海县检察院经研究后，依法受
理了该案。该院审查后认为，受损的
古 樟 树 坐 落 于 宁 海 县 跃 龙 街 道 草 湖
村。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对于集体
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

地、滩涂等，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依
法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申请人宁海
县跃龙街道草湖村村民委员会作为原
告主体适格；申请人向检察机关提出
支持起诉申请，并于当月向法院提出
诉前评估申请，距事故发生时间仍在
三年的诉讼时效内；申请人在取证、
起诉方面存在一定困难，有支持起诉
的必要性。

受理案件后，检察官立即启动调
查核实权，全面了解了该案中村委会
面临的维权困境：一方面，肇事司机
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工作任务时发生的
事故，应由用人单位负责，所以拒不
赔偿；另一方面，浙江省并无针对古
树评估的明确标准。草湖村自行估算
过价值，后又自行委托评估机构评估
过，但因前后差距较大，且评估机构
只有苗木评估资质，并无古树评估资
质，因此相关赔偿方案未能达成。

支持起诉+跟踪监督，古树
赔偿款全部执行到位

针对上述维权困境，检察官走访并
听取当事人及古樟树所在街道的意见，
前往林业部门调取相关证据，确认被撞
古樟树树龄、保护等级、编号等基础信
息，并核实肇事司机的用人单位信息。
此外，检察官认为，虽然目前浙江省内
关于古树价值评估并无明确标准，但
2022年 3月，浙江省林业局、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牵头起草了 《浙江省古树名
木价值评估规范 （征求意见稿）》，可为
评估、确定受损古樟树的价值提供参
考。于是，检察官指导村委会向宁海县
法院提交诉前评估申请书。2022年11月
10日，宁波一家权威评估公司出具了评
估报告，评估该古樟树价值人民币561万
余元，受损部分价值人民币21万余元。

为保护古树名木，维护集体和公共
利益，2022 年 12 月 5 日，宁海县检察院

制发支持起诉意见书，对村委会提起的
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依法支
持起诉，为受伤的古樟树讨回赔偿款。
今年 3 月 2 日，法院经审理，依法判决案
涉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 21 万
余元，赵某承担评估费 4.8 万元。判决
生效后，宁海县检察院持续关注赔偿款
的使用。同时，检察官牵头与相关职能
部门工作人员就如何科学有效地保护
古树召开磋商会。

目前，21万余元赔偿款全部执行到
位，并用于对受损古樟树的修复和保护。
经过6个多月的修复，受损古樟树完全恢
复了“元气”，村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做好办案的“后半篇文章”

结合此案办理，宁海县检察院检察
官走访调查了全县 1839 棵古树，发现
古树遭受破坏不是个例。

古树的生存危机怎么化解？该院
在充分履行公益诉讼、民事支持起诉等
检察职能的同时，在当地人大代表的建
议和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多方支持
下，于今年 6 月 1 日成立了古树名木保
护志愿服务项目，向全县中小学校发出
倡议书，并开发古树名木保护志愿服务
小程序，从家庭认领、走访监督、线索处
理、修缮保护、文化宣传等多角度、全领
域对辖区古树名木进行保护。

目前，该县已有 200 多户学生家庭
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认领活动，他们每
月通过拍照打卡的形式记录并反馈古
树的生长变化。宁海县检察院联合职
能部门及时对存在风险隐患的古树名
木分类采取保护举措。

“一棵棵古树，一段段记忆，变的
是城乡，不变的是相互间的守护，古树
守护城乡，我们守护它们。支持起诉+
童心护绿，让古树‘老有所依’，让生态
环境更好！”宁海县检察院检察长张飞忠
表示。

800多岁的古樟树又恢复了“元气”
浙江宁海：支持村委会起诉 为受损古树拿到21万元赔偿款

□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张明哲 林丽丽

因房屋拆迁后置换房迟迟没有着落，武某 6 年来只能租房生活。日前，
经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检察院依法监督，法院主持调解，某乙公司与
武某签订了调解协议：某乙公司向武某交付住宅一套（79.86 平方米）、负一
层配房两套（合计 40.5 平方米），并协助办理登记手续。拆迁户武某终于有

“居”可安。
2017 年，武某与开发商某甲公司签订转换协议，约定用自家 600 余平方

米的院落置换某甲公司承建的新楼盘 1 幢 3 层的东西两户，合计 146.50 平
方米以及车库一间。后某甲公司退出承建，该楼盘由新开发商某乙公司接
手。某乙公司与武某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按原合同约定的置换面积，在
其开发建设的某住宅小区楼盘中为武某选择合适的房源。

楼盘竣工后，武某多次与某乙公司沟通，以确定具体置换房的房号，但
均被该公司以各种理由拒绝。武某后来了解到，那个楼盘因存在抵账房、
抵押房等情形，其他住户也一直未能办理产权登记。2021 年 5 月 7 日，武某
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开发商交付置换房屋。案件经过一审、二审程
序，法院均判决驳回了武某的诉讼请求，认为确定置换房的权利归双方当
事人所有，双方达不成一致意见时，武某可另诉主张债权。

自己的房子被拆了，约好的置换房迟迟无法兑现，武某一家只能一直
租房生活。今年 1月，武某来到克什克腾旗检察院申请监督。

“我们调阅了原审卷宗，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了逐项梳理、审
查，并到案涉楼盘进行了实地走访。根据调查到的情况，我们认为，武某享
有对拆迁安置房的优先选择权，案涉楼盘竣工后，该楼盘房屋不应优先对
外出售或抵顶工程款，而是应优先安置拆迁人员。”承办检察官介绍，在原
合同约定的楼房没有建设、双方当事人达不成一致意见时，原审法院有责
任调查核实案涉楼盘的房源情况，在有利于被拆迁人利益的原则下进行调
解或判决，而非释明当事人提起另案诉讼。

今年 2 月 3 日，克什克腾旗检察院向该旗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3 月
15 日，法院裁定再审本案。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前述
调解协议。

置换房6年无着落为哪般
内蒙古克什克腾：检察监督为被拆迁人实现安居梦

●民事检察监督 化解房产纠纷

检察官实地了解古樟树恢复情况。

□本报记者 张吟丰 通讯员 黄舟

日前，经湖南省长沙市检察院依法监督，困扰赵某家两代人十多年的
房产纠葛终于尘埃落定，他们的生活恢复了正常。

这一切要从 24 年前说起。1999 年 10 月，赵某一家从某开发商处全款
购买了三套房屋，但因开发商的原因，这三套房屋一直没有办理产权登
记。2006 年 10 月，赵某一家突然收到法院强制腾房的公告。原来，开发商
在 2001 年将这三套房屋“一房二卖”给了宋某。2005 年 5 月，宋某向长沙仲
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开发商交付案涉房屋。之后，长沙仲裁委员
会支持了宋某的仲裁申请，宋某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自此，赵某一家不断通过执行异议、诉讼、信访等方式维权，相关职能
部门也多次进行协调处理。但由于赵某一家系仲裁案外人，不具备申请撤
销仲裁裁决的主体资格，向法院申请执行异议也因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而
多次被驳回。无奈之下，2022 年 8月，赵某向长沙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受理案件后，承办检察官对案涉房屋仲裁、执行等所有关联案件进行了
同步调卷审查，最终认定赵某一家购房、付款、备案在先，又已实际占有使用
案涉房屋二十余年，其权利顺位理应优先于宋某。同时，检察官通过调查核
实查明，开发商在仲裁过程中隐瞒了“一房二卖”的事实，而宋某主张用于抵
扣房款的债权也无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这些情况足以认定作为执行依据的仲
裁裁决损害了案外人赵某一家的合法权益，应当依法不予执行。

2022 年 12 月，长沙市检察院依法向该市中级法院制发非诉执行监督检
察建议，建议法院先予撤销驳回赵某一家执行异议的裁定，再作出不予执行
案涉仲裁裁决的裁定。检察建议发出后，检察官积极与承办法官沟通对接。
日前，法院全部采纳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作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

开发商“一房两卖”引发纠纷
湖南长沙：检察建议叫停仲裁裁决执行

□本报通讯员 张明星

“是你们的帮助让我又重新有了活
下去的希望，真的谢谢你们。”说话的女
子名叫阿淑（化名），在河北省武邑县检
察院通过履行支持起诉职能帮她依法
维权后，看上去比同龄人沧桑许多的她
终于开怀地笑了。

支持患病女子追索扶养费

2022 年 6 月的一天下午，阿淑在年
逾七旬的老父亲的陪伴下，走进了武邑
县检察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

“你好，检察官！这是我的女儿，
她患有精神疾病，病情时好时坏，如
今又查出了严重的乳腺疾病，需要手
术，可她的丈夫在外打工，对她不闻
不问。我女儿打算起诉他，可她这个
样 子 ， 我 们 真 不 知 道 如 何 打 这 个 官
司。”面对接待他们的检察官，老人无
奈地说。检察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
了解详细情况。

原来，阿淑和丈夫阿学（化名）已结
婚二十余年，婚后育有一儿一女，生活
虽不富裕但也算平稳。然而，阿淑在婚
后第三年就患上了一种容易反复且不
易根治的精神疾病。

“前些年，他对我还算可以，带我去

看病买药，可后来就不怎么管我了，特
别是疫情防控期间，他去外地打工后，
把我一人留在家里，对我不闻不问，打
电话也不接，现在我的病情复发得越来
越频繁了。”阿淑小声地说。

在充分调查后，检察官认为阿淑身
患疾病亟须医疗和照顾，阿学作为她的
丈夫负有扶养义务，从法律上看，阿淑
的情况符合支持起诉条件。但如果支
持她起诉，会不会导致他们夫妻关系进
一步恶化？

为了更好地维护阿淑的合法权益，
检察官反复斟酌后，决定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召开听证会。经充分讨
论，听证员们一致认为检察机关应当对
阿淑支持起诉。2022 年 6 月 27 日，在
武邑县检察院的帮助和支持下，阿淑将
阿学告上了法庭，该院的支持起诉意见
书也一并提交至法院。同年 8 月 6 日，
法院判决阿学每月支付阿淑 900 元扶
养费。

执行环节横生波折

原本以为事情就此告一段落，谁知
今年 5 月的一天，阿淑再次来到武邑县
检察院。

“检察官，法院判决后，他不但没有
给我钱，就连家里的 10 余亩地，他也租

给了别人，现在我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阿淑向检察官哭诉着。

原来，判决生效后，阿学并没有履
行判决内容，阿淑无奈之下向法院申请
了强制执行。法院没有查询到阿学的
财产线索，对他采取了限制高消费措
施，并将他纳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恼羞成怒的阿学一气之下将家里的 10
余亩耕地租给了他人。

了解完大致情况后，检察官通过审
查法院的执行卷宗，发现法院并没有对
案涉 10 余亩耕地的情况进行调查。通
过与承办法官沟通，检察官得知，当时
法官考虑到阿淑与阿学是夫妻关系，所
以没有将 10 余亩耕地的情况当作被执
行人的财产线索予以调查。对此，武邑
县检察院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
法院对此财产线索继续调查，尽快将案
涉耕地收回，采取有力措施督促阿学履
行义务。

“执行和解+司法救助”让她
重获新生

该案是否存在和解的可能？经与
法官沟通后，检察官及时联系阿学的父
亲做其思想工作，努力在执行阶段促成
双方达成和解。

“检察官，你让阿淑把执行申请撤

了吧。说实话，我不是不想管她，因为
疫情原因，我这三年在外边也没挣着
钱，加上两个孩子上学也需要钱，压力
比较大。去年她起诉了我之后，我因为
赌气才将家里的地租了出去。现在又
被纳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可以说寸步难
行了。”阿学主动给检察官打来电话，道
出了实情。

检察官抓住这个机会，通过释法说
理和拉家常，逐渐消除了阿学对阿淑的
误解，有效缓和了夫妻二人之间的矛盾。

最终，夫妻俩达成和解。阿学决定
先回来给阿淑治病，待她身体恢复后带
她出去，一边照顾她，一边打工。阿淑
也决定向法院撤回执行申请。

案件办结了，但考虑到此案的特殊
性 ，检 察 官 心 里 总 是 放 不 下 。 今 年 8
月，检察官在对此案进行回访时，得知
阿淑再次犯病住院。

“本来家庭就困难，女儿已经毕业，
可儿子还在上大学，她这一病可以说是
雪上加霜。”阿学愁容满面地说。回到
单位后，检察官立刻向检察长汇报了这
一情况。经研究，武邑县检察院决定对
阿淑迅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日前，检察官将司法救助金送到
了正在住院的阿淑手中，并协调当地
政府为其提供帮扶，帮助她尽快恢复
健康。

为身患疾病的她重燃希望

“祝贺各位选手闯入决赛，今天
下午的比赛时间为 4 小时，请大家细
心作答。”10 月 19 日下午 1 时 30 分，
上海检察机关第七届民事检察业务
竞赛主考官、上海市检察院第六检
察部主任陈子龙对进入决赛的 16 名
选手表示祝贺，并对即将开始的文
书制作环节作了简要说明后，参赛
选手开始作答。据悉，此次竞赛自
10 月 18 日开始，为期三天，共有 53
名民事检察人员报名参赛，通过客
观题笔试、文书制作、案例汇报等环
节的比拼，将决出 7 名选手作为参加
下届全国检察机关民事检察业务竞
赛的备赛选手。
本报记者刘文晖 通讯员刘添摄

沙场秋点兵

□本报记者 徐日丹 通讯员 林瑞环

“感谢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我们的工资终于要回来了，为你们点赞！”日前，
收到用人单位支付的拖欠工资，曾大娘等 24 名老人特意派代表向广东省江门市
江海区检察院办案人员表达了谢意。

今年 5 月的一天，以曾大娘为代表的 8 名老人前脚刚跨进江海区检察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的大门便焦急地陈述着：“老板不给我们发工资，我们该怎
么办？检察机关能不能帮帮我们？”

“你们有证明工作情况的证据吗？”办案人员一边安抚着曾大娘等人，一边
试着了解纠纷缘由。面对办案人员的询问，曾大娘等人面面相觑。“反正就是刘
某叫我们去干活的，我们相互都能给对方证明”，其中一人首先打破沉默。

老人们对法律知识的匮乏让其维权之路更加艰辛。“以前是谁发工资给你
们的？”办案人员试着引导曾大娘等人有效表达诉求。果然，引导式的询问更能
让曾大娘等人正确陈述事实。曾大娘打开了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广州某物业公
司曾向曾大娘支付过工资。

老人们称刘某聘请他们在江海区某小区和某公园从事保洁工作，那为何广
州某物业公司向曾大娘等人发放工资？

为查明纠纷缘由，办案人员多次到某小区和某公园现场走访，调取相关考
勤记录、工作日志等证据，同时对小区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询问。随着
调查的不断深入，案件事实渐渐浮出了水面。

原来，某公司将某小区和某公园的保洁工作外包给了康某公司，康某公司
又将保洁工作转包给了广州某物业公司，某物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聘用曾
大娘等人在上述地点从事保洁工作。后因某物业公司资金紧张，拖欠了曾大
娘等人的工资。调查结果还显示，广州某物业公司同时拖欠了其他保洁人员
的工资。

随后，陆续共有 24 名讨薪老人向江海区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老人们年纪
最大的已经 69 岁了，平均年龄接近 64 岁，这些工资事关老人们的基本生活保障，
我们必须把这批案件办妥办稳。”承办检察官说道。

为此，江海区检察院按照最高检下发的 《民事检察部门支持起诉工作指
引》 的相关规定，将办案人员分成两个工作小组全面开展工作。一组全力为
24 名老人办理支持起诉的受理手续，另一组一边积极协调广州某物业公司与
24 名老人的关系，督促该公司尽快筹集资金支付老人工资，一边积极联合法
院诉前联调共同发力，争取以“支持起诉+诉前调解”的办案模式将矛盾纠纷
解决在最前端。

通过江海区检察院与该区法院的共同努力，7 月 6 日，广州某物业公司与 24
名老人共同核定了每人的欠薪金额，并就欠薪的支付时间及支付方式达成了调
解协议。目前，广州某物业公司已分期将 24 名老人的欠薪合计 15 万余元全部支
付到位，双方矛盾得到实质性化解。

24份支持起诉申请书的背后
江门江海：“支持起诉+诉前调解”解决24名老人烦“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