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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管莹
通讯员 朱富生 左玉娟

“虽然暂时还没有再获得土地承包经营
权，但问题几年后就能解决，村里也给了一
些补偿，我妈再也不用东奔西跑了！”近日，
巧遇入村走访调研的江苏省镇江市经济开
发区检察院检察官李成长时，村民王斌对检
察机关帮助解决困扰其母亲多年的烦心事
表示感谢。

王斌的母亲王彩云年逾八旬，共育有 5
个子女。1983 年，第一轮农村集体土地发包
时，王彩云家庭户承包了 3.45 亩土地。此后
十 多 年 间 ，王 彩 云 家 庭 户 情 况 频 繁 变 动 。
1998 年时，其家庭户上已无人口。1998 年，
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村里未核查家庭户上的
人口状况，就给王彩云家庭户颁发了《农村
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2002 年，村委会按照本地户籍的在册人
口对承包地进行微调时，发现王彩云的家庭
户存在“空巢”情况，不应再享受本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的土地承包权，遂将王彩云原承
包土地收回，但因工作疏忽，没有收回原先
颁发给王彩云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书》。

2014年 4月，王彩云将户口迁回本村并单
独设立了家庭户。次年，王彩云在家中翻出了
1998 年颁发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书》，遂要求镇政府返还其承包地。因问题始
终没有得到解决，2020年6月，王彩云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王彩云不
服，向上级法院申请再审亦被裁定驳回。

2021 年 5 月，王彩云向镇江市经济开发
区 检 察 院 申 请 监 督 ，未 获 得 支 持 后 ，又 于
2023 年 3 月向镇江市检察院申请复查。两级
检察院经审查，均认为法院裁定并无不当。

为彻底化解矛盾争议，2023 年 8 月，镇江
市检察院和镇江市经济开发区检察院承办
检察官共同开展了实地调查走访，查明了王
彩云始终愤愤不平的真实原因。

原来，王彩云没有退休金，也无低保，子
女们的生活也并不宽裕，自 2015 年以来，因
频繁上访，开销增大，生活比较困难。老人
家的主张看似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上是
想获得一些补偿款，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

两级检察院再次与王彩云座谈，确认了上
述判断，并得到其愿意与村委会和解的意思表
示。次日，检察官赶赴村委会，向村干部转达
了王彩云的意愿，并指出了村委会当年工作上
的疏忽。村委会亦同意与王彩云和解。

2023 年 8 月 24 日，在镇江市检察院检察
官的主持下，王彩云与村委会达成了和解协
议，明确由村委会自 2003 年起，每年支付王
彩云一定的补偿款，至 2028 年第二轮承包期
结束后，按照新的土地政策重新解决王彩云
的土地承包问题。

（文中当事人姓名为化名）

持续8年多的矛盾化解了

□本报记者 刘怡廷
通讯员 蔡明仪

在地方规范性文件和国家法律
相冲突时，法院依据地方规范性文件
作出判决。结果，杨某 6 万余元医疗
费走不了医保，全部自行承担。

这 桩 案 子 ， 让 杨 某 糟 心 了 6
年。6 年间，他在医院和法院之间
奔走维权，身心俱疲。最终，经检
察机关依法抗诉，判决结果反转：
撤销原判决，医疗费用按比例报销。

今年 2 月 5 日，杨某到湖北省黄
石市检察院送锦旗时说：“我对检察
机关的工作非常、非常、非常满意，不
是一个非常，是三个，感谢你们依法
办案，让我体味到‘公平’的含义；感
谢你们给予救助，帮我走出了生活困
境。”

此 案 被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评 为
2023 年度十大行政检察典型案例。

6年奔走
高额医疗费谁来支付？

2013 年 11 月的一天，因疲劳驾
驶，杨某发生交通事故受伤。

在某医院治疗期间，杨某的医疗
费按规定予以报销。复诊时，杨某发
现内固定钢板断裂。2016 年 3 月，杨
某前往另一家医院再行手术治疗，支
付医疗费 9万余元。

杨某认为，钢板断裂是某医院前
期治疗不当所致，故就损害赔偿提起
诉讼。经医疗事故责任鉴定，某医院
的诊疗存在一定过错，属轻微作用因
素，为三级戊等医疗事故。法院认
定，这起纠纷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
判决某医院承担后期医疗费的三分

之一，即 3 万元，其余 6 万余元由杨某
负担。

杨某认为二次手术的费用应由
医保基金结算，于是向相关行政机关
提出补偿申请。行政机关根据地方
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医疗事故产生的
费用、医疗纠纷造成的意外伤害”的
规定，认定杨某的情况不在医保基金
支付范围，决定不予补偿。

杨 某 不 服 该 决 定 ，提 起 行 政 诉
讼，请求法院撤销不予补偿决定，判
决行政机关对其自担的 6 万余元予
以补偿支付。

法院审理认为，行政机关依据的
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遂判决驳回杨
某的诉讼请求。

此后几年里，杨某坚持认为医疗
事故产生的费用应当由医保基金支
付，于是在医院和法院之间来回奔
走。

多 轮 败 诉 的 苦 楚 ，高 额 的 医 疗
费，生活的重担，以及身体的残疾，让
杨某的生活举步维艰。2021 年，杨某
向大冶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精准抗诉
地方规范性文件不能违反国家法律

国家建立基本医疗保险，旨在保
障公民在患有疾病等情况下依法从
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为什么仅因
杨某所主张的是医疗事故产生的费
用，就被排除在医保报销范围之外？

受理杨某的监督申请后，承办检
察官调阅了全部卷宗，多次前往行政
机关了解新农合等规范性文件适用
情况，并与司法局进行充分沟通，对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确立的背景、
目的和内容进行深入研究。

经多方调查，承办检察官找到
了症结所在：行政机关依据的、法
院援引的案涉地方规范性文件与社
会保险法相冲突——社会保险法所
规定的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
付范围的费用并不包括“医疗事故
产生的医疗费用”。案涉地方规范性
文件实际上限缩了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支付范围，不当减损了当事人合
法权益，违反了社会保险法的相关
规定。

“从法理上说，地方规范性文件
不能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承办检察
官认为，杨某在起诉时明确提出审查
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诉讼请求，法院
在没有严格审查规范性文件合法性
的情况下，引用了违反上位法的文件
规定，导致错误判决。

2021 年 11 月，黄石市检察院以
法 律 适 用 错 误 为 由 向 法 院 提 出 抗
诉。2023 年 7 月，法院作出改判，支
持检察机关抗诉理由。次月，杨某的
医疗费用按医保支付比例得到报销。

至此，一桩误判了 7 年的案子尘
埃落定。

承办检察官在走访杨某时了解
到，一场车祸，一场医疗事故，一次误
判，致使杨某的生活陷入困顿。

“杨某生活遭遇困难，7 年维权
更是辛酸苦楚，检察机关理应伸出援
助之手，帮他渡过难关。”在依法抗诉
前，检察机关通过公开听证、公开送
达等形式，引导杨某明辨法理，并积
极协助杨某申请司法救助、民政救
助，解决其燃眉之急。

感受到公正对待后，杨某一扫往
日愁容。他说，是检察机关让他真切
感受到了公平和正义。

延伸履职
从根子上解决民生堵点

杨某一案，具有典型意义。
“就医是民生之急，社保是民生

之依。”承办检察官说，医疗保障是
减 轻 群 众 就 医 负 担 、 增 进 民 生 福
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重大
制度安排，医有所保，才能兜牢民
生底线。

当地方规范性文件出现漏洞、不
当减损老百姓的医保补偿待遇时，检
察机关须及时开展精准监督，彰显法
律的应有之义。

为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检察
机关及时向地方人大提出规范性文
件合法性审查，同时，向相关行政机
关发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开展
医保专项活动，对与杨某类似的情况
进行梳理，及时将相关人员的医疗费
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保障医保政策统
一正确实施。

2023 年 9 月，当地司法局致函检
察机关，对本地两部规范性文件已废
止作出说明。相关行政机关于同月
也作出回复：采纳检察建议，已及时
清理历史遗留问题，今后对类似情况
将以本案为指导，依法依规予以报
销。

“这个案例所折射出的是，行政
检察工作在以个案推进实现公平正
义的同时，担负的是参与国家有效
的 系 统 化 治 理 这 一 更 为 宏 大 的 使
命。”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
对此案评价道。他认为，此案中，检
察机关及时协同相关部门、法院和
政府推动了当地违反上位法的新农
合保险办法以及相关违法规范的废
止，所产生的效应由点到面，把系统
治理落到了实处。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在每一个
案件办理过程中坚持良心之问、事
实 之 问 、民 生 之 问 ，在 民 生 关 切 和
司法温度之间，黄石检察机关的探
索脚步从未停歇。2023 年以来，黄
石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治智慧、检
察 智 慧 ，实 质 性 化 解 行 政 争 议 、促
成民事和解 40 件；针对监督中发现
的 普 遍 性 、突 出 性 问 题 ，制 发 社 会
治 理 检 察 建 议 123 件 ，有 效 促 推 诉
源治理，用心用情当好人民利益的
守护者。

医疗事故产生的费用，不能走医保？
湖北黄石：成功抗诉一起地方规范性文件减损医保补偿待遇案件

□本报记者 查洪南
通讯员 廖奇英 满霜

“真的没想到，我们与镇政府持
续了 8 年的拆迁赔偿纠纷能够得到
圆满解决。感谢检察机关让我们拿
到了赔偿款、住进了安置房。”近日，
四川省彭州市某镇村民黄某某等人，
带着多面锦旗走进了彭州市检察院。

这场困扰了黄某某等 8 户村民
多年的行政纠纷，要从 16年前说起。

危旧房拆除引发纠纷

2008 年，四川省汶川“5·12”大地
震 后 ，彭 州 市 某 镇 房 屋 受 损 严 重 。
2013 年，该镇启动“场镇危旧房再改
造”项目。黄某某等 8 户居民认为补
偿安置不合理，不同意搬迁。协商无
果后，2015 年 12 月，某镇政府对黄某
某等 8户居民房屋实施了拆除。

8 户居民不服，于 2016 年 10 月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赔偿损失。历

经8年20余轮诉讼，法院最终判决镇政
府行政行为违法并承担赔偿责任。

2023 年 3 月，8 户居民认为法院
判决的赔偿金额过低，向成都市检察
院申请监督。

走访调查找准问题症结

受理该案后，成都市检察院迅速
制定工作方案，市级检察院重点审查
法律适用是否正确、原审判决是否错
误等，彭州市检察院协助调查核实。
两级检察院协同配合、一体履职，高
质效推进案件办理。

彭州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调阅
行政诉讼一审、二审案卷，数次深入
某镇实地走访，调查危旧房改造背
景、人员安置、过渡费支付情况等，耐
心倾听 8 户居民诉求，同时做好释法
说理工作。

“房屋被拆除，法院判决的赔偿
金额没有达到预期，经反复诉讼问题
没有得到解决，8 户居民内心的不满

情绪积压得越来越多。”彭州市检察
院办案检察官说。

找到问题症结后，两级检察院召
开检察官联席会讨论案件，最终认为
法院酌情认定 8 户居民的房屋损失
有法律依据，该案不符合应当监督的
法定条件。

搭建平台争取实现多赢

办案过程中 ，检察官了解到 ，8
户居民因赔偿诉求没有得到满足，影
响施工进程，投资上亿元的某镇危旧
房改造项目长期停滞，本该在 2020
年前完成的商业开发受到影响，多数
已签搬迁协议的居民也表示不满，镇
政府面临较大的维稳压力。

经过认真研判，两级检察院决定
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行
政争议从源头高质效实质性化解。

随后，彭州市检察院提出需要
统筹协调解决问题。当地党委政府
对检察机关提出的争议化解建议高

度重视，抽调信访、拆迁安置部门
等组建工作专班，依托执法监督和
信访联席等机制，齐心协力推动矛
盾纠纷化解。

检察机关针对行政争议产生的
基础事实，以及 8 户居民在诉讼中的
合理性诉求，建议镇政府依据现行的
法律法规，与居民重新协商赔偿数
额；针对居民提出的没有法律依据的
损失，耐心开展释法说理，引导他们
放弃不合理诉求。

然 而 ，关 于 房 屋 损 失 的 赔 偿 标
准 ，8 户 居 民 与 镇 政 府 无 法 达 成 一
致。检察机关建议双方共同委托第
三方机构对房屋损失进行评估。评
估机构出具房屋价值评估意见后，双
方均予以认可。

公开听证促进争议化解

为彻底解开当事人的心结和法
结，成都市检察院决定对此案组织公
开听证会。

2023 年 11 月 17 日，在由法学专
家、专业律师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担任听证员的听证会上，双方当事
人围绕争议焦点充分发表意见。听
证员听取双方意见后，一致认为，本
案终审判决赔偿数额既低于征收补
偿标准，也低于已签搬迁协议居民获
得的房屋补偿待遇，申请人的合理诉
求没有得到解决，不利于矛盾纠纷化
解，建议检察机关发挥检察职能，做
好双方和解工作。

在听证会上，检察官先向镇政府
建议：“既要依法行政，也要切实解决
老百姓的合理诉求。”同时，对居民进
行耐心劝解：“法律对行政赔偿是有
规定的，镇政府也不能突破法律规定
进行赔偿。”经过检察官的努力，最
终，8 户居民自愿放弃不合理的诉
求，与镇政府商议确定了赔偿金额，
当场签订了行政赔偿协议。

据了解，目前停工多年的改造项
目、已签搬迁协议居民期盼的商铺安
置项目均已重新启动、有序推进。

成都：化解一起多年涉拆迁行政赔偿争议

正确理解立法目的和立法原
意，准确适用法律法规，是维护法
律权威、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办
案中，我们审查发现，地方规范性
文件明确规定：医疗事故产生的费
用不属于医保基金支付范围。依
据该规定，行政机关作出不予补偿
决定，法院作出驳回裁定，貌似均
无不当，但多年的办案经验和朴素
的情感让我们心生疑问——仅因
是医疗事故产生的费用就被排除
在医保报销范围之外？这样的结
果对杨某真的公平吗？

带着疑问，我们反复研究案情
和相关法律法规，最终确定了本案
的症结所在：社会保险法规定不纳
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费
用并未包含“因医疗事故产生的医
疗费用”。显然，案涉地方性文件限
缩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不当减损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实际
上违反了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
检察机关正是据此精准提出抗诉，
纠正错误裁判，确保了法律统一正
确实施、维护了司法权威。

检察工作始于“为人民司法”
这个初心，只有面向真实的民生，
才能回应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
待。在走访调查中，我们了解到，
杨某因医疗事故受伤后生活十分
拮据，综合考虑案件情况、杨某的
实际困难和权益保护需要，我们决
定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引导当事
人明辨法理、合理合法主张诉求。
杨某激动地表示：“没有想到这么
小的案件，检察长亲自办理，还请
那么多领导、听证员一起坐下来听
我说，宽慰我，我今天才知道原来
是医保部门适用的规范错了，我今
后会依法主张权益。”

听证会后，检察机关帮助杨某

申请了司法救助，同时，积极协调
民政部门、当地政府给予其持续帮
扶，帮助杨某缓解生活困难、重拾
生活信心。抗诉改判后，我们对杨
某进行了回访。他表示，检察机关
帮助他依法享受医保待遇，及时给
予救助帮扶，家里的经济状况得到
改善，生活也更有奔头。

在 办 理 这 起 案 件 的 过 程 中 ，
我 们 充 分 发 挥 一 体 化 履 职 的 优
势：基层院受理当事人的监督申
请后，及时向市检察院汇报，市检
察院迅速派员对接指导，组建办
案团队。因涉及医疗纠纷 、规范
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等问题，办案
团队经研判后，认为该案关系到
政府公信力和社会平安稳定，没
有就案办案，而是在合理合法的
基础上，力求“三个效果”有机统
一的最优解。一方面，多次与当
事人进行沟通，耐心细致地做好
释法说理工作，劝解他相信政府、
相信法律 、放下心结；另一方面，
到法院、行政机关走访调查、深入
沟通，全面了解规范性文件出台
的背景和执行情况，裁判的过程
和考量因素，避免因为个案办理
引发社会问题。

在充分调查取证，并与行政机
关、两级法院多次沟通的基础上，
办案团队终于达成共识：以规范性
文件的合法性审查为切入点，找到
案件突破口。最终，案件得以改
判。为了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也为了延伸办案效果，我们能动履
职，积极参与溯源治理，使制度漏
洞得以及时堵塞，使案涉规范性文
件得以废止，也通过督促行政机关
开展专项活动，及时清理历史遗留
问题，使更多的“杨某”从国家的医
疗保障中受益。

●检察官说

检护民生，以司法公正引领社会公正
□湖北省黄石市检察院 胡婧

◀大冶市检察院向行政机关送
达检察建议书

大冶市检察院就杨某案召开研讨会大冶市检察院就杨某案召开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