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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梁海英 闫珍

6 月 13 日，在海南省检察院第一分院
（下称“海南一分检”）和海南省陵水黎族
自治县检察院的共同推动下，邓某终于拿
到了 11 万余元补偿款，相关行政争议也得
到圆满解决。

1998 年，陵水县某镇某村村民邓某在
诉争土地上建造了一座瓦房用于居住和
生活，并在该地块上种植了椰子、芒果等
果树。2020 年，某村委会将包括诉争土地
在内的约 3.68 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流 转 ，海 南 某 公 司 取 得 了 该 土 地 的 使 用
权，陵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称“县资
规局”）为其颁发了不动产权证。

之后，某村委会在未与邓某就补偿事
宜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即组织人员将
邓某建造的瓦房及种植的果树清除。2021
年 8 月，邓某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
销县资规局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中与诉争
土地重叠的部分。该案经一审、二审和再
审，邓某均败诉，于是他向海南一分检申
请监督。

该院审查后认为，诉争土地经政府审
批入市，符合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县资
规局的颁证行为程序合法，并无不当，法
院 的 裁 判 也 没 有 问 题 ，邓 某 的 申 请 监 督
理由不成立。承办检察官向邓某开展释法
说理后，邓某表示认可和接受检察机关的
意见，但他的真实诉求是希望解决补偿问
题。

承办检察官经调查核实查明，邓某自
1998 年起便在诉争土地上建房居住并生
活至今，虽然所建房屋未经审批，但其建
房行为得到了政府部门和村委会的默许，
他对诉争土地上建设的房屋和种植的果
树等享有信赖利益，这些财产应当受到法
律保护。

为实质性化解邓某与政府部门、村委
会之间的矛盾，海南一分检协同陵水县检
察院共同推动邓某被损害财产的补偿工
作。2023 年 10 月，各方在两级检察院的见
证下达成和解协议，村委会同意按照 11 万
余元的评估价给予邓某补偿。邓某随后撤
回了监督申请书。

对案件终结审查后，两级检察院持续
关注邓某补偿款的落实情况，并多次与镇
政府沟通，最终督促村委会将 11 万余元补
偿款全额发放到了邓某手中。

争议化解后，
他的损失得到了补偿

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是行政检察
的传统业务，对于监督法院公正司
法、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具有重要
意义。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检察
机关在办理工伤认定类行政生效裁
判监督案件中，充分发挥行政检察

“一手托两家”的职能作用，综合运用
调查核实、公开听证、座谈磋商等方
式，促进解决行政诉讼“程序空转”难
题，成功化解了行政争议，并推动行
政机关堵塞漏洞、完善治理，实现了
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
机统一。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检察机关

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
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牢牢把握内
设机构改革后行政检察新的发展机
遇，以理念变革为引领，坚持把行政
生效裁判监督作为行政诉讼监督的
重中之重，努力实现监督质量、效率、
效果有机统一于公平正义。2019 年
以来，共办理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
1532 件，提出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
100 件。2023 年通过扎实开展“行政
检察打造精品统一行动”，办理行政
生效裁判监督案件 380件，比 2019年
增长 14.21%。

固本培元提升监督质效。应勇
检察长强调，要把“高质效办好每一
个案件”作为检察履职办案的基本价
值追求。行政生效裁判监督作为“民
告官”案件的重要救济途径，关系群
众切身利益，高质效办案尤为重要。
自治区检察机关深入践行精准监督
理念，加强精细化审查，坚持“走出
去”调查核实与书面审查协同推进，
注重就专业性问题加强与行政机关
的沟通协调，严把事实证据关。充分

发挥院级检察官联席会和检委会的
审核把关作用，严把案件出口关。组
织开展行政检察业务竞赛、案件专项
评查和优秀法律文书评选，严把办案
能力关。认真落实检察长列席同级
法院审委会会议制度，努力凝聚法检
共识、统一司法标准尺度，保障法律
统一正确实施。2023 年 12 月，本人
列席自治区高级法院审委会会议，就
自治区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李某乙、
薛某某诉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工伤行政确认检察监督案”发表意
见，该案最终获法院再审改判。5 年
来，各项行政检察案件质量主要评价
指标明显向好，2023 年行政生效裁
判案件监督意见采纳率 100%。

深耕细作培育典型案例。“有高
原无高峰”的问题如何破解？这是自
治区行政检察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
课题。经过深入思考，我们认为典型
案例培育是很好的切入点。行政生
效裁判监督不能满足于就案办案，而
要多办一些在司法理念、政策导向、
法律适用方面具有创新、引领价值的
典型案件。自治区检察机关牢固树

立“精品意识”，加强对典型案例的长
线培育，注重发现具有培育价值和典
型意义的好案件，从案件办理的前端
就组织精兵强将精研细办，做到重点
案件全程跟踪督办。自治区检察院从
各盟（市）优选业务骨干成立典型案例
工作专班，集中力量做好线索发掘、梳
理研究、编发上报等工作。完善典型
案件报备和指导工作机制，要求盟

（市）检察院定期报备所办理的疑难案
件。2019年以来，1件案例入选最高检
指导性案例，1件案例入选2020年度十
大行政检察典型案例，2件案例入选最
高检“行政检察与民同行”系列典型案
例，9件案例被最高检评为优秀案例。

用心用情化解行政争议。行政案
件“程序空转”“案结事不了”的问题
让群众失望。行政生效裁判监督应当
以案结事了政和为目标，把行政争议
实质性化解贯穿办案始终。自治区检

察机关注重法理情的有机统一，深化
做实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充分发挥
公开听证促进司法公开、保障司法公
正、提升司法公信的作用，积极推行
行政检察公开听证。加强司法救助，
突出救急、救难、救长，切实用好司法
救助金。健全一体化办案机制，坚持
上下联动，凝聚行政争议化解合力。
例如在前不久办理的一起林地征收
补偿检察监督案中，自治区检察院运
用调查核实权，深挖矛盾根源，核实
确定被征占林地面积、补偿标准等问
题，通过公开听证、一体化联动办案
等机制，从“最优解”的角度开展行政
争议实质性化解，促成当事人和解，
成功化解一起长达 5年的行政争议。
5 年来，在办理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
件中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349 件，其
中运用公开听证方式化解 67 件，运
用司法救助方式化解 31件。

以“精品意识”做实行政生效裁判监督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李永君

□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谢志平

用人单位在职工工伤认定及劳动能力鉴定期间停止缴纳社保
费，工伤职工的保险待遇该由谁来保障？针对这一问题，内蒙古自
治区阿拉善盟检察机关办理的张某某诉某旗社保中心工伤保险待
遇给付检察监督案给出了答案。

记者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采访时了解到，该区检察机关
立足行政诉讼监督这一行政检察最基础、最核心职能，高质效办理
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件，通过抗诉、再审检察建议、社会治理检察建
议、司法救助等方式，促进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阿拉善盟检
察机关办理的这起案件便是典型代表。该案于今年 1 月被最高人民
检察院评为“2023 年度行政检察优秀案例”。

因工伤失去明眸，
他的工伤待遇谁来保障？
内蒙古阿拉善：立足行政生效裁判监督化解行政争议 维护工伤职工权益

张某某是一名外来务工人员 。
2010 年 1 月，他与某染料公司签订劳
动合同，稳定的工作让原本四处奔波
的他感到十分满足。然而，2011 年 3
月 26 日的一场意外却将他带向了一
个绝望的世界。

那天，张某某像往常一样在厂里
忙碌着。在处理烧碱泵内溶液结冰的
过程中，由于烧碱突然喷出，没有采取
面部保护措施的他来不及躲闪，钻心
的疼痛瞬间让他再也无法睁开眼睛。
在随后的治疗中，医生确认烧碱导致
张某某眼部烧伤、角膜自溶穿孔，伤害
不可逆，他的一只眼睛眼球被摘除，
另一只眼睛也只能勉强使用。

2011 年 7 月，张某某所受的伤被
某旗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下称

“社保中心”）认定为工伤。2014 年 9
月，经鉴定机构鉴定，张某某的伤残
等级为六级。2016 年 1 月，社保中心
向张某某支付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56560 元。2019 年 5 月，经阿拉善盟
劳动鉴定委员会（复查）鉴定，张某某
的伤残等级仍为六级。

失去了正常的视力，张某某的日
常生活充满了不便。更令他焦虑的
是，他再也无法从事之前的工作了。
2019 年 9 月，经张某某申请，某旗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解除张
某某与某染料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
染料公司向其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
补助金 12万余元。

眼部的后续治疗，上有老下有小
的现状，让张某某一家面临捉襟见肘
的困境。在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后，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成为他们一家未来生
活的最大保障。

然而，仲裁委裁决的补助金额远
远没有达到张某某的预期。“社会保
险法、《工伤保险条例》都是为了保障
职工在遭受工伤后能够及时获得医
疗救治和经济补偿。染料公司还在
正常运转，我的正当权益为什么就不
能得到公正的维护？”张某某心有不
甘，依靠仅存的视力开始了对相关法
律知识的学习，也踏上了依法维权的
征途。

飞来横祸，他失去了一只眼睛

2019 年 10 月，张某某以某染料
公司为被告、社保中心为第三人，向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解除
其与染料公司的劳动关系，由染料
公司、社保中心分别支付一次性伤
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各 15万余元。

2020 年 3月，法院判决支持了一
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以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属于行政争议为由，
驳 回 了 张 某 某 该 部 分 诉 讼 请 求 。
2020 年 4 月，社保中心作出说明，认
为某染料公司仅为张某某缴纳工伤
保险费至 2014 年底，应由染料公司
承担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在随后的日子里，张某某继续
为维权努力着。2020 年 5月，他提起
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社保中心的说
明，并按照六级工伤标准（解除或终

止劳动关系的上年度统筹地区职工
月平均工资×23 个月）支付一次性
工伤医疗补助金 15 万余元。同年 6
月，社保中心撤销上述说明，张某某
遂撤回起诉。之后，张某某两次向
社保中心递交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赔付申请书，但社保中心均未作
出答复。

和社保中心沟通无效后，2021
年 4 月，张某某又一次将社保中心起
诉至法院。同年 11 月，法院认定社
保中心以某染料公司欠缴工伤保险
费 为 由 拒 付 工 伤 保 险 待 遇 于 法 无
据，判决社保中心依法核定并支付
张 某 某 一 次 性 工 伤 医 疗 补 助 金 。
2022 年 5 月，社保中心核定后，由某
旗人社局向张某某作出《答复意见
书》：按照 2014 年全盟职工月平均工
资 4660 元的标准向张某某支付一次

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10 万余元，2015
年 1 月之后的工伤保险待遇由用人
单位自行承担。

张某某不服该答复，再次诉至
法院，请求撤销该《答复意见书》，按
照 15 万余元的标准重新核定并支
付。法院认为，张某某要求核定工
伤 待 遇 的 诉 讼 请 求 已 经 过 法 院 审
理、判决，且判决结果已生效，张某
某 系 重 复 诉 讼 ，遂 裁 定 不 予 立 案 。
张 某 某 后 上 诉 至 阿 拉 善 盟 中 级 法
院。阿拉善盟中级法院认为，张某
某的前诉系要求社保中心履行法定
职责，后诉系因对社保中心核定的
工伤保险待遇数额有异议而提起的
诉讼，不属于重复诉讼，指令某旗法
院予以立案。

某旗法院重新立案后，又以核
定标准及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属社保
中心的行政事权，不属于行政诉讼
范围为由，于 2022 年 12 月作出行政
判决，驳回张某某的诉讼请求。张
某某此后未上诉，该判决生效。

依法维权，却屡屡受阻

2023年初，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
阿 拉 善 盟 分 院（下 称“ 阿 拉 善 盟 分
院”）在开展行政诉讼专项监督中发
现该案线索。该院初查后将该案交由
某旗检察院办理。某旗检察院及时向
张某某了解案件情况和维权诉求，调
取相关案件材料，并将涉及的司法救
助线索移送给该院综合业务部门。

“我一直不服，但我已经筋疲力
尽，无能为力，希望检察机关能够维
护我的正当权利。”事故已经过去了
12 年，张某某也从当初的风华正茂
变得满面沧桑，年近不惑之年的他
在事故发生后生活似乎停摆，维权
已成为他的执念。

面对法院、社保中心及某染料
公司与当事人的反复纠扯和一直在
空转的程序，检察机关决定主动出
击。2023 年 4 月 12 日，阿拉善盟分院
召集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法律专
家等共同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听证。

听证员经过充分讨论达成一致
意见：某旗法院变通执行阿拉善盟
中级法院作出的指令立案裁定，立
案后又以工伤保险待遇核定数额异
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审判权所能直接
解决的范围为由，未进行实体审理，
就直接以判决的形式再次驳回张某
某的起诉。该违法事实属于《人民检
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八十八
条第一项规定的“不予立案或者驳
回起诉确有错误的”情形，符合提出
再审检察建议条件且有监督必要。

同时，通过行政行为合法性审
查，可以明确某旗法院民事生效判
决书确定张某某与某公司终止劳动
关系的时间为 2020 年。依据《工伤保
险条例》的相关规定，社保中心应以
工伤职工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上
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6797 元）为基
数核算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用
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的，

社保中心应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
支付，再向用人单位追偿。

2023 年 4 月 21 日，某旗检察院
向某旗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某
旗法院予以采纳。再审期间，法检两
院共同开展行政争议化解工作。检
察 机 关 对 张 某 某 发 放 了 司 法 救 助
金，对其因依法维权所遭受的经济
损失给予了一定的补偿。

经过法检两院办案人员的共同
努力，张某某与某染料公司就一次
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数额和赔偿标准
达成和解协议，染料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向张某某支付了剩余的一次
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4 万余元。张某某
也签收了社保中心给付的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 10 万余元。至此，张某
某的合法诉求全部得到实现，行政
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

针对办理该案过程中发现的共
性问题，某旗检察院向当地人社部
门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议其
对辖区内社会保险费用征收工作中
存在的不规范问题进行排查。人社
部门高度重视，全面排查了辖区内
社会保险费征收情况，进一步完善
了监督检查机制，并加强与相关单
位的协作配合，更好地维护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记者了解到，该案的成功办理
也为阿拉善盟检察机关办理类似案
件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今年 2
月以来，在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
动中，阿拉善盟检察机关聚焦社保
领域工伤认定及工伤待遇支付方面
存在的法律理解和适用错误问题，
加大了依职权监督力度。截至目前，
已办理工伤领域行政生效裁判监督
案件 6 件，行政执行（含非诉执行）监
督案件 3 件，审判程序违法监督案件
4 件。制发再审检察建议 2 件，法院
全部采纳并启动再审；制发纠正违
法检察建议 11 件，制发社会治理检
察建议 1 件，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3
件。帮助工伤职工依法获得工伤待
遇及经济补偿共计 31万余元。

制发再审检察建议，
法检合力化解工伤争议

图①：今年 6 月，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检察院就
一起社保领域行政检察监督案件开展审查工作。

本报通讯员康钦媛 刘欣摄
图②：2021 年 6 月，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检察机关就一起

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组织召开内部会议。
本报通讯员孔令鹤摄

图③：今年 5 月，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检察院组织行政检
察人员开展常态化学习。 本报通讯员崔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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