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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树合/整理

前些天，我院与民政局、政府办开展了一次联合回访，回访对象是我
承办的一起冒名婚姻登记检察监督案件的当事人王某。看到王某的生活已
得到妥善安置，一家人的日子安稳了下来，我们都感到很欣慰。王某及其
家人对司法办案和政府关怀深表感谢。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也让我收获
了满满的成就感。

王某是一名残疾人。他的遭遇要从 18年前讲起。

被人冒用身份登记结婚

2006 年 1 月，尤某的未婚妻张某怀孕，而张某当时未达到法定婚龄，无
法办理结婚登记，导致无法办理准生证。正当尤某束手无策之时，突然看
到电线杆上“代办假证”的小广告，于是决定办理假证登记结婚。

得知同镇青年王某智力、身体多重残疾，刚过法定婚龄，且没有婚姻
经历，尤某便冒用王某的身份信息办理了假身份证和户口本，并到兖州市
（2013年后为兖州区） 民政局办理了婚姻登记。

2023 年 5 月，王某在申请特困人员救助时，发现自己的身份信息被人冒
用进行婚姻登记，名下还有婚生子女，导致其申请未审核通过。

王某的哥哥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以尤某涉嫌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将案件移送我院审查起诉。我院刑事检察部门认为该
罪名系 2009 年刑法修正案 （七） 增设的罪名，2015 年刑法修正案 （九） 才
将该罪名的主体由特殊主体修改为一般主体，而本案行为发生在 2006 年 1
月，当时刑法无此罪名，故本案不宜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尤某的刑
事责任。于是，我院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作撤案处理。

查清事实明确责任

然而，被冒名登记结婚的事实确实存在，王某的问题仍旧没有得到解
决。为更好地维护王某的合法权益，刑事检察部门将案件线索移送至行政
检察部门，我接手了这个案子。

为查清案件事实，我查阅了尤某与张某的婚姻登记材料，调阅了王某
《常住人口登记表》、尤某 《常住人口登记表》，查阅了尤某女儿的落户信
息、纸质档案资料及 《出生医学证明》（副页），发现 《出生医学证明》 上
记载的尤某身份证号码正是王某的身份证号码，进一步佐证了尤某系冒用
王某的身份信息办理假身份证和户口本，领取了结婚证、办理了 《出生医
学证明》 等事实存在。

尤某与张某登记结婚时，尤某向当时的兖州市民政局提供了虚假的证
明材料，但兖州市民政局登记人员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导致婚姻登记错
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民政部 《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
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 规定的情形。

检察建议推动纠错

随后，我召集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当地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座
谈，协商妥善解决王某烦心事的最佳方案。

“王某的哥哥成天打‘12345’，要我们撤销他弟弟的冒名婚姻登记，好
办特困申请。我们也想给他解决问题，但是婚姻登记系统要求要有法律文
书佐证才能备注。”民政局负责人表示，只要检察机关制发检察建议，他们
就可以在婚姻登记系统内备注“冒名婚姻登记”，王某即会恢复未婚状态。

今年 5月 15日，我院向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职，及时纠
正错误登记行为；建议将尤某纳入婚姻登记领域严重失信当事人名单，由
相关部门进行联合惩戒；建议完善审查机制，堵塞管理漏洞，不断提升依
法行政能力，避免类似情况发生。5 月 27 日，民政局回复称，错误的婚姻登
记已纠正。得知这一情况后，我第一时间联系负责审核特困人员救助申请
的当地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对方称办理特困人员救助申请也需要提供相
关法律文书佐证王某未婚且无子女。

在这种情况下，我院又向当地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阐述了王某被冒
名的婚姻关系已解除，建议本着“应救尽救、应养尽养”的原则，依法审
核王某是否符合特困人员认定条件、是否应当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
围，保障王某的合法权益。很快，王某的特困人员救助申请通过了审批。
从今年 7月开始，王某就能享受特困人员待遇，今后的生活终于有了保障。

一场持续 18 年的冒名婚姻走到了终点，但“司法为民”永远在路上。
今年，最高检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行动重点
之一便是深化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妇女等特定群体权益保障。本
案正是充分发挥行政检察职能，以检察监督“力度”提升检护民生“温
度”的一次生动践行。

特困申请被假婚姻困住后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李蕊 孙芳

7 月 8 日 ， 在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以
“行政检察与民同行 助力法治中国建
设”为主题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最
高检发布了第十四批、第十五批“检
察 为 民 办 实 事 —— 行 政 检 察 与 民 同
行”系列典型案例。河南省新乡市检
察院办理的张某诉该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检察监督案入选了
第十四批“检护民生”典型案例。

“感谢检察机关的监督，让我们一
家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此前不久，
终于拿到丈夫工伤死亡赔偿金的张某
给新乡市检察院送来一面锦旗。握着
承办检察官徐伟杰的手，张某三年来
的委屈和苦楚终于放下了。

因公死亡
未被认定工伤

2021年7月20日，特大暴雨先后袭
击了河南省郑州市和新乡市。新乡市
多 处 河 流 决 堤 、 洪 水 倒 灌 、 房 屋 倒
塌，险情告急。

7月23日，已经连续5天奋战在堤
坝抢险一线的新乡市市场监管局工作
人员杨某又赶回单位执行抢险排险抽
水任务。

7月25日上午，刚值完夜班，一夜
未合眼的杨某带着同事赶往新乡市平
原体育中心执行与该市红十字会救灾
物 资 接 受 点 对 接 协 调 任 务 。 当 天 下
午，杨某驾车返回单位。此时的他已
经呈现体力不支的状态，很快就出现
昏迷和呕吐症状，最终倒在了办公室
的地面上。

送至医院抢救时，杨某被诊断为
急性脑干出血，医院对其采取了一系
列救治措施——

7月25日18：45，进行了第一次开
颅手术；

7月26日9：15，杨某脑部大量出
血，进行第二次开颅手术，其间杨某
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7月27日9：30，杨某自主呼吸消
失、对光反射消失；

7月30日11：20，医生宣告杨某心
肺死亡。

得知杨某死亡，妻子张某感觉天
都塌了，整日以泪洗面。

“杨某是受单位指派执行任务，牺
牲 在 救 灾 一 线 的 ， 符 合 工 伤 认 定 条
件。”新乡市市场监管局向市人社局申
请了工伤认定。

收到申请后，市人社局认为，杨某
从抢救到宣告死亡超过了48小时，不符
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

（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
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
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规定，于2021年8月
20日决定不予认定工伤。

2022年1月19日，张某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根据张某的证言，新乡市
红旗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杨某虽然超
过48小时被宣布临床死亡，但是其在
48 小 时 内 已 经 脑 死 亡 ， 应 当 视 同 工
伤，判决撤销市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
的决定。

市人社局不服，提起上诉。2022
年5月24日，新乡市中级法院审理认
为，病历中缺乏杨某在入院抢救48小
时 内 出 现 脑 死 亡 临 床 判 断 标 准 的 意
见，在案证据无法证实杨某在入院抢
救48小时内已经脑死亡，判决撤销一
审判决，驳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

张某不甘心，向河南省高级法院
申请再审，亦被驳回。

申请监督
找到新证据

“我爱人是党员，工作时总是冲在
前面，这次抗洪抢险也一样，而且这
是单位安排的任务，怎么就不能被认
定为工伤呢？我想不通……”又要照
顾老人孩子，又要为丈夫的工伤认定
来回奔波，短短一年时间，张某苍老
了好多。

当得知自己的案件可以向检察机
关申请监督后，张某抱着最后一丝希
望来到了新乡市检察院。检察官徐伟
杰接待了她，耐心听完了案件的来龙
去脉。

经 过 仔 细 阅 卷 ， 徐 伟 杰 初 步 认
为，无论是市人社局还是一审、二审
法院，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径
直送医”等认定工伤要件上，都没有
异议，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杨某入
院 抢 救 48 小 时 内 脑 死 亡 是 否 已 经 发
生。仅从现有证据来看，法院判决并
无明显不当。但在一次走访中，张某
向其反映，她听说在医院就医的患者
除了客观病历，还有主观病历，她在
之前的诉讼中没有调取，在诉讼结束
后才去医院复印了32页。

这个新线索让徐伟杰找到了监督
工作的着力点。他马上查看了病历内
容。主观病历里详细记录了杨某入院
期间护理用药情况、生命体征，以及
医生关于死亡的会诊讨论内容。但是
否可以通过这份主观病历确定杨某的
脑死亡时间，徐伟杰心里也没底。

于是，徐伟杰先请教了该院检察

技术信息处处长张彦民，又带着全部
证据材料到新乡市多家医院走访呼吸
科、神经内科的资深专家。通过对专
业人士的咨询，徐伟杰判断，杨某在
入院48小时内可能已经脑死亡。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
以及河南省高级法院之前的行政判决
均载明，当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对
相 关 标 准 没 有 规 定 或 者 规 定 不 明 确
时，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作
出对劳动者有利的解释。”徐伟杰指
出，目前死亡标准分为心肺死亡和脑
死亡两种，在之前的诉讼过程中，张
某提供的证据并不完整，如果以心肺
死亡为标准，医生宣告死亡的时间当
然超过了48小时，如果能够认定杨某
在48小时内已经脑死亡，采取脑死亡
的认定标准将更有利于保护杨某及其
家人的合法权益。

专家会诊
认定“脑死亡”

然而，仅依据张某提供的病历复
印件，还不能达到证明杨某在48小时
内已经脑死亡的标准。为建立有效的
证据链，徐伟杰依法调取了杨某住院
期间形成的共计322页病历资料，其中
有99页是关于杨某入院之后的全部主
观病历。

“这份病历上面明确记载，在2021
年7月27日9时30分杨某出现自主呼吸
消失、瞳孔散大的临床症状，这就是
脑死亡的主要特征。”经过核查确定了
病历的真实性后，徐伟杰找到了办理
此案的关键突破点。

与此同时，在走访中，杨某的主
治医师也向徐伟杰提到：“在做完第
二次手术后，患者仍然深度昏迷，脑
干反射消失，无自主呼吸，确定是脑
死亡的症状，无抢救生还可能，但是
家属一直要求尽力抢救，所以我们并
没有及时进行脑死亡的医学鉴定。这
期 间 我 们 还 建 议 家 属 进 行 器 官 捐
献。”

有 了 这 99页 的 主 观 病 历 的 补 充 ，
能否证明杨某脑死亡确实发生在48小
时之内？

考 虑 到 脑 死 亡 认 定 问 题 较 为 专
业 ， 新 乡 市 检 察 院 充 分 发 挥 一 体 履
职、综合履职优势，由行政检察部会
同检察技术信息处一同探讨研究，并
积极向“外脑”寻求帮助。

2023年4月27日，该院聘请新乡医
学院法医学院法医临床学教授、新乡
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主任樊爱英等5名
临床医学专家对病史资料进行会诊。

“从住院病历、头颅CT来看，杨
某属于脑干出血，神志深度昏迷、无
自主呼吸、双侧瞳孔散大、对光反射
消失，符合脑死亡的临床判定标准。”

“医院虽未进行死亡确认实验，但
是杨某进行两次开颅手术后仍存在不
可逆性昏迷，主观病历中不仅具体载
明 了 杨 某 出 现 脑 死 亡 临 床 症 状 的 时
间，还有医生们关于杨某死亡的会诊
讨论记录，综合分析，可以确定杨某
在入院48小时内已发生脑死亡。”

相关专家经过讨论后，得出的会
诊意见与新乡市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
处出具的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一致：
杨某入院48小时内脑死亡已发生。

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家属获99万元赔偿金

有 了 专 业 “ 外 脑 ” 的 会 诊 意 见 ，
徐伟杰进一步确定了自己的判断，并
按照流程将审查报告提交了检委会。
经检委会会议讨论、分析，检委会成
员们一致认为：“调取到的杨某主观及
客观共计322页病历、专家书面会诊意
见、救治医生证言等证据，能够充分
证实杨某在入院48小时内已符合脑死
亡临床判定标准。杨某符合视同工伤
条件，应当认定工伤。”

2023年6月5日，新乡市检察院依
法向新乡市中级法院制发再审检察建
议。今年3月5日，新乡市中级法院作
出判决：杨某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的视同工伤条件，判决撤销二审
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为让杨某的家属尽快拿到工伤认
定书，新乡市检察院又多次与市人社
局沟通，督促其落实法院判决。

截至记者发稿时，新乡市人社局
已对杨某家人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
杨某99万余元的工伤赔偿金也已落实
到位。

“工伤认定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
重要途径，确保他们在受到工伤时能
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和赔偿。然而
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类案件，在行政
认定、司法处理等环节又容易出现争
议。检察机关在办理此案的过程中，
在准确掌握 《工伤保险条例》 相关规
定的基础上，深入调查核实，充分发
挥职能优势，通过依法提出再审检察
建 议 ， 切 实 维 护 了 当 事 人 的 合 法 权
益，既告慰逝者、安抚家属，也让广
大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了党的温暖和
司法的温度，我为检察机关点赞！”全
国人大代表，新乡市糖业烟酒有限责
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买世蕊对此
案评价道。

抗洪抢险时因劳累过度昏迷，后经救治无效死亡。工伤认定引发诉讼，家属败诉
后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检察官调查核实找到新证据，事情发生转机——

“48小时内死亡”之争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在工作
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
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视同工伤。现实中，确实存在为了符
合认定工伤条件，在受伤人员病情
危重、抢救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
家属于“48 小时时限”到来之前放
弃治疗的情况。但在本案中，杨某
是在抗洪抢险中因天气炎热、劳累
过度而突发疾病，其亲属坚持对其
救治，既是人之常情，又符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因为家属和
医院的积极抢救而剥夺职工本应享
受的工伤待遇。

《中国成人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操

作规范（第二版）》对脑死亡判定标准
及操作规范作出明确规定，但因时过
境迁、证据欠缺等因素，司法实践中
很难准确判定脑死亡，进而影响工伤
认定案件的办理。

检察机关对于涉及脑死亡等专
业性问题的工伤认定类案件，应坚持
一体履职、综合履职，注重发挥检察
技术对监督办案的保障和支撑作用，
委托有专门知识的人引导检察官完
善证据链条，借助专业人员的知识优
势解决脑死亡判定等专门性问题，同
时，出席再审法庭说明技术性证据的
审查情况，为精准监督、有效监督奠
定坚实基础。

■检察官说法

不能因积极救治而让工伤待遇落空

新乡市检察院邀请临床医学专家集体会诊研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