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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支持起诉起诉，，
苗族苗族绣娘讨回欠薪绣娘讨回欠薪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汪静汪静

□本报通讯员 王天碧 马奥

“货物送达了，客户也签收了，为
什么要我来承担饲料费？”货车司机
纪某遇到了一件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且无法接受的官司，银行账户也被法
院冻结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公司“潜规则”坑了货车司机

“我接到水产饲料公司销售经理
的电话后，就依据派货单将饲料送到
客户手中。但如今我却被告上法庭要
我承担饲料费，凭什么？”2023年3月6
日，货车司机纪某向江苏省淮安市淮
阴区检察院申请监督时气愤地说。

受案此案后，承办检察官第一时
间开展调查核实工作，通过查阅卷宗
发现，原来，该水产饲料公司的经营
模式暗藏“猫腻”——该公司规定，只
有客户在公司开有账户且账户中的
余款大于此次饲料费用时，才能开具
提货单，由销售人员联系货车司机将

饲料从仓库提出，送至客户手中。然
而，由于大部分新发展的客户在该公
司没有开设账户，销售人员为发展更
多客户从而获取更多提成，便用老客
户的账户开具提货单，将饲料送至新
发展的客户手中，待年底结算时，再
将新客户支付的饲料费打回老客户
的账户中，这也成了公司内部的一条

“潜规则”。
此外，货车司机提货时，水产公

司都让司机签订《致提货驾驶员告知
书》，其中一条注明：“如果客户对货
物的外包装损坏等提出异议或者否
认收到货物，而你方又无法证明货物
已及时完好送达的，将会承担不利法
律后果。”

但货车司机不是水产公司的专
职驾驶员，每跑完一单后又接收其他
订单，不会再将告知书送回公司。加
之提货单上的客户与收货客户不一
致，该公司无法通过诉讼途径追回货
款，于是，便依据告知书向法院起诉，
请求法院判决驾驶员承担饲料费。

该公司也因此在辖区法院有大量诉
讼案件。

检察官调查核实锁定证据

“我们的文化水平不高，没人会
注意告知书里的内容，而且饲料确实
已经送到收货人手中，我的微信收款
记 录 中 还 有 收 货 人 支 付 的 运 输 费
呢。”纪某表示，跟他有同样遭遇的货
车司机不在少数，对于法院判其败
诉，他们感到委屈与不解。

检察官经调查发现，该水产饲料
公司是省内一家规模较大的水产饲
料生产厂，向全国各地水产养殖户提
供饲料，但该公司没有专职驾驶员，
与纪某这样的货车司机无长期合作
关系，也未签订专门的运输合同或雇
佣合同，法院仅依据告知书就支持原
告方的诉讼请求，确实存在问题。

随后，检察官走访了纪某提及的
两家收货的水产养殖公司。虽时隔
一年多，但两家公司的会计均在对账

单中查到了当天有相应吨数的饲料
已签收。其中一家公司专门负责卸
货、收货的工作人员也印证了纪某提
供的微信收款截图中付款一方的微
信是其本人。

再审检察建议督促撤销原判决

2023年3月21日，淮阴区检察院
以“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为由，
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2023年
12月，再审法院审理后，撤销了原审
判决。

“原判被撤销了，可是依据原判
执行的钱还没还给我，原先负责此案
的法官又调离了执行局，这可如何是
好？”今年1月的一天，纪某又给检察
官打来求助电话。

原来，原审判决生效后，水产饲
料公司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
冻结了纪某账户内的5900余元。原
审判决被撤销后，法院虽解冻其账
户，但水产饲料公司未将执行款转回

给法院，法院也没有及时启动执行回
转程序。

检察机关认为，依据民事执行活
动的有关规定，提出执行申请的判决
被撤销后，法院应当自行启动执行回
转程序，向申请执行人追回执行款，
返还给被执行人。于是，淮阴区检察
院依法向法院发出执行监督检察建
议。今年3月，法院将5900余元拨付
给了纪某。

案子办结了，但检察官的履职
脚步却没有停下。考虑到水产饲料
公司之前还起诉了其他像纪某一样
的货车司机，损害了新业态从业者
的合法权益，4月1日，淮阴区检察
院向水产饲料公司制发了社会治理
检察建议。

“我们根据建议，加强了对财务、
人员的监管，通过完善规章制度、健
全物流运输信用名录等措施强化法
律风险管理，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
近日，水产饲料公司负责人向前来回
访的检察官承诺。

货车司机为何要承担饲料费？
淮安淮阴：检察建议维护新业态群体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王 玲
通讯员 杨子文

讨薪方与欠薪方从最初的不肯让步到
最终互相理解，失独夫妇王某、万某替儿子
讨薪之路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波折？8 月 6
日，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检察院支持起
诉的一起失独老人替儿子追讨劳务费纠纷
最终以调解方式圆满化解。

2022 年 8 月，王某和万某的独生子小
王因病离世。夫妇俩在整理小王的遗物
时，发现了一张小王生前被拖欠工资的欠
条，金额为 2.9 万元。写下欠条的人是小
王的老板张某。小王多年前离婚且无子
女，老王夫妇作为小王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联系张某索要欠款。张某出示了与小王的
微信转账记录，证明已支付了部分欠款，
尚 欠 小 王 工 资 1.8 万 元 。 但 这 次 联 系 之
后 ， 张 某 只 通 过 微 信 转 给 王 某 1000 元 ，
对剩余欠薪则以各种理由迟迟不给。今年
2 月，万某因股骨头坏死做了手术，高昂
的医药费使王某夫妇俩的生活一度陷入困
境。夫妇俩决定向沈北新区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法院判令张某给付所欠工资款并
支付利息。考虑到自己已年过花甲，文化
程度低且行动不便，身边没有直系亲属，
王某夫妇俩向沈北新区检察院提出了支持
起诉申请。

经审查，沈北新区检察院决定受理该
案。承办检察官了解到，欠款人张某与小
王相识多年，张某还曾向小王学习过电焊
的手艺，二人关系一直很好。万某手术后，
张某也曾探望过她，但因手头拮据，一直未
能付清拖欠小王的工资。检察官认为，该
案存在和解的基础和可能性。为减轻老王
夫妇的讼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检察官决
定先尝试引导双方达成和解。

通过分别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检察
官了解到，双方在支付利息的数额上分歧
较大，于是决定支持老王夫妇起诉。

8 月 6 日，检察官以支持起诉人的身份
参加了法院组织的视频调解会。在法官、
检察官、人民调解员的共同努力下，双方当
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张某对万某
说：“之前手头实在有点紧，真是对不住您，
我会把剩余款项分期还给您。”

帮助老人追回
身故儿子被欠薪酬

8 月 11 日，贵州省雷山县检察
院格外热闹。几名身着民族服装的
苗族绣娘专门来到该院，向一直关
心关注她们的检察官报喜——就在
7 月，她们的“手艺活”被某国际一
线奢侈品品牌相中，参与该品牌即
将发布的高端定制产品的相关设
计。

“要不是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我
们可能早就回家种地、养猪去了，就
不会有机会和这些国际大牌合作
了。”带头的李某不停地感谢道。

5月，在雷山县检察院的支持和
帮助下，李某等22名从事苗绣行业的
绣娘勇敢地向法院提起诉讼，拿回了
被拖欠一年多的工资，“命运的齿轮”
也从那一刻起开始转动。

老板跑路
22名绣娘工资没着落

雷山县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西南部，该县不仅是中
国苗族文化的中心，也是全国乃至
世界了解和研究苗族文化的重要窗
口。雷山县拥有苗族银饰、苗绣（苗
族刺绣）等 15 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是全国获得国家级非遗最多
的县。其中，苗绣更因其精湛的工艺
和浓郁的民族特色享誉世界，2006
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苗绣是苗族民间传统的刺绣技
艺，是苗族妇女勤劳智慧的结晶。在
雷山县的 12 万常住人口中，有 3 万
余名苗家妇女从事刺绣行业，年产
值超过 1 亿元，不少刺绣产品远销
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

苗绣制作工艺繁琐、周期较长，
加之机器制品的竞争，以及经济下
行等因素，雷山本地的苗绣产业近
年来遭受到较大冲击，很多绣娘空
有一身技艺却找不到工作，手中的
绣品也是有价无市，不少人无奈之
下只得转行。而愿意继续留下来的
绣娘，又遇上新的烦恼——好不容
易找到个活儿，却还要面临被拖欠
工资报酬的风险。

“现在做手工苗绣的人越来越
少，本想着能一边做活一边照顾家
里，而且老板说做完就结工资，我们
想都没想就接了这个活。没想到，辛
辛苦苦完成了订单，老板却跑路了，
一家人的生活费都没了着落。”4 月
的一天，李某等 12 名绣娘急匆匆地
走进雷山县检察院。一见到接待她
们的检察官，就纷纷诉说起自己的
遭遇。

检察官在与绣娘们的交谈中了
解到，2023 年 2 月，雷山县某服装制
作公司因接了一批民族服饰的订
单，紧急招募了一批擅长苗族刺绣
的绣娘。李某等人最终接下这批刺
绣的活儿，她们在高兴之余也倍感
珍惜。

按照老板刘某的要求，李某等
22 名绣娘如期完成了所有订单。本
想着很快就能拿到报酬，可在订单
交付后，刘某却开始以各种理由搪
塞李某等人，拒绝支付工资。后来，
李某等人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再
也联系不上刘某。

急着拿回工资的李某等人曾找
过社区、人社部门和妇联反映情况，
相关部门也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刘
某，但刘某均以人在外地或者经营
困难为由拖延支付李某等人的劳动
报酬，多次沟通均未达到效果。

“那些衣服都是我们一针一线
缝出来的，我们挣的就是一点辛苦
钱。但就是这点钱，都迟迟拿不回
来。因为拿不到工资，现在家里人不
支持我继续做刺绣了，让我回家种

地。我们有好几个绣娘都被家里人
叫去外地打工了，剩下的绣娘也觉
得做刺绣这行没有保障，不愿意继
续做了。”绣娘张某告诉检察官，迫
于生活压力和家人的劝说，她们不
少人对于是否还要继续传承这项非
遗技艺产生了动摇。

“说实话，苗绣传承到我们这一
代，真的很不容易，现在的年轻人大
多选择外出学习或务工，愿意传承
这项技艺的人越来越少，大家做出
来的东西找不到地方卖，难得有了
订单又拿不到工钱，没办法只能找
其他的事做了。”一同前来的国家级
非遗苗绣传承人杨某无奈地说。

李某等人告诉检察官，她们的
遭遇也引发了其他绣娘的担忧，这
项流传千年的非遗技艺在当地正面
临着传承危机。而其他的服装企业
也因为刘某的欠薪行为，遇到了招
工困难。

“我们这些人绣东西很在行，可
对打官司维权这些事一窍不通。上次
你们来我们村里做普法宣传，我看宣
传册上有一个案子是你们帮农民工
讨薪的，所以就想请你们帮忙……”
讲完自己的遭遇后，李某等12人代表
被欠薪的绣娘们向雷山县检察院递
交了支持起诉申请书。

支持起诉
千里追薪促成和解

受理了李某等人的支持起诉申
请后，雷山县检察院认为，李某等
22 名苗族绣娘属于被拖欠工资的
诉讼弱势群体，遂决定依法支持其
起诉。

李 某 等 人 与 刘 某 虽 然 存 在 用
工关系，但并没有签订书面的用工
合同，工资都是口头商定的，为了
进一步证实用工关系和欠薪事实，
承办检察官引导李某等人及时固
定和提取与老板刘某的微信聊天
记录，并通过调取订单交付信息以
及绣娘提交的绣品清单确定具体
的欠薪数额。

鉴 于 绣 娘 们 普 遍 文 化 水 平 不
高，对于法律文书的拟定以及具体

的 诉 讼
程 序 难 以 应
对 ，雷 山 县 检 察
院通过和司法局建立
的支持起诉法律援助协作机
制，为李某等人提供了法律援
助，解决绣娘们的诉讼难题。在雷山
县检察院的支持下，李某等人对刘
某提起民事诉讼。该院同时向法院
递交了支持起诉意见书。

在支持起诉的同
时 ，考 虑 到 绣 娘 们 的
实 际 情 况 ，为 尽 快 帮
助 她 们 拿 到 工 资 ，也
为重塑绣娘们传承苗
绣 技 艺 的 信 心 ，承 办
检察官不远千里找到
身 在 外 地 的 刘 某 ，面
对面对他进行耐心细
致的释法说理。

“ 我 其 实 也 不 是
不 想 付 她 们 工 资 ，我
就 想 拖 一 下 ，把 资 金
周 转 过 来 多 接 点 订
单 再 给 。我 现 在 很 后
悔 ，我 愿 意 把 工 资 付
给 大 家 。”检 察 官 向

刘某讲
清 欠 薪 的

法 律 后 果 ，分
析欠薪行为有可能

给 公 司 发 展 带 来 的 危
害 后 ，刘 某 认 识 到 自 己 行

为的错误，表达出和解的意愿。经
过 检 察 机 关 多 次 的 居 间 沟 通 ，刘
某 与 李 某 等 人 达 成 和 解 协 议 ，并
全 额 支 付 了 李 某 等 人 的 工 资 。李

某等人随即向法院撤回了起诉。

延伸履职
千年非遗迸发新生机

“案子虽然办完了，绣娘们的工
资也拿回来了，但是我们的工作还
没有结束。”承办检察官漆泽成说。

漆泽成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家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和大力
推广，苗绣不再“养在深闺人未识”，
正逐渐成为享誉世界的民族符号。该
案暴露出非遗传承面临断档、保护机
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引起各方关注。从
事苗族刺绣行业的都是妇女，如何有
效保护绣娘群体的合法权益、重塑她
们的信心，让苗绣这项非遗技艺得到
更好的传承，也成为检察官在办案之
余思考最多的问题。

对此，雷山县检察院针对苗绣
传承和绣娘权益保护问题开展调
研，走访了县域内百余名苗绣非遗
传承人和绣娘，针对暴露出来的相
关问题向有关部门制发了社会治理
检察建议，并多次和文旅、人社、市
场监管、妇联等部门进行磋商，以苗
族刺绣和绣娘群体权益保护为切入
点，推动建立跨部门的协作机制。为
解决非遗传承断档问题，该院联合
文旅和教育等部门开展了非遗“进
校园、进课堂、进教材”活动，使县城
内 10 余所中小学近 2 万名学生接受
了民族文化熏陶，以及非遗传承和
保护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同时，推
动在社区建立苗绣传习工坊，使更

多 苗 族 妇 女 实 现 就 地 就
业，并通过不定期开展非

遗传承和保护法治
宣 传 活 动 等 ，

吸引更多
的年

轻 人 投
入到苗绣技艺

的传承和保护中。
为解决绣娘群体权益

保障问题，该院推动出台
了县域内涵盖杜绝家庭暴力、拖欠
劳动报酬、劳动就业歧视等内容的
妇女权益保障机制，并促使妇女权
益保障的相关内容被写入全县 150
多个村的村规民约中。

盛夏 7 月，重塑苗绣技艺传承
信心的李某等绣娘，在国家级非遗
苗绣传承人杨某的带领下重新拿起
手中的针线。这一次，她们绣出的苗
绣产品不仅不愁卖，还走出了国门。
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面对复杂的涉外知识产权保护
专业问题，李某等人再次向检察机
关求助。雷山县检察院邀请涉外贸
易以及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专业人
士，就李某等人面临的专业问题进
行了深入分析，为她们送上了一份
专业又全面的“法律服务套餐”，解
决了李某等人的后顾之忧，顺利完
成了合同的签订。与此同时，李某
等人设计的苗绣作品还被国内某知
名奶茶品牌看中，被引入其奶茶杯
和周边产品的外观设计，远居深山
的苗族绣娘正在用手中的绣花针让
苗绣这一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迸发
新的生机。

图①：苗族绣娘在家中制作苗绣产品。

图②：检察官前往绣娘家中回访时，了
解绣品走出国门情况。

图③：检察官走访“雷山绣娘”非遗刺
绣生产车间，向非遗传承人问询
法律需求。

①①

②②

③③
向检察院求助

绣娘道出非遗传承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