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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检察机关依法监督，对我的案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还为我们申请
了司法救助，帮我们一家渡过了难关！”近日，周某来到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
检察院，将一面印有“司法救助解民忧 执法公正暖民心”的锦旗递到我的手
中。看到周某重绽笑颜，跟着案子一路走下来的我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飞来横祸让他陷入困境

事情还要从一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说起。
2020 年 10 月 19 日，赵某驾驶的半挂车与周某的妻子胡某发生碰撞，致胡

某当场死亡。案涉车辆在某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在某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统筹 100万元。

2021 年 1 月，周某及其子女将赵某、某财产保险公司、某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等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合计 124 万余元。2021 年 3 月，法院经审
理，判决某财产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 18 万元，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在第三者责任统筹限额内赔偿 79万余元。

按照正常交通事故处理，保险公司在履行期限内向受害人支付赔偿款，
事情就能告一段落，可事情的后续发展却让周某始料未及。

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并未按期履行赔偿义务，周某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然而，法院在执行中发现，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早已人去楼空，公司无任
何财产可供执行。眼见 79万余元赔偿款没了着落，周某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车辆安全统筹”不是保险

“我老婆因车祸丧生，家里有两个孩子，二女儿还在上学，汽车服务公司
跑路了，赔偿款也没了着落，请你们帮帮我啊……”2023 年 2 月的一天，周某走
进我院寻求帮助。

受理该案后，我们立即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索相关文书，开展安全统
筹保险裁判专项分析，同时调取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营业信息。通过查找涉
诉案件信息，我们有了新发现：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有近 150 条强制执行记
录，案涉款项 680余万元均未执行到位。

掌握这一线索后，我们第一时间走访了淮安市保险行业协会。通过咨询，
我们了解到，根据保险法相关规定，保险公司的设立应当经国务院保险监督
管理机构批准，否则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保险机构。

与此同时，我们通过调查发现：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并非国务院保险监
督管理机构许可的法定保险机构，无经营保险业务资质，不具备经营机动车
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三者险”）的资质。

再审检察建议纠正错误判决

可见，案涉车辆在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投保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统筹并
非正规的三者险，不能在交通事故案件中一并处理。虽然双方签订的机动车
综合统筹条款、交通安全统筹单内容均与正规保险公司的三者险条款、投保
单一致，但其并不是正规的商业三者险。因此，法院判决由某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直接赔偿周某损失，属适用法律错误。

2023 年 3 月 17 日，我院向法院制发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了再审检察
建议，裁定再审此案。

法院再审认为，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不属于保险法规定的保险人，案涉安全
统筹合同与周某等人基于交通事故请求赵某等承担侵权责任之间属于不同法律
关系，案涉的安全统筹应根据当事人之间合同约定另行处理，不应与本案的机动
车交通责任纠纷一并处理，因此，原审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直接判决由某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承担替代性责任无法律依据，属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

2023 年 12 月 28 日，法院再审撤销原判决，改判由赵某赔偿周某等人各项
损失合计 79万余元。

综合履职做实检察为民

案子改判了，作为承办人的我却高兴不起来。“高仿”保险让两个原本幸福
的家庭陷入困境：周某的家支离破碎，赔偿款难以在短时间内拿到，家庭重担全
压在周某一人身上；赵某因购买“高仿”保险，导致自身背负巨额债务。

此外，我们通过前期调查梳理发现，全国有大量该类案件因为安全统筹
公司无力偿付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目前仍存在大部分货车司机因贪图便宜
而继续购买该类安全统筹的情形。

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安全统筹公司多为“空壳”公司、实缴资金严重不足、
出险后无法正常理赔等风险隐患，我们走进辖区物流企业园、汽车销售公司
等开展专题普法宣传，积极向广大车主宣传车辆保险知识，引导车主到正规
保险公司购买车辆保险。

2024 年 7 月，我们了解到在执行期间，周某被确诊为口腔癌，急需手术治
疗，考虑到周某家庭经济困难，符合司法救助条件，我们及时上报院里并向区
委政法委汇报沟通，在区委政法委的支持下，周某拿到了司法救助金，解了燃
眉之急。

通过办理此案，我充分认识到，监督不是检察履职的最终目的，实现案结事
了人和才是真正的价值追求。检察机关要通过一体履职、综合履职，以“如我在诉”
的情怀办好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案，让检察为民路上的每一个脚印都更有力、更
温暖。

一场交通事故引发的争议
□本报记者 周洪国

通讯员 路广涛 陈少虹

“靠打假官司躲债，就是给自己挖
坑。我真是耍小聪明吃大亏啊！”距离被
判处刑罚的日子尽管已过去数月，对自
己的行为，杨某甲仍懊悔不已。

杨某甲费尽心思妄图逃避的债务，
正是当事人陈先生耗时6年想要追回的
债权。在检察机关的依法监督下，陈先
生终于拿回了5500余万元出借款。

受理
一次令人生疑的查封

2022年7月的一天，陈先生焦急地
走进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检察院12309
检察服务大厅。

“检察官请帮帮我！”陈先生称，他
在一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中拿到了法
院 作 出 的 胜 诉 判 决 ，可 是 拿 不 回 出
借款。

通过陈先生的讲述，检察官了解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2017年9月至2018年9月，杨某甲多
次向陈先生等人借款，借款数额特别巨
大，累计高达1亿余元。因杨某甲到期未
能还上借款，多次催款无果后，2019年
10月12日，陈先生将杨某甲及其妻子杨
某起诉至法院。经过审理，法院判决杨
某甲、杨某向陈先生清偿借款5500余万
元。判决生效后，因杨某甲、杨某夫妻二
人仍未偿还陈先生借款，陈先生遂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在强制执行过程中，
陈先生才得知，杨某甲名下的房产在
2018年10月已因其他案件被查封，这意
味着，陈先生很可能无法拿回自己的出
借款。

胜诉了却拿不回出借款，这种情况
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并不少见，但检
察官仔细比对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后
发现，杨某甲向陈先生借款后不久，就
因另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被起诉，其房
产 被 查 封 ，且 在 调 解 结 案 后 迟 迟 未
执行。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罗湖区检察
院民事检察部检察官捋清事情的基本
脉络后初步判断，其中很有可能存在虚
假诉讼，遂依法受理该案。

调查
一笔蹊跷的转账记录

检察官通过询问和走访、向陈先生
及其律师了解案件详情，摸清了这两起

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检察官经调查发现，在导致杨某甲

房产被查封的那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
中，原告为杨某乙、钟某夫妇，而杨某乙
是杨某的堂妹，同时也是杨某的私人会
计，杨某定期向杨某乙发放工资。

亲戚朋友因金钱纠纷反目成仇、对
簿公堂的情况也不少见，但事实果真如
此吗？为查明真相，检察官充分运用调
查核实权，向多家银行调取当事人及其
近亲属之间多年的转账记录，花费大量
时间和精力对海量银行转账信息进行
详细查阅，通过分析当事人的资金往来
情况和财务状况，发现双方在诉前诉后
都一直保持着频繁的经济往来。

查账中，一笔蹊跷的银行转账记录
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杨某作为被告，
向原告杨某乙的账户支付了92705元，
并将转账摘要注释为“付诉讼费”；就在
同一天，原告杨某乙向法院缴纳了诉讼
费92705元。也就是说，该案的诉讼费是
由被告杨某支付给原告杨某乙的。

为什么被告要支付诉讼费给原告
呢？检察官反复翻阅这四人的转账记录
和 摘 要 后 发 现 ，诉 讼 双 方 自 2014年 以
来，一直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小到生
活的日常开支，大到上百万元的巨额资
金往来，转账金额累计上亿元。诉讼之
后，原告钟某与被告杨某甲之间的资金
往来更是累计达到3000余万元。

此外，杨某甲从外面所借款项的

代收款人竟是杨某乙，杨某甲被查封
的房产每月支付的银行按揭款及管理
费，也常常是由杨某乙转到杨某甲的
账户中。

以上的银行流水充分说明了原告
杨某乙和钟某一直充当被告杨某甲和
杨某对外资金往来的“窗口”和“中转
站”，双方形成了非常亲密、互相信赖的
同盟关系。

真相
一起虚构的民间借贷纠纷诉讼

检察官将调查搜集的证据移交公
安机关，并联合刑事检察部门检察官成
立专案组，多次召集公安机关办案人员
举行案件研讨会。同时，依法介入刑事
案件侦查，为公安机关开展侦查活动提
供民事法律智力支撑及侦查战略建议，
保障刑事案件办理依法顺利推进。

经搜查，公安机关从杨某家里找到
了杨某乙出具的一份《确认书》，《确认
书》上明确写着杨某乙对杨某甲所享有
的全部债权属杨某甲之妻杨某所有，杨
某乙为名义上的债权人。随着调查的深
入，隐藏在这起民间借贷纠纷案背后的
真相渐渐浮出水面——

2018年 10月 ，为 逃 避 陈 先 生 的 债
务，杨某甲、杨某夫妇二人与杨某乙、钟
某夫妻俩合谋，虚构借贷关系，伪造证
据材料，由杨某乙夫妇向法院申请诉前

财产保全，查封了杨某甲名下房产，查
封期限两年。之后，杨某乙夫妇将杨某
甲夫妇作为被告，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
纠纷诉讼。数月后，杨某乙夫妇以双方
正在协商和解为由，向法院申请暂缓审
理，以拖延时间。

2019年2月，杨某乙夫妇与杨某甲
夫妇达成调解协议，确认欠款本金2200
万元及利息830余万元，法院就双方达
成的调解协议作出民事调解书。

2019年10月，陈先生将杨某甲、杨
某夫妻俩起诉至法院并胜诉，当时杨某
甲名下房产仍被查封。2020年7月，在原
查封将到期之际，杨某乙夫妇又以杨某
甲拒不履行调解书为由，向法院申请继
续查封杨某甲名下房产。两个月后，法
院继续查封杨某甲名下两套房产，查封
期限为3年。

正是这样一番操作，导致胜诉的陈
先生即便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也始
终无法拿回出借款项。

终局
两份检察建议维护债权人利益

检察机关认为，债务人杨某甲夫妇
与他人合谋，虚构债权债务关系，骗取
法院生效法律文书，致使虚假债权人杨
某乙夫妇通过法院强制执行，成为可供
执行财产的首封人，严重损害了实际债
权人陈先生的合法权益。

为保障当事人陈先生实现合法债
权，罗湖区检察院及时开展民事执行监
督，向法院制发执行监督检察建议，督
促法院解除对相关房产的查封。

2023年3月，罗湖区检察院向法院
发出再审检察建议。2024年9月，法院撤
销了此前杨某乙夫妇和杨某甲夫妇的
民事调解书，并驳回了杨某乙夫妇的全
部诉讼请求。时隔6年，陈先生终于拿回
了属于自己的5500余万元。

据 记 者 了 解 ，杨 某 甲、杨 某、杨 某
乙、钟某因涉嫌虚假诉讼罪均被追究了
刑事责任。2022年12月30日、2023年2月
1日，杨某、杨某乙和钟某分别被逮捕归
案，杨某甲在逃。经罗湖区检察院依法
提起公诉，2023年11月15日，法院结合
从犯、初犯、自愿认罪认罚等量刑情节，
认定杨某、杨某乙、钟某犯虚假诉讼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十一
个 月 不 等 ，各 并 处 罚 金 。2024年 2月 27
日，杨某甲主动投案自首。2024年9月26
日，法院结合自首、自愿认罪认罚等量
刑情节，认定杨某甲犯虚假诉讼罪，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为逃避巨额债务，债务人与亲戚虚构民间借贷纠纷，并通过诉讼“保住”了面临被法院执行的
房产。债权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后，检察官在海量的转账记录中发现了一笔蹊跷的支付款，由
此，真相渐渐浮出水面——

千万债款追回记

□本报记者 肖俊林
通讯员 李惠娴

与丈夫分居多年，却在毫不知情的
情况下被丈夫拖进一起借款纠纷，被法
院判决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9 万余元
存款也被扣划。突如其来的这一切，让
郭某不知所措。经河北省沧县检察院依
法监督，法院再审撤销原判决，郭某最
终摆脱了这场噩梦。

2023 年 5 月的一天，郭某收到了多
条银行存款扣款的短信通知，扣款数额
累计 49 万余元，这令她十分震惊。通过
询问银行工作人员她才得知，这竟然源
于一起自己从不知情的诉讼。

2020年，王某以开发项目为由向某信
用社借款 37万元，并以一套房产做抵押，

借期三年。郭某的丈夫陈某为该笔借款作
了连带责任保证，并签署了《家庭成员同
意担保意见书》，其中明确记载郭某也对
这笔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王某因未
能按时偿还，被信用社诉至沧县法院。

2023 年 3 月，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信
用社的诉讼请求，王某承担还款责任，
郭某和丈夫陈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判
决生效后，信用社申请强制执行，致使
郭某的 49万余元银行存款被扣划。

发现自己背上冤枉债后，郭某立即
向沧州市中级法院申请再审，但法院以
郭某无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为由，驳回
其再审申请。2024 年 1 月，郭某向沧县
检察院申请监督。“我和陈某感情不好，
常年分居，怎么可能同意与他一同为别
人作担保？”郭某情绪激动地说。

全面审查了法院卷宗后，承办检察
官很快发现了该案的蹊跷之处：卷宗中
无郭某的联系方式，所有法律文书均由
陈某签收；调阅了信用社的该笔贷款档
案资料后，发现唯独缺少郭某的影像资
料，且无授权他人代办业务的相关手
续。经过双方当事人申请，委托鉴定机
构对《家庭主要成员担保意见书》和法
律文书中郭某的签字和指纹捺印进行
了司法鉴定，结果显示均非本人所留。

至此，所有的疑问都指向了郭某的
丈夫陈某。面对检察官的再三询问，陈某
终于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从 2016
年起，陈某便与郭某分居，借款担保一事
郭某并不知情。陈某和王某是多年好友，
陈某想到这笔贷款有王某的房产做抵
押，风险不大，于是私自携带郭某的身份

证件并托他人代替郭某签署了《家庭成
员同意担保意见书》。

真相终于水落石出：郭某不是该借
贷关系的当事人，对诉讼过程全程不知
情，沧县法院没有审查郭某提供保证的
真实性，仅以郭某未到庭抗辩即认定郭
某同意提供担保，属认定事实错误。

2024 年 3 月，沧县检察院以民事判
决存在违反法律规定送达、剥夺当事人
辩论权利等违法情形，同时也有新的证
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等理由，依法向沧县
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同年 10 月，法
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撤销了
原一审判决，作出再审民事判决，驳回
了信用社对郭某的诉讼请求。随后，沧
县法院作出执行回转裁定，信用社据此
将 49万余元执行款全部返还郭某。

49万余元银行存款怎么突然被扣划

姚雯/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