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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颖频
通讯员 李霜霜 王丹

近日，四川省安岳县检察院借
力乡镇、协同县法院、联动重庆的
司法行政机关，采用“支持起诉+法
律援助+人民调解+司法确认”的办
案模式，成功办理一批涉及 40 名老
年农民工的异地讨薪案，依法帮助
老人们拿回了血汗钱。

老年农民工“组团”求助

2024 年 5 月，来自安岳县林凤
镇某村的吴大爷等 10 名老年农民工
来到该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申请
援 助 。 白 发 苍 苍 的 老 人 们 神 情 凝
重，都称自己被长期拖欠工资。经
过工作人员耐心引导提问，梳理和
记录碎片化信息，老人们心头的愁
事逐渐清晰——

2021 年 11 月 8 日，重庆市潼南
区个体户奚某某与安岳县林凤镇某
村签订 《安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转包 （出租） 合同》 后，确认将
承包的土地用于蔬菜、粮食生产经
营。2022 年至 2023 年期间，奚某某
雇 用 周 边 村 落 40 余 名 村 民 从 事 玉
米、蔬菜种植等工作，约定每日工
资 60元至 70元不等。

“这期间，奚某某一直没有按约
定支付工钱。”吴大爷等人表示，本
应获得的劳务费一直被拖欠，他们
多次向奚某某索要无果，“以前给奚
某某打电话要劳务费的时候，她总
说没钱，现在连她的电话都打不通
了。她是外地的，我们不知道怎么
要钱，实在是没办法了，帮帮我们
吧！”

支持起诉助力农民工维权

了解完基本情况后，安岳县司
法 局 根 据 与 安 岳 县 检 察 院 会 签 的

《关于建立支持起诉与法律援助协作
机制的意见》，将该线索移送至安岳
县检察院，并引导老人们向检察机
关申请支持起诉。

安岳县检察院受理申请后，即
刻展开调查。该院民事检察官多次
前 往 老 人 们 所 在 村 及 相 邻 村 （社
区） 了解案件情况，并通过走访发

现，除吴大爷等 10 人外，还有其他
同样帮奚某某从事过玉米、蔬菜种
植等工作却未拿到劳务费的村民。
经联合当地村委会进行全面排查登
记，发现共有 41 人被拖欠劳务费共
计 6.22 万元，其中 40 人为 60 岁以上
的老年人。

“欠薪数额虽小，但群众反映强
烈。该村村委会在 2023 年曾组织人
员将奚某某承包土地上种植的白菜
售卖后，用卖菜所得的钱款给部分
农民工支付了部分工资。”检察官告
诉记者。因这些老年农民工多数文
化程度较低，个人权益受损时难以
及 时 主 张 权 益 ， 2024 年 5 月 24 日 ，
安岳县检察院依法向安岳县法院发
出支持起诉意见书，帮助老人们依
法维权。

跨区域联动化解讨薪难题

如 何 依 法 帮 助 老 人 们 成 功 讨
薪？安岳县检察院民事检察官经充
分研究后，决定分情况分步推进。

“首先，我们需帮助老人们巩固
强化证据体系，锁定劳务关系。”在
协助收集证据时，检察官发现，吴
大爷等人提供的工资收条内容不够
明确，诉讼可能存在败诉风险。

为消除风险隐患，检察官通过

发布通知、逐户走访等方式，一一
询问被欠薪农民工在奚某某处工作
时关于工作天数以及具体工资数额
的 计 算 标 准 ， 帮 助 获 取 上 工 签 到
表、工资领取表等相关依据。考虑
到部分老人不识字的实际情况，检
察官用方言悉心引导、耐心沟通，
为他们提交上工单据、结算票据等
证据提供帮助，还在收到并审查完
这些证据之后，将相关内容大声地
读给老人们听，并询问、核实内容
是否准确，直到老人们点头确认才
统一收集。

与此同时，安岳县检察院积极
与县法院沟通，并与法院在协同开
展诉前调解及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方
面达成共识。2024 年 5 月 25 日，安
岳县检察院与县法院联合派员向农
民工们讲解诉前调解程序，帮助他
们联系法律援助律师担任代理人，
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

随后，安岳县检察院与县法院
分别委托重庆市潼南区检察院、重
庆市潼南区法院调查了解欠款人奚
某某的资产情况，通过释法说理，
引导奚某某积极参与调解。同时，
安岳县检察院还对接两地人民调解
委员会，加快案件处理进程。

2024 年 6 月 13 日，围绕该案的
联合调解会在重庆市潼南区法院召

开，四川省安岳县、重庆市潼南区
两地检察院、法院及乡镇人民调解
委员会等多家单位派员参加。经各
方悉心调解，奚某某承认所有欠薪
事实，并与吴大爷等 10 人达成分期
给付协议，就其余 31 人的欠薪纠纷
达成分期履行意向，并签订 《人民
调解协议书》，由安岳县法院“一站
式”进行司法确认。

经协商，综合考虑奚某某经济
困难但支付劳务报酬意愿强烈的实
际情况，被欠薪农民工们同意奚某
某通过分期支付的方式兑付所欠劳
务报酬，约定奚某某须在 2025 年 3
月底前给付部分劳务报酬，余款于
2025 年 12月底前全部付清。

今年 3 月 31 日，奚某某按照安
岳 县 法 院 司 法 确 认 的 分 期 履 行 协
议，向被欠薪农民工兑付了第一笔
劳务报酬。至此，困扰 40 名老年农
民 工 的 异 地 讨 薪 难 题 得 到 有 效 解
决。

据了解，为依法维护特定群体
合法权益，2024 年 3 月，四川省检
察机关与相关单位建立了弱势群体
民事支持起诉协作机制，截至今年
4 月，已运用该机制对农民工、残
疾 人 等 特 定 群 体 支 持 起 诉 3611
件，有效解决了特定群体的急难愁
盼。

多方协力，帮40名老年农民工异地讨薪
四川安岳：运用民事支持起诉协作机制解决特定群体急难愁盼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张晨曦 许译丹

在工地辛劳数月，工资一分未
得，讨薪又找不到被告……河南省
焦作市山阳区检察院跟踪监督，在
发 现 关 键 证 据 后 发 出 再 审 检 察 建
议，促使法院作出改判。近日，两
名农民工终于收到了第一笔欠薪。

2023 年 8 月，成某与海某拿着
两 张 欠 条 踏 进 山 阳 区 检 察 院 的 大
门。原来，二人在某建筑工地辛苦
劳作数月，但一直未领到工资。他
们数次讨薪未果，后来连包工头陈
某也失联了。其间，成某与海某曾
到法院申请立案，但被告知“被告
身份不明无法立案”。

由于成某与海某的手中仅有欠

条，既无法证明与工地存在劳务关
系，也难以锁定被告，于是二人向
检察机关求助。山阳区检察院受理
他们的支持起诉申请后，承办检察
官刘丹协助二人调取了 《劳务分包
合同》《代理合同》 等关键证据，帮
助他们补充微信聊天记录、工资账
户流水、通话录音等材料，并帮他
们申请法律援助。

随着调查的深入，承办检察官
发现，包工头陈某在与建筑公司签
约时使用的是安徽籍的身份证，而
向农民工打欠条时使用的却是河南
籍的身份证，两个身份证上的名字
相同，但照片和编号均不同，导致
其真实身份难以确认，法院也因此
无法立案。

为破解困局，承办检察官连夜

驱车 700 公里赶赴安徽。经前往当
地公安机关实地走访，并与户籍档
案进行比对，检察官发现，两个身
份证均属于陈某本人。至此，陈某
利用“双面身份”逃避责任的伎俩
被彻底揭穿。

2023 年 11 月，山阳区检察院就
此案召开听证会，听证员建议将建
筑公司和陈某列为共同被告，并赞
同检察机关支持二人起诉。为帮助
二人尽快拿回欠薪，检察机关先尝
试着引导双方和解。然而，建筑公
司以“已向陈某支付工资”为由拒
绝担责，和解无果。山阳区检察院
决定支持二人起诉。

案 件 被 顺 利 起 诉 至 法 院 后 ，
2023 年 12 月，法院判决由陈某支付
成某、海某 2 万元工资。然而，判

决生效后，陈某突然“人间蒸发”，
判决书成了一纸空文。“官司赢了，
血汗钱还是没影儿！”2024 年 8 月，
申请再审结果未果后，成某、海某
再次向检察机关求助。

山阳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在调
阅该案卷宗时，在一段长度为 272
秒的嘈杂录音中，一句“他把钱挪
用了”引起了检察官的警觉。经查
证，建筑公司未落实农民工工资专
用账户制度，直接将工资支付给了
陈某，而陈某挪用了那笔钱。

2024 年 8 月，山阳区检察院依
法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同年
12 月 ， 法 院 经 再 审 ， 判 决 建 筑 公
司 和 陈 某 连 带 承 担 还 款 责 任 。 近
日，成某与海某终于收到了被拖欠
的工资。

从272秒嘈杂录音中锁定关键证据
焦作山阳：“支持起诉+再审检察建议”帮农民工讨回欠薪

□本报记者 蒋长顺 通讯员 夏俊黎

“感谢检察机关帮助医院消除医疗费无法追回的隐患……”5 月 6 日，湖北省公
安县中医医院相关负责人为公安县检察院送来一面写着“担当作为减讼累，倾心
助力解医忧”字样的锦旗，对检察机关依法履职给予肯定。

2024 年 11 月 15 日，公安县检察院受理了一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申请支持起
诉案。受害人负伤后住院治疗 40 余天，终因抢救无效死亡，所产生的医疗费用由肇
事机动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垫付了 1.8万元、道路救助基金垫付了 8.7万余元后，仍有
20 万余元因受害人家属经济困难未能支付。而这 20 余万元医疗费因无发票佐证，
难以得到保险公司赔付。

受害人家属文化程度不高、诉讼能力较弱，针对复杂的诉讼活动，一时难以应
对，向检察机关提出支持起诉申请。承办检察官为帮助其固定证据，前往受害人生
前就诊的医院调取其住院记录、医疗费相关资料，并协调该医院对医疗费的具体
数额予以明确。

“我们可以出具《情况说明》明确医疗费的总额，但为了避免赔偿款都支付给
受害人家属、医院垫付的医疗费无法追回的情况发生，希望检察机关能够与法院
沟通，将受害人欠付的医疗费在赔偿款中予以扣减，由保险公司直接支付给我
们。”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医院负责人的提议无可厚非。据公安县检察院调查了解，自 2023 年 7 月 1 日
《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实施办法》颁布以来，道路救助基金共为
本辖区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垫付救助金 280 笔，但后续通过各种方式仅
追回了 82 笔，受害人在收到赔偿款后不愿退还垫付费用的情况不在少数，救助基
金追偿难度较大。

为此，公安县检察院严格执行最高检下发的《民事检察部门支持起诉工作指
引》的相关规定，主动与法院会商，向承办法官反馈医院的担忧，共同商讨如何保
障道路救助基金安全和医院的合法权益。

今年 3 月 3 日，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保险公司向受害人家属赔付各项经济
损失 19 万余元，同时在判决主文中载明扣减基金垫付费用及拖欠的医疗费。3 月 25
日，保险公司将相应款项分别转至道路救助基金账户、医院账户，以及受害人家属
的账户。

至此，这场交通事故引发的赔偿纠纷终于圆满解决。

民法典·法条链接：
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

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
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

第一千二百一十六条 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该机动车参加强
制保险的，由保险人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机动车不明、该
机动车未参加强制保险或者抢救费用超过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需要支付被
侵权人人身伤亡的抢救、丧葬等费用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道路
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后，其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垫付费用及拖欠的医疗费均已到账

发挥民事检察职能作用 妥善处理劳资纠纷

□本报记者 周洪国 通讯员 孙颖 周佳宇

“非常感谢检察机关依法监督，被移出‘黑名单’后我如释重负！”近日，曹某向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发来信息，字里行间透露出烦心事解决后
的轻松和舒畅。

曹某与顾某某原为男女朋友关系，顾某某偶尔称曹某“老婆”。顾某某从事土
方运输工作，2022 年 9 月 28 日，由于土方运输款支付困难，顾某某向刘某某出具借
条，将运费结算欠款转为了个人借款，连同利息共计欠款 10 余万元，并承诺按照分
期计划进行还款。此后，顾某某支付了一笔欠款，曹某代为支付了一笔欠款。

因剩余款项一直未还，刘某某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将顾某某及曹某起诉至法
院。法院经审理判定，曹某与顾某某共同经营工程业务并共同偿还运费欠款，应共
同承担清偿责任。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曹某与顾某某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银行卡被冻结。
曹某在银行卡无法使用后，才知晓自己因未履行生效判决已被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
施。因不服生效判决，曹某与顾某某一起向法院申请再审，法院以再审审查期间二人
提交的证据材料未达到推翻原审判决的证明标准为由，驳回了二人的再审申请。

“我和顾某某不是夫妻关系，与他有生意往来的人我都不认识，我也没有参与
过他的生意，请检察机关为我主持公道！”无奈之下，曹某拉着顾某某一起，向光明
区检察院提出了民事检察监督申请。

依法受理该案后，承办检察官了解到，曹某与顾某某曾为男女朋友关系，诉讼
时已分手，并非夫妻关系，刘某某提供的借条、运费结算单上均未有曹某的签名，
刘某某提供的曹某的转账凭证上虽有“顾某某付运费”“全部付清”等备注，但不足
以证明曹某与顾某某共同经营工程业务。在顾某某签署借条后，曹某虽曾用个人
账户向刘某某付过款，但该付款行为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债务加入或是事后追
认，也与是否构成共同债务并无必然联系。此外，顾某某另有两笔转账，在借条签
署时被遗漏计算，刘某某对此表示认可，同意在未还款项中予以扣除。

从彻底解决各方矛盾、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减少讼累的目的出发，承办检察
官积极引导 3 名当事人一起解决问题。在分别认真听取了三方当事人意见、认为时
机成熟后，检察官安排他们会面。

今年 3 月 14 日，经检察官释法说理，顾某某与刘某某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约定
由顾某某支付刘某某 3 万元，刘某某不再要求执行原审判决内容。随后，法院依据
该和解协议，引导刘某某撤回了执行申请。至此，困扰了曹某一年多的烦心事终于
了结，她的生活总算可以回归正轨。

民法典·法条链接：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 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

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
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
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
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第五百五十二条 第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第三人
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的，债权人可以请
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债务。

男友的债，为何要她背

□本报通讯员 王同叶 赵苗

“村委会已将剩余的劳务款打到
我的账户里了，我不用再打官司了！”
近日，江苏省兴化市检察院检察官在
对一起劳务合同纠纷检察监督案的
当事人翁某进行电话回访时，翁某激
动地说。

2020 年 5 月，翁某通过招投标程
序承接了某村沉船打捞工程。施工
期间，村里的项目负责人安排翁某在
打捞沉船的同时，顺便对河道及沿岸
进行垃圾清理、河堤整治、废弃猪圈
拆除等。完工后，沉船打捞工程顺利
通过验收，某村依约向翁某支付了相
应的报酬，但对于翁某“顺便”完成的
合同外劳务，双方在工程量及报酬金
额方面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某村村委
会因此一直未向翁某支付这部分劳
务费。

无奈之下，翁某找到项目负责人
协商，双方根据前期工程量估算认定
合同外劳务报酬为 4.34 万元，并在做
工明细表上签字确认。此后，翁某多
次与村委会对接仍无果。

2023 年 11 月 10 日 ， 翁 某 一 纸
诉 状 起 诉 到 法 院 ， 要 求 某 村 村 委
会、项目负责人连带支付 4.34 万元
劳务费及利息。法院经审理后，判
决该村委会支付相关款项，项目负
责人系职务行为无需支付。村委会
认为，合同外的那部分工作存在劳
务重复计算、劳务费虚高等问题，
遂 向 法 院 申 请 再 审 。 2024 年 10 月
15 日，法院驳回了村委会的再审申
请。

2024 年 11 月 21 日，村委会代表
向兴化市检察院申请监督。受理案
件后，承办检察官调阅了法院审判和
执行卷宗，到案涉村庄实地走访调

查，并组织争议双方在村委会进行面
对面沟通，核实案件细节。

检察官在调查中发现，翁某在
诉讼阶段对合同外劳务量的陈述不
准确，做工明细表上存在重复计算
劳 务 量 的 情 况 ， 导 致 判 决 支 持 的
4.34 万 元 劳 务 费 及 利 息 明 显 偏 高 。
交流过程中，承办检察官发现双方
当事人都有和解意愿，当即引导双
方和解。但双方经反复协商，对劳
务费数额的认定仍存在分歧。

“无法达成和解，只能通过再审
纠错加另案起诉的方式维权，但这样
不仅会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耗
费大量司法资源，还可能激化矛盾。
目前，双方诉求差距不大，可以再努
努力。”承办检察官经充分研判后，
决定通过组织检察听证，促使双方矛
盾化解。

今年 2 月 19 日，兴化市检察院就

该案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特别邀请
有农村建筑工程工作经验的 3 名听
证员参加，对此次劳务合同纠纷的焦
点问题进行听证和讨论，人民监督员
到场监督。

“根据法律规定，劳务报酬应当
依据实际付出的劳动量以及市场合
理价格来确定。翁某付出了劳动，理
应得到相应报酬。”听证会上，承办检
察官阐明法律规定后，又向翁某核对
做工明细表上涉及的工程量。翁某
坦言，自己在法院庭审时的陈述的确
有偏差。

随后，承办检察官围绕案件事实
继续开展释法说理，听证员和人民监
督员也纷纷从情理法的角度进行补
充。双方当事人终于打开了心结，都
愿意各让一步，最终以 3.3 万元自愿
达成了和解协议。3 月 24 日，3.3 万
元款项全额到账。

“顺便”完成的劳务该如何支付费用
江苏兴化：依法监督促一起劳务合同纠纷案当事人达成和解

今年 3月
14 日，深圳市
光 明 区 检 察
院 对 曹 某 民
事 申 请 监 督
案 开 展 和 解
工作，申请人
与 被 申 请 人
现 场 签 署 和
解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