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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宋寒冰 李佳莹

大姐因欠钱被人一纸诉状告上法庭
后，二妹却作为诉讼代理人参与民事调

解。法院立案、调解、执行后，将借款从大姐的公积金余额中划扣。最终，这笔钱又
借由三妹夫的账户回到大姐手中……其中究竟有何蹊跷？

2024 年 6 月，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检察院依托该院研发的大数
据法律监督模型发现一起民事执行案件中可能存在利用虚假诉讼套取公积金的线
索：2020 年 7 月，王某向法院起诉要求李某甲偿还 25 万元借款。立案当日，法院便
作出民事调解书，要求李某甲于 3 日内偿还。3 天期限刚到，王某即向法院提出强
制执行申请，法院执行后，向当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划扣
李某甲公积金账户上的 25万元。13天后，25万元执行款全部执行到位。

“这一系列操作异常迅速，双方高度配合，其中必有蹊跷。”承办检察官先到银
行调取了涉案人员的账户交易记录，发现王某在收到法院执行款的当天，就将款项
转入了案外人刘某的账户。随后，刘某分 6 次将钱款转到张某的银行卡中，张某随
即将部分钱款用于偿还李某甲名下的信用卡及所欠贷款后，将剩余钱款全部转给
了李某甲。在掌握明确的资金流向后，12 名具有侦查工作经验的检察官组成三个
谈话组，顺着案件的时间脉络，询问了每一位涉案当事人，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原来，李某甲是家中的大姐，下面还有二妹李某乙、三妹李某丙。早年做买卖
时，李某甲从小额贷款公司以高额利息借了不少钱，后又通过透支多张信用卡偿还
欠款。眼看大姐还款无望，在法院工作的李某丙提出可以通过到法院起诉的方式
提取公积金来偿还欠款。于是，姐妹三人分工协作，李某丙找来了朋友王某充当借
款人，并为这场“假官司”提前疏通关系，李某乙则全程作为大姐的诉讼代理人参与
调解。为避免大姐挥霍无度，李某丙还要求王某将款项打入其丈夫张某的银行卡
中，先行替李某甲偿还债务后，再将剩下的钱转回给李某甲。事实上，李某甲与王
某并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

获取关键证据后，海拉尔区检察院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但法院认为，因
李某甲已全额退还执行案款，该案的执行回转问题已得到根本解决，故不再启动再
审程序。收到回复后，海拉尔区检察院仍认为二人的民事调解协议损害了司法秩
序和权威，钱款退还不是不启动再审的理由。经过持续跟进监督，2024 年 11 月，该
院提请呼伦贝尔市检察院抗诉。同年 12 月，呼伦贝尔市检察院向呼伦贝尔市中级
法院提出抗诉。

今年 2 月，呼伦贝尔市中级法院向海拉尔区法院下达指令再审裁定书。3 月 28
日，海拉尔区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判决撤销原调解书，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
收到再审判决书后，海拉尔区检察院向法院提出对李某甲等人的虚假诉讼行为进
行司法惩戒的建议，并将李某甲等人涉嫌虚假诉讼罪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将李某
丙涉嫌职务犯罪线索移送呼伦贝尔市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部门。目前，相关案件
在进一步办理中。

三姐妹联手做局套取公积金
检察监督识破虚假诉讼障眼法

编者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未来。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主题为“终结塑料污染”。现代文明离不开塑料，防止塑料成为绿色
发展的“绊脚石”，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本版今天策划推出一组检察机关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
能，协同各方共同防控塑料污染，服务保障绿色发展的报道，进一步引导全社会支持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共同建设美丽中国。

本报讯（记者南茂林） 日前，
当甘肃省静宁县检察院检察官高小
红和同事再次对辖区农业固废整改
情况进行“回头看”时，见到了已种
植 20 年苹果的村民张大哥，“环境整
洁了，我们果农的心情也舒畅了，相
信在大家伙的共同努力下，绿色发
展这条路才能走得更远！”

“作为闻名遐迩的‘苹果之乡’，
静宁县全县果园面积达百万亩。在
苹果成熟前，果农会通过在地面铺
设反光膜反射阳光来提高下层枝条
的光照条件，促进果实均匀着色和
糖分积累。”静宁县农技中心主任杨
富位介绍。然而，随着苹果产业的不
断发展壮大，反光膜、农药包装等农
业固体废物也逐渐成为影响农村人
居环境和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突出
问题。

静宁县检察院早在 2022 年就关
注到了这个问题。“膜，不得不用；治，
迫在眉睫。”该院检察官高小红介绍，
为助力辖区苹果产业绿色健康发展，
该院于 2022 年年底部署开展了农业
固废专项监督活动，组织干警深入辖
区各乡镇走访取证，积极与农业农村、
生态环境等行政部门沟通衔接，并于
2022 年 12 月向问题较为突出的乡镇
政府和有关行政部门制发检察建议，
建议其积极履职，开展反光膜等农业
固体废物回收处置工作，防治农业面
源污染。

收到检察建议后，在县政府的
牵头下，有关行政部门成立了农业
固体废物问题整改督查、回收处置
和技术指导小组，投入专项资金 50
万元，在村一级设立农药包装、废旧

农膜回收站，与全县 366 个农药经销
商签订了回收承诺书。

“相关部门及乡镇通过建立长效
管理机制，深入开展专项治理行动，
拉网式、地毯式推进反光膜等农业固
体废物清理工作，组织群众捡拾、兑
换、收集处理农业固体废物 120 余
吨。”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队长陈
宝介绍，他们还采取集中宣讲、入户
动员、村民小喇叭等途径，全方位宣
传反光膜等农业固体废物的危害。

“从清园到上市销售，一颗苹果
要经历近 20 个环节。与此类似，农户
对于合理使用和处理农业固体废物
的观念转变更需要时间和过程。”静
宁县检察院检察长张厉介绍，检察
建议发出后的两年里，该院持续跟
进整改落实成效，确保检察建议提
出的相关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2024 年 11 月，该院检察官在进
乡村开展普法宣传时，偶然发现在
该县一果品种植大镇又出现废旧农
膜随意堆砌现象。“针对个别乡镇问
题反弹现象，我们与相关乡镇进行
磋商，推动问题整改，相关乡镇迅速
采取措施，努力根治产业发展‘后遗
症’。”高小红介绍，通过检察监督和
协同保护，废旧农膜等农业固体废
物得到了系统、有效治理。

“检察机关监督助力解决废旧
农膜回收这个小问题，反映了护航
产业发展的大民生。”日前，静宁县
人 大 常 委 会 视 察 组 视 察 该 县 检 察
工作时，关注到了该院持续开展的
农业固废专项监督活动，静宁县人
大 常 委 会 副 主 任 王 升 斌 在 现 场 查
看 反 光 膜 等 农 业 固 体 废 物 后 这 样
评价。

甘肃静宁：

“苹果之乡”走上健康发展路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周 雨 濛 潘
倩） 6 月初，江苏如东，海风轻柔、空
气清新，初夏的阳光透过海堤路旁浓
密 的 小 树 林 ， 像 绵 绵 沙 漏 缓 缓 倾
下。当如东县检察院检察官再一次
踏上这条海堤路，路两旁的刺槐、
杨树、柳杉郁郁葱葱，俨然成为初
夏漫步打卡的好去处。

然而，就在数月前，这两条海滨
的“绿色丝带”正被“白色垃圾”侵蚀，
别 说 来 一 场“Citywalk” 打 卡 拍 照 ，
在一些废弃塑料堆积的区域，行人
连落脚都十分困难。当时，如东县
检察院检察官韩锋接到海洋公益保
护观察员老赵的电话：“海堤路边上
好多塑料垃圾，起码有几百米，出门
就能闻到异味。”

韩锋和同事立即赶赴老张所说
的海堤路，沿着海堤开展现场调查。
果然，在数百米防护林内，大量废弃
塑料薄膜、塑料软管、消毒药品包装
袋等被随意丢弃，混杂着生活垃圾，
现场脏乱、气味呛鼻。经取样固证后，
韩锋又对周边进行摸排走访，发现海
堤防护林两侧有大量养殖户，防护林
内的塑料垃圾、生活垃圾大多来自这
些养殖棚。

“如东县拥有 14.7 万亩防护林，
其中 2.7 万亩是海堤防护林，海堤防
护林周边多为养殖户，老张所在村
的防护林面临的问题很可能不是个
例 。”韩锋结合现场调查情况研判
后，决定沿海堤防护林进行全面勘
查，运用无人机航拍配合走访，对
辖区海堤防护林整体污染情况进行
核 实 。 在 确 定 污 染 点 位 、 垃 圾 种
类、堆积规模后，清晰勾勒出海堤
污染问题的全貌。

“养殖废弃塑料薄膜、包装袋等
污染物不仅严重破坏海堤防护林林
下植被和土壤结构，更侵占林木生长
空间。在风雨侵蚀下，塑料垃圾极易
渗进土壤并扩散入海，对近岸海洋生
态环境构成持续性污染风险。”韩锋
介绍。

随 后 ，该 院 在 调 查 核 实 的 基 础
上 ，依法向负有监管职责的自然资
源、农业农村等行政部门以及涉案属
地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围绕
塑料污染等核心问题 ，立即组织清
理，并建立长效巡查管护机制，加强
源头治理防止反弹。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职能部
门迅速响应，组织力量对辖区海堤
防护林内堆积的污染物进行大规模
集中清运和无害化处理。农业农村
部门建立整改销号机制，进一步加
强对沿海村落养殖户管理，从源头
制止污染物违规处理、破坏林业资
源的行为；自然资源部门构建县、
镇、村三级联动机制，确保问题及
时发现、及时制止、及时处置；海
堤防护林周边镇区实现村干部与林
业管护员一一对接，部分村上门收
取养殖户垃圾，解决垃圾清运“最
后一公里”难题。

此外，如东县检察院协同自然
资源、农业农村等行政部门开展多
轮上门宣传，强化防护林周边居民
环保意识。

江苏如东：

海滨“绿色丝带”
告别“白色垃圾”

拒绝塑料污染 呵护地球家园

6月 3日，静宁县检察院检察官就农业固体废物回收处理与果农在田间交流。
本报通讯员程莹莹摄

本报讯（通讯员益西康卓） 曾
被农用塑料薄膜覆盖的田地变得干
净整洁，农民们将用过的农膜送往
指定的回收站点，回收记录的数据
精确无误……近日，西藏自治区桑
日县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相关行
政部门负责人、属地政府分管农业
领导、村“两委”班子成员等深入田
间地头，开展农膜污染行政公益诉
讼案件整改情况“回头看”时发现，
农用塑料薄膜造成的“黑色污染”问
题已经得到了妥善处理。

今年 4 月，桑日县检察院干警在

履职中发现，辖区某村 38 亩村民小
组耕地上有大量废旧农膜未进行清
理。“这些废旧农膜难以自然降解，长
期堆积不仅严重影响乡村风貌，还会
破坏土壤结构，阻碍农作物根系生
长，导致土壤保水保肥能力下降，进
而影响农作物产量和质量，对农业生
态环境造成极大威胁，严重损害群众
切身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桑日县
农牧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桑珠说。

对此，桑日县检察院迅速启动
行政公益诉讼程序，组织干警通过
实地走访调查、现场勘查、无人机航

拍取证等方式全面固定农膜污染证
据，在两日内完成污染面积测绘等
基础工作。面对“黑色污染”治理难
题，该院以磋商方式与行政职能部
门深入沟通，从“清存量、控增量、强
意识”三个维度形成整改共识，确立

“污染治理、体系完善、源头预防”的
整改思路。

相关行政职能部门积极响应，
迅速落实整改责任。组织人员对重
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清理，累计回收
废旧农膜 90 余袋；设立 4 个农用薄
膜回收点，构建了“两台账三闭环”
监管体系，即农膜使用登记台账、回
收处置台账和“村收集、乡镇转运、
县处理”的闭环回收机制；建立健全
废弃薄膜回收激励机制，加强宣传
教育，发放 3000 份科学使用与回收
地膜倡议书、开展 43 场专题宣传活
动，提高废弃农用薄膜回收率，推动
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5 月 14 日，桑日县检察院邀请人
大代表等进行“回头看”，该县人大
代表德吉蹲在耕地边，仔细查看后
说：“你看这田埂现在多清爽，以前
废旧农膜挂在枝头、缠在土里，风一
吹哗啦啦响，现在连角落里都很难
看到塑料碎片了！”

西藏桑日：

耕地里的“黑色污染”不见了

农 膜 污 染 行 政 公 益 诉
讼案件整改前的现场图。

■世界环境日特别报道

农膜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整改后的现场图。

□石佳

近日，有网友爆料，在
广东中山动漫展现场有两

名女童穿着暴露且成人化的服装，甚至还从事付费直播等活
动。对此，主办方工作人员回应称，涉事女童由家长及摄影工
作室带领参与拍摄活动，现场存在工作室宣传引流行为，工作
人员发现后及时进行了制止（据 6月 3日红星新闻）。

此事虽然被及时制止，但仍引发广泛讨论。其中有一个
重要问题值得探究：让女童在动漫展上“擦边”引流，仅仅是简
单的“衣着不当”问题吗？工作室组织拍摄活动是为了引流，
这属于商业行为。从视频中女童的身量上看，他们尚属于无
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显然无法独立签订商
业合同。拍摄期间，家长全程在一旁看护，这说明家长对拍摄
行为知情、同意、配合。然而，两名女童作为这场商业拍摄活
动中的主角，需要在公开场合穿着暴露，有没有人征得过她们
的同意，我们不得而知。退一步讲，即使女童同意，此举也不
符合社会伦理和法治要求。

孩子与成年人不同，他们的性认知是懵懂的、不成熟的，并
不懂“衣着不当”背后的“性隐喻”“性暗示”。不过，孩子不懂，
家长和这场拍摄活动的主办方也不懂吗？利用孩子天真的形
象制造“纯真与性感”的反差，进而引流赚钱，这钱赚得安心吗？

此次事件中最刺眼之处在于成人的态度。为了短期经济
利益将孩子推到成人化表演的镜头前，不仅违背了未成年人
保护法中不得组织未成年人进行危害其身心健康的表演等活
动的规定，也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埋下了隐患。更令人忧心的
是，此类现象不在少数。从电商平台销售“奶辣风”童装到美
妆博主低龄化，再到短视频里模仿成人扭捏作态的“小网红”，
流量经济正在把触角不断伸向儿童，而所谓的“穿衣自由”“个
性化表达”，都不过是“擦边”营销的遮羞布。

可能有些人甚至是部分家长认为，上述行为不会对孩子
的身体造成伤害，不值得小题大做。其实对于孩子的健康成
长来说，受到不正当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污染，在某种程度上
比身体受到伤害影响更深更远。因此，让孩子远离精神污染，
哪怕是看似轻微的精神污染，都值得家长和社会给予充分的
重视。对于家长而言，帮助孩子树立独立健全的人格远比获
得短期经济利益更为重要。在人生成长的关键期，孩子要学
的是真善美、要辨的是假恶丑，而不是如何在镜头前讨好、卖
乖、博人眼球。正因为如此，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规才对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危害其身心健康的表演等活动的行为作出
了禁止性规定，也授权有关部门对此类行为进行监管和处
罚。对于市场监管、网络监管等部门而言，一经发现有企业、拍摄机构、直播平台等
利用儿童从事“软色情”相关活动，必须一查到底，加大处罚力度，令其不敢再犯。

纯真与快乐是孩子一生的珍贵财富，是“不可再生资源”。给孩子一个健康成
长的环境，让童年回归本来的样子，孩子才能走稳以后的路，这应是家长的心愿，也
是全社会共同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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