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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检察官，我深知每一个案件都承载着当事人对公平正义的期
待，哪怕是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案。而我现在要讲述的，是一起仅涉及 25 元案件
受理费的小案。但正是这 25 元，释放出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大能量，让我深刻
体会到司法工作的责任与意义。

运用监督模型发现案件线索

2024 年 11 月 1 日，天气有些阴冷，我正像往常一样，运用大数据法律监督
模型，在海量的司法数据中搜寻那些可能被忽视的细节。我设定了“撤诉案件
受理费承担主体”“被告改变行政行为”等 12 项关键字段，对过往案件进行精
准筛查。当翻到浙江某建设有限公司诉永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

“永城市人社局”）行政处罚一案时，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该案裁定书上清晰地写着：“案件受理费 50 元，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告负

担。”
25 元？多年办案经验告诉我，数额较大或较小背后往往有“故事”。我迅速

调取案卷：这起案件源于 2023 年 3 月 28 日，永城市人社局认为浙江某建设有
限公司拒绝执行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对其作出罚款 2 万元的决定。
但浙江某建设有限公司坚称责令改正决定书内容不实，自己并未拖欠工人工
资，所以拒绝接受处罚，并向永城市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
定。法院受理后，永城市人社局迅速成立专项工作组进行核查，最终查明事
实，撤销了原处罚决定，浙江某建设有限公司也随之申请撤诉。2023 年 10 月 18
日，法院裁定准许撤诉，案件顺利结束。

然而，在查看法院行政裁定书时，“案件受理费 50 元，减半收取 25 元，由原
告负担”这句话让我心头一紧。问题就在这里！我立刻翻开《诉讼费用交纳办
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行政案件的被告改变或者撤销具体行政行为，原告
申请撤诉，人民法院裁定准许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在本案中，浙江某
建设有限公司撤诉，直接原因是被告永城市人社局主动纠错、撤销了被诉的
行政处罚决定，因此，案件受理费依法应由被告永城市人社局承担，怎么能落
在作为原告的企业头上？25 元数额虽小，却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归属，是企
业对司法公平最直接的感知点之一。这一细小的误差，折射的可能是程序正
义的缺失和对市场主体权益的漠视。

监督纠正适用法律错误

发现线索后，我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即调取了完整的案件卷宗，仔细梳理
案件脉络，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同时，我联系到浙江某建设有限公司的负责
人，询问他们是否知晓诉讼费用承担的相关规定，以及这 25 元的费用对企业
是否造成影响。交谈中，我能感受到企业对法律规定的了解并不深入，25 元数
额不大，却关乎企业对司法公平的信任。

为了确保法律适用的准确性，我和同事对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第十
六条进行深入研讨，从条文释义到类似案例，逐一分析。经过严谨核实，我
和同事们确认永城市法院未按规定将受理费转由行政机关承担，确实应该予
以纠正。

2024 年 11 月 4 日，我院向永城市法院制发了检察建议书，指出案件受理
费承担主体错误的问题，督促其依法纠正。同时，考虑到民营企业在法律风险
防范方面的需求，我们还向浙江某建设有限公司送达了《民营企业法律风险
提示函》，希望能帮助他们增强法律意识，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法院在接到检察建议书后高度重视，立即启动纠错程序。2024 年 11 月 25
日，浙江某建设有限公司顺利收到了被退还的 25 元案件受理费。两天后，法院
又以书面形式对检察建议书进行了答复。

个案经验转化为制度规范

办结此案后，我们深知个案的纠正只是开始，更重要的是通过这起案件
推动相关部门的治理升级。在我院的推动下，法院及时组织相关人员对照检
查，通报案件承办人，并组织全体办案人员学习相关法律规定，还建立了行政
诉讼案件受理费复核制度，要求裁定撤诉案件需由立案庭、行政审判庭、财务
部门三方联审，从制度层面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永城市人社局也开展溯
源治理，重新制定双向核查机制，规范涉及民营企业的执法行为。

我院将个案经验转化为制度规范，推动建立涉企案件诉讼费“三查三核”
流程，同时完善了“智能匹配－异常预警－协同纠错”的闭环工作机制。自
2024 年 10 月以来，通过法律监督模型，我院已筛查出 7 条类案线索，推动制发
涉企案件流程监控提示函 3份，让更多企业感受到司法的公平公正。

这起小案让我再一次深刻认识到，司法工作无小事。作为检察官，我们不
仅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更要通过案件的办理，推动社会治理的完善，让
法治真正成为最好的营商环境，让每一个市场主体都能在公平正义的阳光下
安心经营、健康发展。

25元背后的法治温度

□本报记者 简洁

残疾农民老张辛苦栽种的果树，快
到摘果之时，却被镇政府委托推进工程
的拆除公司“误砍”。老张的损失迟迟
未得到赔偿。

经北京市检察院抗诉，今年3月31
日，法院作出再审裁定，撤销一审、二审
行政赔偿裁定，指令原审法院重新审
理。这起由果树赔偿纠纷引起的行政
争议案件终于重新回到法治化解决渠
道，老张又有了“盼头”。

近日，记者来到办理这起行政诉讼
监督案件的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了
解“消失的果树”背后的始末。

“我的果树咋被砍了？”

老张在自家承包地上栽种了百余
棵栗子树、核桃树，对因腿部残疾拄双
拐的老张来讲，这些果树是他的唯一经
济来源。2019年的一天，村里传来消息，
保障村民冬季供暖的输变电工程要经
过村子，被征占地块的村民都能获得一
定数额的补偿。当工程施工推进到村
里这段时，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工作人员
到老张家里做工作，告诉老张这次工程
建设塔基要临时占用他家种植果树的
承包地，工程建设关系到好几个镇的冬
季供暖，希望老张能理解和支持。但老
张并没有同意，“今年的核桃长势好，一
年就盼着摘果这天呢”。

几天后，老张正准备去果园查看，
遇上村民来打招呼。“老张，同意砍树
啦？”“啥？”老张心里咯噔一下，急匆匆
赶到果园，眼前的景象让他傻眼了——
自己种的果树已经被砍掉了一多半。

原来，在2019年10月22日一早，老
张的果树被拆除公司的机器清除了大
半。事后，相关行政机关、拆除公司主
动上门赔礼道歉，但就赔偿数额双方多
次协商未果。

“我还没同意呢，怎么就把果树砍
了？！”老张非常生气。

“公家的工程，咋能不认呢？”

2021年10月20日，老张一纸诉状将
相关行政机关告到法院，要求其赔偿果
树损失百余万元。

“我们和拆除公司约定，签订完补
偿协议才能清除地上物、占地，你们家
没签订协议，可能是拆除公司‘误砍’

了，得找拆除公司。”相关行政机关拿出
和拆除公司签署的《委托拆除合同》，上
面写着“委托方委托受托方依法对已签
订拆迁补偿协议并交付地上物的地段
实施拆除”。

2022年3月23日，法院作出裁定，
以拆除公司的“误砍”与相关行政机
关无关，老张的起诉无事实依据为由
驳回了老张的起诉。老张申请再审亦
被驳回。

2023年7月24日，老张向北京市检
察院第三分院申请监督。拿到老张申
请监督的材料，该院行政检察部门检察
官疑惑重重。究竟“误砍”是怎么发生
的？当检察官办案组第一时间拨通老
张的电话时，老张只说：“打官司的事我
不 懂 ，都 说 是 公 家 的 工 程 ，咋 能 不 认
呢？”老张认为，现在树砍完了，自己的
收入成了问题，得有人管。

谁对被砍的果树负责任？

为厘清责任归属，2023年12月，办
案组驱车90公里前往案涉地块所在村
子，当面听取老张的申请监督理由，
并走访森林公安派出所、村委会、镇
政府林业站了解情况，同时联系案涉
工程需求方某供电公司、测绘公司、
拆除公司等，试图还原当时砍树的前
后经过。

“事情已经过去快5年，调查起来

并不容易。”检察官杨秋梅告诉记者，
经过数十次电话沟通、多次实地走访
调查以及向相关单位制发四份《调查
函》后，办案组才逐渐还原了当时的事
发过程。

原来，相关行政机关主导推进案涉
工程，由相关林业站、供电公司、拆除公
司、测绘公司、施工公司等多家单位共
同参与、按期推进。工程进行到老张
所在的村子时，老张的承包地块被划
入工程的征拆范围并被用红绳圈住以
确定拆除范围。为赶工程进度，拆除
公司在推进拆除工作时将红绳围圈范
围内的果树清除，清除后经核对才发
现，老张尚未与相关行政机关签订征补
协议。

2024年3月26日，办案组联系属地
检察机关再次前往相关行政机关，当面
了解、沟通，希望促成行政机关和老张
解开事结和心结。“由于之前双方已经
协商多次，都因分歧比较大没有达成一
致，事情并没有取得新的进展。”杨秋
梅说。

那么，在整个过程中，相关行政机
关是否尽到对拆除公司的提示义务和
监督管理职责？老张能否通过再次提
起诉讼解决问题呢？杨秋梅告诉记者，
事情发生于2019年10月，当时已快5年，
由于行政诉讼被裁定驳回起诉后，老张
已无法通过再次启动诉讼程序获得救
济，但双方在果树的赔偿金额上又一直

未达成一致意见，导致老张迟迟得不到
应有的赔偿。

“再去现场看一看！”

案件陷入僵局，怎么办呢？
“ 再 去 现 场 看 一 看 ！”2024年 5月 9

日，办案组决定再次驱车前往老张家的
承包地。

办案组成员夏璇告诉记者，她至今
记得当时的场景——一行人穿过村里
的小路，挡在面前的是约3米高、近90度
垂直于地面的土坡，土坡上没有台阶，
松软的黄土上杂草丛生，要到达老张家
的承包地就得徒手爬上没有台阶的土
坡，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爬上了土坡，
正看见老张戴着草帽在地里劳作。

“你们费心了”，不善言辞的老张看
见检察官来了有些意外又有些激动。
办案组成员看到被砍断的果树已在断
处生出了嫩嫩的新芽，心里不是滋味。
草木青黄又一春，可老张的损失5年了
还没有得到弥补。

经过现场勘察和拆除公司现场确
认，检察官内心更加确信，此次“误砍”
的发生，是参与工程的相关单位之间衔
接失序、相关行政机关未尽到监督管理
职责所致。“行政机关虽然可以通过委
托拆除公司来实施具体的拆除工作，但
不能推卸保护老百姓合法财产权益的
法定职责”，最终，检察官决定用依法监
督打破程序空转的困局，为老张提供权
利救济的合法有效途径。

2024年6月19日，北京市检三分院
以老张申请监督的行政裁定存在事实
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北京市检
察院提请抗诉。同年9月25日，北京市
检察院依法向同级法院提出抗诉。今
年3月31日，某中级法院作出再审裁定，
撤销一审、二审行政裁定，指令原审法
院重新审理本案。至此，案件终于重新
回到法治化解决渠道，审理工作正在进
行中。

与 此 同 时 ，市 检 三 分 院 办 案 组 认
为，这起案件反映出在政府工程推进
中，存在行政机关对拆除公司未规范操
作监管不够、相关单位对未办理采伐许
可证的砍伐行为未作适当处理等问题，
于是根据相关规定将线索移送属地检
察机关依法办理。据了解，属地检察机
关已依法向相关单位制发检察建议督
促整改，目前，相关单位已积极采取措
施推进整改工作。

输变电工程需占用村民承包地，尚未签订补偿协议之时，镇政府委托的拆除
公司就砍了村民承包地里即将摘果的果树。村民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赔偿未获支
持，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果树被“误砍”之后

□本报通讯员 柳盘龙
钱正雄 张帝

“检察官，我要和她离婚，请你们帮
帮忙！”当王某旭和王某芝走进贵州省
盘州市检察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情绪
激动地说出诉求时，接待他们的检察官
颇感意外——离婚可以去民政局协议
离婚，也可以到法院起诉离婚，这二人
为何来找检察院帮忙离婚？经过详细询
问，检察官得知了事情的原委。

2005 年，盘州市的王某旭与王某芝
相恋后，按当地少数民族风俗举办了婚
礼。因 1988 年出生的王某芝当时未达到
法定结婚年龄，无法办理结婚登记，
而王某芝的堂姐与其同名同姓且已达
到法定结婚年龄，王某芝便通过母亲
郭某某与堂姐的母亲李某某商议后，决
定借其堂姐的户口本与王某旭办理结
婚登记。

2005年 11月 26日，在对方毫不知情
的情况下，王某芝冒用其堂姐的身份信
息与王某旭在盘州市民政局登记结婚。
由于当时婚姻登记系统尚未联网，民政
局未发现冒名登记问题，也未发现王某
芝的堂姐已于 2003 年在六盘水市钟山
区民政局与陈某科登记结婚的事实。

2014 年 ，王 某 旭 与 王 某 芝 感 情 破
裂，前往民政局申请离婚。民政局查询
后发现，系统上并无王某旭与王某芝的
结婚登记信息，只存在王某旭与王某芝
堂姐的结婚登记信息，且王某芝堂姐存
在两段婚姻登记记录，遂以婚姻登记错
误为由，拒绝为他们办理离婚手续。无
奈之下，双方只能私下签订书面协议，
对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进行约定后，自
行结束了婚姻关系。

后王某旭因生意经营不善，生活陷
入困境，希望通过惠农贷款、廉租房等
政策改善生活，但因之前错误的婚姻登

记，无法享受相关优惠政策，不能购买
养老保险，也不能再婚重组家庭。与此
同时，被冒名的王某芝同样受困于法定
重婚、子女抚养、父母继承等问题。

王某旭向民政部门申请撤销冒名
婚姻登记，而民政部门以不符合法定撤
销情形为由拒绝了他的申请，并建议他
去法院起诉离婚。当他向法院起诉时，
法院却认为该婚姻登记存在瑕疵，被告
主体不适格，无法立案，建议他通过其
他途径解决问题。

2024 年 3 月，王某旭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民政部门撤销冒
名婚姻登记，但因超过了起诉期限未被
法院受理。申请再审亦被驳回后，今年 2
月，王某旭和王某芝的堂姐一同走进盘
州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盘州市检察院受理该案后，迅速开
展调查取证工作。检察官查阅了三方当
事人的户籍信息，详细询问了相关人

员，并对结婚登记原始档案进行了司法
鉴定。鉴定结果显示，原始档案中王某
芝的指纹与王某芝（堂姐，1983 年出生）
的生物特征不符，确认王某芝冒用与其
同名同姓的堂姐的信息进行婚姻登记
的事实属实。

今年 3 月 20 日，盘州市检察院就该
案组织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民政局代表及各
方当事人参与听证。检察官详细介绍了
案件情况，参会人员一致同意撤销该婚
姻登记。听证会结束后，盘州市检察院
向该市民政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书，建
议民政局依法撤销冒名婚姻登记，并规
范婚姻登记程序，严格核实申请人身份
信息，避免类似错误再次发生。

近日，民政局采纳检察建议后，依
法撤销该冒名婚姻登记，并对王某芝冒
用他人身份信息进行婚姻登记的行为
依法进行了惩戒教育。

他为何领着别人的妻子来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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