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 2.00元 全年 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4 检察蓝 暖故事2024年 11月 7日 星期四
电子信箱：zbs@jcrb.com

编辑/潘若曦 美编/吴美妘 校对/赵鹏
联系电话/（010）86423324

陈长沙
解决“老伙计”的麻烦

陈长沙，福建省石狮市检察院
检委会委员、第四检察部主任

陈长沙（中）到渔港码头了解渔船改造和渔业发展情况。

吴迪 老人卸下压了十多年的“石头”

刘新勇
赶走村民间的“拦路虎”

刘新勇，湖南省桂阳县检察院
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2023 年 9 月，湖南省桂阳县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对山林、田土面积
划分进行公开听证、释法说理，刘新勇（中）主持听证会。

吴迪（中）和办案组成员一同到法院调取案件相关材料。

吴迪，重庆市酉阳县检察院
民事行政检察部副主任

推荐线索材料请传邮箱（bluestory@jcrb.com）；联系人：牛秀敏；电话：010-86423767

愁啊！史阿姨借钱改造旧船，申请补助
未获批准，法院判决了，却执行不了。此事一
晃，4年过去了。

盼啊！史阿姨向福建省石狮市检察院申
请监督后，行政主管部门重新作出行政决定，
170 万元的补助资金拿到了。屈指一算，前后
不到 4个月。

近日，台风“康妮”刚走，史阿姨就开着改
造好的渔船出海作业了。“更新改造后的渔船
性能更优，大大提高了捕捞效率，增加了收
入，也更安全了。”伴随着阵阵汽笛声和海浪
声，电话另一端的石狮市检察院检察官陈长
沙也感受到了史阿姨的喜悦。

史阿姨是石狮市沿海渔民，一家四口人
以打渔为业。2016 年初，史阿姨了解到国家
对渔船更新改造出台了补助政策，便打算给
家里的旧渔船更新换代。

“这几艘‘老伙计’陪我出海搏风打浪
十多年了，现在动力有些不足，船舱也生锈
了，刚好借这个机会改造一下。”2017 年 6
月，史阿姨向相关部门申请更新、制造渔船
4 艘，获得批准。由于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史阿姨东挪西借向亲朋好友凑足了费用，于
2018 年 7 月将 4 艘渔船改造完工并取得船舶
登记证书。

随后，史阿姨于 2018 年 12 月、2022 年 9 月
先后两次向相关部门提交了船舶改造补助资
金申请。2022 年 10 月，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答
复：4 艘渔船改造系拆解合并小型渔船而成，
按照规定，不符合更新改造补助条件，决定不

予发放补助。
“建船的手续都批了，怎么建船的补贴不

批？”收到答复后，史阿姨百思不得其解，遂于
同年 11 月向厦门海事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渔船已依法办妥船网
工具指标审批手续，应视为案涉渔船已获准
更新改造，史阿姨对领取更新改造补助资金
产生合理信赖，相关部门不予发放补助的决
定存在明显不当，遂判决撤销相关部门的答
复，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审判决作
出后，行政主管部门不服，上诉至福建省高级
法院。2023 年 8 月，二审法院作出裁定，维持
原判。

然而，法院的判决生效了，相关部门却迟
迟 没 有 重 新 作 出 行 政 行 为 。 这 边 拿 不 到 补
助，那边欠钱要还，焦急中的史阿姨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未果后，于 2023 年 10 月向石狮市
检察院申请行政检察监督。

受理监督申请后，承办案件的检察官陈
长沙开始了走访调查。“我们了解到，因重新
作出行政行为需要再次聘请专业机构对渔船
进行验收，行政主管部门拟对同期多艘渔船
同步进行验收，所以需要的时间较长，导致该
案的行政行为未能及时重新作出，这也使法
院无法强制执行。”陈长沙说。

如何才能让生效行政判决执行到位，帮
史 阿 姨 解 燃 眉 之 急 ？ 为 了 更 好 化 解 矛 盾 纠
纷，2023 年 11 月，石狮市检察院召开了公开听
证会，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

听证会上，陈长沙介绍了该案的来龙去

脉与调查核实情况，并从情理法三方面阐述
解决实际问题、化解矛盾纠纷的意见。随后，
行政主管部门和史阿姨也相继发表了意见。
对此，听证员经过评议后认为，行政诉讼判决
已生效三个月，行政机关仍未发放补助，影响
渔民正常生产生活，检察机关应督促行政主
管部门及时作出行政行为，尽快发放补助。

听证会后，石狮市检察院立即向行政主
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该部门根据法院
生效判决及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并尽快对
案涉船舶进行验收，如果符合补助条件，应及
时发放补助资金，切实维护渔民合法权益。

收到检察建议后，行政主管部门高度重
视，加快了渔船核验进度。史阿姨也表示，在
行政程序未完结之前，不再申诉。今年 1 月，
史阿姨的渔船顺利通过核验，170 万元补助资
金也到账了。

史阿姨的案子办结了，陈长沙却从中发
现了其他类似问题，“我们发现行政主管部门
对相关渔船更新改造补助标准的认定不完全
一致，出现问题的不止史阿姨这一家。”经过
与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沟通，陈长沙建议其对
同类其他渔船的更新改造补助情况进行重新
核验认定，推动落实国家老旧设备更新改造
政策，让迭代升级的新渔船行稳致远。

今年 1 月，行政主管部门重新认定后发
现，还有两名申请人的 4 艘渔船也符合补助标
准。日前，行政主管部门向两家人发放了共
180万元的补助资金。

（本报记者张仁平 通讯员陈双美）

12，一个很小的数字。但 12年呢？
今年 7 月，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办、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今日说法》 开展的“走
近一线检察官”微直播活动中，在 200 多万
网友见证下，冉老伯决定签署和解协议，停
止长达 12年的诉讼。

这是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检察
院（下称“酉阳县检察院”）检察官吴迪难以忘
怀的一起案件。

酉阳县地处武陵山区腹心，是 160 个国
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之一。

2009 年，因修建道路需要，酉阳县桃花
村的部分土地被征收，其中就包括冉老伯承
包地所在的回水湾。因认为自己的承包地被
错 误 登 记 在 别 人 名 下， 自 己 没 能 拿 到 补 偿
款，2012 年，冉老伯向拿到补偿款的当事人
提起民事诉讼，但因证据不足败诉。

随后，冉老伯又向行政机关申请确认案
涉地的土地权属，行政机关作出处理决定，
确认案涉地属国家所有。冉老伯不服这一处
理 决 定， 又 向 法 院 提 起 行 政 诉 讼， 再 次 败
诉。此后，心有不忿的冉老伯又围绕行政处
理决定、征地补偿、政府信息公开等事由，
先后以本人或家庭成员名义多次提起行政诉

讼。一年、两年、三年……直至 2023 年，冉
老伯的这个“结”仍未解开。

2023 年 5 月，冉老伯向重庆市检察院提
交了监督申请。由于案件时间跨度长、案情
复杂，重庆市检察院决定联合重庆市检察院
第四分院、酉阳县检察院成立办案组一体办
理，并由酉阳县检察院协助开展行政争议实
质性化解工作。

接手案件后，一系列问题扑面而来——
地在哪？有多大？归谁所有？拿着已经泛黄
的土地承包合同，吴迪和办案组成员决定先
去争议土地回水湾找答案。然而，到了争议
地现场，吴迪却发现公路早已修建完工，根
本无法按照土地承包合同记载的四至界限来
判断地块的位置和面积。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案涉地早在上
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因修建防洪工程被征收，
废弃后被村民开荒耕种，而后又被发包给冉
老 伯 ， 直 到 2009 年 修 建 公 路 时 再 次 被 征
收。”吴迪介绍说。为避免程序空转，防止
因案致贫，吴迪和办案组成员决定先组织案
涉行政机关与冉老伯协商，通过给予冉老伯
补偿金的形式化解行政争议。

然而，面对这样的处理方式，心中仍有

怨气的冉老伯并不接受，他想不通：“自己
耕种了十几年的承包地，怎能被白白征收？”

案件再次陷入僵局。
如何才能解开冉老伯的心结，让行政争

议得到实质性化解？吴迪和办案组成员决定
回 到 那 份 行 政 处 理 决 定 本 身 寻 找 案 件 突 破
口。

“回水湾的土地性质是否为国有？既然
为国有土地为何被再次征收？”带着这些问
题，吴迪和办案组成员经过梳理案情、厘清
证据链条，发现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理决定中
对回水湾土地性质的认定确实存在问题。拿
着厚厚的证据材料，经过与行政机关多次交
流并指出问题所在，行政机关同意对冉老伯
进行补偿。

但得知补偿金额后，冉老伯仍不满意。
为了解开冉老伯心中的“结”，吴迪和办案
组成员多次与行政机关召开分析研判会，拿
着征地补偿标准，综合土地面积等，反复向
冉老伯讲解计算过程。最终，冉老伯接受了
和解方案。

这块长期累积在冉老伯心里的“石头”
终于被放下了。

（本报记者张博 通讯员肖瑶）

1962 年，黄氏兄弟随父辈由湖南省桂阳
县某村甲组来到乙组生活。大半辈子过去了，
黄氏兄弟不仅没有融入新集体过上所期待的
生活，还越来越深地陷入冲突的泥潭。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 1962 年，甲组村民
并入乙组，黄家就是其中一户。让人始料未
及的是，几十年过去了，这两个村组的村民
相处并不融洽，黄家人与乙组的杨家人矛盾
越来越深。进入 2000 年后，原甲组村民向县
政 府 申 请 重 新 设 置 甲 组 。 经 多 次 调 解 无 果
后 ， 为 方 便 村 民 投 入 正 常 生 产 生 活 ， 2003
年，县政府作出准许重新设置甲组的行政决
定，并对田土、山林面积进行了划分，乙组
中曾属于黄氏兄弟的 9.9 亩水田和 145 亩山林
被划归甲组。

没想到，新的矛盾又产生了。
“杨氏家族的村民认为，县政府没有按现

有人口基数平均划分田土、山林面积，9.9 亩水
田和 145 亩山林不应全部划归甲组。”桂阳县
检察院检察官刘新勇介绍说。因对政府的土
地划分有争议，杨氏家族的村民向行政机关
申请复议，复议机关维持了原行政决定。

但双方的矛盾并未解决。因不服这一行
政决定，2003 年以来，当地陆续发生了多起个
别杨氏村民破坏黄氏兄弟照明电路、砸坏门
窗及财物等事件，导致黄氏兄弟无法正常耕
种、生活。

2004 年 9 月，杨姓村民不服行政决定和行
政复议决定，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此后，
一连串的诉讼就此引发。

先是杨姓村民上诉，一审法院经过反复
审查，最后作出撤销行政决定和行政复议决
定的判决。这意味着法院没有支持地方政府
对黄氏兄弟的 9.9 亩水田和 145 亩山林的划分
决定。

黄氏兄弟并不接受这个判决，于是提起
上诉。郴州市中级法院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
作出的重审判决是：确认行政决定违法，但不
撤销。

这个判决引发了乙组杨氏村民不服，于
是申请二审、再审，又拉开了一场新的诉讼接
力。二审、再审均被驳回后，杨姓村民于 2022
年 3 月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郴州市检察院将
该案交由桂阳县检察院承办。

作为该案承办检察官，刘新勇就是在这
个背景下接手了这个“烫手的山芋”。

“该案年代久、矛盾深，行政决定作出时
未经村民讨论通过且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程序规定，乙组部
分村民与黄氏兄弟多次发生矛盾纠纷，经当
地村委及镇政府多次调解均未果，特别是发
生刑事案件后，黄氏兄弟无法正常生产生活，
双方矛盾不可调和。”在通盘分析这个案件
后，刘新勇和同事们认识到。

那 是 不 是 仅 仅 简 单 依 据 当 时 的 法 律 规
定，提出撤销县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的意见，
问题就能解决了呢？

“双方都有坚持自己诉求的理由，检察机
关如果仅以不支持监督结案，不但争议无法
得 到 实 质 性 化 解 ，还 有 可 能 进 一 步 激 化 矛

盾。”刘新勇回忆说。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还是应该着眼现实。

经过反复讨论，检察人员从“两害相权取其
轻”的角度，确定了“采用对当事人损害最小
的方式”，在执行过程中化解争议的“解题”思
路。

于是，确定执行主体成了办案的关键。在
湖南省检察院的指导下，郴州市、桂阳县两级
检察机关通过参与重点信访案件查办、检察
建议督办等方式促成府检联动，最终，由县委
确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并协调县政府及相
关 职 能 部 门 组 成 专 门 力 量 开 展 矛 盾 化 解 工
作。

与此同时，刘新勇和办案组围绕案件事
实和证据进行研判，决定通过和解的形式解
决矛盾。为了让矛盾双方当事人能够进行充
分沟通，刘新勇先后协调双方当事人面对面
沟通 22 次，并针对争议的 9.9 亩水田和 145 亩
山林向当事人充分阐明事理、释明法理、讲明
情理。

2023 年 9 月，经过努力，黄氏兄弟和乙组
杨氏村民终于达成按照人均标准划分山林、
田土面积的和解协议。随后，县政府也及时将
田土、山林权证办理到位。

日前，刘新勇又来到那个村子。涉案所在
村的甲组村民正忙着建新房，乙组所在的村
组道路也已硬化，新农村建设呈现一片欣欣
向荣的景象。这一幕让刘新勇感动不已。

（本报记者张吟丰 通讯员何伦金 王
祝艳）

从检 17年来，陈长沙撰写调研文章 30
余篇，带领团队办理的 4 件案件入选最高
检典型案例、优秀案例，3件案件入选省级
典型案例，先后获评“全国检察机关调研
骨干人才”“全国检察宣传先进个人”“福
建省检察业务专家”等称号。

从检 6 年来，吴迪先后办理了数百件
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办理的多件案件
入选典型案例。2021 年，吴迪被重庆市检
察院评为“行政检察业务标兵”。

长期工作在司法一线，刘新勇始终坚
持以真心换民心、用真情赢感情，善于把群
众的“金点子”转化为办案的“金钥匙”。近
两年来，他所办理的案件中，一件被写入
2024 年最高检工作报告，一件入选湖南省
检察院典型案例。

编者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优化英模人物宣传学习机制”。为深入贯彻全会精神，加强检察英模宣传选树力度，创新人物报道方式，本报将定期推出
“检察蓝·暖故事”人物报道专题，通过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展现新时代检察人实干担当、为民履职的精神风貌。今天，我们特别推出一组行政检察人依法履职
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暖心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