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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最高检不断强化发挥民事检察职能、保障农民工群体合法权益的要求下，各地检察机关民事检察部门通过履行生效
裁判和执行活动监督、民事支持起诉、虚假诉讼监督等职能，加强对农民工被欠薪、被欠债等权益受损案件的办理。农历蛇年春节前
后，一些拿到被拖欠多年工资，或摆脱了无端债务的农民工走进检察院，表达了他们对检察机关高质效办案的充分肯定。

这个春节，他们带着温暖返乡
监督虚假诉讼

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检察院检察官现场为农民工普及法律知识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检察院检察官现场为农民工普及法律知识。。

◀浙江省淳安县检察
院检察官在讨论案情。

□本报记者 史隽 通讯员 余妙青

“ 还 真 以 为 他 没 钱 了 ， 原 来 都 是 骗 人
的 。 在 检 察 机 关 依 法 监 督 下 ， 我 终 于 拿 回
了 10 万 元 欠 款 。” 日 前 ， 面 对 前 来 回 访 的
检察官，农民工李某激动地说。

2022 年 3 月 ， 浙 江 省 淳 安 县 检 察 院 民
事 检 察 官 通 过 大 数 据 赋 能 ， 将 带 有 5 年 以
上 租 约 拍 卖 的 房 产 作 为 重 点 对 象 进 行 筛 查
时 ， 一 起 涉 及 10 年 长 租 却 一 次 性 付 清 全 部
租 金 的 司 法 网 拍 案 件 引 起 了 他 们 的 注 意 。
依 职 权 调 取 相 关 案 卷 材 料 后 ， 检 察 官 查
明 ， 案 涉 房 产 原 在 某 企 业 负 责 人 徐 某 某 的
名 下 ， 因 金 融 合 同 纠 纷 ， 该 房 产 被 司 法 拍
卖 。 这 期 间 ， 徐 某 丙 以 维 护 自 身 权 益 为
名 ， 拿 着 一 份 10 年 租 期 的 房 屋 租 赁 合 同 和
一 次 性 付 清 房 租 的 支 付 凭 证 找 到 法 院 。 最
终，法院中止执行。

经过深入调查，检察官发现，徐某某与
徐某丙之间不仅存在房屋租赁关系，还是亲
兄妹。同时发现，2019 年，徐某丙向法院提
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要求徐某某归还借款
440 万元时向法院提供的凭证中，有一笔转账
的凭证与其后来向法院执行部门提供的支付
案涉房屋租金的转账凭证相同。也就是说，
徐某丙用来证明自己已全额支付租金的银行
流水，还被用作了徐某某向其借款的证据。
至此，检察官认为，徐某某和徐某丙涉嫌通
过虚假长租阻碍法院执行的可能性极大。

大数据筛查结果显示，涉及徐某某的诉
讼案件有 70 余件，检察官对这些案件逐一排
查后，锁定了其中 33 件涉及追讨劳务报酬的
案件。检察官对相关诉讼卷宗进行全面审查
后，发现这 33 件案件的代理律师是同一人，
且案件当事人都与徐某某是亲友关系。通过
从金融机构调取资金明细，检察官发现，这
些案件的原告从法院执行到“工资”后，都
以支付宝或银行转账的方式将钱全部返还至
徐某某的账户，共计 150 余万元。

种 种 迹 象 表 明 ， 这 33 件 讨 薪 案 均 存 在

徐 某 某 串 通 亲 友 、 捏 造 其 公 司 拖 欠
员 工 工 资 的 事 实 ， 向 法 院 提 起 虚 假
诉 讼 ， 从 而 优 先 参 与 执 行 分 配 的 重
大嫌疑。

随 后 ，淳 安 县 检 察 院 向 公 安 机 关
移 送 了 徐 某 丙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案 和 上
述 33 件 讨 薪 案 的 各 项 材 料 。 公 安 机
关 立 案 侦 查 后 ，在 扎 实 的 证 据 面 前 ，
徐某某、徐某丙等涉案人员如实供述
了虚构房屋租赁合同、虚构和虚增劳
务报酬打假官司的事实。

检 察 官 在 审 查 案 件 中 发 现 ， 徐 某 某 由
于 外 债 较 多 ， 企 业 也 早 已 资 不 抵 债 ， 拖 欠
了 多 名 农 民 工 工 资 。 其 勾 结 亲 友 打 假 官 司
的 行 为 ， 严 重 侵 害 了 那 些 真 正 被 欠 薪 的 农
民 工 的 合 法 权 益 。 2022 年 9 月 ， 该 院 依 法
向 法 院 制 发 执 行 监 督 检 察 建 议 ， 建 议 法 院
对 徐 某 某 、 徐 某 丙 虚 假 带 租 拍 卖 执 行 案 恢
复 执 行 ， 此 外 ， 从 2022 年 11 月 至 2023 年 3
月 ， 先 后 就 33 件 讨 薪 虚 假 诉 讼 案 向 法 院 制
发 检 察 建 议 书 ， 其 中 ， 对 28 件 司 法 确 认 调
解 协 议 案 件 分 别 发 出 撤 销 相 关 民 事 裁 定 的
检 察 建 议 书 ； 对 5 件 调 解 书 已 生 效 案 件 分
别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书。

淳安县法院采纳了执行监督检察建议，
对徐某某、徐某丙虚假带租拍卖执行案恢复
执行，并对案涉标的物涤除租赁后重新评估
拍卖。同时，于 2023 年底，裁定撤销上述 28
件虚假讨薪案原裁定，驳回当事人申请司法
确认调解协议的申请 ；对上述 5 件讨薪虚假
诉讼案裁定再审，并于 2024 年 2 月作出再审
判 决 ：撤 销 原 民 事 调 解 书 ，驳 回 原 告 的 诉 讼
请求。

截至目前，徐某某因犯虚假诉讼罪，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等，被法院数罪并罚，
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徐某丙等其他虚假
诉讼参与人也被依法追责。同时，案涉房屋
的司法网拍程序已重新启动，被执行的虚假
劳务工资也已尽数追回，并重新分配给了其
他涉诉案件的农民工当事人。

浙江淳安：

识破假官司，为农民工追回欠款

监督民事生效裁判

□本报记者 于莹莹 通讯员 冯吉日嘎拉

“法院说苏某的房子被评估了 78 万元，拍
卖以后足以抵偿我们的工钱！”围绕蒙古包制作
和安装产生的劳务纠纷，曾让雷某、张某等 5 名
身怀营造技艺的农民工苦恼不已。蛇年春节前
夕，他们来到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检察院
咨询执行后续事宜时告诉检察官，工钱有了着
落，他们可以安心过年了。

蒙古包是蒙古族和北方游牧民族最有代表
性的民居，随着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内蒙古制作

的蒙古包不仅在自治区各盟市销售，同时远销
外省，但掌握这项技艺的人越来越少。

2017 年至 2024 年 8 月，雷某、张某等 5 人受
雇于二连浩特市 A蒙古包制作有限公司（下称“A
公司”），从事蒙古包制作、安装工作。A 公司每次
为 5人结算工钱时，都只结应付薪酬的三分之二
或四分之三，截至 2024年 8月，5人共为该公司制
作蒙古包 60 余个，该公司共拖欠其劳务费 46 万
余元。雷某、张某等人多次催要，A 公司法定代表
人苏某找各种借口拒不支付；向相关部门反映情
况，问题也没能解决。2024 年 8 月，讨薪无门的 5

人向二连浩特市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
受理 5 人的申请后，承办检察官依法对他

们进行了询问，并前往 A 公司租用的厂房进行
了现场调查。再结合 5 名农民工所持有的对账
单照片、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材料，能够证实 A
公司和雷某、张某等 5 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
务关系。随后，二连浩特市检察院依法受理了雷
某、张某等 5 人申请支持起诉案，决定支持他们
通过诉讼途径追回欠薪。

为了掌握 A 公司的财产状况，确保该公司
有财产可供后续执行，该院在公安机关的协助
下，确认该公司和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下均无车
辆登记信息；向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 A 公司的
工商登记资料后发现，该公司已变更住址为呼
伦贝尔市某镇；向房东金某了解情况后得知，A
公司已与其解除厂房租赁合同，即将搬迁至呼
伦贝尔市。

结合上述情况，承办检察官分析认为，A 公
司不仅拖欠劳务费，还有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
嫌疑。于是，检察官积极引导雷某、张某等 5 人
向二连浩特市法院递交了诉前财产保全申请。
法院审查后，依法对 A 公司存放于租赁厂房内
的财产进行了查封、扣押。同日，在检察机关的
支持下，雷某、张某等 5 人向法院起诉 A 公司，
请求判令该公司及时支付拖欠的劳务报酬。

2024年 10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 A 公
司给付雷某、张某等 5人劳务费共计 46万余元。A
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24年12月23日，锡林郭勒
盟中级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内蒙古二连浩特：

工钱有了着落，5名工人安心过年

□本报记者 丁艳红 通讯员 朱晓敏

农历腊月二十五，经贵州省普定县检察院
依法支持起诉，李某等 92 名农民工终于拿到了
被拖欠 4年的工资。这个春节，他们备感温暖。

2020 年 6 月，朱某、田某雇用李某等 92 名农
民工到他们合伙经营的韭黄基地做工。李某等人
按照要求完成了韭黄除草、套袋、收割、清洗等各
项工作任务，但朱某、田某却以各种理由拖欠工
资，从最初承诺的“过几天就给”，到后来干脆避而
不见，92名农民工始终没有拿到应得的劳务报酬。

2024 年 2 月，普定县检察院检察官进村普
法时，李某等人前来反映该欠薪问题。他们告诉

检察官，已经联系不上朱某、田某，由于缺乏相
关证据材料，他们陷入了维权困境，希望借助司
法力量追回欠薪。

普定县作为韭黄生产大县，韭黄产业留住了
较多农村劳动力就近务工就业，被拖欠的工资关
系到 92 名农民工身后 92 个家庭的生计。普定县
检察院受理此案后，迅速启动调查核实程序，想
方设法联系到朱某、田某，协助农民工们详细收
集每个人的工作情况、工钱约定、考勤记录等证
据材料，并多次向朱某、田某释法说理。二人虽然
答应尽快支付，但一直未实际兑现。

2024 年 3 月，普定县检察院支持李某等人
向法院提起诉讼。2024 年 5 月，法院经过审理，

判决朱某、田某在规定期限内支付拖欠李某等
92名农民工的劳务报酬共计 31万余元。

判决生效后，朱某、田某仍未依法履行支付
义务，承办检察官遂指导李某等人撰写申请书，
协助他们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在执行中
发现，朱某、田某无财产可供执行，执行工作推
进困难。经多方走访调查，了解到朱某对外拥有
一笔到期债权后，执行法官携手承办检察官共
同走访朱某的债务人，向其讲明案件情况。该名
债务人积极配合办案人员，从欠付朱某的款项
中拿出 31 万余元直接转入法院执行账户。至
此，92 名农民工终于在蛇年春节前拿到了被拖
欠已久的血汗钱。

贵州普定：

春节前，他们拿到了拖欠已久的工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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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起诉

□本报记者 吴贻伙

原本只是被聘用在工地上担任收料员，
却被判决要求承担工地用料所欠的货款，拿
到一审法院判决书的唐某祥欲哭无泪，向检
察机关申请监督后，压在他身上的这笔“冤
枉债”终于被消除了。近日，唐某祥将一面
印有“公正检察 执法为民 法亦有情 温暖人
心”的锦旗送到了安徽省涡阳县检察院承办
检察官手中。

10余万元债务从天而降

2017 年 7 月，刘某与安徽某建设工程公
司签订 《承包协议》，约定刘某承包涡阳县八
里丁等 3 个安置小区室外配套建设项目。同
年 9 月，刘某又与李某签订 《协议书》，约定
刘某和李某共同出资承包八里丁小区室外配
套工程。

2017 年 10 月 10 日，刘某聘用唐某祥为该
项目部的收料员兼出纳。在此工程项目施工
期间，李某多次从王某处购买水泥混料，但
双方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2018 年 4 月和 5
月，王某与唐某祥先后两次对账，确认应支
付王某货款 16 万余元，唐某祥在两份结算单
据上签字确认，李某对其中一份结算单进行
了背书。两次对账后，刘某支付王某货款 2
万元。

此后，该工地负责人以王某未在送货单
上签名为由，拒不支付余下货款。2023 年 3
月 2 日，王某以唐某祥、李某为被告起诉至
法院，诉请法院判令唐某祥、李某共同支付
一笔 6.8 万余元的欠款及利息，判令唐某祥单
独支付另一笔 9.8 万余元的欠款。同年 3 月 15
日，涡阳县法院一审判决支持王某的诉讼请
求，判令唐某祥、李某支付相应的货款。

调查核实还原事实真相

“我就是一个收料员，凭啥让我支付用料
款？”唐某祥不服一审判决，向亳州市中级法
院提起上诉。后来，由于当时没拿到聘用书
等相关证据，唐某祥只好撤回上诉。

2023 年 10 月，唐某祥向涡阳县法院申请
再 审 。 涡 阳 县 法 院 收 到 唐 某 祥 的 再 审 申 请
后，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唐某祥于
是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涡阳县检察院受理该案后，承办检察官
认真审查案件材料以及唐某祥提交的 《承包

协议》《聘用书》 等证据，并向刘某、李某、
王某核实案情。刘某、李某均认可唐某祥系
该工程项目部的聘用人员，其在结算单上签
名是履行职务行为。王某亦认可上述水泥混
料是李某与其联系购买，用于八里丁小区室
外配套建设项目，且其知晓该工程项目系刘
某 和 李 某 共 同 承 包 ， 其 曾 向 刘 某 催 要 过 货
款，刘某已支付货款 2万元。

2024 年 2 月 2 日，涡阳县检察院就此案召
开公开听证会，三名听证员一致认为检察机
关应依法监督法院再审该案。

制发再审检察建议促改判

鉴于唐某祥提交的新证据以及其他相关
证 人 证 言 足 以 推 翻 原 判 决 ， 2024 年 3 月 22
日，涡阳县检察院向该县法院提出再审检察
建议。检察机关认为，唐某祥与王某之间不
存在水泥混料买卖合同关系，故没有向王某
支付货款的义务，因此原审判决唐某祥承担
付款责任明显不当。

2024 年 7 月 8 日，涡阳县法院采纳再审检
察建议，裁定对此案依法再审。法院再审期
间，经当事人申请，追加刘某为被告。同年
11 月 5 日，涡阳县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再审
所查明的事实与检察机关认定的一致。

法 院 再 审 认 为 ， 刘 某 、 李 某 系 合 伙 关
系，欠王某货款属实；唐某祥系刘某、李某
聘 用 人 员 ， 其 在 结 算 单 上 签 字 属 于 职 务 行
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刘某在再审中提出
工程款已支付给李某，属合伙人内部事务，
不能成为合伙人拒付对外欠款的法定事由，
法院遂判决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刘某、李某
向王某支付货款 16.8 万余元 （含已支付的 2 万
元） 及逾期付款利息，同时驳回王某的其他
诉讼请求。

办结此案后，涡阳县检察院将建筑工地
纳入法治宣传重点区域，组织检察人员前往
工地开展普法宣传活动，重点向工地负责人
宣讲建筑行业劳动保障相关法律规定，从源
头上预防和减少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问题
发生。

“于唐某祥而言，检察机关的监督和法院
的再审判决，不仅帮其摆脱了‘冤枉债’，更
助 其 重 拾 了 生 活 的 希 望 。 他 送 来 的 这 面 锦
旗，既是对检察机关坚持依法办案、司法为
民的肯定，更是激励检察人员高质效办好每
一起民生小案的动力。”今年 2 月 4 日，涡阳
县检察院检察长张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安徽涡阳：

推动再审改判，农民工摆脱了“冤枉债”

■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吴占京 陈靖尧

“终于可以高高兴兴回家过年了！”1 月 25
日，在河南省栾川县白土镇镇政府院内，拿
到工资的 12 名农民工个个脸上都洋溢着喜悦
的笑容。

2024 年年末，为进一步助力加强对拖欠
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源头治理，栾川县检察院
与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建立了高效
的线索移送机制，一条拖欠建筑工地农民工
工资的线索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自 2023 年
起，12 名农民工在栾川县白土镇某公司的建
筑工地务工。截至 2024 年 12 月 1 日，工程项
目已基本完工，但该公司仍拖欠大部分工资
未结清，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基本生活。

为 了 能 让 12 名 农 民 工 安 “ 薪 ” 回 家 过
年，栾川县检察院积极发挥民事检察职能，
为农民工们提供专业的法律指导和帮助，告
知其依法维权的途径和方法；同时，积极与
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督促各方履职尽责，梳
理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在欠薪问题中的法律
责任，与行政机关形成工作合力。

2024 年 12 月 26 日，栾川县检察院、县劳
动监察行政部门、白土镇镇政府联合召开会
议，深入分析案情，明确各自职责，共同商
讨帮助农民工讨薪的最佳方案。经过充分研
究讨论，会议确定由劳动监察行政部门先行
对公司负责人进行约谈，了解其用工情况、
工资支付记录等，为推进后续的法律程序提
供坚实的证据支持。在约谈中，该公司负责
人表示，拖欠工资的原因主要是企业资金困
难，并表示愿意积极想办法筹款进行支付。

通过调查，检察官发现，该公司资金困
难的情况属实，同时认为该案有较好的和解
基础，促成和解效果更佳。为此，检察官多
次走访公司负责人，督促其及时履行付款义
务，并向农民工代表释法说理，最终促成双
方达成了和解协议，约定由该公司分批支付
欠薪。

经过各方不懈努力，1 月 25 日，该公司
将 第 一 笔 欠 薪 30 万 元 转 入 白 土 镇 镇 政 府 账
户。在检察机关的监督下，镇政府按比例向
12 名农民工进行了发放。发放现场，检察官
积极开展民事支持起诉职能宣传，引导群众
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河南栾川：

多方合力促和解，“薪”愁圆满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