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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人生名片”，是人格尊严的“身份证”。民
法典第 1014 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干涉、盗用、假冒等方式
侵害他人的姓名权或者名称权。姓名权作为自然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利，
关乎个人尊严与合法权益，绝不容许被侵犯。

本案中，卢某乙发现自己的姓名被冒用后，没有选择沉默，而是及时向
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检察机关打出立案监督、民事抗诉、行政检察建议“组合
拳”，实现对姓名权侵害行为的全链条打击，真正维护了卢某乙的合法权益。

这个案件也充分说明，任何侵犯他人姓名权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当我们的姓名权受到侵害时，一定要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检察机
关也会全力为大家撑腰，让侵权者无处遁形。

（山东省蒙阴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唐芸）

用民法典守护我们的“人生名片”

□本报记者 张博
通讯员 张铃悦

“这从天而降的债务，差点让我在
亲戚面前抬不起头！”重庆市民代某想
起之前的经历仍心有余悸。日前，在
重庆市渝中区检察院检察官的不懈努
力下，代某彻底甩掉了这桩“莫须有”
的债务。

2024 年，渝中区检察院检察官在
开展民事执行监督工作中发现，一起
借款纠纷案的原告徐某先是申请强制
执行，又突然申请撤销强制执行。这
个反常举动引起了检察官的警觉。检
察官随即调阅相关案卷，并与被告代
某取得联系。

原来，2023 年 9 月，代某前往银行
办理取款业务，却被工作人员告知其
账户已被冻结，遂前往法院了解情况，
得知自己因“重名”卷入了一起民间借
贷纠纷案。案卷显示，代某在 2020 年
向徐某借了 2 万余元，逾期未还，徐某
向法院起诉，相关案件现已进入执行
阶段。

“我叫代某没错，身份证号、年龄
这些信息也都对得上，可我根本不认
识徐某，怎么会欠钱不还？”代某向法
院申辩。法院很快联系原告徐某，徐
某到场后也愣住了：“你不是跟我借钱
的那个代某！”意识到告错了人，徐某
申请撤销强制执行，法院随即解冻了

代某的账户。
检察官经深入调查发现，这已经

是徐某第二次告错人——2022 年，徐
某曾起诉过另一个代某。这位代某家
住四川成都，检察官将她请到成都市
锦江区检察院，通过川渝检察技术协
作开展网络远程询问。“那天我突然
收到短信提示，说我的银行存款被司
法冻结了，后来才搞清楚是原告告错
了人，法院就把暂扣的钱还给了我。”
成都的这个代某说。

为何徐某会接连两次弄错被告的
身份信息？乌龙背后藏着什么秘密？
经过多次沟通，徐某道出了实情：2020
年 3月，朋友代某以资金周转为由向徐
某借款 2万余元，后失去联系。在准备
起诉时，徐某发现自己只知道对方的
姓名、大概年龄和籍贯。于是，徐某利
用已知的碎片化信息在网上进行模糊
搜索，找到了好几个同名的人。“我也
拿不准谁是借钱的代某，当时就想着
碰碰运气，于是随便选了一个人向法
院提起诉讼。”徐某说，让她没想到的
是，接连两次都告错人，致使两个同名
人莫名“背锅”。

“公民个人信息不是可以随意处
置的‘数字标签’，而是受法律严格保
护的合法权益。民法典明确规定，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
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
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渝

中区检察院检察官表示，徐某通过网
络模糊搜索锁定被告的行为，看似是

“病急乱投医”的无奈之举，实则已触
碰法律红线。

“维权必须守法，错误的维权方式
不仅无法实现诉求，反而可能让自己
从受害人变成侵权人。”在检察官的释
法说理下，徐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
动向两位代某道歉，取得两位代某的
谅解，并表示将依法通过正当渠道维
护自身权益。

随后，检察官进行了全面调查，调

取了两位代某的交易明细，确认在借
款期间她们的账户均与徐某无相关资
金往来。2024 年 8 月，渝中区检察院
向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提请抗诉并
获支持。同年 9 月，重庆市检察院第
五分院向法院提出抗诉。检察机关抗
诉后，在法院再审期间，徐某主动申
请撤回起诉。基于两位代某同意徐某
撤回起诉，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
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今年 1月、
3月，法院分别对两起案件裁定准予撤
回起诉。

上网“盲选”被告，维权者反成侵权人

人格权是指为民事主体所固有而由法律直接赋予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各种人身权利，是民事主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权
利。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民法典的一大亮点，展现了民法典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人格权编共6章51条，其中第1章为人
格权的一般规定，第2章至第6章为人格权的具体规定。人格权编主要调整因人格权的享有和保护产生的民事关系，其中
亮点颇多，如确立器官捐献基本规则、落实性骚扰预防责任、细化隐私权侵权行为类型、引入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等。

□民法典小贴士之人格权编

□本报记者 匡雪
通讯员 徐魁

“我当初心存侥幸用了弟弟的名
字，现在不仅遭受了牢狱之灾，连最
宝贵的亲情也没了！”日前，由山东省
蒙阴县检察院提请抗诉、临沂市检察
院提出抗诉的一起涉及侵犯公民姓
名权的案件开庭审理，庭审现场，被
告卢某甲流下了悔恨的泪水。最终，
法院改判卢某甲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为这场长达 4 年多的身份冒用闹剧画
上了句号。

2023 年 9 月 ，蒙 阴 县 检 察 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接待了一名情绪
激 动 的 来 访 群 众 ：“ 我 才 是 卢 某 乙 ！
我连这辆车的方向盘都没摸过，怎么
就欠了 30 多万元交通事故赔偿款？”
该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干警在初步
了解案情并研判后，将线索移送该院
民事检察部门，一场关乎姓名权的检
察监督行动就此展开。

经查，2020 年 11 月，卢某甲驾驶
重型半挂车发生交通事故，致孙某死
亡。面对交警的询问，没有 A2 驾驶
证（准驾车型为重型牵引挂车）的卢
某甲，将从弟弟卢某乙处借来的驾驶
证拿了出来，致使交警部门出具的道

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定卢某乙负
事故的同等责任。

2021 年 2 月，孙某的家属向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卢某甲冒用弟弟卢某
乙的名字参与民事诉讼，法院一审作
出民事判决，认定卢某乙为肇事车辆
的驾驶人和实际车主，判决由保险公
司赔偿孙某的家属经济损失。一审判
决后，孙某的家属要求肇事司机和车
辆 挂 靠 公 司 也 承 担 赔 偿 责 任 ，遂 于
2022 年 6 月向法院申请再审，卢某甲
再次冒用卢某乙的名字参与民事诉
讼，法院再审改判卢某乙、保险公司、
车辆挂靠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
三方迟迟未履行法院判决，2023 年 4
月，孙某的家属申请强制执行，当执行
通知书寄至卢某乙手中时，他才惊觉
自己成了交通事故责任人。

受理案件后，蒙阴县检察院成立
以检察长为主办检察官的办案组，分
别向法院调取庭审笔录、录像、保险
理赔材料，向交警部门调取事故现场
勘验笔录、出警录像等材料，查明卢
某 甲 冒 用 卢 某 乙 的 身 份 ，在 事 故 处
理、保险理赔和民事诉讼中编造虚假
原因骗取保险金、涉嫌保险诈骗罪的
犯罪事实。

经蒙阴县检察院提起公诉，2024年

3月，法院以保险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卢
某甲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2万元。

“让每个人都能堂堂正正‘做自
己’，是民法典第 1014 条‘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以干涉、盗用、假冒等方
式侵害他人的姓名权或者名称权’的
精神展现。我们要以检察监督识破
身份伪装，维护好当事人的人格权。”
蒙 阴 县 检 察 院 检 察 长神 合 广 说 。
2024 年 3 月，该院以有新证据足以推
翻法院再审民事判决为由，向临沂市

检察院提请抗诉。同年 4 月，临沂市
检察院采纳提请抗诉意见并提出抗
诉。后临沂市中级法院裁定撤销原
判，发回重审。今年 5 月，蒙阴县法院
重新判决由卢某甲和车辆挂靠公司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外，针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中错列当事人的违法情形，该院向交警
部门制发纠正违法检察建议。后交警
部门撤销原道路交通事故的认定书，重
新认定卢某甲负事故的同等责任。

冒用弟弟姓名，哥哥惹出“大麻烦”

□本报记者 肖俊林 通讯员 李董鹏

“快两年了，我终于拿到了执行款。”近日，一名被害人给河北省巨鹿县检察
院办案检察官打来电话表达谢意。

今年 3月中旬，巨鹿县检察院检察官接到群众求助：“我是一起诈骗案的被害
人，两年前法院判处被告人杨某赔偿我的损失，可我至今没有收到赔偿款。听说杨
某目前正在接受社区矫正……”了解这一情况后，检察官通过该院建立的刑事裁
判涉财产部分执行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对法院执行数据和社区矫正人员数据进
行比对，发现这起诈骗案涉及 90名被害人的 14.07万元执行款将近两年仍未发放。

为进一步查清事实，检察官经与法院沟通后，调取了杨某刑事执行卷宗。经
查，2018 年至 2021 年，杨某伙同曹某（另案处理）伪造申请廉租房所需手续，骗取
90 名被害人手续费共计 83 万余元，杨某分得 14.07 万元。杨某到案后，主动退缴
全部违法所得。2023 年 4 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二年一个月，缓刑
三年，并处罚金 2 万元；退缴的违法所得 14.07 万元按照被害人的损失比例发还
被害人。判决生效后，法院经两次查询，发现杨某名下均无财产可供执行，且无法
找到大部分被害人的联系方式，因此执行款未得到及时发还。执行工作陷入困
境，该案只得终结本次执行。

检察官在查阅刑事执行卷宗时发现，刑事判决书附有 90 名被害人的姓名和
违法所得核算的退赔比例金额，但没有被害人的联系方式。随后，检察官经协商
查阅了杨某诈骗案的电子卷宗，在被害人询问材料中发现了大部分被害人的联
系方式和身份证信息。检察官将 90 名被害人的联系方式和身份证信息制成表
格，交给法院执行部门办案人员。因案件涉及被害人较多，巨鹿县检察院建议法
院于一周内通知所有被害人领取退赔款。法院立即启动恢复执行程序。

此外，检察官在清查杨某名下财产时发现，杨某经营着一家装饰门店，且其
女儿在一所私立学校就读，学费远超公立学校的收费标准。检察官遂将这些线索
同步提供给法院执行人员，并联系社区矫正机构做杨某的思想工作。在各方努力
下，杨某补足了全部赔偿款，并将 2万元罚金交到法院。

随后，巨鹿县检察院派员到法院执行局对发还执行款进行现场监督，除一名
被害人去世、一名被害人在国外，88 名被害人全部联系到并核实了身份信息和
银行账户。3月 28日，88名被害人全部拿到了赔偿款。

近日，巨鹿县检察院调阅该县法院 2022 年至今的终结本次执行案件卷宗，
发现有 20 起执行案件存在需退赔被害人，但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而终本的
情况。在总结该案经验的基础上，该院依法向法院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加大对
被执行人线下财产的实地调查力度，加强执行部门与刑事审判部门之间的信息
互通，确保将被害人的损失足额尽快发放，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找到“失联”被害人 唤醒“沉睡”执行款

民法典第 1034 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这里的个人信
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
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
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

本案中，即便出于维权目的，徐某仅凭碎片信息盲选被告的行为，本质
上也构成了对他人信息的非法利用，反映出个人信息滥用对公民合法权益
的现实威胁。实际上，未经他人许可或违反他人意愿，擅自使用他人信息
的行为不仅违反民事法律规范，甚至可能触及刑事法律红线。

该案有两点警示：一是维权必须以合法为前提。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
到侵害时，应通过调解、和解、诉讼及仲裁等合法途径实现权利救济。二是
信息化时代，每个人都是个人信息的“守护者”。我们应遵循合法、正当、必
要的原则使用个人信息，尊重他人信息权益，守住法律边界，筑牢社会诚信
基础。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龙光荣）

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使用个人信息

民法典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以专编形式构建起系统完备、层次分明的人格权保护体系，落实了“国家尊重
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基本原则，让民法典对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保障体系更加科学、合理和完善，为公民人格尊严和人
身自由构筑坚实法治屏障。作为一名法律从业者，我认为民法典人格权编不仅在编纂体例上实现了创新突破，更是通过
细化权利内容、扩大保护范围、规范侵权认定等，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规范依据和裁判指引。

今年是民法典颁布五周年，我希望检察机关能够持续全面贯彻实施民法典，践行“人民至上”的法治精神，不断加大
法律监督力度，以高质效履职办案引领价值导向，更好推动民法典走进千家万户、进入百姓心田。

为公民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构筑坚实法治屏障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文康（临沂）律师事务所主任 程萍

本报讯（记者史隽 通讯员毛林飞 马胜利） “我深切感受到了检察机关
服务保障党委中心工作的主动性、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性。”近日，受邀参加
浙江省台州市检察院、路桥区检察院联合举办的金融主题活动的全国人大代表、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桥街道实验小学教师尚海红感慨道。

在活动现场，尚海红了解到，2024 年，路桥区检察院发挥国家级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地域优势，积极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领“建立金融犯罪警
示教育基地”项目，被确定为全国七家责任单位之一、浙江省唯一的承建单位。

“金融犯罪警示教育基地的建立，能推动辖区形成诚信守法的金融法治风尚。”尚
海红说。

与此同时，台州市检察机关发布《金融从业人员犯罪白皮书》，从近 5年办理的
金融从业人员犯罪案件中筛选出 42件作为样本案例，对金融从业人员犯罪总体情
况、主要特点、成因分析进行详细阐述，同时提出监管数字化、教育常态化、管理日
常化、问责闭环化四方面惩防对策，并附有 15个金融从业人员犯罪典型案例。

在尚海红看来，加强金融安全防范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金融风险具
有隐蔽性、专业性等特点，各部门要针对这些难题“对症下药”，共同维护金融安
全。尚海红希望，检察机关进一步联合法院、公安、金融监管等部门协同发力，发
挥各自优势，完善惩治和预防金融违法犯罪机制，推进金融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全国人大代表尚海红建议检察机关

协同发力维护金融安全

近日，尚海红（右三）代表参观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检察院建立的金融犯罪
警示教育基地，深入调研辖区金融从业人员常态化法治教育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