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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典如光，照亮公平正义之路；民事检
察，守护千家万户烟火。
  5 月 15 日，聊城市检察院举办“‘典’亮
生活 守护美好”民法典颁布五周年检察开放
日活动，通过“新闻发布会+主题办案故事分享
+典型案例发布”的多元形式，充分展示高质效
办好每一个民事检察监督案件、保障人民群众
安居乐业的积极成效。 30 名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服务乡村振兴联络员、特约检察员、人民
监督员、听证员及新闻媒体记者现场见证。

新闻发布

共话与“典”同行

  为回应社会关切，全面展现聊城检察机关
贯彻落实民法典成效，此次检察开放日首次加
入了新闻发布环节。会上通报了全市民事检察
业务的工作成果、典型案例及司法为民的创新
举措，发布了全市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 10 位
媒体记者围绕虚假诉讼监督、检察为民办实事
等热点问题进行现场提问。

  5 年来，聊城检察机关以护航经济脉搏为
使命，以关注民生福祉为旨归，以播撒法治星
火为担当，高质效办理民事检察监督案件，推
动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共受理各类民事检察
监督案件 4261 件。一案例入选全国工商联百佳
商会调解典型案例，一干警被评为“第一届全
国检察机关民事检察业务竞赛能手”。

故事分享

感受为民情怀

  主题办案故事分享会现场，来自基层检察
院的 8 名“讲述人”依次走上讲台，围绕“高
质效”履职，分享了 8 个有温度、有代表性、
可借鉴的真实办案故事，诠释了与“典”同行
的初心使命。
  “日子终于能向前过了。”东昌府区检察
院收到了一封来自当事人老梁的感谢信，信中
这样写道。该院干警讲述了一个帮助被撞成重
伤的当事人成功执行民事赔偿款的故事，彰显
了检察机关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一场听证会，高唐县聋哑手艺人洪某通
过纸笔‘诉说’：经检察机关持续 3 个月的调
解，终于收齐被拖欠 6 年的 3000 元手工木梳货
款。”高唐县检察院干警讲述了一个“ 22 把木
梳和 1 个聋哑人”的故事。
  一场追尾事故引发长达 3 年多的保险“拉
锯战”，保险公司以免责条款已加粗字体当成
不赔付的“免死金牌”……茌平区检察院依法
履职，为这起历经波折的 30 万元保险金拒赔案
画上句号。
  20 名农民工多次讨薪无果，阳谷县检察院
组建办案组，最终促成 4 家企业签署调解协
议，全额支付欠薪。后联合法院、住建局、信
访局、工会等部门，制定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协作机制，架起农民工讨薪“连心桥”。
  “这名字不是我签的， 50 多万元的贷款我
也没见过，为啥要让我还？” 10 年前，韩某因
一份毫不知情的《共同还款承诺书》被纳入贷
款档案。 10 年后，东阿县检察院鉴定查明实际
用款人，还韩某“清白”。
  一个个可感、可触、可见的检察办案故

事，映射的是检察官为大局服务的理念、为人
民司法的宗旨、为法治担当的使命。

现场点评

碰撞法治体验

  1 个小时的分享讲述， 8 个检察故事的情
景重现，深深打动了在场评委。他们认为，这
些办案故事体现了新时代检察人的责任和担
当，书写了新时代人民满意的检察答卷。
  “这 8 个故事体现了民法典的人民性、检
察官的专业法律素养、‘三个效果’的有机统
一，也反映了聊城检察干警用心用情、认认真
真办好每一个民事案件，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温
暖，推动法治精神深入人心。”省政协委员、
山东舜翔(聊城)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张
东旺评价道。
  市人大代表、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党工委
副书记、院长姚淑霞表示，这一个个真实的案
例，展现了检察机关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
念；这一个个温暖的细节，体现了检察干警

“以我在诉”的为民初心，这种保障民法典正
确实施、维护公民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的作为
和担当，让她深受感动。
  市检察院特约检察员、民进会员、山东商
报·速豹新闻聊城记者站站长■建伟认为，这
次分享会不仅是聊城检察机关落实民法典、守
护民生的一次践行，也是非常珍贵的学习机
会。检察官的讲述，生动诠释了聊城检察机关
践行司法为民、“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理念，听后令人
深受鼓舞、备受振奋。
  人民监督员、聊城市 12345 市民热线受理
中心协调事务二科科长冯鹏说：“通过今天的
活动，我沉浸式地了解了聊城市民事检察工作
的丰硕成果。这 8 个故事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
检察工作的细致和专业。”
  “聊城检察机关用法用心用情用力护航人
民群众幸福生活，以‘高质效办好每一件案件’
回应民生关切，让法典不止于文字，让公平正
义可感可触，让法治信仰深入人心。”聊城市
检察院检察长贾富彬表示。  王凯忠 史一凡

　　一场车祸让刚步入社会的小梁成为
一级伤残，生活无法自理。肇事司机赵
某虽被判处刑罚，但民事赔偿执行陷入
僵局——— 赵某出狱后刻意回避，名下无
财产可执行。
  “俺孩子还年轻，以后可咋办。”
50 多岁的老梁，头发花白，看上去比同
龄人苍老许多。说这话时，他的手控制
不住地颤抖，浑浊的眼里全是泪水。
  小梁美好人生的憧憬戛然而止，一
家人的日子陷入无尽的黑暗中。想想小
梁的将来，再想想肇事司机赵某出事后
的沉默和分文未出，老梁既心痛又愤
怒。面对法院终结此次执行的裁定，他
带着最后的希望走进东昌府区检察院。
  案件受理后，检察官第一时间进行
阅卷审查，发现法院对赵某尚未用尽财
产调查措施，便裁定终结此次执行程
序。为进一步查清事实，检察官经过不
懈努力，终于联系上赵某。通过沟通得
知，赵某存在“坐牢抵债”的错误想
法，对高额民事赔偿存在抵制情绪，且
自身因受到刑事处罚，被单位辞退，出
狱后一直在外地打零工，勉强维持生
计。

  “这起交通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3
人受伤，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赵某
说，“躲着不见小梁一家，除了内心有
愧，还怕被殴打。”
　　检察官结合案件情况向赵某进行释
法说理，阐明“承担刑事责任并不免除
民事责任”，以及逃避执行的法律后
果，鼓励其积极面对。最终，赵某放下
心结，表达和解意愿，并主动提供了部
分财产线索。东昌府区检察院随即向法
院制发检察建议，推动恢复案件执行程
序。今年 4 月，在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努
力下，梁某和赵某达成和解协议，赵某
承诺自 2025 年第二季度起，每季度至少
付给梁某 5000 元。
　　法律监督不止于定分止争。针对小
梁一家的现实困难，东昌府区检察院联
合民政部门、工商业联合会、慈善总会
开展“ 1+N ”多元化司法救助工作，为
小梁送去司法救助金 3 万元，帮助小梁
一家重拾生活信心。
  “日子终于能向前过了。”结案
后，老梁给东昌府区检察院送来一封感
谢信，感谢之情溢于言表。

       刘德志 李晓燕

“日子终于能向前过了”

典

梁某申请执行监督案

　　 2019 年 4 月，聋哑人洪某把亲自雕刻的 22 把
绿檀木梳交由网友巩某代为销售，后因销售价格产
生纠纷，洪某诉至法院。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
未明确约定销售价格，洪某认为每把梳子至少要卖
150 元，可巩某销售后却说梳子不值钱。法院调解
无果，便参考市场同类别商品价格以每把 80 元作
出判决，判令巩某向洪某支付货款 1760 元。洪某
认为判决金额远远低于实际价值，难以接受判决结
果的洪某 6 年来东奔西走讨要说法。经历再审无果
后，今年 2 月，洪某向高唐县检察院申请监督。
　　洪某夫妇二人都是聋哑人，好在洪某会些手
艺，平日里四处奔波做些手工补贴家用，代为销售
的 22 把木梳就是洪某精心雕刻而成，都是洪某的
“宝贝疙瘩”。聋哑人世界静默无声，他们的心声
难以被听懂。办案检察官和洪某用纸写字交流，交
流的纸写了近 10 页 4000 余字，洪某依旧急躁地指
着淘宝上近 150 元的类似梳子，比画着他宝贝梳子
的优点。直到洪某写下“我就是想证明我手工雕刻
的梳子一点也不差”时，办案检察官顿时意识到，
“手艺人在乎的是手艺的价值”，便以此为突破
点，展开调解工作。
　　通过一次次的走访和耐心沟通，在手语老师的
全程翻译下，洪某的诉求从“看得见”到“听得
懂”，巩某的态度也从一开始的对立到一点点理解
洪某对手艺价格的“坚持”。“不容易啊，洪某的雕刻的确是门艺术。检察
官，我听你的！”心理“破冰”后，巩某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3 月底，高唐县检察院在洪某所在的村委会召开公开听证会。听证
会上，洪某介绍了木梳制作流程和价格构成，受邀律师讲解了买卖合同
应注意的法律问题，作为特邀听证员的带货主播郭女士指导了洪某通过
直播带货销售自己的产品。听证会后，巩某当场支付全部货款，洪某撤
回监督申请。
　　此外，高唐县检察院联合政协、残联等部门，为辖区 30 余名听障
人士举办专题法治讲座，帮助他们增强法律意识、提高维权能力。讲座
上，洪某微笑着“写”道：“我已经开始通过直播平台卖我做的绿檀木
梳、葫芦雕刻作品了，直播间的‘家人们’都很喜欢。”    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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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这场场检察开放日有“ ”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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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的夏天格外炎热，阳谷县大
布乡的工地上，雷某和 19 名工友顶着
38 度高温，一砖一瓦地垒砌着某食品公
司的生鲜冷藏库。他们大多是年过半百
的农民，靠着瓦工手艺养家糊口。包工
头李某承诺“干完活就结清工钱”，可
直到工程竣工，工钱也未到账。
　　“老雷，这都快开学了，孩子的学
费还没着落呢！”工友刘某蹲在工地门
口，眉头拧成了疙瘩。雷某攥着那张按
满红手印的工资表，喉头突然哽住某种
难以下咽的苦涩。他们想尽了一切办
法，可李某不是躲着不见，就是推诿“公
司没拨款”。 2024 年 6 月，走投无路的
雷某带着工友们来到了阳谷县检察院。
　　“检察官，我们不懂法，但有白纸黑
字按了手印的工资表！”雷某颤抖着手递
上证据。看着这群满面风霜的农民工，
检察官立即启动支持起诉绿色通道。
　　“农民工的辛苦钱，一分都不能少！”
检察官一边梳理证据，发现该工程被违
法转包；一边走访相关部门，调取工程
合同和调解记录。短短几天，就厘清了
责任主体，锁定了 4 家连带责任企业。
　　 2024 年 7 月，阳谷县检察院向法院

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并协同推动调解
工作。调解室内，李某仍试图推卸责
任，检察官当即出示工程转包合同，向
企业代表们释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规定承包人不得将建设工程转包、
发包和转包的企业都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等。见企业代表们面露愧色，检察官接
着说：“企业信誉重于泰山，若因欠薪
引发群体事件，损失的不仅是钱，更是
企业的信誉。”
　　最终， 4 家公司达成调解协议：某
食品公司和某建设公司共同支付拖欠的
47 . 8 万元工资。签字那一刻，雷某眼眶
泛红：“3 年了，这笔钱总算有了着落！”
　　案件虽结，工作却未停止。阳谷县
检察院与县法院等 8 家单位联合会签了
《关于建立保障农民工薪资支付协作机
制的实施意见》，推动治理农民工欠薪
工作常态化长效化；与县人社局会签了
《关于建立检察法律监督与劳动保障监
察协作的意见》，凝聚根治欠薪法治合
力；对涉众型案件推行“示范诉讼+批
量调解”，以个案带动类案高效化解；
在全县工地推广工资保证金制度，从源
头预防欠薪纠纷。  刘庆伟 吴泽龙

架起农民工讨薪“连心桥”
雷某等 20 人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支持起诉案

  近日，莘县检察院干警将民法典带到了冀鲁豫·莘县西瓜节现场，
将法治的种子播撒在乡村的每一寸土地。

  近日，聊城市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成功促成一起民事案件双方当事
人和解，当事人前来点赞检察为民纾困的司法实践。

  近日，部分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聊城市检察执法办案中心，参观该院 12309 检察
服务中心、公益诉讼快检实验室、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

退休前的工伤纠纷
岳某经济补偿金纠纷监督案

笔迹里的真相
韩某不当共债监督案

　　 2022 年的一天，一条手机推送信息
打破了韩某平静的生活——— 她的工资卡
被冻结了。韩某查询后得知，她和丈夫
被某银行起诉，经法院判决，被要求偿
还所欠 55 万元贷款。这笔高额债务从何
而来？这背后竟藏着一份签着她名字的
《共同还款承诺书》。
　　“这名字不是我签的，为啥要让我
还钱？”韩某攥紧《共同还款承诺书》
的手微微发抖。法院的判决像一把无形
的枷锁，牢牢地将她困住：账户冻结、
消费受限，连给女儿交学费都犯了难。
带着满心委屈与疑惑，韩某走上维权之
路，但一直未能得到解决。一次偶然机
会，在东阿县检察院开展的民法典宣传
活动中，她向检察官讲述了自己的遭
遇。检察官从韩某提供的资料中捕捉到
关键疑点：承诺书上的签名歪扭生硬，
与她本人签名差异明显，且她从未收到
过法院开庭传票。
　　案件受理后，检察官决定将承诺书
中的签名是否是韩某真实意思表示作为
监督焦点。为确定签名的真伪，检察官
及时向聊城市检察院寻求技术支持，市
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依法对《共同还款
承诺书》中的签名进行鉴定，经比对确
认该签名不是韩某所写。

　　随着侦查工作的不断深入，案件全
貌逐渐清晰。 10 年前，担保人任某某为
偿还旧贷，借用韩某丈夫贝某的名义办
理了新贷款，擅自在承诺书上伪造了韩
某的签名。这通“调包”操作，导致法
院未能将传票有效送达，韩某“被负
债”的证据链由此形成闭环。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夫妻共同
债务需满足“共签、共用、共认”原
则。该案中，承诺书的签名不是韩某真
实意思表示，且借款也没有用于家庭共
同生活，不符合共同债务认定标准，韩
某不应当承担这笔债务。
　　 2023 年 9 月，东阿县检察院向法院
发出再审检察建议。经市检察院接续跟
进监督，那份压得韩某喘不过气的“共
同债务”判决书被撤销了，被冻结 300
余天的账户也解开了。拿到改判结果的
当天，韩某专程到东阿县检察院致谢。
　　案件办结后，检察官的工作没有停
止。他们在辖区开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专项监督活动，排查类似“被负债”线索
20 余件，监督改判 5 件，帮助群众卸下
120 余万元的“冤枉债”。同时制发检察
建议，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开展专项整
治，通过完善共债人身份核查机制，从
源头上预防此类纠纷。 曹春燕 窦晓荷

  2021 年春，某公司女职工岳某在下
班途中遭遇车祸，被认定为工伤，经鉴
定劳动能力障碍等级为九级。当她与公
司解除劳动关系时，却因工伤赔偿金额
问题产生了争议，甚至在企业掀起了轩
然大波。当地劳动仲裁部门认为，女职
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为年满 50 周岁，因岳
某距退休不足 1 年时间，裁定公司只需
支付 10% 即 6900 元。岳某不服，在工友
支持下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现行企业职工
退休申报审批办法，民营企业女职工退
休年龄实为 55 周岁，据此判决公司全额
支付补助金。随后，该公司以判决混淆
了“法定退休年龄”与“退休申报年
龄”为由提出再审申请。被驳回后，该
公司无奈先履行了义务，并向检察机关
申请监督。
  “开了头，被效仿那就没法办
了。”虽然履行了义务，但是公司害怕
案子在公司里形成导向，以后类似情况
不好处理，极力想改变判决。几百名职
工也在看着公司是不是“良心公司”，
“如果伤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我们就
和她一起去闹事。”劳资双方的矛盾一
触即发。
  检察机关在调查中发现，当地退休

审批政策已调整，女职工不再区分企业
性质，正常退休年龄均为年满 50 周岁。
岳某已缴满 15 年养老保险金，办理退休
手续符合政策要求。“补助金该是多少
就是多少，我现在没法办退休，如果企
业能帮我办理退休的话，我可以退还补
助金。”岳某表示。
  综合考虑职工与企业双方诉求，承
办检察官认为双方存在和解基础，随即
邀请人民监督员及相关部门人员对该案
进行公开听证，双方当事人面对面真诚
对话，就争议较大的赔偿标准等问题听
取听证员意见，最终促成争议双方达成
和解。公司向岳某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
补助金全额的 20% ，并配合其办理退休
审批手续。在工友们的关注下，岳某很
快拿到了退休证，在领取退休金的当
月，岳某将公司已支付的多余款项 5 . 5
万余元退还，公司撤回了监督申请。企
业的几百名职工见证了案件结果，劳资
双方心服口服。
  高质效办理每一个案件，妥善处理
每一起劳动纠纷，既帮助企业化解“烦
心事”，又帮助职工解决“揪心事”，
兼顾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保障企业持
续稳定发展，是新时代民事检察人交出
的一份满意的“检察答卷”。 张丽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