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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连松 房志勇）日前，一则最高金额
达120万元的法院执行悬赏公告在本报发布后，引发
众多读者关注。公告显示，被执行人天津盈辉投资有
限公司以及相关被执行人，因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
给付义务，河西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河西法院）向社
会公开发布悬赏公告，举报人最高可以获得120万元
的悬赏金奖励。
“该执行案件的执行金额800余万元，凡向法院举报

被执行人藏匿、转移的财产线索使得案件得以执行的，
按执行到位金额的15%（含税）给予奖励。也就意味着奖
励金额最高可达120万元。”负责该案件的于法官告诉记
者，法院立案执行后，会通过网络查询、电话联络、上门
寻找等方式查问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但是有些被执行
人为了逃避债权债务，甚至在案件起诉前就已经转移、
藏匿了大量财产，使得有些执行案件查询不到财产线
索，再加上被执行人下落不明，申请执行人也未能提供
线索，有些执行案件就会陷入僵局。执行悬赏是人民法
院化解“执行难”的一项有力举措，悬赏公告的合理使
用，能在执行案件中发挥出其不意的效果，通过发布公
告推动社会力量去通知被执行人，从而提升法院执行效
率，倒逼其履行义务。

在执行实践中，查人找物一直都是人民法院执行

工作的痛点与难点。如何准确查找到被执行人的个人
居住信息和财产信息，是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努力的一个
方向。在此背景之下，人民法院探索出悬赏执行这条新
路。2017年 5月 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
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以司法解释的
形式对悬赏执行予以确认，将悬赏执行正式引入执行程
序。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执行工作
纲要（2019—2023）》指出，推动综治平台与人民法院执
行指挥、办案平台互联互通，实时向基层综治网格员推
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消费人员名单、悬赏公告等
执行信息。

近年来，一些失信被执行人通过转移、藏匿财产以躲
避执行情况屡见不鲜，悬赏执行措施能够广泛发动社会力
量查找被执行人财产及线索，有效遏制被执行人恶意转移
财产、规避执行、逃避履行义务等行为。记者梳理发现，近
年来多地法院频频发出高额执行悬赏公告，涉及的被执行
标的最高超11亿元。据南方网8月18日报道，一名群众
向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了被执行人的财产线
索，法院依据该线索执行到位940万余元。近日，按照申
请执行人的承诺，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举报人发放了
近140万元悬赏金。
“通过发布悬赏公告，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寻找被执行

人线索，既有利于遏制被执行人规避执行行为，促使其自动
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也有利于开展正面执行
宣传和舆论引导，从而形成群众关注执行、见证执行、参与
执行的浓厚社会氛围。”于法官表示，通过权威媒体的传播，
发挥悬赏公告的最大效应，扩大悬赏公告传播范围，给“老
赖”制造舆论压力，促使其主动到法院履行债务，也可以在
社会上形成良好的氛围，维护司法权威，促进社会诚信体系
构建。

由于多家银行的天津分行坐落在河西区，故涉银行贷
款及信用卡案件众多，河西法院去年共收涉银行案件5957
件，涉买卖合同案件266件；今年截至目前，共收涉银行案
件6986件，涉买卖合同案件411件。为维护辖区良好营商
环境，河西法院对于涉企涉金融案件，从执行立案开始，设
置专业化执行立案团队，确保从源头上把好案件质量关，实
现对涉金融案件“见标识案”，全流程高效运转。同时，充分
利用移动微法院、智慧执行、电子送达等平台，大力推进网
上立案、跨域立案，为企业提供24小时线上服务。

河西法院将继续利用执行悬赏机制，通过市级新闻媒
体发布悬赏、限消、失信被执行人相关信息，鼓励、引导广大
群众积极向人民法院举报被执行人财产及线索，不断提升
执行工作的公众参与度，借助社会力量，助力法院执行，切
实维护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河西区人民法院动员社会力量寻找被执行人线索

悬赏公告助力破解执行难

■ 本报记者 岳付玉

天津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又有新亮点。继奶牛抵押
贷之后，难度系数更大的能繁母猪抵押贷第一单日前顺
利落地。

北辰区一家种猪养殖公司急需资金，以2100头能繁
母猪做抵押，获得农行天津北辰支行400万元的信贷支
持。这笔融资的特别之处在于，中华保险天津分公司为
母猪和猪仔提前上了保险，类似于为养殖户提供了变相
担保。这背后，北辰区农委搭建的政银企对接平台派上
了用场。

政府搭平台

日前，记者来到北辰区西堤头镇东堤头村。华园种
猪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园公司）经理孙红梅笑着
说：“这笔低成本资金解了燃眉之急，我们可以放手改扩
建1万多平方米的猪舍了。”

孙红梅从事种猪养殖已有18年。她的华园公司是
市级农业养殖示范点，养的主要是新大白、长白、杜洛克
等血统纯正的种猪。这些种猪繁殖的生猪是天津市民
餐桌上放心肉的源头之一。

新冠疫情期间，华园公司改扩建了1万多平方米的3
层猪舍。这是个自动化、智能化、标准化的生猪养殖建
设项目。因为扩建的新厂规模大，华园公司的资金一下
子紧张起来。孙红梅一筹莫展之际，政府和金融机构递
来了“橄榄枝”。
“种猪养殖属于畜牧业中的种业，关系到国计民

生。”北辰区农委相关负责人周磊说。俗话说，“家财万
贯带毛的不算”。出于风险考虑，金融机构对畜牧业贷
款非常审慎。今年以来，北辰区农委积极搭建政银企对
接平台，组织协调种植、养殖、水产等行业部门，把畜牧、
农林等领域的领军带头企业列入白名单，推进涉农信用
信息数据共享，以此化解金融机构与养殖户之间信息不
对称的痛点，让金融机构敢保、敢贷。华园公司恰好是
白名单里的企业。

保险、银行联手

遇到资金难题，孙红梅首先想到的是能不能用她的

主要财产——能繁母猪进行抵押融资？可这种融资类型
全市还没有先例。
“能繁母猪有前期怀孕、后期怀孕、上产床等好几个流

程，挺复杂的。”孙红梅说，相比每胎平均产1头小牛的奶
牛，能繁母猪做活体抵押融资的难度更大。公司目前有基
础母猪600头，基本两年5胎，还有1500头的后备猪，当基
础母猪需要淘汰时，后备母猪就顶上。这意味着，这些“生
物活体”的数量每天都有变化，用它们抵押贷款的难度可
想而知。

此时，中华保险天津北辰分支机构负责人张玉刚从北
辰区农委得知了华园公司的困境，主动找到孙红梅，说他
们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看看能否创新模式为种猪承
保，相当于给“猪猪侠”们套上一层“安全罩”，一定程度上
减轻银行的后顾之忧。

说干就干，张玉刚和同事半个月跑了几次华园公司调
研，制定了有针对性的保险方案，将华园公司存栏的能繁
母猪全部纳入保险范围，并按1头母猪搭配18头猪仔的比
例将小猪仔也上了保险。不仅如此，他们还配备了生猪价
格指数保险，以规避猪价下跌的风险。

农行天津北辰支行也一直在探索种猪抵押贷，有了中
华保险的保险增信，该行负责人决定走绿色审批通道，很
快给予华园公司授信400万元。“这笔钱真是雪中送炭！我
们没有理由不干好。”孙红梅说。

数据和人都要多跑路

活体抵押风险如何防控，是摆在金融机构面前的难题。
毕竟也是企业，除了尽社会责任，金融机构也必须考虑风险
因素，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相关业务运营的可持续性。

那么，两家金融机构是如何做风控的呢？
“我们每周至少跑一次华园公司，调录像、瞧进展、看

现状。因为每天、每周都有小猪出生，种猪、猪仔周转流动

性很大。养猪是勤行，给能繁母猪做保险也必须腿勤眼
勤。”张玉刚说，保险不仅仅是事后赔付，也要做好事前预
警，平日但凡有气候异常、生猪市场波动、传染病和防疫信
息等，他们都会随时转发给华园公司。

农行天津北辰支行除了派人去华园公司现场查看，主要
依托物联网技术实时了解猪舍情况。该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他们的“智慧畜牧贷”采用的是“物联网监管+动产抵押”的创
新金融服务模式，“银行将活体生物识别信息录入动产融资登
记系统，办理动产抵押登记，实现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

日前，市金融局、市农业农村委等六部门联合发文，推动
金融服务我市乡村振兴提级晋档。其中特别提到，推进涉农
信用信息数据共享应用，引导保险机构将数字科技应用到风
险监测和精准快速理赔之中，鼓励金融机构探索开展生物活
体抵押贷款等。首单能繁母猪抵押贷的落地可谓恰逢其时，
也说明只要勇于创新，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空间广阔。

政银保携手解难题支持乡村振兴 继奶牛抵押贷之后——

天津首单能繁母猪抵押贷落地

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工作日8:30—12:00，13:00—17:30

专门邮政信箱：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市环保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 截至2023年11月6日，我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共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5298件，其中：滨海新区
2828件，和平区453件，河东区875件，河西区873件，南开区1001
件，河北区682件，红桥区360件，东丽区781件，西青区924件，津
南区986件，北辰区1085件，武清区926件，宝坻区990件，宁河区
666件，静海区1022件，蓟州区790件，海河教育园区36件，市水务
局7件，市城市管理委6件，市交通运输委2件，市国资委1件，市生
态环境局4件。群众信访举报具体问题调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
详见《天津日报》和天津广播的新媒体、北方网、天津市政务网和各
区政府网站。

昨日，随着“开拓一号”盾构机刀盘缓缓转动，由中国铁建大桥

局承建的天津地铁8号线延伸工程福姜路站—延安路站区间盾构

顺利始发，标志着天津地铁8号线延线二工区项目建设正式进入

盾构隧道施工阶段，同时为工程整体建设按下“快进键”。

据悉，天津地铁8号线延伸工程西起西青区中北镇，东至南开

区绿水公园，是连接我市中心城区东西向的骨干线路。

本报记者 张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