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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聚焦

法院攻坚“小标的”案件执行 兑现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让“老赖”赖不掉
■ 本报记者 张照东 高立红

今年初，静海区团泊新城一家物业企业拖
欠了一个保安团队和一个保洁团队的工资款，
一共70多万元，虽然核算到每名申请执行人头
上，标的额不大，但是涉及几十名职工的工资，
属于执行工作的重中之重。
静海区法院执行局多次督促该物业公司履

行生效判决被拒后，了解到该物业公司在外地还
有经营项目，果断将该物业公司的经理拘留。

该物业公司经理被拘留后，态度明显软
化，经协调，当天拿出15万元，一天之后，又拿
出 10 万元，剩下的用北京的一个车位顶账。
申请执行人同意了这个方案。一个涉薪执行

案终止执行。
■案件总结：每一次对被执行人实行司法拘

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有明确财产可执行，

被执行人拒不执行或逃避执行的，拘留效果更好

些。执拘联动促进执行，是静海区法院执行局拓

展执行朋友圈，尽最大可能帮申请执行人兑现胜

诉裁判的一个有效方式。实践表明，很多被执行

人在拘留室更容易接受调解方案，以期换取谅解，

为自己减轻责任。

今年9月2日，一场名为“雷霆利剑”的专项
执行行动在全市法院展开。据天津市高级人民
法院统计，行动首日，全市法院集中执行案件数
量398件，传唤220人，拘传106人，拘留28人，
执行到位2229万余元。当天，静海区法院兵分
两路，前往执行现场。行动首日，传唤40人，拘
传12人，拘留2人，扣押车辆1辆。达成执行和
解12件，执行完毕16件，执行到位金额170.04
万元。这170.04万元执行款是靠一笔笔“小标
的”案件“凑”成的。

老赖反倒有理了？

静海区男子赵某是一个包工头，日常做一
些小的钢结构工程。吕某懂得钢结构，有时会
和赵某一起干，赵某赚工程款，吕某拿劳务费。
起初还好，后来吕某开始拖欠劳务费。像吕某
这样跟赵某干工程赚劳务费的人还有很多，或
多或少都被拖欠了劳务费。吕某起诉到法庭，

索要劳务费3075元，这让赵某很生气。“我虽然资
金紧张，也不至于3000多块钱都拿不出来，我就
是不给你，我欠了那么多人的钱，都没人告我，怎
么就你跑法院告状？”
这是典型的老赖逻辑，而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厌

讼心理也助长了这种逻辑。不仅把别人的包容当成
理所应当，还把别人的包容当利剑，用来刺向“不包
容者”吕某的武器。吕某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家还
指着这笔钱过日子呢，这是我劳动赚来的钱，怎么不
能要？打到天边，也是我有理。”官司胜诉后，赵某拒
不执行生效判决。吕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9月2日早上5点30分，静海区法院“雷霆利剑”

集中执行专项行动开始，赵某是被执行人之一。早
6点，根据申请执行人吕某提供的可靠线索，静海区
法院干警迅速来到被执行人赵某住所附近，长时间
敲门无人应答。随后，法院干警佯装撤离，分别在楼
体北侧、旁侧蹲守。不一会儿，被执行人的妻子出现
在家中阳台洗漱，刚好与法院干警来了个“面对面”。

原来，听见法官的敲门声，赵某就躲进了家中
衣橱内，企图逃避执行，最终法院干警将赵某拘传
到案。在法院的有力震慑下，被执行人当场给付
拖欠吕某的劳务费用3075元。

给足面子 善意执行

孔某承包了村里的土地，却不支付承包费用，
理由是没钱。10000多元承包费，对于村集体来
说，不多。但是，如果人人都不交承包费，村集体
的损失可就大了。这个例，不能破！

于是，一起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案在静
海区法院立案，最终判决原告胜诉，被告孔某支付
土地承包费。孔某拒不执行，案件到了执行庭，孔
某还是以各种借口拖着不给。而本次“雷霆利剑”
也指向了孔某。
“老孔去丧事上帮忙了！”在孔某家，孔某的家

属告诉执行干警。
执行法官立即赶到丧事现场，孔某果然在人

群中。为减少对被执行人及其亲属的不良影响，
法院干警没有选择在丧事现场拘人，而是把警车
停放在较远的地方，步行走近葬礼现场，将被执行
人单独传唤出来了解情况。

“我拿不出承包费用！”孔某依然是“哭穷”。
执行法官早有心理准备，为实质化解决纠纷，决定
再做做他的思想工作，带着被执行人到村委会商
讨解决方案。

通过耐心释法明理，法院干警将申请人与被
执行人之间的矛盾症结及时疏解，最终双方当事
人达成和解长期履行协议。
静海区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刘英参加了这次执

行专项行动。据其介绍，“小标的”案件多为涉及
抚养费、扶养费、赡养费的“三养”纠纷，以及追索
劳动报酬纠纷、健康权纠纷和民间借贷纠纷等，矛
盾纠纷复杂多样，执行难度很大。
“小标的”案件虽涉案金额小，却与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紧密相连，申请人多为弱势困难群体，案件执行
结果直接影响其正常生产生活，急需快速兑现胜诉合
法权益。而被执行人主要为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
和低收入劳动者，在执行过程中往往“有心无力”甚至
“执行失能”，导致执行陷入僵局，执行效果难以保
证。人民法院要做的是，坚持小案不小办，依法、公
正、高效执行好每一起案件，才能让当事人满意。

今年上半年，静海区法院共收执行案件7117
件，执结5178件，到位金额18.72亿元。

专家观点：

小案背后关乎

群众切身利益

民盟天津市委会常委、天津市律师协
会副会长、北京兰台（天津）律师事务所主
任王殿禄接受采访时表示，近年来，随着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各类新业态、新经济事
务交往的日益频繁，人民法院办理的涉民
生、涉群体领域的“小标的”执行案件呈
逐年上升态势。这些“小案”背后，都关
乎群众的切身利益，如果处理不当，极易
引发信访事件或社会不稳定问题。因
此，人民法院要始终坚持小案不小办，依
法、公正、高效执行好每一起案件，让当事
人满意。执行工作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
后一公里”，人民法院始终以“如我在执”的
工作态度办好每一起执行案件。这种工作
态度，体现了人民法院对公平正义的执着
追求，对群众利益的担当作为。

王殿禄说，执行难是困扰法院多年的
难题，当事人打赢官司，权益仍然维护不
了，对当事人会有很大的打击，对司法的信
心就会受到削弱。我们强调，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件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仅
仅是审判结果感受公平正义还不够，一定
要兑现胜诉权益。把胜诉权益兑换成真金
白银是对司法公平最好的诠释。执行难有
很多因素，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较突出，寻
找财产线索难，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这都
是客观现实。办法总比困难多，法院部门
不仅要有敢于攻坚的勇气，再硬的骨头也
要竭尽全力啃下来，还要有打开思路的法
官智慧，在执行力度、执法温度、执行方式、
执行机制上多想办法，多下功夫。

记者手记：

把执行攻坚战进行到底

记者20年前就采访过如何解决执行

难的问题，如今，执行难仍然是司法工作的

一个顽疾，案件执结率难言让人满意。

在采访中记者也感到执行局法官工作

的强度，两次采访都在反复间断中进行。静

海区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刘英说，“总共就这

些法官，但需要执行的案件却源源不断，我

们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有的别说找执行

财产，就是找躲起来的被执行人都很费功

夫。有的执行程序，按要求必须是两人或两

人以上，我们只能克服人手不足的困难。”

在执行案件特别是“小标的”案件过程

中，法院对司法拘留比较慎用，怕激化被执

行人的对抗情绪，尽量通过沟通，让对方知

晓对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对自己乃至子女

在生活、工作当中带来的危害，大部分被执

行人都能主动交付案款。

但是对于极个别无视法律威严、拒不

履行生效判决的被执行人，要果断加大执

行力度，采取纳入失信名单、拘留、罚款等

强制执行措施有效督促被执行人加快履行

应尽法律义务。“小标的”执行案件中被执

行人往往抱着“这点儿钱，法院犯不着对我

实施强制措施，能拖一天是一天”的侥幸心

理，这次全市法院集中处理“小标的”案件

专项行动，展现出了法院执行干警惩戒“老

赖”的态度和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公平正义的决心，该拘就拘，有力地

震慑了有钱拒不执行的“老赖”们。

专项行动力度大，投入的司法资源多，

执行效果不错。但专项行动毕竟是阶段性

的，案件不等人，专项行动可以在一定时间

内结束，执行案件仍然等待去执结，专项行

动结束后，执行力度不能就此降档，执行机

制要不断创新，对执行案件的攻坚要保持

常态。

“雷霆利剑”专打老赖

案例4 拘留经理 几十人欠款执结

河北省廊坊市男子陈某来静海区打工多年，
平日里开一辆无号牌的货车拉活儿赚钱。行至静
海区梁台公路与黄岔村路交口时，与骑电动车的小
强（化名）相撞。交管部门认定，二人同等责任。
小强最终落了残疾，为此提起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诉讼，获得法院判决各项损失共计18万余
元的支持。然而，陈某除了最初在医院垫付的1.9
万元，再也没有出过钱。案件进入执行阶段，陈某
态度强硬：“我就是个跑车的，刚跑车没多长时间
就出事了，我自己的损失也挺大的，没钱赔，也没

财产赔，你们要是愿意，就等我以后慢慢赚钱……”
小强的父母不同意：“孩子受伤了，治伤康

复都需要钱，不能等以后，现在就得痛痛快快把
钱拿来。”

调解陷入僵持中。这时陈某又一次出事故
了，因为涉嫌交通肇事罪，陈某被静海区警方拘
留，并通过联动机制，把消息告诉法院。

执行法官立即赶到拘留所，在拘留所的调解
室里展开了又一次调解。法官的执着打动了被执
行人，也感动了申请执行人。双方达成了一次性

调解和解协议，小强一方作出很大的让步，标的
额从18万余元降至8万元，陈某也立即打电话让
家人凑齐8万元给了小强。

此时，当事双方才知道，他们原来是住邻村。
陈某表示，以后小强家有需要运输的活儿尽管说
话，他全管。双方握手言和。

■案件总结：联合静海区拘留所共同打造
“执拘联动”人民调解工作室，由“法官+警官”担

任人民调解员，推动涉执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

在执行案件中，法官改变“一拘到底”的惩戒模式，

充分发挥拘留所特殊阵地作用，由“法官+警官”

“强强联合”，进一步提升涉执纠纷实质性化解能

力，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案例3 调解室设在拘留所 现场调解促执行

天津市某制造企业在静海区和河北省青县
有4家工厂，工人都是由静海区劳务派遣公司
提供。工人与劳务派遣公司签劳动合同，制造
公司与劳务公司签合同，每月按时把工人的工
钱打到劳务公司账上，再由劳务公司发给每位
工人。不料，劳务公司老板把工资款挪用并赔
光了，起初还能拆东墙补西墙地把工资发下来，
到后来发不出来，干脆就关门溜号了。公司人
去楼空，工人到法院起诉讨薪，拿到胜诉判决
后又申请强制执行。

2021年末，疫情期间，100多名工人聚集在
已经关门的该劳务派遣公司门前，一起找老板
要钱。

及时为100多名工人拿到欠薪，一方面是

为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是为减少不必
要的聚集风险。执行法官一次次找到公司老板，
逼公司老板挤牙膏一样凑钱，工人被欠的薪水从
最初的三四个月，到最后只欠两个月，申请执行人
也从100多人减少到了40多人。

执行到了穷途。能调查的途径都调查了，得
到的回复都是“没有可供执行财产”。眼看离春节
越来越近，这40多人的两个月工资，加起来也有
几十万元，如果不能兑现，工人们就过不好年，法
官们也跟着着急上火。
“沈法官，老板露面了。”2022年春节前，认为

已经“没事了”的被执行人出现在关门许久的公
司。现场蹲守的申请人电话联系执行法官沈苏
晓。沈苏晓没有半点儿耽搁，立即把被执行人

“请”到法院。一直谎称自己在外地的被执行人
被识破，“勉强”筹集了一部分钱用于执行，并约
好其余执行款的给付日期。

然而，到了约好的日子，被执行人人不到，钱
也不出。执行法官立即把其拘传到法院，给他讲
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规定的义务有可能触犯刑
法，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被执行人表示，
道理都懂，就是没钱。于是，3名法官在法院给被
执行人做工作，从白天到晚上，被执行人熬不下
去了，开始不断打电话找人凑钱。一直到当晚11
点多，终于把执行款全部凑齐，打到法院指定账户
上。就这样，数十名工人被拖欠的工资款终于到
账。静海法院的执行法官总算长舒了一口气。

■案件总结：遇上比较难缠的被执行人，执
行法官跟着被执行人一起磨，做足思想工作，在法

官执行中是家常便饭。这不是法官软弱，而是一

种行之有效的笨功夫。

案例2 熬到深夜23点 逼他凑足欠款

本文开头提到的郑远是静海区静海镇农
民，忙时种地，农闲的时候就在附近打零工。他
为人老实，身体不算强壮，能找到零工的机会不
多。一天，工头赵立（化名）招人干活，工钱一天
100元，郑远与几个同乡一起被赵立临时雇用。

当日结工后，赵立嫌郑某干活儿太慢，告诉
他第二天不用来了，但是当天的工钱并没有给他。

郑远多次找赵立索要报酬都被拒绝，一气

之下将赵立起诉到静海法院，法院判郑远胜诉。
官司赢了，赵立置法律判决于不顾，觉得法院不会
为了100元钱拿他怎样。
静海区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刘英说，当时审理此案

过程中，了解到郑远经济情况一般，打工赚钱的机会
也不多。在别人看来，100元钱顶多是在饭馆吃顿
饭，对于他而言，这是自己一天辛苦劳动换来的，更是
他作为一名劳动者的尊严。

赢了官司拿不到钱，当事人的胜诉权益如何
保证？当事人大概率会再耗费精力申请法院执
行，但是万一采取极端措施，就可能会留下社会
隐患。于是，刘英联系到被告赵立，向他说明事情
的利害，督促他马上履行法律判决。最终，赵立将
100元钱给付了郑远。

■案件总结：能为100元钱打官司，说明当事
人是个较真的人。在乎的不只是钱，更是理。赢了

官司拿不到钱，有可能比不赢官司还要憋屈。兑现

胜诉权益，才能让当事人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真

正感受到公平正义。

案例1 100元欠款要不要执行

为一天
100元钱的零工收入，静

海男子郑远（化名）打起了官司。
有人认为 100元不多，不值得大动干
戈，可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不但
支持了当事人的诉请，还共情了当事人的处
境，没等当事人申请执行，就主动帮当事人把钱
要了回来。一般情况下，标的额在5万元以下的
案件在法院算“小标的”案件。在静海区法院，
很多当事人为几百元、几千元，甚至100元钱
打官司，直到申请执行。“‘小标的’案件的
最终结果处理得好，会赢得口碑，反之，
则可能让当事人对法律的公平正
义产生怀疑……”

静海区法院收到当事人赠送的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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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法院集中发放执行款

滨海新区法院集中发放执行款 河北区法院开展“雷霆利剑”行动

红桥区法院开展“雷霆利剑”行动

滨海新区法院开展“雷霆利剑”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