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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纵深

新华社北京 8 月 9 日电(记者罗沙、王
琦)司法案件“执行难”，是公正司法的难点，
也是社会诚信的痛点。在人民法院“基本解决
执行难”战役的关键时刻，各级法院创新思
路、持续攻坚，破解“执行难”成效凸显。

震慑“老赖”显成效

“你们是哪个媒体的，为什么来监督我
们？”

“媒体是来监督办案的！”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执行局和青

海高院近日共同组织的现场直击高原“执行
风暴”活动中的一幕。在媒体记者和“围观”网
友的见证下，执行干警对大门紧闭的被执行
公司强行开锁。匆匆赶来的公司负责人一开
始态度还很强硬，但在执行法官义正词严的
劝诫下，最终还清了欠款。

“互联网媒体直播，拉近了社会公众与法
院执行工作之间的距离。”最高法执行局执行
指挥调度室主任万会峰说，“这既能破除社会
公众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疑虑和神秘感，
更能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信心，推动社会
诚信建设。”

全程直播案件执行，让人民群众见证正
义实现。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地方法院自今年
5 月开展第一期“决胜执行难”全媒体直播以
来，已在全国各地开展直播活动 15 期，网络
观看达到 2 . 2 亿人次。

“直播”“曝光”让失信者颜面扫地，信用
惩戒让老赖们“寸步难行”。

据万会峰介绍，最高法和国家发改委等

60 个单位签署文件，采取惩戒措施 150 项，
对失信被执行人形成全面威慑，“一处失信，
处处受限”的局面已经形成。

限制 1222 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 458 万
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累计拘留失信被执行
人 27 . 9 万余人次……在强大的震慑面前，
各地被执行人主动履行裁判文书的比例正在
稳步提升，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人数
也有所下降。

“强制”执行要靠“大智慧”

8 日中午，记者跟随法院执行干警，来到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一处
海拔 3000 多米的草场承包经营权权属纠纷
强制执行现场。

虽然被执行人情绪依然有些激动，但案
件最终得以顺利执行。“判决下来后，我还是
拿不到判给我的草场，当时愁得慌，现在终于
解决了。”执行申请人激动地说。

“不少案件涉及亲属、家庭关系，强制执
行前也要做好调解工作。”海北藏族自治州中
级人民法院主管执行工作的副院长张青武
说，此次执行前，县法院、乡党委政府、村两委
与申请人和被执行人进行多次沟通，有效推
动了案件执行。

破解“执行难”，要下大力气，更需“大智
慧”。

据了解，全国法院正在建设完善统一的
执行办案平台，从而实现全国四级法院案件
执行的“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统一指挥”。

同时，最高法密集出台涉执行规范性文
件，规范执行裁量权和实施权，使执行权运行
的每个环节都有规可依、有章可循，“刀刃向内”
整治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等问题。

“我们已经初步实现了全国 4 万多执行
干警在一个平台上办案，加强关键节点管控，
统一了全国法院执行办案标准和流程。”最高
法执行局局长孟祥说，通过“智慧执行”，将执
行进度、执行程序、执行结果全部纳入信息化

管理，针对不同类型执行案件分类施策、精准
发力。

“黑科技”助力破解“执行难”

2018 年 1 月，河北盐山县一起工伤赔付
案进入强制执行阶段。为了寻找被执行人的
一辆大货车，执行法官与交管部门配合，通过
卫星定位，在距离县城 30 公里外的某停车场
将车辆找到。

破解“执行难”，信息化手段必不可少。
从 2014 年起，最高法建成网络执行查控

系统，通过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手段查控
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目前，系统查控范围已达
到 3800 多家银行，可以查询存款、金融理财
产品、船舶、车辆、证券、网络资金等 16 类 25
项信息。

执行工作中的“黑科技”，并不限于查人
找物。

2012 年，浙江、江苏等地法院率先试水
网络司法拍卖。2017 年 3 月起，全国法院全
面推行网络司法拍卖，有效加快财产处置效
率，消除权力寻租空间，斩断利益链条。

目前，网络司法拍卖在全国法院的覆盖
率达 90%，基本实现这一工作环节违法违纪
“零投诉”。

用好信息化手段，搭建人民群众与法院
执行工作的沟通桥梁。今年 4 月，辽宁省大连
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搭建起“阳光执行”线上
信访接待平台，让当事人“案件执行有问题，
随时上网问法官”，执行法官在收到当事人留
言后的 48 小时之内必须进行回复。

记者同时了解到，各级法院将继续加大
信息化建设力度，进一步完善网络执行查控
系统，在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今年之内，查
控范围将有望扩展至婚姻登记信息、低保信
息、社会组织登记信息等。

媒体“围观”震慑“老赖”，“黑科技”让执行更阳光

攻坚“执行难”，法院有新招

新华社广州 8 月 9 日电(记者毛一竹、胡
林果)累计注册用户 400 多万、收取押金超过
8 亿元，上线一年完成两轮融资。然而不过两
年时间，风风火火的小鸣单车便宣布破产。这
是全国首个共享单车破产案。

负债高达 5000 多万元，其中包括 11 万
用户的押金；公司资产仅剩 35 万元现金和散
落各地的单车。近日，相关公告披露，中国再
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同意对小鸣单车按每辆
12 元进行回收。

从爆发式成长到迅速破产，首例共享单
车破产案折射出哪些行业困局？

11 万用户等退押金，公司账

户仅剩 35 万多元

下载了许多共享单车 App 的广州市民
刘先生突然发现，在小鸣单车支付的 199 元
押金退不回来了。“官方说 1 到 7 个工作日返
还押金，但过去了大半年也没有动静。”刘先
生抱怨道。

由于押金不能及时退还，部分用户向法
院提出对小鸣单车经营方进行破产清算的申
请。

2018 年 3 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裁定，广州悦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进入
破产程序并启动债权申报。

看到消息后，刘先生在微信小程序上进
行了债权申报。“现在算是排上了号，不管最
后拿不拿得到这笔钱，但至少走了法律程序，
也算是一种心理安慰。”刘先生说。

截至 6 月 27 日债权申报期满，小鸣单车
用户有效申报的债权超过 11 万笔、约 2000
万元，另外还有供应商申报的债权 28 笔，职
工债权 115 笔，债权总金额高达 5000 多万
元。

近日，记者来到悦骑公司位于广州市天河
区尚德大厦的办公场所，发现办公室已搬空上
锁。该破产案主审法官苏喜平介绍，目前管理
人接管的悦骑公司账户资金仅 35万多元。

破产案件管理负责人倪烨中律师介绍，
悦骑公司的主要财产是散落于各城市街头的
小鸣单车，但由于过于分散，回收成本高，难
以处置变现。

7 月 24 日发布的公告显示，破产案件管
理人拟委托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对小
鸣单车进行回收处置。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
限公司在扣除回收、运输及电子垃圾处理等
费用后，同意按每辆车 12 元进行回收。悦骑
公司曾宣称小鸣单车投放总量为 43 万辆，但
目前真正能回收多少尚待调查。

动用押金扩大规模，管理不

善留下烂摊子

自 2016 年 7 月诞生以来，小鸣单车主打

南方及二三线城市。据介绍，悦骑公司注册资
本约 621 万元，累计用户约 400 万人次，累计
收取用户押金总额 8 亿多元，上线一年便完
成两轮融资。

发展初期形势大好的小鸣单车为何迅速
破产？

——— 动用押金扩大规模。有共享单车企
业声称，单车制造成本远远高于押金，如果公
司倒闭了，大不了让消费者一人一辆骑回家。
但事实上，“传统意义上的实物与押金是一对
一的，但共享单车的押金是一对多，一辆单车
可能对应着几十个注册用户，这样一来便形
成了押金资金池。”广州交通管理研究专家苏
奎说。

庞大的资金池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诱使
一些企业动用押金来扩大发展规模。倪烨中
告诉记者，悦骑公司采购单车的资金来源主
要靠用户押金。2017 年，悦骑公司主要资金
开支是预付货款 5000 万元，用于购买单车，
比例占全年开支的 77 . 82%。

——— 管理不善导致车辆失踪或“早亡”。
小鸣单车在全国 10 多个城市进行了投放，但
一些城市仅有一到两个线下管理人管着上万
辆单车。人员不足导致管理不善，也是其陷入
困境的原因。

“很多共享单车没有定位停放，日晒雨淋
之下老化很快。有的单车定位电池没电了，车
便找不到了。”苏奎说。

——— 关联交易或存猫腻。破产案件管理
人在调查中发现，悦骑公司还存在以明显不
合理价格与其他公司进行交易的行为。

倪烨中告诉记者，2016 年至 2017 年，悦

骑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关斌的另一家关联公
司广州锋荣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四份购销合
同，悦骑公司以明显不合理方式向锋荣公司
超额支付预付款约 4600 万元，另因价差损失
约 1800 万元。

倪烨中说，资料显示，小鸣单车的采购价
格是 719 . 55 元一辆，但委托外运时，与运输
公司签订的合约规定，损坏一辆车“按原价赔
偿 500 元”，与采购价相差 200 多元。这就意
味着，悦骑公司的采购其实可能是“亏本”生
意。

共享单车市场健康发展靠什么

经过轰轰烈烈的市场扩张，自 2017 年以
来，共享单车市场步入发展“下半场”，目前已
有多家共享单车企业倒闭、关停。记者在广州
市天河区软件路附近看到一处“共享单车坟
场”，足球场大小的荒地上，凌乱堆放着不同
品牌的各色共享单车。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
和摩拜单车联合发布的《中国共享单车行业
发展报告(2018)》显示，共享单车已从爆发式
增长转入行业洗牌阶段。

苏奎认为，小鸣单车破产案折射出共享
单车行业的普遍困局。过去，企业动用押金
扩大规模，获取资本市场的青睐，这种运营
模式的核心是追求眼前利益，以规模取胜。
未来，共享单车的发展重点不是规模而是管
理。

首先要完善押金的使用、监管规则。有业
内人士认为，在没有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情

况下，企业利用押金扩大规模的利益冲动十
分强烈。

2017 年 8 月，交通运输部等 10 部门出
台《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
的指导意见》，要求严格区分企业自有资金和
用户押金预付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但广东省
消委会向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发函了解到，悦
骑公司开设的资金账户为一般账户，并非第
三方监管的银行专用账户，其收取的消费者
押金没有实施银行托管。

据悉，目前，ofo、摩拜等在国内一些城
市开启了信用免押金服务。专家表示，电子商
务法草案明确规范了押金的退还，强化了对
消费者的保护，期待法律作出进一步明确，比
如押金的风险怎么控制、专门的第三方监管
账号如何落实等。

其次，专家表示，共享单车是占用城市
公共资源的交通服务，不仅停放占道，而且
过度投放和管理不善产生大量“僵尸车”，多
地出现大规模“单车坟场”，造成资源浪费和
巨量固废污染。未来应加强对共享单车的及
时回收、再利用，避免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
污染。

“应加强立法，城市管理者要积极主动介
入管理和服务，企业要通过优化服务建立可
持续盈利模式，消费者要提升公德意识，不要
乱停乱放。”苏奎说。

目前，上海、深圳等地正着手通过地方立
法管理共享单车，北京等城市开始控制共享
单车投放量，根据交通出行大数据分析，按规
划和需求定点、定量投放单车，并规范共享单
车的停放管理。

11 万用户等退押金，单车散落各地
首例共享单车破产案折射哪些行业困局？

▲广州市天河区天政街附近的共享单车“坟场”（7 月 28 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李嘉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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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格达 8 月 9 日电
(记者张淼、程帅朋)位于今天伊
拉克境内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是西亚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
之间的一片冲积平原。几千年前，
两条河流每年泛滥积淀出的肥沃
土壤在这里孕育出了人类最早的
文明之一——— 两河文明。然而，随
着历史变迁，加之土壤盐碱化和
荒漠化，曾经辉煌的两河文明逐
渐被沙尘掩埋。

今天，处于战后重建进程中的
伊拉克依旧面临荒漠化的严峻挑
战，这个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已开
始行动。当地专家期盼伊拉克从中
国防治荒漠化经验中获益，让“文
明的摇篮”免受风沙侵蚀。

“中国有着不可思议的沙漠
绿化经验，毫无疑问可以与伊拉
克和世界分享防治荒漠化技术。”
伊拉克国家荒漠化防治委员会农
业副总工程师萨马德·卡米勒·阿
里日前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

2013 年，阿里作为农业顾问
参加了在中国宁夏举办的阿拉伯
国家防沙治沙技术培训班。在宁夏
沙坡头，阿里和来自中东十多个国
家的专家一起考察学习了沙漠中
筑起绿洲的麦草方格固沙法。

回国后，阿里坚持不懈在伊
拉克国内倡导中国治沙模式，试
验草方格，与同事一道向伊拉克
民众传授中国结合传统方式和现
代技术的防治荒漠化手段。身为
资深防治荒漠化专家，阿里表示，
伊拉克可以充分利用中国防治荒
漠化经验和技术，而且伊拉克目
前很多农业工程师和技师处于失
业状态，他们可在草方格固沙中
发挥人力资源作用。

中国的“草方格固沙种树种
草治沙技术”，是在流动半流动沙
丘上，用扎麦草方格固沙，再利用
雨季天然降水，在固定的格内点
播花棒、杨柴等耐旱沙生灌木，促
进植被恢复；并根据点播成活状
况适地选栽柠条、沙柳等苗木，夏
秋两季重复补植、补播，恢复和修
复植被效果显著。

看到一望无际的草方格把流
动的沙漠“套牢”，5 道防护林为
沙漠上筑起的宝兰铁路保驾护
航，阿里说，这是中国沙漠中上演
的绿色奇迹，它使“数以千计公顷
的荒漠变为绿地，许多之前荒芜
的沙地变为漂亮的农场”。他坚信
来自中国的防治荒漠化技术可在伊拉克大有作为。

采访中，阿里在地面上比画起草方格固沙的方法。“像渔
网一样铺起一平方米左右的草方格，固定后耐旱的草品种就
能生长，水土稳定了就能种大棵的植物。”

据阿里介绍，伊拉克通用的固沙手段是采用大型农业机
械在沙丘铺上湿润的土壤层，待植被种子生根发芽后起到固
沙作用。该机械方法在伊拉克南部试点成功，但却难以在该地
区上百平方公里的荒漠化土地上实施作业。

伊国家荒漠化防治委员会数据显示，伊拉克高达 90% 的
国土面积受荒漠化威胁，45% 的农业用地面临干旱和荒漠化
风险。过去数年，伊拉克国家荒漠化防治委员会启动防沙固沙
项目，目标是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建立起 50 个绿洲、10 片人工
防护林和 23 片人工草场。

“过去几年伊拉克为实现可持续固沙不断努力，目前已固
定住 750 平方公里的移动沙丘。”阿里说。但由于受安全局势
和资金匮乏拖累，人力资源等后续配套措施难以保障，防治步
伐缓慢。2014 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肆虐造成安全局势恶
化，阿里作为技术顾问力推的绿化项目遭到破坏，很多情况下
从城市通往绿洲和项目所在地的交通充满危险。但这些困难
都不能阻挠阿里的决心。他说：“我的梦想是把从中国学习的
防治荒漠化经验移植到伊拉克，把沙漠变为绿洲和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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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在其中一栋大棚里，一颗颗金黄色的小西瓜
在阳光照射下泛着诱人的光泽。承包园区的企业负责人刘兴
华告诉记者，这些西瓜卖到 20 元一斤，平均每个都在百元上
下，专供游客采摘和定制。她说：“尽管价格比较高，但赶上旺
季根本不够卖。”

这片园区是当地政府整合扶贫项目建起的，园区的部分
收益要用来为贫困户分红，并优先保证贫困户到园区就业。
刘兴华承包园区后，一改过去批发进市场的销售模式，利用
线上销售和线下互动，搞起互联网、定制化销售，平均每个大
棚增收 10 万余元。

谈起增收的秘诀，刘兴华告诉记者关键是“体验”：“有了
现场体验，大家对我们的绿色产品比较信任。我们种的东西
还有观赏性，许多到园区采摘的人都喜欢在微信上‘晒’一下。
久而久之，也形成了一个定制客户群。”

“以前我们卖菜都是一车车往集市送，现在是城里人跑到
这儿一兜兜往家拿。”在园区打工的村民李河感慨地说，“想不
到菜还能这么卖。”

“定制瓜”打破了传统农产品的营销模式，提升了农产品
附加值。这种变化的背后，是脱贫攻坚与现代农业的紧密结
合，通过政府投入、企业租赁、效益分成，实现了多方共赢。

不缺地却搞“椰糠栽”

最后一茬香瓜刚刚销售一空，贾义就在大棚里马不停蹄
地给椰糠消毒、补养，为下一阶段“无土栽培”柿子做准备。

贾义是白城市下辖大安市月亮泡镇先进村的村民。在脱
贫攻坚过程中，村子里整合扶贫资金建起多栋温室大棚和冷
棚。贾义作为当地的致富带头人承包了这些大棚。

种点什么呢？经过多方考察，贾义决定引用新技术，搞“无
土栽培”。村民们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守着土地还要搞“无土栽
培”？

贾义向记者介绍：“我们用的椰糠是海南产的，技术是江
苏传过来的，一点不用农药化肥，种出来的农作物既保证绿
色健康，口味又很独特。有了这些条件，无土栽培的作物要比
在土地中种出来的贵很多。”

椰糠里种出来的农产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对于先进村
的村民们来说，“椰糠栽”让他们看到了致富的新路子。先进村
党支部书记连百庆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建一栋种植香瓜的温
室大棚占据不到一亩地，每年能有七八万元的收入，是原来
种玉米收入的十几倍甚至更多。

“椰糠栽”打破了自然资源约束，让祖祖辈辈在土地里“刨
食”的农民脑洞大开：原来农业还可以这样“玩”！尝到了现代
农业的甜头，村里像贾义一样的技术型农民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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