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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强制执行咋就这样难
申请已快半年仍未拿到任何赔偿，已三个月了法院还没听证完
本报记者 宗韶峰 王光营

格市民反映

已申请强制执行

至今没拿到赔偿

“槐荫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做出裁决了，法
院也判决强制执行了，可
我还是没能拿到一分钱。”
2 4日，家住济南市槐荫区
五里沟西街的孔祥杰告诉
记者，2 0 0 9年他通过招聘
进入黑龙江新明基物业公
司济南分公司工作，直到
2 0 1 0年 6月才签订了劳动
合同。合同规定，双方必须
按照规定参加社会保险，
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在
合同期内休息休假、患病
或负伤、患职业病或因工
负伤、生育、死亡等，待遇
按法律规定执行。

2011年3月22日，孔祥
杰突发心脏病，住院 1 1天
花 费 了 1 万 多 元 。直 到 此
时，孔祥杰才发现物业公
司并未按照规定给他缴纳
社会保险。

“我本身并没有心脏
病史，突发心脏病可能跟
工作环境有关系。”孔祥杰
说。出院后，孔祥杰拿着病

假条到物业公司请假，并
与负责人商议报销医疗费
用。但物业公司表示只能
给他一个月工资完事，随
后却将其开除。2 0 1 1 年 7
月，槐荫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做出裁决，黑龙江
新明基物业公司济南分公
司应赔偿孔祥杰各种费用
共计20000多元，但物业公
司拒绝执行。同年 9月初，
孔祥杰向槐荫区人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但直到目
前还没有拿到钱。

格法院说法

其他公司产生异议

需要听证执行暂停

27日上午，济南市槐荫
区法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他们接到了多起和这家
物业公司有关的强制执行申
请，涉及金额3万多元，其中
孔祥杰的赔偿额度最大，从
2011年10月11日开始进行强
制执行。

这位负责人表示，这
种情况属于群体案件，法
院还对这家物业公司做出
了3万元的处罚。槐荫区法
院执行庭查看了该物业公

司的两个账户，但其中一
个户头余额为零，另一个
也只有 2 9 8元。2 0 1 1年 1 1
月 1 0日，法院工作人员依
法搜查了该物业公司，在
财 务 室 的 抽 屉 内 搜 到
12985元现金。

“10日当天，有一家名
为彼得物业的公司向我们
反映这些钱是他们的，并
不属于新明基物业。根据
法律程序，需要先举行听
证后才能执行。”据介绍，
彼得物业随后提出了案外
人执行异议，并向法院提
交了缴纳物业费的名单等
证据，由法院其他法庭受
理。按照规定，法院应当自
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
日内审查，执行程序也必
须暂停，由于目前尚未作
出裁决，强制执行也卡在
了这里。

这位负责人说，只要
听证结束，证明现金属于
新明基所有，执行庭就能
正常进行执行。按照时间
顺序，前两名申请人执行
完毕后会剩余 8 0 0 0多元，
孔祥杰即可得到赔偿。

据介绍，按照规定，强制
执行的期限为六个月，在执
行期结束后，即使无法完全

给申请人全部赔偿，法院也
需要做出一个结论。如果申
请人发现了被执行人的财产
来源，申请人也可随时提出
申请执行。

格律师观点

三个月还没听证完

有拖延时间之嫌

对此，有关法律界人
士认为，现金是法院先于
该物业公司查封的，彼得
物 业 提 出 案 外 人 执 行 异

议，这时法院接受申请是
没有道理的。另外在接受
了彼得物业公司执行异议
申请后，三个多月内还未
做出听证裁决，存在拖延
时间的嫌疑。

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
马立武律师认为，按照法
律规定，法院在强制执行
冻 结 被 执 行 人 相 关 财 产
时，案外人有权提出执行
异议。法院必须暂停执行
进行审查，根据案外人提
供的证据进行听证。由于
法律没有对听证时间做出

细致规定，听证只要是在
强制执行期限内即是合法
的。在此情况下，对于是否
存在故意拖延时间的问题
不好界定，也无法完全排
除这种情况。

山东保君律师事务所
主任张宝军认为，对于弱
势群体，法院应当给予更
多的关怀，承担更多的责
任。在执行上应该倾向于
弱势群体，加大办案力度，
尽可能缩短时间，或者开
通绿色通道，真正让弱势
群体受益。

27日，记者在济南历
城区四门塔景区看到，正
在修缮的四门塔继续拆下
大量的砌塔石块，工作人
员同时在寻找古塔渗水的
原因，在进一步征求专家
意见后，才能决定防渗办
法。

四门塔作为存世的
隋代地面建筑文物，其地
位 十 分 重 要 ，因 此 早 在
1961年已经列入国家级
文物保护单位。此次四门
塔因为出现漏雨，经国家
文物局批准后，于2月8日
正式开始修缮，目的是彻
底解决雨水渗漏问题，保
护塔内佛像等重要文物，
预计整个工程在4月中旬
结束。

目前，古塔周围被钢
架 、纱 网 包 裹 得 严 严 实
实。来自省文物工程公司
的2 0余名工作人员正在
对塔顶石块、填充物进行
落架处理，每块石料按文
保规定编号，以便修缮后

“ 各 回 各 位 ”。记 者 注意
到，绝大多数石块侧面都
粘有已经干结的沥青，四
门塔文物所副所长王峰
说，沥青是上个世纪七八
十年代修缮四门塔时遗
留的，作用是防水。古建
专家、济南市考古所副所
长陈宾说，采用沥青防水
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国
内文物古建保护中较常

用的办法，修缮之后确实
具有一定的防雨水渗漏
作用。现在，随着文保科
技和理念的发展已不再
提倡。他说，当年古塔出
现渗水的原因之一，就是
历经漫长岁月的塔顶部
分 因 为 受 重 ，由 本 来 的

“里高外低”变为“局部外
高内低”存雨水所致。

据了解，此次四门塔
渗水的具体原因，文保工
作人员暂不掌握，只能一
边拆一边找。这也是此次
四门塔“防渗”工作中，没
有采取简单勾抹裂缝的办
法，而是对整个塔顶部分
落架大修的原因。

据悉，1972年文物部
门对四门塔进行大修时，
当时古塔年久失修，塔身
已经开裂，塔顶风化严重，
足见古塔饱经风雨考验。

但古塔1972年大修后迄今
不过40年，就出现比较厉
害的雨水漏渗现象，对此
有古建专家认为，当时的

“工作技术不过关”。
正在施工的省文物工

程公司李经理称，要彻底
解决四门塔塔顶渗水的问
题，可以采取在塔顶和塔
身之间做防水层等措施，
或者回归“老法”，使用传
统工艺，以“3：7灰土(白灰
3成、黄土7成)”的比例调
配成塔顶的填充物。黄土
和白灰混合后发生化学作
用生出硅酸钙，“时间越
长，强度越大”，非外力作
用一般不易裂。或者采取
在灰土填充物上泼糯米汁
等办法进一步加固。“至于
到底怎么做，下一步还要
看专家们的论证意见。”李
经理强调。

四门塔渗水原因
暂未查明
此次修缮仍可能使用“老办法”
本报记者 乔显佳

工作人员对四门塔塔顶进行落架处理，为防渗做准备。
本报记者 乔显佳 摄

虽然经过劳动仲裁，并有法院的强制执行判决，但快半年了，

孔先生还未拿到任何赔偿款。无奈之下，患有心脏病的他至今还

外出干活挣钱。

孔祥杰出示厚厚一摞报销单据，他不知道何时才能拿到赔偿款。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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