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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海公司早已解除

劳动合同

调委会接到该案后， 调解员及值

班律师立即展开工作。据了解，姚先生

生病期间， 乌干达公司共支付了医疗

费用、 交通食宿费用等合计约 76 万

元。姚先生病故后，由于乌干达公司在

我国国内无人员， 于是委托中国合作

伙伴上海公司的员工前去姚先生的老

家慰问悼念。姚先生家属表示，姚先生

是上海公司安排去乌干达打工的，也

是在乌干达生病后死亡的， 上海公司

就要负责到底， 要求按照上海的工伤

及工亡标准给予赔偿， 并要将姚先生

2023 年全年的工资全部支付给他们。

上海公司表示， 姚先生之前是他

们公司安排前往乌干达工作， 但是

2019 年就解除劳动合同了。 此后，

乌干达当地的公司招聘姚先生， 他并

没有在上海公司的项目上工作。 乌干

达公司是在乌干达设立的， 由乌干达

公民担任股东， 与上海公司只是有业

务上的合作关系， 并没有任何股权上

的关系。

为此， 上海公司还提供了姚先生

与上海公司的离职协议、 乌干达公司

的相关文件等。 鉴于上海公司与姚先

生并没有劳动关系， 也没有其他关

系， 所以上海公司不能赔偿和补偿姚

先生亲属提出的任何费用。 乌干达公

司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除 2023 年正

常工作的 8 个月工资外， 还愿意补助

3 万元， 预计总数在 12 万元。

通过与双方的初步沟通， 调解员

发现双方的差距大， 而且对于劳动关

系、 工伤工亡等法律知识有不同的理

解。 为了避免姚先生家属再次出现过

激举动， 调解员兵分两路， 分别做双

方的情绪安抚和调解工作。

缩小赔偿差距，达成调解

调解员和上海公司的代表律师进

行了沟通。 从法律上来说， 上海公司

与姚先生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但是也

希望能及时转达和沟通， 顺利解决这

一矛盾。 上海公司方的律师表示， 已

经与乌干达公司负责人进行了沟通，

也解释了姚先生 2023 年 9 月开始因

病无法工作的情况在中国法律规定中

属于病假， 要支付工资， 这与乌干达

不同。 乌干达公司同意支付姚先生

2023 年全年工资， 而且可以适当提

高补助金额， 总额约为 20 万元， 但

是与姚先生家属提出的 150 多万元赔

偿要求差距巨大。

在摸清乌干达公司情况后， 调解

员会同民警给家属做普法工作。 调解

员向家属讲解了劳动关系中因病死亡

的关键 48 小时要素， 向他们说明了

要和上海公司确立劳动关系、 进行工

伤认定的困难之处。 此外， 通过民警

普法以及多轮解释安抚， 家属认可了

调解员的说法， 也认识到根本不可能

向乌干达公司追责。 在乌干达公司自

愿补偿的情况下， 尽量降低诉求， 以

尽快拿到补偿。 经过不断努力， 家属

最终同意将总金额降到 30 万元。

见姚先生家属的态度发生转变，

且双方差距接近， 调解员立即组织上

海公司与家属进行面对面调解。 在调

解会上， 双方对 2023 年姚先生全年

未付薪资金额折合 13 万元达成一致

意见后， 又开始对补助金额开始新一

轮的拉锯。 经多方努力， 双方都做出

了一定的让步， 最终确定补助金额为

12.8 万元。

就当签订协议书时， 上海公司代

表又提出， 亲属的亲属证明材料不

到， 坚决不签调解协议。 对于这一情

况， 调解员及时联系姚先生妻子， 要

求将相关证明材料的照片通过微信传

送， 原件也请快递到调委会。 上海公

司代表与乌干达公司负责人进行了沟

通后， 最终签署了调解书。

在调解员的引导帮助下， 姚先生

与乌干达公司就支付 2023 年工资及

补偿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 乌干达公

司同意于 2024 年 3 月底和 4 月底分

两次将 25.8 万元付至姚先生妻子的

银行账号。 一周后， 调解员对双方当

事人进行了回访， 双方均对调解结果

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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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搭的灶台影响进出

上海奉贤区诚达社区事务调

解中心的调解员接报后， 立即开

展工作， 初步了解情况： 203 室

和 202 室的两位老人结怨很深，

子女也参与其中。

为避免两家再次冲突， 调解

员决定上门调解， 同时也实地了

解具体情况。 调解员先联系 203

室的张阿婆， 想约她见面了解情

况、 做做工作， 但张阿婆多次因

家里有病人要上医院或家事繁忙

等未能见面。 接着， 调解员与张

阿婆的儿子进行了沟通。

张阿婆的儿子向调解员表

示， 灶台放在外面是二位老人矛

盾起因的导火索。 他说， 灶台在

外面给他们带来了诸多不便。 如

经过灶台要侧身走， 家里有病人

出入要坐轮椅， 灶台那里推不

过。 家里人有一次患病， 120 急

救担架也不能正常抬出。 如果灶

台上有烫的东西， 不小心打翻还

存在安全隐患等。

灶台拆除，两家矛盾化解

在了解了实际情况后， 调解

员制定了初步的调解方案。 202

室的周阿婆搭建的灶台毕竟是违

法， 即使做了工作不拆除， 以后

还会出现矛盾， 所以调解员重点

做周阿婆的工作， 争取拆除灶

台。 调解员经过多次联系周阿婆

后， 在约定的时间上门做工作。 与

周阿婆寒暄几句后， 调解员像拉家

常一样和周阿婆聊起了灶台。

周阿婆说， 为了这件事， 她这

段时间整夜睡不着觉。 她越讲越激

动， 不时说自己心脏不舒服， 说话

没力气。 她说这房子是她在两年前

高价买的， 买的时候就有灶台。 调

解员向周阿婆详细讲解了有关的法

律法规和政府的相关政策， 并给她

解释： “周阿姨， 你买的是房子，

你把产证拿出来， 产证最后一页图

纸上标的是通道还是灶台， 如果图

纸上是灶台， 我们支持你保留， 如

果是通道， 你就要拆除灶台， 我们

都要拿证据来说话。” 调解员的话

语温和而坚定。

调解员继续说， 远亲不如近

邻， 现在是调解， 如果现在同意拆

除灶台， 面子上有个台阶下， 这件

事情解决了， 阿婆就能睡个安稳

觉， 身体也好了。 如果走法律途

径， 法院同样会支持强拆。

随后， 调解员又做了周阿婆儿

子的思想工作，起初他也想不通，认

为张阿婆太不讲情面， 母亲已经79

岁，经不起打击，拆了怕出事。 但经

过调解员耐心劝导和政策说明，他

答应和调解员一起做母亲的工作。

调解员的多次上门、 电话沟

通， 终于赢得了周阿婆的信任， 周

阿婆说： “像你这样又耐心又温

和， 还把话说到我心里去， 我真佩

服你， 如果我不拆真的说不过去。”

最终， 周阿婆将灶台拆除。 灶台拆

后的第二天， 调解员收到张阿婆的

短信： “经过你们的不懈努力， 盘

踞在我们心头的一桩心事解决了，

由衷地向你们表示感谢！”

【调解心得】

尽管在社区老旧房子中普遍存

在居民把灶台放在公共走道的现

象， 但当发生纠纷或被举报时， 必

须按法律程序去做工作， 才更有说

服力。 邻里纠纷随时随地， 一件鸡

毛蒜皮小事情就可能爆发成一场冲

突。 正是调解员专业的分析， 使得

当事人知晓自己行为的现状和未来

的风险， 预防和避免了矛盾纠纷的

激化和升级。

针对邻里纠纷普发性、 易激

化、 当事人往往法律意识淡薄的特

点， 调解员以法律规定作为劝解基

础， 在了解双方行为动机、 洞察行

为原理的基础上， 对双方开展情理

兼顾的普法说明， 平衡邻里双方的

心理， 达到公平合理的目的， 对邻

里纠纷的处置往往能够达到意想不

到的快速效果。

2020 年 12 月， 姚

先生与乌干达一家工程

公司 （以下简称“乌干

达公司”） 签订劳动合

同 ， 担 任 项 目 主 管 。

2023 年 9 月， 姚先生突

发疾病。 后因病情危重，

乌干达公司安排飞机将

姚先生及家人送回国内，

并入住当地医院。 12 月

底， 姚先生在家中病故。

姚先生家属提出赔偿要求，

但是双方差距过于悬殊，

无法达成一致。 于是， 双

方来到闵行区华漕镇人民

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

委会”）， 希望通过“三所

联动” 化解该起矛盾。

□ 记者 章炜

2024年9月12日， 家住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一老式

住宅楼2楼的张阿婆打电话投诉， 称邻居在公共走道内的

烧饭灶台， 影响自己和家人进出， 要求拆除。 经了解，

该房是上世纪70年代建造的老住宅楼， 一梯三室， 张阿

婆以及家人进出要经过202室门前公共走道， 202室在公

共走道搭了个灶台， 家人平时出入不方便， 考虑到面子

关系一直忍着。 最近， 两家老人碰到些琐碎的事， 产生

矛盾， 使得两家子女也出动， 无奈之下投诉， 要求拆除

外面的灶台。

□ 记者 章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