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方争执不下， 调解

员“背对背”调解

首先， 调解员劝说宴先生， 要

通过正确的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

而不能利用不当方式解决问题， 可

以寻求司法机关帮助， 按照法律规

定妥善处理好此事。

调解员让双方阐述各自的想法

和依据。 宴先生表示， 虽然自己已

经离职， 但是公司有义务报销自己

在工作期间的出差交通费及伙食费

等。 员工出差产生的住宿费、 餐饮

费等， 属于员工为履行职务必然产

生的费用， 报销该费用属于用人单

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衍生出的

当然义务。

而公司方则认为， 此前走劳动

仲裁程序时， 该请求就未得到支

持， 就算去到法院， 也不会得到支

持。 眼看双方一直争执不下， 场面

一度失控， 调解员选择采取“背对

背” 调解的方式， 将纠纷双方分

开， 逐个进行谈话， 告知双方依法

所享有的权利和应该履行的义务，

劝说双方冷静、 理性面对纠纷。

公司报销差旅费，员

工道歉

调解员根据双方阐述的事实以

及相关法律规定， 从“法理情” 三

个角度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调解员指出， 虽然劳动法并未

对差旅费报销做出直接规定， 但企

业在制定和执行差旅费报销制度

时， 应当遵循劳动法的相关规定，

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外勤交通

费及伙食费等费用报销主要涉及劳

动者的权益保障和企业内部管理制

度的制定与执行。

根据《民法典》 规定： “当事

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

务， 遵循诚信原则， 根据合同的性

质、 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 协

助、 保密等义务。” 员工的外勤交

通费及伙食费等费用报销未结是事

实， 并有详实的证据可以证明， 即

使前期劳动仲裁驳回劳动者的仲裁

申请， 法院也不一定按照劳动争议

立案受理， 司法实践也有将此类案

件作为债权债务纠纷处理， 劳动者

还是可以以催还借款案由提起民事

诉讼，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同时，

宴先生曾是公司的员工， 公司也要考

虑情谊， 尽量大事化小， 避免在公司

内部造成不好的影响。

调解员劝说双方， 相信人民调解

作为一种专门化的纠纷调解机制， 具

有方便快捷、 效率高的优点， 既减轻

诉讼负担， 又减少司法成本， 尽量选

择协商解决。 企业代表听完调解员的

解释后， 充分衡量利弊， 当场表达歉

意； 宴某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在调

解员的不懈努力下， 最终促使双方达

成一致。 宴先生就先前不当行为进行

书面道歉； 公司报销宴先生的交通费

和伙食补助等各项费用共计 7985 元，

当场支付完毕； 报销完毕后双方不再

有任何劳动纠纷和债权债务纠纷。

该起纠纷案件是公司与员工之间

的纠纷， 因为对差旅费报销问题是否

属于劳动纠纷在实践中存在争议， 导

致公司一开始态度强硬不愿调解， 调

解员做了大量功课， 进行了深入学

习， 充分释明调解与诉讼的区别。 运

用调解的优势， 不做纠纷性质的判

断， 选择搁置劳动纠纷的争议点， 而

把调解的重点放在无论如何认定纠

纷， 当事人都可以通过诉讼解决， 推

动双方能够静下心， 选择调解方式解

决问题。

宴先生初衷是想解决自己的出差

交通费及伙食费等费用报销问题， 只

是方法不对， 调解员在调解中运用将

法律宣传与说服教育相结合的方式，

引导双方选择协商解决， 按照自愿公

平的原则看是否能够用最简单的方法

来化解纠纷， 从而达到彼此满意的结

果。 既让劳动者深刻认识到自己的不

当行为， 也积极引导企业及时依法履

行法律义务， 促使双方当事人互谅互

让， 为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提供了有

利保障。

鱼塘口头约定租给好友

调委会在接到老吴诉求后，

立即安排两名调解员协调处理。

调解员安排三方人员在村委会会

议室进行调解。 调解员了解到，

双方都确认饲料尾款的纠纷， 后

续根据双方的单据逐笔进行核算

结清， 此次调解的争议焦点主要

是鱼塘的租赁时间。 老吴表示，

虽然不记得具体口头协议的内容

和日期， 但肯定租期到 2024 年，

且之前询问过老张是否要续租，

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才与小徐签

订新的租赁协议， 现需要老张配

合搬离。

老张则回应， 自己确实表示

不再继续租赁老吴的鱼塘， 但从

未答应过立即搬离。 现在不能单

凭老吴描述的到期日为准， 需要

给自己搬离时间， 且剩下在鱼塘

中的鱼还未到上市时间， 提前出

售会影响售价， 带来不小的损

失。

老吴和小徐听完后都表示不

同意老张延期的诉求。 老吴表达

了自己的担忧， 认为如果鱼塘中

的鱼一直不售卖， 那老张就可以

一直不搬走， 且现在双方关系已

经闹僵， 担心对方故意拖着不

卖。 听完， 调解员结合 《民法

典》 相关规定向老吴和小徐进行

释法说理， 根据 《民法典》 规

定， 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 无

法确定租赁期限的， 视为不定期租

赁。 本案中， 老吴与老张未签订书

面协议， 且不能确定租赁期限， 视

为不定期租赁， 但老吴在行使解除

权时也要给予老张一定的合理期

限。 鉴于目前情况， 调委员提出初

步的调解建议， 可以根据老张实际

多租的时间给老吴租金， 此部分租

金也可以当作是已和老吴签订新协

议的小徐补偿。

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

听完建议后，小徐立即反对。他

表示，鱼的成长有周期性，清塘、晒

塘、消毒等都是有严格的时间节点，

如果逾期， 鱼的收成和销售会受到

不可预估的影响。另外，自己的鱼塘

项目与其他项目挂钩， 如不能按时

完成鱼塘项目建设， 除了鱼的收成

受损失， 他签订的其他挂钩项目的

违约赔偿费用也相当巨大。

考虑到小徐的特殊情况， 调解

员向双方征询老张剩下的鱼是否可

以转卖给小徐， 小徐可以等鱼成熟

后进行售卖， 这样既可以解决老张

销售的问题， 又可以解决小徐项目

时间上的问题。 大家听完建议后都

愿意接受， 但是由于双方在评估鱼

的价格时发生了较大的差异， 仍旧

没能达成一致。最终，在调解员不懈

努力和反复劝说下， 老张保证在两

个月之内把鱼塘中的鱼及设施全部

清塘撤掉， 这样不仅可以对小徐项

目进度的影响降低到最小， 同时也

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老张养殖鱼的生

长、销售以及搬离鱼塘时间。 此后，

调解员回访当事人， 老吴与老张表

示协议已履行， 双方当事人对调解

结果均表示满意。

在该起案件中， 老吴与老张未

签订书面协议， 不能确定租赁期

限， 根据《民法典》 相关规定， 老

吴可以提出解除合同， 但要在合理

期限之前通知对方。 因此， 调解员

建议在与他人发生合同关系时， 不

管双方关系如何， 协商好的事情不

能碍于情面， 要白纸黑字， 及时签

订书面协议， 这样既可以避免不必

要的纠纷产生， 也能保证自身利益

不被侵害。

另外， 该纠纷能够调解成功，

与方法的选择密切相关。 调解员敏

锐地洞察到矛盾的源头在于口头约

定租赁期限不明造成了双方的误

解。 以耐心细致地劝导， 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使双方当事人能够换位

思考， 兼顾双方的利益， 公平合理

地解决纠纷， 最终做到案结事了人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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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家
鱼
塘
租
给
好
友

未
料
到
期
不
肯
还

□ 记者 章炜

从公司离职后， 差旅

费一直没有报销， 怎么办？

宴先生从宝山区一家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离职后， 因

为出差交通费及伙食费等

费用报销问题与公司发生

分歧， 经多次协商未果后，

宴先生至公司“讨钱”， 并

与公司其他员工发生冲突。

公司报警后， 民警赶赴现

场， 对宴先生的过激行为进行了

劝阻及训诫。 为营造良好的营商

环境，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上

海市宝山区大场镇司法所联合派

出所等展开调解。

几年前， 老吴改行做饲料生意， 将自己的鱼塘租给

了好友老张， 当时双方仅口头约定， 并未签订书面协议。

2024 年， 老吴认为双方约定期满， 便计划将鱼塘租赁给

小徐， 并签订了协议。 老吴向老张提出要求， 希望对方

立即搬离， 但老张表示鱼塘里有鱼还在饲养待售， 希望

等到鱼全部卖完再进行清塘搬离， 双方在沟通中造成一

定误解， 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老吴找到金山区枫泾镇村

调委会（以下简称“调委会”） 请求调解解决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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