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租客索要房屋整改费

用与押金

联调室受理该起纠纷后， 调解

员第一时间通过联系双方当事人并

了解情况。 唐先生将自家房屋自

2021 年起出租给老龙， 合同于

2024 年 3 月底到期。 唐先生说，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都已在合同上写

明， 他还提前通知老龙， 如合同到

期不续租， 须将房屋整改到原样归

还且按时搬离出租屋， 老龙当时并

未表示有反对意见。 双方在进行交

接时， 老龙提出整改房屋的费用要

由房东支付并退还押金。

唐先生认为对方已经违约在

先， 押金按合同约定条款可以不

退， 老龙还应另外支付租房逾期违

约费用。 现在老龙反而向其索要押

金和整改费用， 实在是无理要求。

老龙则辩称， 房子确实不租

了， 房子也已经整改了， 只是唐先

生不满意而已， 租了三年的房子也

肯定恢复不到之前的样子， 但是他

尽力了， 至于押金肯定要退还。

“面对面”“背靠背”交

替调解达成协议

两人陈述完后， 又面红耳赤地

争吵起来， 民警及调解员决定通过

“背靠背” 的调解方式来处理此纠

纷。 老龙强烈要求对方支付房屋整

改的费用， 声称自己是农民工，

“谁都不可以拖欠农民工的血汗

钱”。

民警告知， 法治社会要依法办

事。 公共法律律师也对其进行相关

法规条例教育， 耐心告知老龙， 根

据《民法典》 相关规定， 承租人未

经出租人同意， 对租赁物进行改变

或者增设他物的， 出租人可以请求

承租人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 承

租人逾期不支付的， 出租人可以解

除合同。 据相关条款， 唐先生提出

的要求并无不当。

民警及调解员告知老龙在此纠

纷当中房屋租赁期限已到， 又未支

付后续租金， 逾期半个月未付租金

已视为违约， 合同内写明出租方是

可以不退还押金的。 至于恢复原

样， 原本就是合同内写清楚的， 老

龙作为承租人恢复原样也是义务。

索要整改的费用纯属不当， 如老龙

还是不接受这个现实， 可以走司法程

序解决。 老龙一听顿时没有声音了，

也知道理亏了。 调解员趁热打铁， 让

老龙平复心情， 摆正姿态。

调解员建议老龙主动给唐先生道

歉。 同时， 老龙与唐先生协商， 自己

赚钱不容易， 家里还有孩子要抚养，

希望唐先生退还押金， 至于出租房恢

复原样问题他一定会尽力解决的。 调

解员也进行劝说和疏导， 唐先生觉得

对方确实不容易， 表示接受老龙的提

议， 押金可以退还一半， 但是房屋一

定要恢复原样。

通过民警及调解员运用“面对面”

和“背靠背”交替相结合的调解方式，

悉心分析及开导老龙及唐先生， 并向

他们释明双方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及相

关法律知识。在调解员的主持下，双方

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唐先生同意退还

押金 2500 元，老龙尽最大可能将房屋

恢复至原样，费用由老龙自行承担。调

解员事后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回访，

双方均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这是一起典型的居住性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案件。 因本案主要涉及租金

给付、 妥善使用和保管租赁房屋、 租

赁期届满及时返还租赁房屋、 恢复原

状、 押金返还等多重权利义务， 案情

较为复杂。 在调解人员了解基本事

实， 厘清相关法律关系后， 确定调解

总体思路， 围绕《民法典》 等相关法

律法规进行调解。

考虑到一方当事人文化程度不

高， 调解员主动向其释明本案所涉及

的法律法规， 令租客认识到， 在法律

层面其行为是具有一定过错的， 从情

理法相结合的方法论出发， 多层面寻

找纠纷化解的突破口。 在调解过程

中， 调解员认真为双方分析引发本案

纠纷的内在原因， 采取换位思考等共

情的理念， 调动双方对他人难处的理

解。 最终， 促使双方当事人就调解事

宜自愿达成一致意见， 充分发挥了

“三所联动” 定纷止争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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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 唐先生将自

家房屋出租给老龙， 老龙

作为二房东又将房屋出租

给他人。 签约时， 唐先生

提前告知并要求老龙将房

屋恢复至原来的布局及构

造。 然而， 直到合同到期

逾期一周后， 老龙既未表

示续租意愿和支付租金，

也未将房屋整改恢复至原

状。 双方由此产生纠纷， 发生争

执后拨打“110”。 民警将该案移

交闵行区颛桥镇派出所公安司法

联合调解室（下称“联调室”） 进

行调解。

24 年前， 孙家因建房需要， 与邻居郭家互换了门前

的一部分场地， 双方签订了置换场地协议书。 到了 2005

年， 孙家计划重新浇筑自己的场地， 而老郭认为， 孙家

的做法会侵占自己的部分场地， 双方甚至因此发生激烈

的肢体冲突，孙家的老丈人在此过程中受伤。近日，上海市

金山区朱泾镇万联村“和万家”调解室利用“三所一庭”矛

盾多元化解机制，妥善化解了一起延续 20 余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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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平方米还是30平

方米？ 双方争执不下

2024 年，由于双方矛盾始终

反反复复， 孙先生一气之下将老

郭告上法庭， 法庭考虑到双方的

邻里和谐， 建议通过调解方式解

决该案。 万联村“和万家”调解室

的调解员立即邀请派出所、 司法

所、法庭等部门开展联合调解。

在调解现场， 老郭说： “当

时你向我们家置换的土地可有

30 平方米啊， 怎么到你嘴里就

变成了 15 平方米？” 孙先生反驳

道： “明明我们家只要 15 平方

米， 但却被你们说成 30 平方米，

此前打伤我老丈人的事我都还没

算清楚， 我看你们家分明就是想

多要点钱吧。” 为避免两人发生

更为激烈的争执， 调解员急忙安

抚双方情绪： “我看了你们二十

几年前签的场地置换协议， 上面

确实没有明确置换的面积， 但是

我去现场看过， 大概在 25 平方

米左右， 如果你们有异议， 我们

现场再去测量一下。”

一波三折， 最终化

解矛盾

针对调解员的提议， 老郭回

应道： “25 平方米就 25 平方米

吧， 调解员的话我肯定相信的。

但按照协议， 孙家应该每年给我

家这块场地的使用费， 但是他们

从 2005 年开始就没再给过这笔钱，

我要求孙家按每年 200 块的标准补

交这笔费用， 此后孙家要用， 我每

年还要涨价。”

对于老郭的要求， 孙先生并不

同意： “我凭什么付你钱， 此前你

把我老丈人打伤， 就赔了两千多块

钱就算解决了？ 老丈人的精神损失

费、 营养费都没和你算， 你现在还

要每年涨价， 太黑心了！” 现场法

官听到孙先生的话后， 表示当时双

方已经签订过调解协议， 协议中也

明确了赔偿金额和范围， 孙先生不

应该将这两件事混在一起。

调解员向老郭解释， 200 元一

年的使用权是在协议上写好的， 不

能说变就变， 而且孙家使用这块场

地只是为了进出方便， 也不产生收

益， 让孙家补交可以， 但是要涨价

显然不合理。

听了法官和调解员的话， 孙先

生终于同意支付这笔场地的使用

费， 老郭也不再要求涨价。

然而， 当调解员为确保矛盾彻

底化解， 到现场进行争议场地划分

时， 两家人又因如何划分的问题产

生了冲突， 调解工作又一次陷入僵

局。 几周后， 老郭突然决定要在双

方争议的水泥场地当中砌墙， 彻底

划分清楚双方的界限。

调解员在得知情况后， 立即联

系民警火速前往现场查看情况， 并

对老郭进行劝说： “要是这样砌

墙， 孙家的车就彻底没法从这走

了。 这样不仅会加剧双方的矛盾，

也不符合村规民约的相关规定。”

“调解员， 你是不知道， 自打

我答应了不涨价的要求后， 我家媳

妇天天因为这事跟我吵架， 说我太

窝囊了。” 老郭满面愁容地向调解

员诉苦。 于是， 调解员和民警转而

去开导老郭的妻子， 调解员表示，

两家矛盾已经 20 多年了， 通过多

部门协调， 孙家终于同意继续支付

场地使用费。 “今天趁着大家都

在， 把地界划分清楚， 这样也了了

一桩心头事。” 最终， 在多部门合

力劝说下， 终于解开了老郭家属的

心结， 两家人就场地如何划分问题

达成了一致， 这起跨越 20 余年的

矛盾也得以解决。

农村相邻关系是常见的矛盾纠

纷类型， 虽然此类矛盾纠纷涉及金

额不大， 但是由于相邻人家往往积

怨已久，又拿不出有效的证据证明，

为调解工作带来不小的难度。 朱泾

镇万联村“和万家”调解工作室抓住

纠纷化解的黄金期， 同时依托派出

所、司法所、法庭资源优势，通过多

次协调，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化解

了这场持续 20 多年的邻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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