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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是乡村经济发展中的一

种新产业、新业态，正在为许多地

方打开一扇致富大门。然而在民

宿开发过程中，房屋租赁合同、农

村建房施工合同、劳务合同、相邻

关系等领域的合同风险、诉讼风

险问题较为突出，本期编辑典型

案例，提醒大家在民宿产业发展

过程中，注意防范容易引发的矛

盾纠纷点及法律风险。

农妇听信他人罂粟
可以预防牲口生病，在
自家门口菜地种植了上
千株罂粟，谁知触犯刑
律自吞苦果。近日，江
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
法院以被告人杨某犯非
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宣告缓刑一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2000元。

2022年初，杨某在
外打工，她听别人说起
罂粟种子能预防牲口生
病，于是向人讨了1个
罂粟。2023年1月，被
告人杨某将这个罂粟种
子种在其家门口一块约
2 米长 1 米宽的菜地
里。今年春暖花开之
际，罂粟破土而出。望
着一片绿油油的罂粟，
杨某心想，这下再也不
用为家里的牲口生病犯
愁了。

2023年3月9日上
午10时许，公安机关在
巡查中发现，杨某家门
口菜地里种植的疑似毒
品原植物罂粟，经清点，
共计1030株，当场予以
铲除销毁。当日15时
许，杨某主动到公安机
关投案自首。

在农村，极少数村
民因不懂法，有种植罂
粟以治病的习惯。然
而，这美丽诱人的罂粟却是害人
不浅的毒品根源，国家严厉打击
毒品犯罪，刑法第三百五十一条
规定：“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
品原植物的，一律强制铲除。种
植罂粟五百株以上，不满三千株
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较大
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管制，并处罚金。”不论出于什
么原因，种植罂粟是违法行为，
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据中国法院网）

开民宿
这份法律风险提示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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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某经朋友介绍与周某认识，
通过周某为北京某旅游文化公司经
营的民宿项目进行活动策划，由周
某按照策划情况支付费用。2020
年5月，苏某将北京某旅游文化公
司诉至法院，要求该公司支付解除
劳动关系补偿金4万余元。苏某提
交了其参加相关活动照片、参加团
建对接群的聊天记录、参加民宿协
议会议群的截图、收取该公司法定
代表人周某支付的工资等证据，以
证明其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经审理，仅能确认苏某与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某存在个人雇佣关
系，不能认定苏某系北京某旅游文
化公司员工，故法院驳回苏某的诉
讼请求。

法官说法：民宿经营中涉及各
种不同的工作岗位，劳动者应分清
其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
系，还是与某个个人存在劳务合同
关系。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之间签订的具有经济、人身依附
关系的用工合同，在劳动关系中，劳

动者除获得工资报酬外，还享有保
险、福利待遇等权利。而劳务合同
双方主体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只
以完成事项为目的，劳动主体只获
得劳务报酬，不享受社会保险。民
宿经营者应根据经营需要确定固定
岗位需求，及时签订劳动合同、缴纳
社会保险、按期支付工资，同时适时
对外委托临时性、周期性工作，在规
范用工同时合理控制经营成本，确
保民宿可持续发展。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农民日报》）

何某与北京某科技公司于
2019年签订《房屋建筑施工合同》，
约定何某依照约定建设民宿，后何
某完成了合同所有工程项目及增项
内容并交付北京某科技公司使用。
其中，何某主张合同外的增项部分
工程款38万元，北京某科技公司认
为所谓增项部分均在合同约定的范
围内，双方对此未达成协议，何某诉
至法院。

审理中，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

增项部分是否包含在原合同之中以
及相应造价进行鉴定。最终，结合
现场勘验情况及鉴定结果对增项部
分及价格作出的认定，确定北京某
科技公司应向何某支付增项部分工
程款15万余元。

法官说法：在民宿改建时，应
制定详细而明确的施工合同，要重
点对区别于一般自住房标准的改
建、装修、装饰项目进行明确约
定。施工中如遇到增项，应进一步

通过补充协议对增项的内容、价款
等进行约定。工程结束后，双方也
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七百九十九条、第八百零一条的
规定，及时进行验收，避免逾期完
工、逾期验收对双方均产生不利影
响。本案以示范性裁判，对民宿修
建中合同约定不明的增项部分认
定进行明确，引导、督促民宿从业
者对建设施工合同进行规范，从源
头减少纠纷产生。

李某2015年从某村村民师某
和村民委员会处承租两处院落。
2017年，李某与郑某签订《承包经
营合同》，约定郑某承包上述两处院
落用于经营民宿，每年承包费4万
元至6万元不等，郑某应按年交纳
承包费。

后郑某在交纳第一年承包费及
第二年的部分费用后，因经营一直
未盈利，便不再支付后续费用。李
某于2022年向郑某送达解除合同

告知书，并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郑
某支付房屋占有和使用费 25 万
元。诉讼中，郑某提起反诉，要求李
某支付房屋装修费30余万元。

后经法院组织调解，双方一致
同意解除合同，郑某在指定期间内
腾空两处院落并交付给李某后，双
方均不再向对方主张任何费用。
调解后，双方在法院见证下自动履
行完毕。

法官说法：本案中李某与郑某

达成的《承包经营合同》实质为房
屋租赁合同，郑某应按照合同约
定支付租金，在经营出现重大变
化时，应主动协商变更合同条款
或者延后支付租赁费用或解除合
同，而不应消极违约。本案审理
中，经释明法律风险，双方自愿达
成调解协议并及时履行完毕，纠
纷得以彻底化解，有效避免了双
方经济损失继续扩大，有效盘活
了农村资产。

案例一：

经营不善拖欠房租 法院调解解除合同

案例二：

施工增项引争议 法院认定增项部分

案例三：

未能证明劳动关系 提供劳务者被驳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