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寿光市人民法院王春红报道

对簿公堂

近日，寿光市人民法院蔬菜法庭审
理了一起大棚租赁合同纠纷：租赁期间
大棚墙体受损，维修费该由谁负担？

王某与陈某签订 《大棚租赁协
议》，陈某租用王某自建大棚用于蔬菜
种植，租期3年，年租金32000元，每
年5月底前支付，同时约定陈某要采取
适当方法使用租赁物和保管租赁物。第
二年雨季，因连续大雨，陈某经营的大
棚墙体受损，王某要求陈某修葺大棚墙
体，陈某以自己无过错为由拒绝维修，
并拒绝支付剩余租赁费。后王某自行修
复，花费 8000 元。双方多次协商无
果，王某以陈某未支付租赁费及维修费
为由，诉至寿光法院，要求解除与陈某
之间的租赁合同，并要求陈某支付合同
解除前租赁费 21300元及维修费 8000
元，合计29300元。陈某抗辩称：王某
的大棚不仅采光位置差，墙体本身也存
在质量问题，且排水设施不完善，维修
期间也耽误自己使用，不同意支付这么
高的租赁费及维修费。

法院审理

该案属于典型的蔬菜温室大棚租
赁纠纷，在菜农之间时有发生，具有
较强的代表性。经与双方当事人的深
入沟通，承办法官发现，陈某对于租
赁费及维修费金额无异议，双方争议
的焦点在于维修费负担问题。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一十
二条、第七百一十三条第二款、第七
百一十四条中关于维修、保管义务之
规定，本案原则应由出租方承担维修
义务，但要评判承租人是否存在过
错。承办法官经现场勘验发现，案涉
大棚排水管道的位置高于排水沟，容
易导致积水倒灌、反渗大棚，且大雨
时，大棚未采取覆盖薄膜等相关保护
措施，结合寿光市近三年降水情况和
附近大棚情况，经分析研判，承办法
官认为，排水是否通畅、排水工作是
否积极、墙体保护措施是否健全均是
墙体受损的重要因素。王某建棚时，
排水设施存在瑕疵、棚体未覆盖薄
膜，自身存在过错；陈某作为种植
户，对于棚内排水设施不正规的情
况，防范意识不强，且大雨时未采取
有效措施保护棚体，对墙体受损也存
在过错。

为达到审理一个案子、教育一方群
众、规范一块市场的效果，承办法官将
庭审现场搬到矛盾纠纷发生地，邀请镇
党委及村委相关人员及部分村民参与旁
听，经当庭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双方
同意陈某支付王某租金及维修费23000
元，双方互不追究其他责任。

法官提示

农业生产事关民生大事。蔬菜法庭

在审判实践中发现，多数种植户在租赁
大棚时未与出租方签署书面租赁协议，
导致纠纷发生时争议较大，温室大棚在
遇到自然灾害后损失如何确定也存在诸
多问题。

①种植户要与出租方及时签署合法
有效的书面租赁协议，明确租金、支付
期限、违约责任、维修责任等合同主要
条款。

②种植户应事先了解租赁大棚的属
性、质量、用途，提前摸排好排水管
道、排水沟、大棚地面高度，是否配备
抽水泵等设施，充分评估排水设施是否
健全。

③在遇到雨水倒灌导致农作物损失
时，及时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可申请公
证处现场拍照、录像等进行证据保全，
诉讼过程中通过法院进行损失评估，以
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④在评估平时风险后，提前投保农
业大棚保险或农作物保险，以规避因自
然灾害、意外事故等导致的损失。

⑤大棚建造时，相邻大棚之间要留
出一定距离，规划好防洪沟或其他沟
渠，大棚后墙要覆盖薄膜防雨，夏季将
草帘和浮膜收存以后要及时检查两侧山
墙附的棚膜，发现孔洞要及时修补，避
免进水。

同时提醒大家，大棚出现雨水倒灌
时，租赁双方应通力配合，抽水疏浚，
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否则
无权要求对方支付扩大的损失。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五百九十一条 当事人一方违约
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
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
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当事
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由违约方负担。

第七百零八条 出租人应当按照约
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
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

第七百一十二条 出租人应当履行
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但是当事人另有约
定的除外。

第七百一十三条 承租人在租赁物
需要维修时可以请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
内维修。出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承
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
负担。因维修租赁物影响承租人使用
的，应当相应减少租金或延长租期。因
承租人的过错致使租赁物需要维修的，
出租人不承担前款规定的维修义务。第
七百一十四条 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租
赁物，因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毁损、灭
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百二十一条 承租人应当按照
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

第七百二十二条 承租人无正当理
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付租金的，出租人
可以请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承
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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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墙体需精心呵护

大棚墙体受损谁之责
■种植户要与出租方及时签署合法租赁协议
■种植户应事先了解租赁大棚的质量

□北方蔬菜报报道

入汛后，雨水增多，每年都有蔬
菜大棚墙体因防护不当，雨水浸渍，
造成大棚受损现象。建议做好棚室
防雨与排水工作，避免影响蔬菜生
产。

增设覆盖物 防雨水浸湿墙体
北方地区建造的冬暖式蔬菜大

棚，多数都是土墙体，虽然保温性较
好，但结构强度较低，维护不当容易
出现坍塌情况，影响大棚使用寿命。
对于新建的棚室，建造好墙体后要
及时覆盖，尤其在夏季多雨时，如果
墙体保护不当，墙体上的土很容易
被雨水冲刷，使墙体变薄，严重的甚
至因为雨水将棚体全部弄湿，导致
墙体坍塌。目前，为了预防墙体被雨
水冲刷，有人常采用覆盖薄膜、无纺
布或使用水泥或砖瓦护墙的措施。
为节约成本，有的使用大幅旧薄膜
将墙体覆盖，这样雨水会顺流而下，
不会浸湿墙体。但是薄膜老化速度
快，也很容易被划破。即使多层覆
盖，薄膜也有可能有破洞，雨水一旦
进入，墙体不易恢复干燥。建议选择
耐老化膜，并在塑料薄膜之上，加盖
一层防晒材料，可以减少日光的照
射。

对比之下，大棚墙体使用无纺
布覆盖，在阴雨天气，虽然雨水可以
浸湿无纺布，但在晴好天气，墙体及
无纺布均可被晒干，与薄膜等覆盖
材料相比，无纺布使用年数比较长。
对于老旧棚室，要经常检查后坡部
位是否漏水。

加固墙体防坍塌
对于新建棚室，建议开槽深度

超过30厘米要回填土两次，并且要
压实两次，这样大棚地基才会稳固。
大棚墙体分次上土压实后，用最后一
层土进行封顶，封顶时上土厚度一般
为40厘米即可，然后用机器来回碾压
两遍，保证墙体上部被压实。同时墙体
两侧也要用工具压实，提高棚室承重
能力。棚体内侧，墙体下部、水沟等部
位最好进行硬化。一般来说，后棚墙最
好硬化半米以上，即使棚内进水，也可
以确保积水不影响后墙结构，避免泡
塌基部，造成墙体坍塌。

排水设施应完善
当前，不少地区水利设施建设

落后，农田水利设施严重老化，很多
灌区工程年久失修、损坏严重，防洪
抗旱能力大大降低。疏导原有沟渠，
新建棚室预留排水设施配套，可很

好地解决“涝能排”的问题。由于不
少蔬菜主产区土地紧缺，为了充分
利用土地，有的人在棚室周围根本
没有留排水沟。很多地区的大棚为
下挖式大棚，棚内地面低于原地面
1-2米，而且棚室之间间距小，前脸
空间有限，排水能力极差。一旦有强
降雨，雨水不能及时排出，势必发生
雨水倒灌。

建造棚室时，建议要修建完善
的排水明渠，并尽量将其建造得宽、
深一些，加大排水沟内的存水容量。
尤其是一些大棚蔬菜种植区，可以
在大棚的东西两头和后墙处设置排
水渠，且排水渠的挖深要低于棚内
的种植面，或者能搭配水泵及时排
水。

修建排水明渠时要注意三点：
一是在大棚建造设计时，就要考虑
加大棚间距，避免棚内以及棚前地
面过低，注意将棚前地块宽度加大
到6-8米，并在棚前脸处建筑一道
1米宽、30-40厘米高的“土坝”，
这样棚前就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蓄
水池”；二是在大棚建造过程中，
堆砌墙体所需的土，最好从棚前空
闲地块、棚东西两侧的道路等处取
土，降低这两处的高度，避免棚内
外相差过大；三是在道路两侧、大
棚东西两墙外沿，挖设一道宽50厘
米、深50厘米左右的排水沟，将棚
前“蓄水池”与此沟相连，避免棚
前“蓄水池”被孤立。这样，遇到
强降雨棚前“蓄水池”的水比较多
时，便可流入大棚东西两墙外侧的
排水沟内。若将所有棚室的排水沟
连接在一起，可将积水引流到棚区
周边的河流或深坑内，从而起到排
涝的作用。

在新建大棚时，也要考虑当地
的地下水、排水条件及年降雨状况，
从而确定建棚时的挖深程度，避免
雨大灌棚。同时，排水沟内的地势一
定要整平，最好进行硬化，以减少杂
草等生长，影响水流，并减少雨水。

除了固定的排水沟渠，建议建
设各种临时沟渠，起到排水作用。比
如，利用沙袋、薄膜等，临时搭建排
水沟渠，让棚室顺畅排水。也可利用
硬化路面，两侧垒高，中间排水，将
积水尽快排入河沟。在棚前脸与所
种植蔬菜间隔处挖储水沟，所挖的
沟不用太深，能够阻挡或存储从棚
膜上留下来的雨水即可，并培高靠
近蔬菜的沟壁防止沟内雨水积满后
溢出到种植行内。临时的沟渠只能
作为应急，重要的还是做好规划，形
成固定排水沟渠，并做好养护，确保
排水通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