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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新一届当选总统罗德里戈·杜
特尔特5月3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除了介
绍新任命的内阁成员，更放言铁腕缉毒，
重金奖励击毙负隅顽抗毒枭的执法人员。
奖金将由杜特尔特剩余的竞选资金支付，
逮捕或击毙一名毒枭的奖金为300万比索
（约合6.4万美元）。

“从现在开始”

杜特尔特自5月9日菲律宾举行全国
和地方选举以来，一直待在南部棉兰老岛
最大城市达沃。在这里，他担任市长超过
20年。

在5月3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杜
特尔特重申缉毒决心，将重金奖励逮捕或
击毙毒枭的警方和军方人员。按他的说
法，执法人员每上交一名毒枭，不论其死
活，均可获得300万比索奖金。如果涉毒
人员级别较低，奖金数额也相应较少。

杜特尔特说，他剩余的竞选资金足够
支付“100 条 （毒枭） 人命”。暗中从事
毒品交易的缉毒人员和在狱中继续贩毒的
在押人员均在打击范围之列。他们只要负
隅顽抗，就可被直接击毙。

杜特尔特说，他曾告诉即将上任的缉
毒人员，只要发现负隅顽抗的“内鬼”，

“那我个人希望你击毙他”。只要这么做，
就可获得最高额奖金。

军方也将参与缉毒行动。军方和警方
将相互严防“内鬼”，特种部队还将部署
监狱，杜绝狱中涉毒交易。杜特尔特说，
执法人员不用等到他上任，现在就可以动
手行动。

“从现在开始。”杜特尔特说。

激进总统

杜特尔特现年 71 岁，1972 年在马尼
拉的圣贝达法学院取得律师资格后，跟随
其父踏上政坛。在随后的几十年，杜特尔
特扎根棉兰老岛最大城市达沃市。

达沃市曾经帮派横行、极端武装势力
猖獗，但在杜特尔特铁腕治理下治安明显
改善，成为以安全著称的菲律宾城市。

除了誓言严惩毒贩，杜特尔特还在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收受贿赂、牵涉贪腐的
记者同样该死。

菲律宾是近年来记者殒命最多的国家
之一，血案频发。2009年11月，棉兰老
岛马京达瑙省发生震惊世界的政治屠杀
案，57人惨遭杀害，包括32名新闻工作
者，上百人受审。

杜特尔特此前多有惊人言论，包括重
启死刑，施以“双倍绞刑”。“在第一次绞
刑之后，还有‘第二次’仪式，直到头和
身体完全分离。”这些主张屡遭反对者批
评。

虽然杜特尔特言论过激，但他誓言反
腐和打击暴力犯罪，在5月选举中赢得压
倒性胜利。杜特尔特定于6月30日宣誓就
职，开始为期6年的任期。

据新华社

菲当选总统放言：

铁腕缉毒
格杀勿论

环球速递

杜特尔特

马里维和营地遇袭

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马里
稳定团） 6月1日发布新闻公告说，位于马里
北部的加奥地区当地时间5月31日发生两起袭
击事件，共造成4人死亡、十余人受伤。

公告说，马里稳定团位于加奥的维和人员
营地当地时间5月31日晚遭汽车炸弹袭击，造
成一名维和人员死亡、十余人受伤。

中国驻马里大使馆6月1日证实，一名中
国维和人员当地时间5月31日晚在加奥联合国
维和人员营区遇袭事件中牺牲，另有 4 人受
伤。

这起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5月31日晚8时
45 分，一名维和人员在袭击中死亡、3 人重
伤，另有包括当地平民在内的十多人受轻伤。
马里稳定团未在公告中透露伤亡人员的具体国
籍。

公告指出，营区内部分集装箱住房在袭击
中遭到损毁，具体财产损失还在进一步调查
中。马里稳定团已派出武装直升机进行空中警
戒，并在加奥市区部署快速反应部队。

公告还说，在马里稳定团加奥营区当天遇
袭前，联合国排雷行动处设在加奥市的一个工
作点也遭到袭击，两名马里安保人员和一名国
际专家在袭击中丧生。

中方沉痛悼念遇难者

6月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我
驻马里维和人员遇袭发表谈话。华春莹说：

“我们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其家属和受
伤人员表示诚挚慰问。”

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要求立即开展应急处置和善后工作。相关工作
正全面展开。

这是一起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的恐怖袭击
事件，是严重的罪行，不可容忍。中方予以强
烈谴责。我们要求马里政府和联合国方面立即
对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展开调查，将凶手绳之以

法，并密切配合中方做好善后工作。
中国政府坚定支持国际和平事业，坚定支

持维护非洲的和平与稳定。目前，2400 多名
中国维和人员正在马里、刚果 （金）、利比里
亚等7个非洲任务区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中
方将继续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继续为践
行《联合国宪章》精神，为维护非洲的和平与
安全做出我们的贡献。

据新华社

6月1日上午，三位在“二战”期间被强
掳到日本的中国幸存劳工代表在北京与三菱
综合材料公司签署了协议，接受三菱材料的
谢罪并达成和解 （如图）。根据协议，三菱材
料向每位受害劳工或遗属支付 10 万元人民
币，并承诺出资为受害者在日本修建纪念碑。

向每位受害劳工或遗属
支付10万元人民币

6月1日，接受三菱材料谢罪并达成和解
的三位中国劳工代表，分别是 96 岁的阚顺、
89岁张义德和87岁的闫玉成。他们代表所有
接受三菱综合材料公司谢罪并同意与其达成
和解协议的被掳劳工或遗属，与该公司代表
木村光签署了协议，接受三菱材料的谢罪并
达成和解。

在双方的 《和解协议书》 中，日本三菱
综合材料公司明确地承认了中国劳工人权被
侵害的历史事实，向受害劳工及遗属表示了

“真诚的谢罪”。作为谢罪的表示，三菱材料
向每位受害劳工或遗属支付 10 万元人民币，
承诺出资为受害者修建纪念碑，从而让日本
后人铭记被强制掳日中国劳工的历史。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介
绍，在已经找到的1000多名幸存劳工和遗属
中，约95%以上同意此次与三菱综合材料的和
解。

据悉，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约四万名中
国人被强掳至日本国内，三菱材料公司前身
的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及其下包公司接受了其
中的3765名，这些中国人在极其恶劣的劳动
条件下，在饥寒交迫中每天被迫从事奴隶劳
动。非人的生活、加害者的暴力，伤病得不
到任何医治，使得其中的722人死在了日本。

三菱公司称承认历史真诚谢罪
将建纪念碑

在上述 《和解协议书》 中，三菱材料表
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根据日本国政府内

阁 《关于向日本内地输入华人劳工的决议》，
约3.9万名中国劳工被强掳至日本。该公司前
身的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及其承包公司(包括三
菱矿业株式会社子公司的承包公司)接受其中
一部分3765名中国劳工到其作业场所，强迫
其在恶劣的条件下劳动。其中，多达722名中
国劳工身亡。这一问题至今尚未最终解决。

三菱材料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该公司坦率而真诚地承认各位中国劳工人权
被侵犯的历史事实，并表示深刻反省。各位
中国劳工远离祖国及家人，在异国他乡的土
地上蒙受了巨大的磨难和痛苦。对此，该公
司承认作为当时的使用者的历史责任，向中
国劳工及其遗属真诚的谢罪，并对身亡的各
位中国劳工表示深切的哀悼。

三菱材料还表示，该公司承认上述历史
事实和历史责任，并且从为今后日中两国友
好发展做出贡献的角度，为最终整体解决本
问题设立中国劳工及其遗属基金支付款项。
为了不重犯过去的错误，该公司协助设立纪
念碑，并承诺将这一事实世代相传。

马里维和营地遇袭
驻有中国维和人员

营地的入口

三菱向“二战”中国劳工谢罪并承诺赔偿
将建纪念碑

二十多年的漫长索赔路

就本次中国受害劳工与日本加害企业达
成和解，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发表声明
说：“这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史上的一个重
大成果，是我们前进途中的一个里程碑。”

上个世纪 1990 年，大学教师童增发表
了“中国要求日本民间受害赔偿”万言书，
掀起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浪潮。当时包括三
菱受害劳工在内的中国“二战”受害者纷纷
写信给日本驻华大使馆要求谢罪赔偿，不
过，此后几年中，日本政府一直没有理睬。

1994年8月，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与童
增在北京签署了委托协议。从 1995 年开
始，日本众多律师以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作
为被告，为中国受害劳工在日本提起了多起
诉讼，其中起诉三菱材料共有5个案子，即
札幌、东京、福冈、长崎等地方法院诉讼。

经过取证诉讼和双方漫长的交涉，二十
多年后，才迎来了加害企业的谢罪，达成加
害企业和受害者之间的解决协议。据中新网

■历史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