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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务院严禁地方政府违背农民意愿建高楼

国务院日前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规范农村土地整

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会议指出，少数地方

片面追求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擅自开展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试点或扩大试点范围，擅自扩大挂钩周转指标规

模；有的地方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侵害农民利益；挂钩

周转指标使用收益分配不规范等。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严格

规范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

2、全国人口普查新增“空房”项 兼查空置率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记于今年 11 月 1 日至 10 日进

行，重点收集整理居民户口、社区建筑空房数等资料。与 10

年前相比，本次人口普查对“空房”尤其关注。

房管、物业部门提供的住房单元数及空房数，将被纳入

人口普查摸底的重点范围。“房屋面积、间数、房租价格这些

信息都要采集”。

3、一律不得组织征订和使用教辅资料

11 月 10 日，四川省教育厅印发了《四川省 2011 年春季

义务教育阶段教学用书、学前教育教师用书目录》、《四川省

2011 年春季普通高中教学用书目录》，要求各地切实做好

2011 年春季全省中小学教学用书的报订、征订和供应工

作，确保“课前到书，人手一册”。据悉，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

一律不得组织征订和使用教辅资料。

4、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年内或再加息

11 月 10 日晚，央行宣布自本月 16 日起，上调存款准

备金率 0 . 5 个百分点。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计算，此次上调

存款准备金率将冻结资金 3504 . 5 亿元。在国内 CPI 持续高

涨的背景下，不少专家预计，央行年内还有可能加息。

5、10 月物价指数飙升 统计局否认全面通胀

10 月各项经济数据公布，CPI 同比上涨 4 . 4%，涨幅环

比扩大 0 . 8 个百分点；PPI 同比上涨 5%，涨幅环比扩大 0 . 7

个百分点。统计局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中国全面通胀时代

是否已经来临时”，表示目前还是结构主导型的价格上涨。

6、工信部调查腾讯 360 谁是谁非 将上报国务院

对近日发生的 360 与 QQ 纠纷事件,工业和信息化部

部长李毅中 9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工信部对这一事件

高度重视,将坚决维护市场秩序和网民利益。前几天工信部

已约谈了两个企业的负责人,正在调查谁是谁非,近日将把

调查处理情况上报国务院。两家企业也针对影响到网民利

益分别做了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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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拐点点之之后后

换换一一种种方方式式战战斗斗
掳日劳工国内起诉索赔三菱

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越来越多的掳日劳工及其遗属在山东各地聚集。借助刚刚在高密成立的日

本三菱山东受害劳工联谊会，他们正式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三菱商事(青岛)有限公司和烟台三菱水

泥有限公司。

在历经十余年的抗日劳工诉讼日本政府走入死胡同，索赔拐点到来之后，他们选择在国内起诉日本三

菱公司，用另一种方式为尘封 65 年的尊严讨个说法。

文/本报记者 庄文石 片/本报记者 孙国祥

“告政府”的门关闭之后

大门后透出的一丝亮光
中国民间对日政府诉讼索赔真的走进

了死胡同。

转机出现在刘焕新和一位日本律师的

一场谈话中。这位律师告诉他，在国家最高

法院判决书的后面，还有一个附件，上面写

明“这批老人在日本期间是非常残酷的，政

府和会社(公司)应该给予抚恤”。这意味着
最高法院定了调子，劳工们应该得到补偿。

对中国劳工们来说，附件上的描述，无

疑是紧闭大门中透出的一丝光。

附件公布之后，刘焕新和劳工代表第

一次被三菱公司请进了总部，由公司律师

团负责接待。在谈判中，刘焕新提出，企业
给中国劳工的赔偿，应该包括死去的人。

而在请示社长之后，对方的答复是三菱

赔偿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家出面赔偿，另

一个是使用中国劳工的其他 35 家企业赔

偿。

听了这个答复之后，刘焕新感觉机会

来了，因为此前日本的西松公司已经向中

国劳工做出赔偿、谢罪，并且承诺为劳工们

建立纪念馆。

“西松能陪，三菱为什么不能陪，就先

从它下手，只要能啃下这块骨头，其他的就

好办了”，刘焕新说，经过商量，大家决定要
走在国内起诉日本企业的道路，因为这样

目标更为明确，也更为实际。

集结号吹响
协会建立起来，可事情的复杂程度超

出陈丕刚的预料。

事情过去 65 年，当年从日本回国的劳
工大多已经去世，剩下的垂垂老矣：行动不
便、深居简出，更不会使用互联网。

陈丕刚只能按图索骥。在他手上，有一
本来源于日本方面提供的花名册，里面是
38000 多个中国名字，中文名之后，还有一个
日文名字。这是当年被掳往日本的所有中
国劳工的资料。他要从这里面找出 1000 多
名曾经在三菱公司劳动的潍坊籍劳工。

寻人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为了找一个
人，他要按照名单的登记从当地民政局一
直问到村委，逐一核对，但有时候仍然会走
弯路，因为不少人从日本回国之后，又改了
名字。为了工作方便，他曾经找人帮忙将花
名册重新整理打印，并开出 3000 元的高价，

但对方拒绝，理由是“太麻烦了”。

但麻烦也得继续。

11 月 10 日，安丘 6 名劳工遗属和一名
在世劳工的妻子来到陈丕刚家中登记。陈
丕刚将准备好的报名表分发给个人。

“1943 年秋天，二爷爷被抓到日本，去
的时候 30 多岁，到最后，死在了日本”。60

岁的李保华和弟弟李保国念叨着。“我哥哥
回来的时候，两个脚的大脚趾都没了呢。”旁
边一位 87 岁的老人跟上一句。90 岁的张同
升是为数不多还在世的劳工之一，这个
1944 年被抓到北海道明治矿业挖煤的老
人，每隔 12 个小时才能吃上黑窝头。回国之
后，张同升的腰就再也没有直起来过。

“这名册后面是一个个饱受折磨的灵
魂，他们用眼看着我们呢。”陈丕刚说。

合力正在形成
三菱当年使用的中国劳工中有 3500

余人，其中山东劳工 1100 多人，而潍坊目

前已经查到的约有 670 人。刘焕新决定先

把山东的劳工团结起来，起诉三菱公司。

日本三菱山东受害劳工联谊会得到

中国律师们的大力协助，作为中国两家

对日劳工实施法律援助的律师事务所之

一，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的主任付强，

带领手下的 40 名律师成立了法律援助

团。

在法律援助团的指导下，协会选择

了设在山东境内的三菱商事(青岛)有限公

司和烟台三菱水泥有限公司作为起诉对

象。

协会提交的诉状已经被山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收下，待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以
后，将给予答复。

尽管事情还没有进展，但在付强看

来，现在的形势是有原告、有被告、也
有证据，接下来就要看中国的法院在历

史遗留问题上有无司法管辖权和审判权

了。

另外，作为国际上知名的民间组
织，中国人权基金会也开始尝试联系刘

焕新，双方也将于近期进行磋商，协调

下一步的相关活动。刘焕新说，目前该

基金会已经答应做协会的托管单位，另

外，在资金支持方面，对方也有意向进

行一定的帮助。

在协会看来，这一举措意义重大。

“这意味着国家开始重视这个问题，支

持中国劳工的索赔行动了”。刘焕新

说，一切仍在路上。

“好消息：二战被掳日本劳工可以得到赔偿了，

其亲属请联系本人”。10 月 10 日晚上 8 点，陈丕刚在

安丘贴吧上发了这条消息。

此前的 9 月 17 日下午两点，日本三菱山东受害

劳工联谊会(以下简称协会)在高密成立，开始组团向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三菱商事(青岛)有限公司

和烟台三菱水泥有限公司。在高密一家行政单位上

班的陈丕刚，被选为协会副秘书长，主要工作就是负

责联系潍坊境内的受害劳工及其遗属。

从某种意义上，对于已在民间对日索赔道路上

奔走 20 多年的协会会长刘焕新来说，这个联谊会的

成立，多少有些无奈。

刘焕新是被掳劳工刘连仁的儿子。刘连仁，曾是

中国民间对日政府诉讼的中国劳工第一人。

从 1996 年第一次在日本地方法院，对日本政府

提起诉讼之后，一直到 2000 年一审宣判，5 年间，开

庭 24 次，刘焕新陪同父亲 4 次到过日本。刘焕新坚

持战斗，而后眼睁睁看着政府诉讼的大门关闭。

2007 年 4 月 27 日，日本最高法院对“西松建设

强制劳工”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宣布由广岛高等法

院认定的“中国劳工原告胜诉”的二审判决结果无
效，驳回中方的所有控诉。其判决书写道：“根据《中

日联合声明》第五条，中国人的个人索赔权已然放

弃，在法律层面上，原告没有理由提出诉讼请求。”

“日本最高法院的信号很明显，你们不要再来打

官司了。”刘焕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