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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下个月
拿到赔偿款

在日本三菱公司山东受害
劳工索赔调度会上，20余名来
自山东各地的受害劳工遗属及
代表登记了信息。据山东受害
劳工联谊会会长刘焕新介绍，
接下来山东受害劳工联谊会对
登记的信息进行初步确认，再
交由民政部社会基金福利会确
认，核对无误后，钱款交由基金
会发放。

据了解，这些程序走下来
至少要一个月。下个月，日本当
地律师也准备进一步对接钱款
的发放。届时，当三菱公司和山
东受害劳工联谊会取得协调
后，受害劳工遗属可凭身份证，
到八一立交桥的北京银行山东
分行领取钱款。

此前，三位与三菱综合材
料公司签署协议的受害劳工代
表曾表示，将继续追究日本政
府在掳日中国劳工问题上的责
任。对此，刘焕新也表示，三菱
公司低头谢罪，基本达到了最
初目的，但还是会继续追究日
本政府的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位受
害劳工幸存者与三菱签署和解
协议后，主张通过司法途径实
现索赔的另一民间团体中国劳
工索赔案律师团则认为，三菱

公司的和解协议是在玩弄文
字游戏，是空洞、虚伪的，并无
诚意。对于媒体引用的“在已经
找到的1000多名劳工和亲属
中，保守估计接受和解的在
95%以上”的说法，中国劳工索
赔案律师团也持保留态度。

山东健在受害劳工
还有不到10位

在帮助寻找受害劳工和为
受害劳工争取权益方面，山东
部分受害劳工及民间维权团体
做了不少事情。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为了
寻找二战劳工，徐宝华的父亲、

也曾是受害劳工的徐锡章开始
了长达十多年的奔波。一辆摩
托车，一壶水，一份咸菜，一走
就是好几天。为了把信息传达
到每一个乡镇，徐锡章到各地
去拉条幅，条幅上写着“二战劳
工登记处”，并附上联系方式。
即使常常被人当成骗子，他也
没有放弃。

2007年，徐锡章去世后，徐
宝华接了父亲的班，至今也近
十年。“这么多年了还有什么希
望，别人给了你多少钱？”面对
别人的劝告和质疑，徐宝华没
有放弃。付出总有收获，这些年
来，陆续有人打来电话，有的甚
至拿着报纸前来核实真假，聚

在一起维权的受害劳工越来越
多。

从1990年开始提出民间索
赔，1995年进入索赔诉讼实践
阶段，到目前接受和解，山东受
害劳工及民间维权团体已为争
取权益奔波了26年。直到2014
年，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
向省高院递交诉状状告三菱公
司设在山东的两家公司，而后
三菱综合材料公司约见山东受
害劳工维权团体相关负责人，
才表达了和解意向。

据了解，山东三菱受害劳
工共有1501人，目前健在的还
有不到10位，但已经找到700多
个劳工或者遗属。山东受害劳

工联谊会会长刘焕新表示，山
东受害劳工在推动整体和解协
议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对日索赔
艰难走过20多年

据了解，日本侵华战争期
间，约3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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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接收了其中的3765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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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强制劳动。非人的生活、加
害者的暴力、伤病得不到任何
医治，使得多达722名中国劳工
身亡。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民
间对日索赔的浪潮开始掀起，
经过取证诉讼以及双方漫长的
交涉，20多年后，今年6月1日，
96岁的阚顺、89岁的张义德和
87岁的闫玉成作为在二战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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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签署协议，接受三菱材料的
谢罪并达成和解。

在《和解协议书》中，日本
三菱综合材料公司明确承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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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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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余山东受害劳工遗属及代表接受三菱和解协议

受受害害劳劳工工还还将将向向日日本本政政府府追追责责
“三菱公司低头谢罪，基本达到了最初目的。”14日上午，齐鲁晚报记者从在济南召开的日本三菱

公司山东受害劳工索赔调度会上了解到，在山东受害劳工联谊会的协调下，20余名来自山东各地的受
害劳工遗属及代表接受了和解协议，即由三菱材料向受害劳工及遗属谢罪，向每位受害劳工或遗属支
付10万元人民币，并出资为受害者在日本修建纪念碑。

参加日本三菱公司山东受害劳工索赔调度会的受害劳工遗属及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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