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地”组织分支宣布负责
6月1日，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马里

稳定团）发布公告说，当地时间 5 月 31 日 20 点 45 分左
右，加奥地区的维和人员营地遭汽车炸弹袭击，营区内
部分集装箱住房损毁，一名维和人员在袭击中牺牲，3
人重伤，10 多人轻伤（包括当地平民）。随后，中国驻马
里大使馆证实，一名中国维和人员在袭击事件中牺牲，
另有4名中国维和人员受伤。大使馆说，中国维和部队
一名伤员将被送往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接受治疗。

6月1日，“基地”组织北非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
地组织”通过网络发布消息，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原名为“萨拉夫宣教与战斗
组织”，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恐怖组织，2006年与“基地”
组织正式结盟，成为“基地”组织分支。近年来，该组织在
阿尔及利亚、马里、尼日尔等国策划实施了一系列暴力恐
怖事件，已被美国和欧盟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遇袭的可能是岗哨人员
当前，中方在加奥执行维和任务的是中国第四批赴

马里维和部队。第四批赴马里维和部队共计 395 人，第
一梯队 5 月 18 日出发，前往马里接替第三批维和部队。
第二梯队几天前抵达加奥营区。

一名第二批中国赴马里维和部队警卫人员说，马里
稳定团是联合国各维和团中最危险的一个任务区，分为
西部、北部和东部三个战区，经常遭受袭击，但针对司令
部营区的袭击还是“第一次”。中国的警卫、医疗和工兵
三个分队都驻守在东部战区，而东部战区的司令部主要
集中在加奥市。由于马里稳定团一直在加奥市南部修
建“超级营地”，东战区从去年开始陆续搬到那个营地。
但在5月31日袭击事件发生前，中国三个分队中只有医
疗分队搬到了“超级营地”，东战区司令部、警卫分队和
工兵分队仍然驻扎在遇袭营区。

这名警卫人员说，遇袭的东战区司令部营区有多个
入口，主入口由中国警卫分队和当地保安把守；南门只
走人，但也由警卫分队把守。驻扎在遇袭营区东北角的
工兵分队距离十字路口和公路非常近。从公路上下来
的车要进营区主入口，必须经过工兵分队的两个门。

“这次的袭击应该是要冲击正门，但由于门前有沙
墙和防爆缓冲区，（袭击者）不一定能冲过去。”他说，“如
果在沙墙之外引爆炸弹，那么距离工兵分队的门就会非
常近，因此工兵分队的岗哨人员极易受到伤害。”

“我们的职责是保卫东战区司令部，所以中国分队
站在防御的前沿。”他说，“前三批中国赴马里维和人员
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险情，我所在的第二批就多次遭遇疑
似埋设地雷未遂、火箭弹袭击距离营区只有 1.5 公里以
及简易爆炸装置被发现的情况，因此这一任务区时刻面
临着恐怖袭击威胁。”

最危险的维和营地
微信公众号“精忠蓝盔”一直介绍和发布中国维和人员

的相关消息，新华社也曾多次引述公众号里的内容。精忠
蓝盔”介绍，加奥营地之所以特别危险，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营地本身的地理位置处于冲突各方的中间地
带。加奥位于撒哈拉大沙漠的南缘，首都巴马科通往北
部战乱地区的唯一公路穿城而过，自古就是交通要道，战
略要地，多派武装反复争夺，内战中数次易手。后来，联
合国把维和部队部署到了这里，试图起到隔离的作用。

二是马里当地的安全局势相当混乱。尤其是加奥
以北地区，10 条枪以上的武装派别有 100 多支，已经不
是正反力量的交锋，而是多方的冲突不断。即便是高度
戒备的首都巴马科，去年在丽笙酒店也出现了人质劫持
事件，造成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伤亡。

三是针对联合国的有预谋袭击比例很大。一有不
满，各派武装就拿联合国维和力量下手制造国际影响。
联合国在马里的维和行动不满三年，伤亡的维和军人和
文职人员已经过百。这个比例在目前联合国正在开展
的所有的维和行动中是最大的。新华社驻达喀尔分社
记者王猛说，加奥的维和营区驻扎有多国维和部队，是
联合国维和部队在马里北部的大本营。中国维和部队

担负着加奥营区的安保工作。由于维和力量较强，安保
严密，以往即便发生武装袭击，也会远离营区，直接针对
营区的袭击非常罕见。

“中国维和部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艰难地履行
着祖国和联合国赋予的维和任务。中国的警卫在这里
守卫司令部，中国的工兵在这里修建营地和工事，中国
的医生在这里救死扶伤。”“精忠蓝盔”写道，“但不幸和
痛苦仍然不被阻挡。5月31日，再一次写下了中国维和
行动的悲伤。”

外交部：这是严重的罪行，不可容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北京时间）1日凌晨，联

合国马里稳定团营地的维和部队遭遇袭击，造成重大伤
亡，其中中国维和人员1人牺牲，4人受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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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春莹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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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春莹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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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春莹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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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 （综合新华社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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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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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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出资在中国劳工工作过的矿场等地修建纪念碑。

每位受害劳工或遗属获赔10万元
这次接受三菱材料谢罪并达成和解的三名中国劳

工代表，分别是 96 岁的阚顺、89 岁的张义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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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协议书》中，三菱材料表示，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约 3.9 万名中国劳工被强掳至日本。三菱公司前
身的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及其承包公司接收其中 3765 名
中国劳工到其作业场所，强迫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劳
动。其中，多达722名中国劳工身亡。

三菱材料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三菱材料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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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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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谢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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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承认上述历史事实及历史责
任。作为谢罪的表示，三菱材料将向每位受害劳工或遗属

支付10万元人民币。三菱材料还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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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漫长索赔路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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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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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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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3月，中国劳工受害者及其家属或遗属组成
谈判团，2014 年 1 月开始与三菱材料展开和解谈判，希
望趁受害者还在世时为他们讨回尊严。2014年2月，中
方谈判团中一个代表 37 名受害者的小团体向北京市一
家法院提起索赔诉讼，2015年2月退出和解谈判。

去年夏天，中方谈判团表态愿意接受三菱材料提出
的和解协议，但由于个别中方人士不满协议以及有关赔
偿的对话一度搁置，和解协议签署仪式被推迟。

还有部分人员对谢罪文的措词和赔偿金额有所不
满，没有签署和解协议书。预计三菱材料与中方的交涉
今后仍会继续。

这次受害劳工代表与三菱材料达成和解协议后，童
增说：“我们尊重、理解和支持受害者及遗属的这个选
择。在目前日本政府及多数加害企业仍无视受害劳工
的历史事实，无视受害者要求的情况下，我们对三菱综
合材料公司在这一历史问题上的态度给予积极评价。”

“我们今后要继续敦促日本政府和其他加害企业，
认真对待、全面解决受害劳工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童增
说。 （综合新华社和中新社报道）

中国维和人员在马里遇袭 1人牺牲4人受伤
外交部：这是恐怖袭击，是严重罪行，不可容忍

6月1日，联合国和中国驻马里大使馆等多方证实，5月31日，
联合国维和部队在马里北部加奥地区的营地遇袭，一名中国维和
人员牺牲，4名中国维和人员受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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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三菱公司向二战中国劳工谢罪
将在日本修建纪念碑 每人获赔1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