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招聘岗位：

新闻记者、编辑、文艺编导、音乐编辑、出镜记者、

网络运维、视频音频、动漫包装制作、灯光舞美、摄像、

广告经营营销、主持及播音。

二、报名条件

1 .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无违法违纪行为记

录。

2 .热爱新闻工作，具有较强的沟通和应变能力。

3 . 2010年7月以前取得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学士

以上学位。研究生学历优先录用。

4 .年龄在25岁以下(1984年11月30日以后出生)，研

究生或有相关经验者，年龄可放宽至28岁(1981年11月

30日以后出生)。

5 .身体健康，形象端正。

三、报名时间：

2009年12月22日-12月23日。

四、报名地点：

济南市人才市场二楼(经十路五里牌坊22399号)

五、报名要求：

报名时需携带身份证、学历证、学位证原件和复

印件一套，2010年毕业生需带学校或院系相关证明；

应聘播音主持岗位的，需提供普通话等级证原件、复

印件；近期一寸彩色正面免冠照片3张、填报《应聘人

员登记表》，每人限报一个岗位。《招聘简章》及登记表

可自中国济南人才网www . cn-jnrc . com、新视听网站

www . jnnc . com或济南电视台网站www . jntv . com . cn下

载。报名时交考务费30元。

六、招聘待遇：

经笔试、操作考核、面试、政审、体检，合格者济南

电视台与之签订劳动合同，按事业单位非在编人员管

理。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并按国家规定缴纳社会保险。

七、咨询电话：

(0531)85652551，85652652

济南电视台招聘启事 因工作需要，现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

具体招聘事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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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新闻A06

1944年，360名中国人被强掳到日本安野发电站工地屈辱劳作

65年后，受害劳工终获补偿金
■日本西松建设总计赔偿2 . 5亿日元
■360名受害劳工已经找到150名
■每人获补偿约合4 . 5万元人民币

“如果没有此前的一系
列索赔诉讼，就不会有现在
的和解。”曾十余次赴日参
与有关诉讼的众成仁和律
师集团律师董一鸣这样说。

董一鸣说，二战期间被
强掳到日本的山东籍劳工
有8000人左右，真正参与到
对日索赔诉讼中来的只有
几十个人，这几十个人提起
的诉讼意义重大。
“不能因为和解就否定

诉讼，恰恰相反，和解的实
现正是说明了诉讼的作用。
事实证明诉讼是推动和解
的有效手段，如果不是一系
列的索赔诉讼，日本的有关
企业是不会主动来和解
的。”董一鸣说，有的日本企
业起初并不承认强掳劳工、
强制劳动的历史事实，而经
过一次次审判，尽管没有判
决胜诉，但法庭还是确认了
有关历史事实。

本报记者 陈朋 李
文鹏 宋姗姗

现年59岁的川原洋子
是中国劳工·西松建设裁判
支援会的秘书长，为了支援
中国受害劳工向日本企业
索赔，她已在中日两国之间
奔波了17年。

川原告诉记者，她是日
本广岛县人，最初是调查广
岛原子弹爆炸事件中的受
害者，但调查中发现，位于
广岛的西松建设安野发电
所存在二战末期强掳360名
中国劳工的情况。为了弄清
楚这段历史，她开始联系中
日两国友人，着手调查“安
野案件”。
“劳工的历史虽然是中

国的历史，但同时也是日本
的历史。我们也想把这段历
史弄清楚，告诉我们的后
人。”川原说。

本报记者 李文鹏
陈朋 宋姗姗

□本报记者 陈朋 李文鹏
宋姗姗

本报济南12月20日讯
20日上午，曾在二战期间被
强掳到日本广岛安野的首批
38名受害劳工中的5名幸存
者及其他劳工的家属，在济
南接受了日本西松建设公司
方面交付的每人6 0万日元
（合人民币 4 . 5万余元）的
“补偿金”。此后，360名安野
中国受害劳工中已被找到的
其余人员或遗属将陆续领到
“补偿金”。

根据此前双方达成的和
解协议，西松建设将向360名
受害劳工提供2 . 5亿日元的
赔偿，其中每个受害人将获
得60万日元的赔偿，剩余资
金将用作修建纪念碑、受害
者重访旧地祭奠在日死难者
的费用。此外，360名受害劳
工已经找到了150名，寻找其
他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费用也
包含在2 . 5亿赔偿款中。

20日上午，当5名中国受
害劳工邵义诚、张信鸿、郑继
彪、周贯一、杨济雷从日本律
师内田雅敏手中接过2280万
日元的支票时，全场无不动
容。一直参与劳工对西松建
设索赔的河北大学教授刘宝
辰向记者介绍，此次和解赔
偿，共历时16年，历经3次诉
讼，受害中国劳工及其家属
维权过程非常艰辛。

1944年，360名中国人被
强掳到广岛县安野发电站建
设工地，在日本监工的任意
殴打辱骂下，从事超强度的
体力劳动。饥饿、寒冷、劳累、
疾病和工地上时有发生的事
故，致使中国劳工死亡29人，
负伤112人，患病269人次，终
生残疾至少5人。1945年日本
投降后，有些人得以回到中
国，但这段历史给他们造成
了巨大的身心伤害，也给他
们的家庭带来巨大痛苦。

刘宝辰教授说，1992年4
月，一些日本友人委托他寻
找曾经被强掳到安野的360
名受害劳工，1993年，受害劳工
开始走上了维权道路。1995年8
月，广岛安野中国受害劳工联
谊会正式成立，受害劳工开始
有组织地向西松建设公司提
出索赔，从1998年开始向广岛
法院提起诉讼，历经3次诉
讼，终于在今年10月23日与
西松建设达成和解。

这次发放的“补偿金”是
西松建设方面发放的首批
“补偿金”，先向38名受害人
及其家属发放。明年春节前
还将进行第二批受害人“补偿
款”的发放，春节后发放第三
批，此后不再进行大规模的发
放，而是继续寻找受害劳工，
找到一个就发放一个。同时还
将在2010年5月15日，在日本
安野西松发电站竖立纪念碑，
纪念这段不能遗忘的历史。

20日，当尹香芝拿到60
万日元的“补偿款”时，她
忍不住流下泪来。尹香芝告
诉记者，她的父亲叫尹秀
芝，青岛即墨人，也是西松
建设的受害人之一，今年10
月7日刚刚去世，去世时92
岁，他参与向西松建设索赔
诉讼已经10年了。

“我很遗憾我爸爸没能
看到这个结果，离结果出来
只有几天啊！”尹香芝哽咽
着说，那段父亲被掳去的历
史，对他们家来说是一段悲
惨的记忆。“当年我父亲被
日本人抓走时，马上就要过
年了。”家人熬过那个凄苦
的春节，此后面对的就是亲

人长时间的杳无音讯、生死
未卜，一直到1945年抗日战
争胜利后，尹秀芝才回到了
自己的家乡。“相比我父亲
在日本受的苦，这些钱真是
不值什么，也就是一点安慰
吧。”

本报记者 李文鹏 陈
朋 宋姗姗

20日，在安野中国受害劳工“补偿金”发放仪式上，尹香芝女士泣不成声，她的父亲是受
害劳工之一，刚刚去世两个多月。左为安野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会长邵义诚先生。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西松安野劳工问题目前
以和解的形式有了一个解决
方案。作为“安野案件”的调
查人和日本“中国劳工·西松
建设裁判支援会”的联络人，
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室的
刘宝辰教授从1993年就参与
了这起华工索赔案，他表示，
这次和解有局限性，也有积
极的意义。

刘宝辰说，在2007年的
判决中，日本最高法院以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为由
剥夺了中国的民间索赔权，

这是不可接受的；而此次和
解中，对方支付的“补偿款”
不多，这也是一种无奈和妥
协的结果。
“不过，此次和解有积极

的一面。”刘宝辰认为，在日
本打官司，中国民间已经无
法打赢了，日本最高法院的
“附言”也是要求双方通过和
解的办法尽快解决问题。十
几年来，“安野案件”中可联
系到的健在者已由69人减至
19人，“这些老人如今都已经
八九十岁高龄，他们也希望

在有生之年讨回公道”。
刘宝辰指出，此次和解

并不是屈辱的和解，而是实
现了原告坚持的三项原则：
“谢罪”、“立碑”、“补偿”，也
实现了360人整体解决的要
求，这比打官司要好，因为打
官司只能解决5名原告的要
求。
“我觉得用和解的办法

解决问题是目前最合适和最
可取的，因为这样既赢得了
尊严，又很务实。”刘宝辰教
授说。

作为和解内容的一部
分，2010年5月15日将在日本
安野建碑纪念这段历史。纪
念碑将选在劳工们当年挖山
洞的地方，碑文已确定为“安
野·中国受难劳工之碑”，两
侧将刻上360名受害劳工的
姓名。

刘宝辰希望，此次西松
和解能对解决中日之间的其
他遗留问题起到启迪和促进
作用。

本报记者 陈朋 李文
鹏 宋姗姗

河北大学教授刘宝辰：

和解是目前最可取的办法

受害劳工女儿：

遗憾父亲没能看到

中国律师董一鸣：

没有诉讼

就不会有和解

日本友人川原洋子：

中国劳工史

也是日本的历史

刘宝辰在“补偿金”发放
仪式上说明情况。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