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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民生
服务大众

7日，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与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举行会谈，重点涉及“慰安
妇”问题和朝鲜半岛核问题。

韩日两国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分歧由来已久，当天的会谈中，双方态度仍未出现缓和。韩日新外长的首次会谈未能取得重要成
果便草草收场。

“慰安妇”问题分歧依旧，领土问题再冒“火花”

韩日新任外长
首次会谈成果寥寥

康京和(左)与河野太郎在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上。

韩国一家法院8日裁定，日本企业三
菱重工在二战期间强征两名韩国女劳工，
应为上述两人支付超过1.23亿韩元（约合
73万元人民币）赔偿金。针对这一判决，
三菱重工方面表示不服，并将提出上诉。

韩国南部城市光州一家法院当天宣
判，二战遭强征劳工起诉三菱重工一案
中，原告胜诉，而被告三菱重工应作出赔
偿。其中，现年 85岁高龄的女劳工金某
应获赔 1.2 亿韩元 （约合 71 万元人民
币），另一名过世女劳工崔某的亲属应获
赔325万韩元（约合2万元人民币）。

根据原告的说法，三菱重工在二战期
间配合日本政府强征未成年人在恶劣环境
下进行无薪劳动。1944年，金某和崔某被
骗到日本名古屋，对方谎称可以让她们在
那里赚钱和上学，最终却把她们带到三菱

重工飞机工厂奴役。
法院在判决书中说，这段痛苦的经历

给两名原告带来极大伤害。其中一人失去
了生命，另一人则被严重烧伤，还被误认
为在军队充当“慰安妇”，名誉受损。

针对这一判决，韩国二战劳工权益组
织表示欢迎。其中一家组织的负责人李国
恩（音译）说：“我们欢迎这一判决，这是受
害者及家属在法庭上取得的又一场胜利。”

这是韩国法院针对“三菱重工强征劳
工案”作出的第二次判决。

2013年，韩国光州一家法院判决5名
韩国原告胜诉，要求三菱重工支付赔偿
金。而后，三菱重工向韩国最高法院提出
上诉，此案至今仍未宣判。

针对这类韩国劳工状告日企索赔案，
日本政府坚称，两国 1965年签订《韩日

请求权协定》、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类似
民间索赔问题“已经解决”。不过，韩国
光州法院认为，难以确定个人对日索赔权
是否被纳入《韩日请求权协定》范畴，原
告并未丧失个人索赔权。

对于韩国法院的最新判决，三菱重工
方面8日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该
公司尚未接到判决，但会提起上诉。

该公司一名发言人说：“一旦我们收
到判决并确定相关细节，我们将迅速依照
法律程序提出上诉。”

日本媒体今年4月报道，韩国一个市
民团体打算在日本驻韩国使领馆前安放的

“慰安妇”少女像旁边，新设立一座象征
殖民时期受日本迫害的“劳工像”。日本
政府就此要求韩方采取相应措施，阻止劳
工像的设立。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法院裁定日企三菱重工赔偿二战两名女劳工损失

三菱重工表示不服并将提出上诉

在 7日的会谈中，“慰安妇”问题分歧
的核心依然是 2015年底韩日达成的“慰安
妇”协议。

日本《朝日新闻》8日报道，康京和在会
谈中告诉河野，韩国大多数国民都无法接
受该协议，她就韩国不久前就重新审查“慰
安妇”协议成立外长直辖的专项工作组作
了说明。不过，河野要求“切实履行”该协

议。
日本共同社说，河野本月 3日在就任

外务大臣后首场记者会上就作出强硬表
态，称日方无意就“慰安妇”协议重新谈判，

“稳定实施”才“可取”。在这一问题上，韩
日双方主张依然是“平行线”。

2015年 12月 28日，韩日火速就“慰安
妇”问题达成“最终、不可逆转的一致”。日

方在签署协议后向“慰安妇”基金会出资10
亿日元（约合6000万元人民币），同时强调
这笔资金只是“治愈金”并非“赔偿金”。日
本政府还要求韩方今后不再旧事重提。

该协议达成后便招致韩国舆论的一致
批判。文在寅出任总统后，韩国政府已多
次对该协议表示不满。7月31日，由9人组
成的专项工作组开始重审该协议。

历史问题互不让步

韩日外长会谈 7日刚刚结束，日本政
府 8日便发布了 2017年版防卫白皮书，再
次将“独岛”（日本称“竹岛”）称为日本领
土，韩国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

韩国外交部当天召见日本驻韩大使馆
首席公使，韩国国防部召见日本大使馆武

官，进行抗议。
另外，康京和与河野会谈时就共同应

对朝核问题达成一致。
不过，《朝鲜日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

自 2012年第二次上台以来，安倍以应对朝
鲜威胁为由，连续五年大幅提高军费预算，

且没有收手迹象。
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 3日上任时还表

示将探讨保留自卫队的“敌方基地攻击能
力”，称用以破坏朝鲜导弹发射据点。报道
将此举称为安倍“妄图复活军国主义”，予
以强烈批判。

领土问题再冒“火花”

8 月初，美国华盛顿雨水连绵、酷暑渐
去。不过，正在白宫忙着装修的工人却无暇
享受清凉：他们要趁着总统特朗普 17 天的

“工作休假”，完成对白宫的翻修改造。
身在新泽西州私人高尔夫球俱乐部的特

朗普不时在社交媒体上提起白宫翻修事宜，
称翻修工程早就计划好了，自己没有在“休
假”，而是换个地方“工作”。那么，这个可让
美国总统“让步”的翻修工程到底是什么呢？

通风系统超期服役
据白宫方面介绍，此次翻修改造由美国

总务管理局负责，主要针对白宫西翼办公楼，
预计耗资 340万美元，须在特朗普返回华盛
顿前完成。白宫官员把特朗普离开的这段时
间称为他的“工作假期”。

通常，白宫会在总统 8月外出休假期间
进行例行翻修，但今年的规模显然更大，工期
也更长。白宫上一次大规模翻修要追溯到上
世纪 40年代、美国第 33任总统哈里·杜鲁门
执政时期。

这次，白宫将对空调通风系统、信息系
统、线路、房屋结构、南骑楼台阶和白宫餐厅
等进行翻修改造，并进行刷新漆、更换地毯和
窗帘等外观升级。

升级已连续使用 27年的空调通风系统
是本次西翼办公楼翻修改造重点。白宫副新
闻秘书琳赛·沃尔特斯说，由于常年连续使
用，现有空调通风系统的实际使用年限高达
81年，远超报废期。其实早在 2014年，白宫
就计划更换空调通风系统，但直到 2016 年
春，总务管理局才拿出具体升级改造计划。
由于担心工期可能要持续到去年秋天，当时
任期只剩一年的时任总统奥巴马决定搁置更
换计划，交由下届政府处理。

新闻办公室曾漏水
白宫西翼办公楼建于 1902年，西奥多·

罗斯福执政时期，占地约 2800平方米，容纳
了总统椭圆形办公室、内阁会议室、战情室和
新闻发布厅等重要房间。不过，特朗普对这
里的条件一直不太满意。

其中，位于地下一层的新闻办公室不时
会受漏水影响，这也是此次白宫翻修需要解
决的问题之一。

上周，华盛顿特区及周围地区普降暴
雨。美国媒体报道，白宫西翼新闻办公室天
花板当时多处漏水，并散发出一股“恶臭”，

“束手无策”的职员们只能从别处挪来垃圾
箱，放在漏水点下面勉强对付。

特朗普上任休假多
此次翻修没有着手解决困扰椭圆形办公

室的苍蝇问题。2009年，上任不久的奥巴马
就曾在那里接受直播采访时打死一只苍蝇。

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特朗普曾在打高
尔夫球时把白宫称为“垃圾场”。但他随后用
社交媒体否认此言，称白宫是他见过最漂亮
的建筑之一。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去年竞
选期间表示，如果当选美国总统，将很少会离
开白宫，因为有太多工作需要处理。他还自
称为“不休假的总统”。

不过，据美国媒体统计，上任头 196 天
里，特朗普休假时间达 41天，几乎是前任奥
巴马同期休假时间的两倍，但不及奥巴马前
任乔治·W·布什的67天。

预计耗资340万美元，耗时17天

白宫翻修，
到底修什么？

据朝中社 9日报道，朝鲜军方正考虑通
过中远程弹道导弹对关岛周边进行包围射击
的作战方案。

朝中社援引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发言人8
日发表的声明说，为压制和牵制美国战略轰
炸机所在的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等军事基
地，并向美国发出严重警告的信号，朝鲜人民
军战略军正慎重考虑用“火星-12”型中远程
战略弹道导弹对关岛周边进行包围射击的作
战方案。

发言人说，有关部门将对方案进行充分
研究和拟订后上报朝鲜最高司令部，朝鲜核
武力总司令金正恩一旦做出决断，方案将随
时付诸实施。

发言人表示，美国近期试射洲际弹道导
弹、动用战略轰炸机针对朝鲜战略目标进行
实战核打击演习、将各种战略资产调至朝鲜
半岛，极度激化了地区形势。由于从关岛起
飞的战略轰炸机编队频繁飞临韩国上空，进
行针对朝战略据点的实战演习，朝鲜密切注
意到美国对朝侵略的前哨基地和启航基地
——关岛，并感到有必要采取实际行动进行
压制和牵制。发言人表示，美国近期的军事
行动是可能引发冲突的导火索。美国应立即
停止针对朝鲜的军事挑衅行为，以免朝鲜不
得不做出上述军事选择。

朝鲜称正考虑
对关岛周边
进行包围射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