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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兒在緬判囚 母親痛哭聲嘶
涉150多滇伐木工 獲刑10至35年

木材商稱砍伐權從當地政府獲得

中方交涉 促合法合理合情處理

粵警破多起港資珠寶店被盜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記者昨日從

廣東省公安廳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獲悉，今年上半年，
廣東破獲各類盜搶案件4.7萬起，刑事拘留嫌疑人2.1
萬。其中，在東莞警方偵查的一宗公安部督辦的盜竊要
案中，連帶破獲多起港資珠寶店周大福和金六福被盜大
案，涉案金額超過700萬元（人民幣，下同）。

湘男盜竊多家珠寶店終落網
今年5月24日，東莞橫瀝鎮中山路金六福珠寶店

發生一起入室盜竊案。犯罪嫌疑人共盜走珠寶首飾
504件，價值389萬元。案發後，省市兩級警方高度
重視，公安部掛牌督辦。由東莞市刑警支隊和橫瀝分
局等單位60餘名民警組成的的「5．24」案件專案
組，開展現場勘查、調查走訪等破案攻堅工作。
專案組經過大量的偵查工作後，5月26日晚鎖定
犯罪嫌疑人為鄭某（男，46歲，湖南省永州市新田

縣新隆鎮人），其已逃往湖南省永州市新田縣。東
莞警方於27日凌晨，在當地公安機關的協助下，在
新田縣成功將犯罪嫌疑人抓獲歸案。
經審查，鄭某交代了其於2015年5月24日凌晨許
在橫瀝鎮金六福珠寶店盜竊金器的犯罪事實。專案
組通過審訊等措施，繼續對鄭某的餘罪進行深挖，
帶破了2010年4月16日發生在廣州番禺的一起周六
福珠寶店被盜300萬金器案，並帶破了2004年、
2005年廣州市花都的兩起珠寶店被盜案。三起珠寶
店被盜案，涉案金額達700多萬元。

「銳虎」行動拘盜搶犯2.1萬人
據介紹，5月11日至15日、7月7日至14日，廣
東省公安廳組織部署各地市公安局先後開展了打擊
整治盜搶犯罪「銳虎1」、「銳虎2」系列行動，共
破獲各類盜搶案件1,778起，抓獲犯罪嫌疑人417

名，打掉犯罪團夥88個。而整個上半年，廣東全省
盜搶案件發案22萬起，警方偵破各類盜搶案件4.7
萬起，刑拘盜搶犯罪嫌疑人2.1萬人，打掉跨區域
系列性盜搶犯罪團夥37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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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駐悉尼總領事館23日召開新
聞發佈會通報說，30餘名「藏獨」分子22日下午非
法闖入中國駐悉尼總領館，撕扯中國國旗，並造成
一名中國館員受傷。據澳洲警方最新消息，10名闖
館「藏獨」分子已被拘捕。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駐澳洲大使館23日就此發表
書面聲明，強烈譴責「藏獨」分子暴力衝闖中國駐悉
尼總領館。聲明說：「這是一起十分嚴重的襲擊外交
領事機構的事件，充分暴露出『藏獨』分子的暴力本
質。中方已向澳方提出嚴正交涉。要求澳方嚴懲肇事
者，根據《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等國際公約，採取
切實有效措施，加強對中國外交機構和人員的保護，
確保中方機構和人員安全與尊嚴不受侵犯。」
事後，澳洲警方就此次失誤向中國方面深表歉
意，並表示將對外國使領館安全防護預案進行重新
評估。
根據澳洲警方最新通報，警方目前已經拘捕了10
名闖館的「藏獨」分子，包括5名男性、5名女性。
他們可能面臨的罪名包括非法闖入館舍；撕扯中國
國旗；衝撞中國外交官員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芮田甜、李茜茜
雲南報道）緬北密支那法庭22日以非法砍
伐木材的罪名，判處150多名中國籍伐木
工10年至35年刑期。據悉，赴緬的中國
伐木工一般來自中緬邊境的雲南省騰沖、
德宏、保山等地區。一名家住騰沖的母親
向本報記者表示，在得知兩個兒子被判刑
20年時，她哭到近乎喉啞耳聾了，不知道
自己還能不能活着見到他們。另一名伐木
工的女兒表示，父親赴緬伐木主要原因是
為了養家餬口，伐木的收入比務農的收入
更可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150多名中國
伐木人員以非法砍伐木材的罪名，被緬甸方面判處重
刑。目前，中方對緬方有關判決高度關切，中國外交部
和中國駐緬甸使館已向緬方提出交涉，要求緬方重視中
方關切，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對此案作出妥善處理。
就中國伐木人員被緬甸方面判刑，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陸慷22日夜間答記者問時表示，今年初緬方抓扣中方

非法越境伐木人員後，中方多層級多渠道反覆向緬方提
出交涉，要求緬方考慮上述人員的實際情況，作出合法
合理合情的處理，妥善了結此案並盡快將上述人員交還
中方。
陸慷表示，我們對緬方有關判決高度關切，已向緬方

提出交涉，要求緬方重視中方關切，綜合考慮各方面因
素，對此案作出妥善處理。

中緬媒體報道判刑人數有差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芮田甜、李茜茜 雲南報道）

據新華社報道，緬北密支那法庭以非法砍伐木材的罪
名，判處150名中國籍伐木工20年有期徒刑，另有2
名未成年人被判10年有期徒刑，還有一名藏毒者被判
35年刑期。而據緬甸媒體報道，緬甸密支那縣法院22
日宣判，縣政府宣傳部官員吳明穗確認稱：「縣法官
判處155人中153人20年監禁，2名未成年人10年監
禁」。緬方報道並未提及藏毒者，雙方就判決人數也
有出入。

被判刑人員還未提出上訴
本報記者聯繫中國駐緬甸大使館新聞和公共外交處

負責人潘雪松，他表示，審判結果將以密支那法院判
決書為準，但現在還無人看到法院判決書，緬方稱判
決書將由法院報經監獄、內政部、外交部等正常程序
後， 1個月才能到達使館。
據緬甸中文網報道，22日一早，密支那縣法院40多

名警員，使用兩輛貨車押運100多名中國籍伐木工人

抵達法院，接受宣判。如對判決不服，可提出上訴，
但需在判決之日起60天內提出，否則過期無效。判決
之日起60天內，伐木工人將被關押在密支那監獄。伐
木工辯護律師吳Hkin茂稱，目前，被判刑的中方人員
還未提出上訴。

緬政府被質疑賺取政治分數
報道稱，此前緬甸從未因盜伐木判處外籍人員，也

從未判罰過如此多的外籍人員，緬方從事社會發展項
目的聯合組織主任吳膠杜稱，「如此大規模人員入境
砍伐木材，不可能偷偷摸摸進入，當地駐軍不可能不
知道，此前也發生類似盜伐木案件，但卻從未進行過
判罰。此次判罰，實在是引人遐想，是否是軍方與政
府正在為自己賺取政治分數？」
此事引起緬甸國內的熱切關注，被判刑的中國伐木

工此前就被以非法入境罪判處6個月監禁，目前已刑
滿到期。22日宣判時，部分伐木工親屬也前來旁聽等
候結果。

■楊在英的兩個兒子被緬甸方面判刑20年。圖為楊在
英和孫女楊晨熙。 被訪者供圖

■緬方用貨車運送中國伐木工人到法院。 路透社

■警方將鄭某押回作案現場。 廣東警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芮田甜、李茜茜 雲南報道）自
1月初，150多名中國伐木工人在緬甸克欽邦被捕，到7
月22日被判決，華工命運牽動同胞視線。但有觀點稱目
前被捕的150多人都是打工者，他們只是這宗案件的從
犯，即使判罪也量刑過重，伐木工的老闆才是木材生意
的主要獲利者，是所謂的主犯，呼籲木材商現身。

曾求助騰沖縣政府
據《京華時報》報道，早在2015年1月24日，多名伐

木老闆就曾來到騰沖縣政府遞交《申請書》，希望政府
幫助解救被緬甸政府軍於1月3日前後在緬甸克欽邦龜頭
山、五台山木料場附近抓捕的155名伐木工人、767輛被
扣車輛及工程機械，並稱自己合法經營，所有人員及車
輛都有合法出入境證件，並非非法伐木。縣政府秘書股
一名工作人員表示，外交部已派出工作組赴緬協調，縣
級政府解決不了。
報道稱，司機和老闆們出示的包括《海關進口增值稅
專用繳款書》等多項進出口岸的文件證實，他們從緬甸

當地政府處獲得樹木砍伐權，通過合法手續出入境，運
進木料時也已交稅，並非非法伐木。

緬北打仗 伐木工常被抓
一名在緬北經商10多年的消息人士稱，緬甸政府一直
認為緬北地方武裝所從事的伐木事業是非法的。在這些地
方，中國生意人只能跟地方武裝打交道，所以每到雙方關
係鬧僵發生爭鬥，夾在中間的中國工人經常會被抓。

緬甸境內森林資源豐富，雲南則木材廠商遍佈，
中緬邊境木材交易鏈條由此催生。記者了解

到，緬甸北部森林資源豐富，一般木材商看中一片
森林後，就會和緬甸地方政府談價錢，然後這片森
林裡的樹木就被他們包下來，俗稱「包山」。「包
山」後，木材商就會聯繫伐木場組織工人去緬甸把
包下來的木材砍伐並運送回來。這些去緬甸的伐木
工人一般來自中緬邊境的雲南省騰沖、德宏、保山
等地區。

憂在生之年 難見兩兒歸
家住中緬邊境騰沖縣明光鎮上松園村50歲的楊在
英（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聲淚俱下，她表示，
兩個兒子都是貨車司機，大兒子27歲，小兒子23
歲，此次雙雙被緬甸政府軍逮捕獲刑。
她說，兩個兒子是家裡的主要勞動力，之前靠他
們出去打工養活母親和妻兒，後來聽說開貨車賺
錢，於是跟別人借錢、貸款湊齊30萬買了兩輛貨車
到山林裡拉木材，年初時連人帶車被緬方扣下了。
兒子被抓了大半年，整個家沒有收入來源，還要還
貸款，日子過得相當窘迫。她邊哭邊說，車還不還
回來都沒關係，只盼望兩個兒子能平安歸來就好。
在得知兩個兒子都被判刑20年，她哭到近乎喉啞耳
聾了，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活着見到他們。

頂樑柱被抓 孤寡陷困境
此外，記者電話採訪到騰沖縣明光鎮上松園村被
捕伐木工人楊有糧的女兒楊彤艷，楊彤艷的父親已
經52歲了，「父親一直都是家庭的頂樑柱，從30多
歲起就熟練掌握了砍伐木材的技巧，所以一般有老
闆要在緬甸砍伐木材都會叫上父親。」楊彤艷說，
楊有糧曾多次赴緬伐木都平安歸來，不料此次赴緬
卻出了「意外」。「要是我知道這樣的情況，我一
定不會讓我爸爸去緬甸的。」楊彤艷哽咽地說。
談起父親赴緬伐木的原因，楊彤艷說，大部分的

原因還是為了養家餬口，伐木的收入比務農的收入
更可觀，「一般父親去緬甸打工2、3個月的收入基
本就是家庭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了。」楊彤艷介
紹，此次被捕的伐木工人絕大部分來自騰沖，松園
村就有9個村民被捕，他們村裡的村民大都比較貧
窮，年收入在1到2萬左右，一般都是靠着務農維持
生計，他們村寨裡大都有這樣的傳統，男子外出打
工，女人留家帶孩子。「這次被抓的都是家庭的頂
樑柱，這讓我們村這些被留下的孤寡老人以後怎麼
生活？」

欠法律知識 不知會違法
除了可觀的收入吸引着這些伐木工人不斷地冒着
風險跨越國境，記者還了解到，伐木工人們法律知
識的欠缺也是其中的原因。楊彤艷告訴記者，這些
赴緬伐木工人的心裡完全沒有意識到伐木是違法
的，他們大都抱着「由老闆承擔責任」的心理，甚
至他們的家屬也不知道自己的家人去緬甸伐木是否
簽訂了合同。
「我爸爸他們是無辜的，如果知道是犯法，我們

是一定不會觸犯法律的。」楊彤艷告訴記者，楊有
糧被扣留以後，她們家屬曾兩次去緬甸密支那的監
獄探望過，「我父親都52歲了，他的身體已經不好
了，20年的判刑真的太重了……」楊彤艷說，每次
探望楊有糧，他都會流下後悔的眼淚。在採訪過程
中，楊彤艷不斷地向記者打聽消息，她說只希望父
親平安歸來，即使罰再多的錢，家裡都會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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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針對
緬甸地方法院重判中國150多名伐木工一事。中
國社科院東南亞問題首席研究員許利平指出，中
國伐木工人被扣與緬甸政府軍和少數民族武裝對
抗有關係。對於刑期，暨南大學東南亞問題專家
莊禮偉教授向《新京報》表示，這只是一個低級
別法院的判決，刑期明顯過重。若重判中國工人
恐影響中緬關係，中國使館已經進行交涉，交涉
後可能會減輕刑期，應該有轉圜餘地。

緬政府軍圖斷民族武裝財源
許利平介紹，緬北山區地帶盛產寶石和珍貴

木材等，而與緬甸政府軍對抗的緬甸少數民族
武裝在那裡有自己的領地，他們認為有充分經
濟自治權，這是他們的重要經濟收入。據了
解，雖然中國是緬甸木材主要市場之一，但中
國政府堅決反對非法採伐，保護自然資源，維
護邊境地區穩定。

許利平指出，緬北少數民族武裝與外國公司
簽訂採伐協議，這就與緬甸中央政府有利益衝
突，這是一個灰色地帶。此次中國工人被抓地
點就是緬甸政府軍與少數民族武裝衝突地區，
這些中國工人可能是與民族武裝簽署採伐協
議，但得不到緬甸中央政府認可，因此被逮
捕。

對於緬甸政府軍為何重拳打擊盜採盜伐，許
利平認為，寶石和木材是少數民族武裝最重要
的物質財富，政府軍加大打擊力度就是要掐斷
其經濟來源，用非軍事手段對付少數民族武
裝，逼迫他們回到談判桌，一定程度上也是為
今年的大選鋪路。

在緬投資要做好風險評估
許利平表示，緬甸正在進行政治轉型，很多法律法規

不是很健全，一些判決存在隨意性。
鑒於緬甸複雜的政治生態，許利平提醒，中國企業在緬

甸進行資源開採和投資要謹慎，做好風險評估。緬甸實行
改革以來，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呼籲保
護木材等資源，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投資者

不能對法律灰色地帶抱僥倖心理，不要
觸碰緬甸中央政府紅線，要遵紀守法。

■緬甸境內
森林資源豐
富。圖為中
緬邊境高黎
貢 山 的 植
被。
李茜茜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