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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文 函 

1 9 8 9年 1 0月 2日 

纽约 

齢 国 

先生： 

谨依照大会1 9 4 9年 1 2月 8日第 3 0 2 (工7)号决议第 2 1段和 1 9 5 8年 

1 2 月 1 2日第1315(XI工工）号决议第8段的规定，向大会提出关于联合国近东 

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 1 9 8 8年 7月 1日至 1 9 8 9年 

6 月 3 0日的:£作情况的年度报告。 

我在报告的导言（第一章）集中叙述了黎巴嫩以及西岸和加沙地带被占领领土 

继续存在的紧急情况对于近东救济工程处业务的影响。在本报告所述的整个期间 

由于这些局势的影响，工程处在其5个业务地区当中的3个地区的工作，是在非常 

和困难的环境中进行的。 

报告第二章概述了工程处三个主要方案的总体发展情况，而五个业务地区中每 

一个地区的活动的简要情况则载于第三至第六章。黎巴嫩的紧急行动和重建方案 

载于第四章。第六章载述了近东救济工程处针 对被占领领土内发生的事件的直接 

影响所执行的非常措施方案和为减轻居住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难民的困境所执行的 

扩大援助方案。这些额外方案的资金是由许多国家、包括一些并非工程处普通基 

金的经常捐助国慷慨提供的。不过，正如我在报告导言所指出的，为应付紧急情 

况而进行的临时活动及其所需的财政负抠正在成为近东救济工程处业务中持续工作 

的特点。因此，我切望的是，只要是需要，工程处最近所莸的慷慨支助就应当是 

稳定和持续的。 

第七章载述了法律事项，两个附件则载有关于近东救济工程处业务和方案的统 

计数据和图表，以及有关近东救济工程处业务的大会文件和其他联合国机构文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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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稃。 

和去年一样，为了向大会各成员提供最新的数据，1 9 8 9年的概算和其他财 

政资料将在10月初载于本报告增编。 

近东救济工程处咨询委员会成员审査了这份报告的草稿，在编写定稿时曾认真 

地 考 虑 到 他 们 的 意 见 。 1 9 8 9 年 8 月 3 1日咨询委员会主席在信中已谈到这些 

意见，现附上这封信的副本。 

我再次认为，维持一贯做法，请以色列政府的代表阅读草稿并且也考虑他们的 

意见，是恰当的，因为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大部分业务是在以色列1 9 6 7年以来占 

领的地区进行的。 

谨致最高敬意。 

主 « 员 

乔 治 • 贾 科 梅 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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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年 1 0月 2日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 

救济和工程处咨询委员会主席给主任专员的信 

乔治•贾科梅利先生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 

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贾科梅利先生， 

近东救济工程处咨询委员会在1 9 8 9 年 8 月 3 1日的经常会议上，审议了你 

关于工程处在1 9 8 8年 7月 1日至 1 9 8 9年 6月 3 0日期间业务的情况的报告 

草稿，该草稿将提交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委员会还审査了近东救济工程 

处当前的财政情况。 

咨询委员会重申它深信在谋得公正而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之前，工 

程处是不可缺少的。西岸和加沙地带被占领领土内的起义行动及其造成的后果产 

生了对服务和援助的突然且前所未有的需求。工程处通过积极参与及对这些发展 

情况作出灵活的反应，在被占领领土内执行各项紧急方案得以满足各项不断变化的 

需要，其中包括需要更多的医疗和救济服务，额外派遣国际工作人员向难民提供一 

般缓助等。除了执行经常性方案以外，还必须采取有关的紧急措施来满足黎巴嫩 

境内的难民的特殊需要。近东救济工程处在约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继续执行 

有关教育、职业训练、保健和救济事务等的方案。工程处在其所有业务地区继续 

履行其职责，并在为该区域的和平进程创造有利条件方面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工程处通过采取节俭的预算措施，至1 9 8 9年底，可以设 

法为其各项业务包括各项紧急活动筹足经费。但是，委员会和你一样关切1990 

年各项紧急方案的经费仍无着落，还没有建立起有计划有秩序的资源流通渠道来满 

足在五个ik务地区之中的三个地区中不断存在的紧急状况所产生的各项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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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委员会促请所有会员国和其他捐助者参加及时为工程处紧急业务筹资的工 

作以及1 9 9 0年的各项经常方案。 

咨询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各东道国政府协助近东救济工程处开展业务的努力, 

以及各国政府为巴勒斯坦难民开展的活动，提供的捐助和援助。 

但是，咨询委员会非常关心你在报告的有关部分所描述的，由于各有关国家政 

府当局采取的行动，使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开展其业务时遭遇到困难和干扰。在难 

民的处境极为困难和最需要援助的时侯，这种干扰更加重了他们的苦难。因此委 

员会强烈呼吁支持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活动。 

咨询委员会听取了关于在约旦施行十年级义务教育问题的简报-促请你采取必要 

步驟，使工程处能够与约旦政府共同工作，确保约旦境内得到近东k济工程处支助 

的那些巴勒斯坦难民儿童在三年过渡期届满后可以按照约旦政府与工程处达成的协 

议而继续接受十年级教育。 

咨询委员会请工程处执行报告中所列的各项方案，继续对有关人口的紧急需要 

作出灵活反应。 

咨询委员会成员感谢联合囯秘书长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继续支持，及其为确保 

工程处的财政能力所作的努力。我们还要深深感谢主任专员先生和他的工作人员 

表现出的坚定不移的奉献精神以及工程处在其业务地区的困难条件下对它所面临的 

许多挑战所做的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反应。 

咨询委员会主席 

迈克尔。纽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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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导 言 

1. 为了执行大会1 9 4 9 年 1 2 月 8 日 第 3 0 2 ( I V )号决议所赋予的人 

道主义使命，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救济工程处）不得不努力适 

应日益变化和经常难以预料的环境。多年来，工程处向因1 9 4 8年战争而逃离巴 

勒斯坦的难民提供了紧急救济，从而已发展成为一个管理着半官方的教育、卫生和 

福利方案的实体。本报告所述期间及其以前所发生的种种事件使难民人口的需求增 

加，同时也使国际社会对工程处产生新的期望。需求的范围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广 

泛：传统方案、紧急援助、一般援助形式的保护、社会和发展方面的职能等等一 

这是对工程处名称中的"工程"成分的复兴.所有这些都已被视为执行救济工程处 

任务的不同然而又同样必要的要素。 

2. 救济工程处在各种不同并且往往困难的条件下正在努力争取满足这些期望。 

过去一年里，工程处常须紧迫地满足方案执行的要求，同时应付加速出现的难民的 

需求。在加强方案时，在各地区的日常现实的条件下推行新思想和活动的过程中， 

必须克服许多障碍，有的是与安全有关的政治方面的障碍，有的是由于财政和人力 

资源不足而产生的。 

3. 最近的事态发展不仅导致设立了被定义为单独的紧恚或特别的方案，复杂 

的人道、社会和政治情况要求救济工程处一如同在某一方面涉及巴勒斯坦问题的 

所有各方一样——经常不断地审査其传统的工作方法和活动，例如，对医疗卫生问 

题工程处特别强调紧急护理、救死扶伤和善后复元工作，在教育方面则谋求以不同 

的替代方式实现同样的目标，而救济事务却正在逐渐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有关本 

报告所述期间执行的各项活动的详细情况将在本报告的其它地方叙述。在本导言中， 

我只想着重述说一些人们特别关心的问题， 

4. 1 9 8 8年 7月至1 9 8 9年6月期间，巴勒斯坦难民面临着黎巴嫩、西 

岸和加沙地带的紧急情况。在其他地方，他们也同样遇到困难，尤其在经济领域更 

是如此。在黎巴嫩，西贝鲁特的营地战于1 9 8 8 年 7 月有所减弱， 1 9 8 9 年 1 

月达成一项协议之后，各派民兵的敌对行动显著地减少。但是1 9 8 9年 2月间较 

大冲突又再次爆发。到3月中，贝鲁特东部和西部的敌对行动已广泛蔓延并且十分 



严重，同时全国各地的任意的暴行、绑架和袭击事件也加剧了。据估计，动乱直接 

造成至少4 0名难民死亡。 

5. 由于这一背景，这一时期成了救济工程处在黎巴嫩开展紧急救济和加强业 

务的时期，尤其是在西贝鲁特的夏蒂拉难民营和布拉杰奈堡难民营遭到大规模的破 

坏之后，情况更是如此。通过我们的工作，难民营的道路被清理了，供水和管道恢 

复了，大量的破碎瓦石被逐渐扫除了。 1 9 8 8年9月，工程处开始向一些家庭给 

付款项，帮助他们修理房舍。在进行这些活动一尽管是断断续续进行一时，战 

争又造成了新的伤亡，并使贝鲁特的数百户家庭流离失所。在黎巴嫩中部，多年来 

少见的严重炮击迫使所有学校从三月中起都已关闭。由于经济中断和缺乏基本物品 

而受害最严重的人们当中包括巴勒斯坦难民。同时，医药和食品及设备的分发，以 

及许多救济措施的执行，都受到普遍状况的影响。物品的输入、其过关手续以及随 

后的分发都不断遇到种种困难，其原因包括无法进入港口和主要安全限制等等。 

6. 1 9 8 9年4月中甸，贝鲁特西区的炮火严重破坏了工程处中央仓库大院 

的办公室和车辆。为了保障工作人员的安全和确保行政和督导工作得以继续，我于 

4 月 2 6日命令将贝鲁特地区办事处的基本工作人员暂时调到赛伊达附近的西卜林 

训练中心。5月8日，在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离后三小时，若干炮弹在距该地区办 

事处和贝鲁特西区的黎巴嫩中部地区办事处很近的地方爆炸，榴蕞弹击穿了金属防 

护板和加固窗户。直至本报告所述时期的最后几天，工程处的行动和中央库存工作 

仍是从西卜林进行管理的，而且当时正在进行一项紧急分发配给品的行动一一这是 

自1 9 8 7年5月以来进行的第五次紧急分发行动。 

7. 也许，这一时期工程处在黎巴嫩工作的最杰出的方面在于：尽管有着混乱 

局势和危险，工程处仍在一直不断地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服务。工程处在其方案执 

行中发挥了大量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往往令人震惊的条件下努力谋求完成其任务, 

除了难民营的各种困难以外，工程处工作人员的情况也令人关切。他们的生活和工 

作条件十分困难：在本报告所述时期的最后几个月里，工程处驻黎巴嫩的每十二位 

国际工作人员当中就有十位的住所在不同程度上遭到炮火的袭击和损坏。我必须提 

请人们注意：工程处必须在黎巴嫩各地管理和控制救济行动，但同时又要努力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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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的安全，这是一个难以两全的难题，几乎每天都必须做出影响深远的决定， 

而持久和公平的解决办法已变得日益困难。 

8. 在西岸和加沙地带被占领领土上，起义和以色列对其之反应仍然实际影响 

到所有的活动，包括救济工程处的作业行动，虽然騷乱的程度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变 

化不一，但基本趋势显然是朝着暴力和伤亡升级的方向发展。面对事件和示威游行， 

以色列当局采取的是严厉措施，并经常使用开枪的方式。使用实弹、包括使用传统 

的实弹和所谓的塑料子弹的事件大幅度增加. 1 9 8 8年 7月 1日至 1 9 8 9年 6 

月 3 0日期间，有10 7名巴勒斯坦难民在加沙被杀害，有19 6名在西岸被杀害。 

从1 1月中甸起，暴力一直非常严重，在加沙起义的头九个月里，实弹造成的枪伤 

人次共为5 6 0 , 仅 1 9 8 9年6月，该数字就达2 4 4 , 其 中 1 1人死亡。救济 

工程处收到的并不全面的情报表明，自从西岸和加沙的起义开始以来,已有3万多 

&勒斯坦人因受伤而寻求过医疗。工程处的医疗服务已竭尽最大的努力来应付增加 

的治疗伤病的量， 

9. 除了使用火器以外，对被占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难民还采取了其它严厉措 

施.大量难民受到拘捕或不经起诉或审判的关押，被拘押者受到的待遇往往苛刻和 

令人屈辱，出现过任意殴打和蓄意毁坏财产包括工程处的财产的事件，房屋被拆毁 

或封闲，难民营的入口处被堵塞。 

10.宵禁和罢工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流动性和他们工作的能力：例如，在西岸的 

图勒卡尔姆难民营，有一次宵禁长达1
 5

天。但是，这一问题在加沙特别尖锐，当 

本报告年度结束时，宵禁的程度达到自起义以来的最严重地步。在起义的头1 5 个 

月里，加沙地带的普遍宵禁有1
 5

天，而在 1 9 8 9年 4月至 6月间，这种宵禁就 

有 1 7 天 。 1 9 8 9年 4月份在加沙各地的 1 1个难民营和地区宵禁日数达14 3 

天， 5月份为 1 5 1天， 6月份为 1 0 1天，而1 9 8 8年的同月份里则分别是57 

天 、 3 4天和 4 7天。同时，实行了更严厉的经济措施，如限制渔民在海上的行动， 

或限制到以色列工作的机会。在军事和经济压力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可能引起暴力 

的进一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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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在西岸，由于以色列当局的命令，学校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 

一直关闭着，从而剥夺了儿童们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仅在工程处学校里就有 

36600名儿童受到影响。向难民儿童提供教育是救济工程处的一项基本任务，并 

M令工程处感到骄傲的一项历史源泉。我曾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和会议上提请以色 

列当局注意工程处极其关切的这一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任何结果。在过去 

数月里，由于没有能够达成令人接受的唯一解决办法，也就是使学校复课，工程处 

采取了一些寻求向儿童提供教育的其它方式。但是，以色列当局不允许救济工程处 

的老师到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童家里分发教材。由于无法以安全理由来解 

决定，那些称关闭学校为一种集体惩罚形式的人们的说词便更加有力了。 

1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同以色列当局的高层官方接触与合作仍然正常，但是， 

地面上的紧张加剧了。工程处的楼舍遭到比以前更加经常的侵犯，并被用作观察哨 

所或甚至审讯或拘押中心。出现了有意地大规模破坏工程处房产、尤其边界围墙的 

事件。干涉工作人员行动自由事件有所增加。从1 9 8 8年底起，实行宵禁或类似 

措施时要求出示通行证；但是，却很少发给工程处工作人员这种通行证。这严重影 

响到一些基本服务，包括紧急医疗援助，而且这往往发生在最需要这种服务的时候。 

有若干当地雇用的工作人员遛到逮捕和关押，并且没有对他们提出控告或将拘押原 

因通知工程处。许多人抱怨在他们被拘押期间或其它地方受到以色列当局的虐待。 

国际职员也受到更多的侵犯和人身騷扰，有些在执行公职时遭到短时间拘留。在被 

占领领土上的以色列定居者有时也骚扰难民和工作人员。«令工程处十分关切的 

一个日益严重的现象。以色列当局在采取响到工程处的房舍、工作和人员的措施 

时很少预先通告工程处。工程处提请注意令人关切的各项重大问题的信函总的来说 

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答复。 

13. 在此iiî当提及工程处工作地区的一些其它事件，尽管它们的范围和影响对 

难民和工程处都有所不同。约旦于1 9 8 8年8月宣布了一项决定，以后;(采取了 

一系列旨在断绝同西岸的法律和行政联系的措施，其中包括终止约旦政府在西岸雇 

用的几乎所有人员的服务，以及将西岸人护照的有效期限制为两年，约旦政府还取 

- 4 -



消了其西岸开发计划，废除了被占领领土事务部，取而代之以巴勒斯坦事务部，并 

且宣布只有1 9 8 8 年 7 月 3 1日以前其惯常住所在约旦境内的人可被视为约旦公 

民。 

1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约旦国民经济遇到困难，若干基本商品的价格上涨。 

同样，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经济形势给巴勒斯坦难民带来了困难。这两个曾为 

难民提供比较稳定的经济环境的国家内的这些形势发展表明了一种区域趋势。除了 

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和阿拉伯东道国家内的困难以外，中东其它地区如海湾国家内 

的经济也停滞不前，这些国家向来吸收很大一部分熟练和半熟练的巴勒斯坦劳工。 

在过去一年里，这种趋势对工程处方案的后果已变得很显然，因此，除其它事项外， 

要求在救济工作的组织和管理方面予以特别注意。 

15. 一年多以来，工程处在其五个业务地区中的三个地区里一直以及轨方式执 

行方案和行政工作的。我在去年所表示的担忧，不幸已被事实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 

为应付紧急情况而不得不采取临时性行动已逐渐成为救济工程处当前业务的特点。' 

这不仅提高了有限时期的费用，而且使提供更多和确定不断的捐款成为必需。到目 

前为止，人们对被占领领土的局势造成的额外需求以及在较轻程度上对黎巴嫩的局 

势造成的颏外需求所作的反应是慷慨的。己提供现金和实物捐助的不仅有传统捐助 

者，而且还有新的捐助者。事实上，为工程处方案提供支助的国家有所增加，尤其 

是阿拉伯国家中的捐助者有所增加。本报告所述期间，政府间组织、非政府间组织 

和诸如工会等其它机枸的关心和财政帮助也出现不少，这是重要和令人高兴的。 

16. 但是，所有这些都是经常业务需求以外的事，并且主要被视为临时特别的 

援助，其所涉及的是立即^起人们的人道和政治关切的特珠情况。因此，虽然我对 

这些援助反应感到鼓舞和感激一根据目前的预测，这些援助将使工程处能够履行 

其直至1 9 8 9年底的财政义务，但我仍然切望的是：只要是需要，支助就应当是 

稳定和持续的。实际上，展望1 9 9 0年，我有十分的理由感到担忧'工程处预料， 

粮食、医疗卫生和救济方面紧急援助的需求将不断增加。将需要更多的钱来?角保业 

务和后勤的灵活性，而只有这种灵活性才能使工程处继续在黎巴嫩工作。如果要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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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大会一再提出的要求，即恢复已中断的向各地区难民普遍配给物品的做法，'则 

还将騫要更多的钱。 

17. 活动的正规方案的经费构成定得很死，其回旋余地很小，而且其中许多重 

要需求一尤其是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需求——仍未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 

下，必须考虑的因素只有几个。工程处执行业务的多数国家里的汇率和货币市场日 

益动荡，也使财政规划和管理变得更加复杂。工程处将继续严格根据优先次序极为 

慎审地使用其有限的资源。同时，我希望，传统捐助国以及能够扩大救济工程处财 

源的其它国家政府认识到，经常反复发出的呼吁决不是例行公事，它们的援助是必 

不可少的。 

18. 秘书长及其各办公室继续向救济工程处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支持，对此我非 

常感谢。工程处欢迎秘书长于1 9 8 9年4月发出的关于援助黎巴嫩的呼吁。我曾 

长期主张采取综合方式解决这一困难重重国家的种种问题。工程处在那里可以发挥 

具体作用。工程处重申它提出的关于愿意担负这一艰巨但又十分必要之使命的建议*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工程处与联合国系统内的各组织建立了更密切的接触关系并交 

流了信息。1 9 8 9年3月教济工程处召开了一次关于为有效响应被占领领土上巴 

勒斯坦人民的经济和社会需求而进行合作问题的非正式机构间会议，有十七个联合 

国办公室和专门机构参加了会议。同诸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其它国际组织的合作 

与相互支持十分有益，尤其是在黎巴嫩和被占领领土的聚急行动方面更是如此。 

19-教济工程处是由大会1 9 4 9年 1 2月 8日第 3 0 2®号决议设立的，今 

年是救济工程处成立的第四十周年。遗憾的是今年却没有什么可以庆祝的。对于工程 

处的工作人员来说，这是一次机会纪念那些为实现工程处的目标而多年奉献有些还 

甚至牺牲了生命的同事们。它也是一次时机审议成就与挫折、梦想与严酷的现实， 

并且再次共同承诺致力于我们的工作。然而，对于国际社会和巴勒澌坦难民来说， 

这一周年日清楚地提醒他们作为当代最令人不安的政治和人道问题之一的这一问题 

迄今仍未得到解决。我非常明白，解决办法只能是政治方面的，因此，不在工程处 

的职贲和能力范围之内。伹是，我相信，在这一过渡时期里，救济工程处在促进实 

现和平的努力方面能够发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和g为实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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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处方案总的发展情况 

A - m 

20. 救济工程处的教育方案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9年级的普通教育、职业和技 

术训练、教师任职前和在职的训练以及一些高等教育奖学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 

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向该方案提供技术援助. 

21 . 在1988/89学年期间，在工程处6 2 8所学校6年小学教育和3年初中 

教育一预科期一的注册难民学童人数已达351 100人（见附件一，表5 ) . 

这个数字比前一学年大约增加了 1 7 5 0人 .但是，由于西岸9 8所学校有9 0 所 

学校（学生人数36 600名）è本报告所述的几乎整个期间因军方下令而关闭，因 

此工程处只能够向314 500名学生提供入学教育.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当局只下 

令关闭了少数几所学校，但是由于经常实施宵禁、罢工和到处发生动乱，学校受到 

很大的干扰，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约旦，学校校务正常，未曾中断，在黎巴嫩， 

尽管局势普遍混乱，大多数学校在这一年均能正常开学，只有一些短暂的局部性中 

断情形.但是在黎巴嫩中部有2 0所学校从1 9 8 9年3月中甸起就因安全原因而 

无法开学. 

22-在1988/89学年期间，工程处在其八所训练中心接纳了 4 100名职业 

培训生和8 5 0名师范生（见附件一，表6 ).由于以色列当局下令关闭西岸的三 

个中心，目前接受培训的人员名额实际上已减少至3 160名职业培训生和3 0 0 

名师范生.为了评估劳工市场对职业训练和师资训练毕业生的需求，展开了两项研 

究调査.在拟订中期计划以及在地区和总部发展就业服务以便为毕业生提供较好的 

就业机会的工作中将会考虑到这些调査结果.根据正在对地主国和中东阿拉伯地区 

的就业机会进行的市场调査，工程处还计划在时间至1992年的现行中期计划期间， 

在其各训练中心增开1 9班课程. 

23.正常开办的救济工程处各学校和训练中心的学生在各次全国考试中再次取 



表 1 . 1950/51和1988/89年男女生的比例图 

1950^^51 
(42»000名学生) 

1988-89 
(,35U38名学生) 

男生(515?) 



得了优良成缋，在可作比较的地区，他们的成缋超过了其他学校的学生.这反映出 

学生、教职员勒家长们继续把受教育看成是难民自我上进的一条出路. 

24. 由于各捐赠国政府和组织的慷慨捐助，在本年内建造了一些学校和教室. 

在工程处建造的校舍，班级人数已降至每班48个学生，每一地区有一名瞀学，负 

责抓某些重要的问题.继续由专家向西岸、加沙和黎巴嫩的教育人员提供指导和协 

助，以拟订各项紧急计划和补救计划，设法挽回各学校和训练中心因持续关闭或中 

断而损失的教学时间. 

25. 划拨给工程处奖学金方案（见附件一，表7 )的经费在过去几年未曽增加， 

许多合格的候选人失去了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通过志愿工作人员的努力，从约旦 

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私人筹集了经费，向巴勒斯坦难民青年提供大学奖学金，但是 

为满足难民社区日益增长的需要和潜力，还需要更多的经费.已经制定了一些项目， 

争取更多的捐款供为成缋优秀的中学生设大学奖学金和为选拨的教育工作人员设斩 

究 金 ， ' 

26-工程处的许多校舍迫切需要更换.大约四分之一的学校使用的是租赁来的 

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完全不适合，缺少基础设施例如专用课室（科学实验室、图书 

室等），也没有满意的卫生设施和操场.其他学校则是预制房舍，年份已经超过预 

期使用寿命，修理起来也不划算.在加沙，有许多校舍是在1950年代初建造的， 

现在已趋破败. 

27.由于学生人数的增加和人口的移动，每年必须建造新的课室以免个别学校 

须实行三班制.还必须赶紧更换学校的厕所，厕所不仅不够用，而且损毁到有碍健 

康的程度.但是，工程处无法用其经常预算来资助这个方案，仍然几乎全部依靠各 

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个别捐助.还有其他因素妨碍方案的执行. 

在被占领领土和黎巴嫩境内，很难找到能够迅速和令人满意地施工的承包商，而一 

些限制性因素诸如经常宵禁、罢工和打斗推迟了实际的建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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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 工程处的保健方案主要面向社区保健，为合格的难民人口提供基本保健服 

务（见附件一，表8 ).该方案包括治疗和预防的医疗保健服务、难民营内环境卫 

生服务以及营养和补充营养餐服务.其目的是按照联合国各项人道主义政策以及世 

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的各项基本原则和概念，满足难民的基本保健需要. 

29。 虽然大多数难民营环境卫生条件很差，但是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则有 

持续下降的趋势（见附件一，表10 ).尚未发生重大的需用免疫注射预防的流行 

病 .即使在 1 9 8 8年深秋在以色列出现小儿麻瘠症，但在被占领领土内巴勒斯坦 

难民中没有报导有过这种病例.不过，救济工程处还是决定发起一次运动，号召所 

有未满4 0岁的难民接受注射.尽管在西岸由于学校关闭而使学生接受注射发生困 

难，但这个运动在1 9 8 8年 1 1月以前已经成功结束. 

30-按照在各个地区展开的调査研究的发现，婴儿死亡率在千分之25~35的 

范围内，比卫生组织所定的发展中国家到2000年嬰儿死亡率降至千分之5 0的目 

标低很多.由于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出现一种形式，即感染性疾病造成的死亡率持 

续下降，而因先天性疾病以及怀孕和生产造成的死亡率则趋增加.难民儿童营养不 

良的普遜程度保持在一个很低的限度内，虽然大多数地区日益恶化的经济和社会情 

况提醒我们要小心应付，必须对这个情况进行不断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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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 在审查期间，有一些地方性发展对工程处的保健方案产生执行工作及经费 

方面的不利影哬。三个地区出现的紧急情况不仅制造了日益增长的需求，还必须 

迅速将重点从针对危险群体的初级预防工作转为恻重进行紧急和伤患救护。还必 

须援助各类难民人口，有时甚至援助通常不够资格享受救济工程处所提供服务的非 

难民。所有外地的经济情况的恶化，医疗保健费用的不断增加，特别是公立和私 

立医院的费用增加，对方案产生着两重影响。一方面，造成对保健服务的需求增 

加，另一方面，所需额外资源已超出工程处的能力范围。 1 9 8 8年一年中就诊 

人数就比1 9 8 7年多出 1 5 %。（见附件一，表 9 )。 如果不是因为难民的行 

动受到限制，因而限制了前往被占领领土内救济工程处修所看病的人数，增加的数 

字还会更大。最近黎巴嫩和被占领领土的局势造成了一些心理和社会问题，对这 

些问题目前尚无法作出评估，但是在不久的将来肯定须要对此加以注意。 

32. 虽然有这些困难，工程处基本上仍然能够在黎巴嫩和被占领领土维持正常 

的保健工作，并设法确保那里的难民能够得到医疗和营养支助。已经拟订了一项 

方案，以修理和恢复黎巴嫩频繁战事中受损毁的医疗所和环境卫生设施。工程处 

在西岸和加沙地带执行了一项釆取特别措施以满足紧急需要的方案以及一项扩大援 

助方案以解决常期存在的需要，这种需要由于起义活动而显得更加迫切。 

33。 卫生组织协助解决了一些最迫切的问题，诸如在被占领领土提供紧急和伤 

患救护，保健中心过于拥挤，以及脆弱群体由于保健人员和难民受到行动限制以致 

其获得保健服务的机会受到限制因而营养状况可能恶化等。一个卫生组织顾问小 

组就下列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救济工程处的初级紧急医疗系统、运输和通信、医 

院服务、对护理的要求、伤残复健以及社会心理因素。' 

34。 为了调査教济工程处各保健中心病人流动状况，建议釆取适当措施以提高 

业务效率和减少病人候#的等待时同，在约旦进行了一项特别业务研究项目。这 

项调査研究已完成两个阶段，计划在1 9 8 9年9月派出第三个调査团，接着举办 

一次讲习班，所有地区的工作人员均须参加，以确保各项调査结果和补救行动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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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整个工程处。 

35。 为了应付人口的自然增长，减少工作量，并为各项新设施和方案提供月艮务, 

因而增设了一些额外员额。这些改进措施由于与所在国政府卫生部、各大学和医 

院以及卫生组织取得协调，为各类保健人员开办了全面在职培训课程和地区间讲习 

班而得到加强。一些工作人员获得了毕业后培iJij研究奖学金，卫生组织向救济工 

程处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类别工作人员颁与研究金，接受各种主题的短期培训。此 

外还正在拟订关于在安曼建造和装备一个保健培训中心的计,，这个中心主要作为 

所有地区的工作人员的培剁机构。 

36。 迫切需要把所有地区难民营、特别是加沙地带过于拥挤的难民营内的供水、 

污水废水处理和一般卫生条件提高到更加接近国际卫生标准。必须改善产妇保健 

的质量和范围，特别是确保难民营內外的高危妊姬能够得到检測。 应当更迅速 

地监测和发现难民人口中疾病型态的变化，并应加强最近关于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 

疾病的努力。还必须大力改善加沙各医院设施的低劣水平。 

C .救济事务 

37。 工程处自成立以来就负有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短期救济和长期方案以促使 

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改善而同时不损及他们回返家园或领取损失补偿的权利的及重责 

任，传统而言，救济事务方案的主要重点是上述第一种责任。继续需要向占百 

分比很小但长期无法自己谋生的难民提供物质援助，以及继续需要作为一项对战争 

或其他灾害受害人的紧急援助措施。但是，近年来工程处想在短期援助以外采取 

较长期的解决办法，通过这个办法使巴勒斯坦人、其家属和社区能逐步加强其自身 

的能力。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这个进程又有了新的进展。 

38。 在黎巴嫩和被占领领土采取的各项紧急措施不包括在定期向列为"特别困 

难户"的登记难民提供的援助之内。这些家庭家里有 1 8至 5 5岁的男丁，或虽 

有但因医疗原因无法赚钱谋生。截止本报告所述期间末尾，有33 247个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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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计141 843人（见附件一，表3 ) 。 物质援助包括每日提供1 8 8 0卡 

热量的口氣毪子、儿童冬夏季衣服、协助维修住房以及少量应付急需的赠款（见 

附件一，表4 ) 。 特别困难户的子女继续优先进入工程处的职业和教师培训中心。 

希望他们毕业后可以供养家庭，然后这一户就可从困难户名单上删除。 

39. 获得这种援助的标准是该户鈇少男性户主或其人没有谋生能力。但是， 

解决整个家庭的谋生能力就有可能发展自力更生，从而最终减少对救济物质的依赖 

性。因此试验了一些规模不大的赠款以执行自助项目的方案，协助各个家庭开办 

作M做小生意，提供开业资金，并由一名社会工作者给予支助，直到能够站住脚 

为 止 。 截 至 1 9 8 9 年 6 月 3 0日，有 1 8 2个家庭参加了这个计划，全属自愿 

参加。此后，只有几家达到收入稳定水平，从而脱离了救济网。因为最重要的 

是必须提供必要的专业知识以指导各个项目的最初阶段的工作，因此在本报告所述 

这一年期间，两国政府支助了 5名救济事务工作人员参加小规模赚取收入和自助企 

业讲习班，并举办了审査成功技术和改进计划的讨论会。 

40. 除了物质援助和自助赠款以外，对处境不利的难民还经常需要提供协助以 

应付困扰其家庭的各种社会问难。重要的是社会工作者要能够同他们建立一种信 

任关系，借助这个关系来解决和缓解有关家庭的困难或助长困难的那些冋题。过 

去几年来所有新聘用的人都是社会工作或有关社会科学的毕业生，还规定他们须参 

加 专 业 在 职 训 练 班 。 1 9 8 9年工程处提供了额外经费来提高其社会工作者的技 

能，这个方案首次为主要工作人员争取毕业后研究金。 

4 1 . 多年来救济工程处为巴勒斯坦妇女开办缝制女服、传统刺绣、家政技术、 

保健教育和识字训练班。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有1 0 4 7名女青年在分散于工程 

处活动区域各地的3 6个中心参加了缝纫班，并领取了莸未来雇主所承认的文凭， 

为了加强有利于妇女的工作，在备个地区作了两次调査：第一次调査各个地方和国 

际组织向妇女提供的服务；第二次调査妇女自己提出的各种需要和愿望。1989 

年8月为妇女方案工作干事举办的一次讨论会将审查这次调查结果（每个地区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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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干事出席讨论会）。同时，正在提升两个中心，且有五个新的多重目标妇女方 

案中心在修建之中。 

42。 在其他有关促进自力更生的倡议中，工程处与一个非政府组织共同主办的 

一项小型信贷企业方案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自从1 9 8 8年1月在西岸和加 

沙提供第一笔贷款以来，该方案支援了13 3个项目——18个月内完成了一个三 

年计划。贷款的对象是可行性经过仔细审査平均需时 3年的一些项目。一般贷 

款数额为$10 000美元，平均利率为€1 m。 偿还款项则纳入循环基金。虽 

然起义行动造成了一些问题，但是已按时收到四分之三的还款，而迟缴者大多均在 

3 0 天 以 内 缴 清 。 1 9 8 9年 6月在约旦开始执行该方案。有关该方案的执行 

情况在讨论有关这三个地区的章节中有更详细的叙述（见第5 3、 9 7和 1 1 6 

段）， 

43。 研究结果表明，约有！‧ 3%的巴勒斯坦难民患有感官或心理障碍或大脑性 

麻痹。在黎巴嫩以及在西岸和加沙被占领土，由于战争、起义以及以色列的反击 

行动而受害的人使这种残障病患的数目增多。工程处在一些专门病院津贴负担了 

1 67名病童；在加沙救济工程处盲人训练中心教育和培训了10 7名盲童和失明 

青年，该中心还为成年盲人开办了一个小型生产单位；协助地方和国际非政府组织 

向西岸和黎巴嫩的难民营提供服务。在约旦执行的一项以社区为基础的复健方案 

在四个中心协助了 2 0 5名身心障碍的儿童，同时正在筹备第五个这种中心。这！ 

个方案使残疾人的家属、难民营内的志愿人员以及地方社区组织参与工作的效益一 

再得到肯定；已决定开始在其他四个地区执行以社区为基础的复健方案。已经成 

立部门间工作组，制订一套适当的战略，通过采取协调的教育、保健和社会服务办 

法来满足残疾人及其家属的需要。 

44。 因此，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的社会经济援助不仅包括物质援助，并且开展 

增强难民家庭的能力并协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的长期工作，这是一种社会服务的着 

手办法。工程处继续提供直接救济，同时更加注S开展^项社会和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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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旦 

A. m 

45. 在约旦，1988/89学年内，救济工程处各学校197所，学生总数为13*4 

万，工程处学校的学生们参加升高中会考，又一次达到非常高的录取比率。在本 

报告所述期间，杰拉什建造了一所学校，有二十个教室、一些专业课教室和若干校 

内公共厕所。约旦政府从1989/90学年起把预科斑期限延长一年，把义务教育 

延长到十年。所有小学和预科的教师还必须取得大学第一个学位，才能领到"教 

育专业执照"；这实际上造成任职前师资培训的期限从两年延长到四年，现有的教 

师则必须参加在职培训，以达到同等水平。 

46. 多年来，救济工程处提供的教育服务都与东道国的教育服务相等。在目 

前情况下，工程处虽欣悉上述变化将带来改进，但担忧所需费用会大幅度增长。 

如果救济工程处在约旦延长义务教育的期限，预计工程处在1990-91年度要花费 

330万美元，以后每年的经常费用为230万美元。西岸;^用约旦的教育制度，一 

般来说，西岸将于1991-1992^度开始增设十年级，所需费用为110万美元，以 

后每年的经常费用为7 7万美元。显而易见，在工程处承诺支付这笔如此巨大数 

额的额外开支以前，必须事先彻底考虑这件事。为此，工程处正继续与约旦当局 

进行讨论，在内部对所涉经费与行政问题进行研究。此外，记得工程处的咨询委 

员会在1 9 8 8年8月召开会议时，决定进一步研究这些改变对工程处在约旦的教 

育服务会产生什么影响。 

47. 安曼训练中心和瓦迪希尔训练中心在该学年度顺利开斑，可容纳1170名 

学生，开设28门职业和技术训练课程a 在 1 9 8 8年7月举行的全国会考中， 

两个中心的学员都以优异的成缋毕业。一个捐助国政府在其中的一个训练中心提 

供了开设两门课程所需的专家及器材。安曼训练中心设有300个师范生培训名颡， 

这一领域的学员参加1 9 88年全国会考，成缋也十分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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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工程处建造了新的保健中心并更换了简陋的房舍，借此改善了工程处在约 

旦的保健机构的基础设施。利用特别捐款，建造并开办了两个保健中心，一个在 

马卡难民营广个在杰拉什难民营，还在巴卡难民营和马卡难民营建造了两个妇幼保 

健中心，在安曼的地区药房建造了一座冷藏库。 

49. 某国驻安曼大使馆捐款在侯赛因山难民营设立了一个牙科工作队，并在塔 

尔tbt民营增设了一个牙科诊所，对口腔保健服务甚有帮助。各个妇幼保健诊所 

和救济工程处的学校现已征聘更多的牙科保健人员，并且更加着重口腔保健的预防 

工作。呼森难民营开设了一个临床实验室，巴卡难民营开设了一个理疗"i余所。 

与此同时，还扩建了特别护理诊所，并购置了新设备，为学童进行听觉检査。之 

所以能得以上逬展，其大部分所需资金都依靠特别捐款。 

50. 在约旦，难民住院洽疗费这个长期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但已修改关于报 

销此项费用的规定，从1 9 8 9年 4月起，将非穷困病人报销费用的比率从 5 0 % 

提高到7 0 % ,并将国家医疗机构所属各医院都包括在计划中。从 1 9 8 9年 2 

月起，礼尔卡的伊本西奈医院给住院病人特别护理费的补贴从200增加到300约旦 

第纳尔，并对五张儿科病床提供补贴。 

51. 在本报告所述期终了时，约旦9 以上的难民住所都装接了室内自来水, 

工程处的所有设施及侯赛因山、安曼纽、马卡、礼尔卡和巴卡各难民营大约6 0% 

的住所与政府水务局的供水系统连接起来。此外，由在伊尔比德营地甶有关市政 

府营建的内部排污系统工程进展顺利,而且救济工程处的各个设施以及特别穷困难 

民的住所已与排污系统网连接起来，这是依靠某捐助国的一笔捐款完成的. 

C .救济事务 

52. 到1 9 8 9年6月底，在约旦救济工程处登记29 770名的难民被列为特 

别穷困的难民，接受直接救济援助。这个数字低于整个工程处的平均数，但显示 

比1 9 8 8年几乎增加2000名：说明经济上愈来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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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有 6 8户特别穷困的难民利用少量赠款，经营起自助项目。在约旦，这 

类项目的发展机会相当大，目前在某个援助国政府的财政支持下，正在训练一些工 

作人员掌握适当的辅导技术。在 1 9 8 9年6月，继西岸和加沙的成功经验之后， 

约旦成为第三个为小型企业实施贷款创造收入计划的地区。 

54. 约旦率先开展了以社区为基础的残疾人复健工作。由于若干非政府组织的 

支援,现已建立四个中心,由来自难民营的志愿人员辅导体残和智残的儿童及其家庭。 

1 9 8 9年3月，获得捐款建立笫五个中心，向约旦河谷的瓦加斯一带的村庄提供 

服务。复健方案得到本地和国外约旦人士广泛而慷慨的援助。然而，最重要的 

还是难民们自己的坚定决心。 

55. 有关妇女的各项积极方案包括机织、打字、美发、扎假花等方面的训练以 

及缝紉斑、刺绣斑和识字斑。五个难民营都有各种产品出售； 1 9 8 8年 1 1月， 

在安曼开设了一家商店，以增加销路。在巴卡难民营，约旦当局向工程处移交了 

一个停办的邮局，现正利用某国驻约旦大使馆和一家私营公司的捐款，进行翻修并 

装配设备，将其改成一个妇女方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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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黎巴嫩 

A. m 

56. 在1988/89学年，救济工程处在黎巴嫩境内的7 6所学校共有33 000 

名学生.学校比前一年减少7所，原因各有不同，包括校舍被毁，许多家庭由于 

动乱迁居别处，有些学校合并。然而，在校学生总数与去年大致相等。 1 9 8 7 

学年原定于1 9 8 8年7月结束，伹事实上，各学校的学年结束的时间从7月到10 

月底各有不同，视各地区经历的困难情况而定。为了弥补损失的时间，必要时大 

大缩短了署假。 

57. 由于前一学年结束较晚，在某些地区 1 9 8 8 / 8 9学年也开始得晚.伹是， 

总的来说， 1 9 8 9年 3月中甸以前，学校的工作还算正常'到了 3月中甸，甶 

于贝鲁特及其周围地区安全情况恶化，贝鲁特中区有2 0所学校被迫停课，至本报 

告所述期结束时还未复课.这次停课影响到大约 6 0 0 0名学生.现已制定应急 

计划，一旦学校复课，立即补偿失去的教学时间。 

58. 在1988/89学年，西布林训练中心总共设置6241^培训名额，共开设1 8 

门职业和技术课程。这是该中心关闭三年之后重新开课的第二年，所设置的培训 

名额与足 额相差不远。甶于教职员工和学生们在交通上受到诸多哏制，多少影响 

到该中心的工作。给400^学员提供住宿，有助于减轻上述限制的影响，也免除 

了很大的交通费用.这笔费用已涨到超过许多家长的负担能力。西布林训练中 

心急需翻修各个车间，更新设备以及更换报废的设备。 

5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东贝鲁特祖了一幢大楼，用来开办一所新学校。 

大楼的一部分作为校舍，共有2 5间房间，余部分用来设立了一个分区办事处和一 

所医务室。 1 9 8 8 / 8 9学年，该校有 3 5 5 ^学生，分成 1 6 斑 ' 该 校 向 黎 巴 嫩 

的一个最贫穷巴勒斯坦人社区提供教育服务.该社区没有公立学校，当地人付不 

起私立学校高昂的学费.在编写本报告时，艾因希尔吊难民营正在重建一所拥有 

3 3个教室的男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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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尽管黎巴嫩的局势危急，阻碍新的行动，甚至还妨碍行动的自由，伹是由 

于员工们的努力，地区教育局顺利地建立并装备了一个视听室，器材甶工程处和教 

科文组织提供，还开设了三所分散于别处的学习资料中心，两所在北黎巴嫩，一 

所在巴卡，向附近学校的老师提供参考书和资料。 

61 . 1 9 8 9年3月中旬在黎巴嫩中都地区爆发的激烈战斗严重地影响了保健 

工作.炮弹落在难民住所*难民营，造成伤亡并使愈来愈多的难民家庭流离失所。 

62 ‧主任专员1 9 8 8年批淮的应急措施延长到1 9 8 9 年，其中包括向平 

常没有资格接‧工程处服务的难民勒未经登记的巴勒斯坦人撐供门诊命住院医疗 

服务勒营养补助。 

6 3 . 由于经济条件的恶化，需要重新努力确保保健中心的工作顺利进行，并应 

付接受补助的私人医院B益高涨的医疗费用，对服务不得不实行严格的管制，使 

开支不超出预算。 

64 . 工程处勉强维持各个保健中心，而且«量上略有改进，其中包括1989 

年1月在东贝鲁特的哈穆德堡开设了一个新的保健中心，设立了五个糖尿病勒高il 

压病专科诊部，为提尔湘巴卡两个地区增聘了两支牙科医疗队，向整个地区提供牙 

科保健服务，并把社区保健方案推广到所有难民营，此外，救济工程处还维修了 

布拉杰奈堡难民营的保健中心，并完成了夏蒂拉难民营一所新的保健中心的工程， 

65 .布拉杰奈堡和夏蒂拉两难民营的供水网和排污管道的修理工作已经完成； 

在布拉杰奈堡还铺设大约2 5 0 0米长的总下永道^排污管。艾因希尔韦难民营 

一条排污干线的工程亦告完成。巴达维营地的类似工程正在进行 之 中 . 现 在 正 

与儿童基金会合作，修理当地腐烂不堪的供水网，各难民营的永厂都安装了自动 

加氯机，以管制饮用水的品质。 

C . 救 济 》 ^ 

6 6 .在本报告所述一年年初时，曾经希望巴勒 «难民终于能重建他们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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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年底时，却有许多人再度流离失所，尽管贝鲁特各难民营住所的修理*重建工 

作取得巨大进展，工程处仍然抠怃大量难民生活在极其艰苦的状况中，19 8 9 

年春季，估计有5 0 0 0名难民为了逃避贝鲁特中部地区的炮火，到黎巴嫩北方或 

到赛义达*提尔去寻求安全；另一些人则到海外避难。 

67. 紧恚行动*重建方案与日常救济援助工作进行，包括31 719个难民家庭， 

几乎占救济工程处登记的难民的I 196。 直到1 9 8 9年3月，特别穷苦难民方 

案基本上都没有受到国内局势的影响，因此，在一些巴勒斯坦难民多少都得到保障， 

免受经济紧缩带来的最坏影响；这些影响却加重各类穷人的贫困状况。 

68 . 在难民们特别难以找到固定的工作的地区，非常需要救济工程处*其它机 

枸努力推动种种创造收入的计划。但是，持续的动乱*不稳定P且碍了努力^成果。 

然而，截至1 9 8 9年 6月，有3 6个特别穷苦的家庭用工程处赠款，办起了自助 

项目。在黎巴嫩的救济事务人员训练当地的社会工作者如何确定*辅导各种可以 

维持的项目。 

69. 在黎巴嫩的1 3所难民营中，只有四个妇女方案中心教导1 4 1名妇女学 

习 市 场 所 需 的 技 能 。 I 9 8 9年2月，在巴雷德阿*艾因希尔韦两个难民营分别 

开设了新的中心，此外，在编写本报告时，沙马利堡难民营的一个中心正在设计之 

中。这些中心除了培训外，还抠任货物生产*销售的基地，賺得有限的收入。 

7 0 . 在黎巴嫩，一个特别令人抠忧的问题是1 4年战争对儿童*青年人身心健 

康的影响。尽管没有可靠的数据，但体残和智残人数的增多却是显而易见的。 

1 9 8 8年 9月至1 9 8 9年1月通过工程处的学校、保健中心^当地残疾人疗养 

院接触到1 3 0 0名伤残难民，对他们进行一项初步调查，证明偏瘫或几乎全瘫以 

及肢体残缺的发生率很高。接着将进行挨家挨户的调査，以确保有效地制定复健 

方案。与此同时，工程处还发起了一系列活动，最后一项活动是在1 9 8 9 年 6 

月举办一个残疾人体育节，有1 4 7 名体残和智残难民参加。 1 9 8 8年 8月为 

10 0名孤儿和6 0名残^L童举办了两个夏令营，筹备I 9 8 9年7月又再举办 

了一次此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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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紧急工作*重建方案 

7 1 .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救济工程处一方面努力实施其正常方案，同时还不得 

不援助那些亲人伤亡、住处被毁、流离失所的家庭。三月中甸以来，黎巴嫩的经 

济情况急剧恶化，影响到该国大多数居民，更为贫穷的巴勒斯坦人也分抠与贫穷有 

关的各种压力。 

7 2 . 在本损告所述期间，服务的范围继续扩大，除了登记有案的难民外，还包 

括所有住在黎巴嫩的巴勒坦人。提供资金增加医院的床位，向流离失所的难民 

以及遭到炮火、空袭湘其它暴力行为影响的人们提供特别援助；进一步扩大特别贫 

苦难民的援助方案；从1 9 8 9年6月开始分发食品，使近2 5万巴勒斯坦人得到 

少量的必需品。 

7 3 . 冲突行为玦及贝鲁特西区的沙蒂拉*布拉杰奈堡两个难民营，这种行为一 

直持续到1 9 8 8年7月初，使得这两个地方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毁。沙蒂拉难民 

营原有1 5 0 0多个难民家庭居住，交战各方脱离接触后，仅剩2 0家住在一片残 

垣断壁的废墟之中；在布拉杰奈堡，炮火不那么猛烈，而且较为集中，因此，难民 

流离失所^住所毁坏的情况比较少。 

74. 1 9 8 8年 1 0月份，工程处开始在这两个难民营进行清理*修整工作。 

一旦基础设施修复工作完成，立即向住所受损或被毁的难民家庭发放赠款。布拉 

杰奈堡难民营住所的修复工作有适当的进展，但沙蒂拉受损程度较为严重，加之建 

筑材料的进口受到严格管制，尽管救济工程处用捐款清除了大量的瓦砾，尽管当地 

的巴勒斯坦人的团体提供了数量有限的建筑材料，但工作进展很慢。后来发现返 

回沙蒂拉难民营的难民人数低于原先所预计，赠款办法就暂停实行，在19 8 9 

年炮火对抗的日子里，本来进展缓慢的工作就完全停止，但到6月底时，原先的 

1 5 0 0个住所中，有3 8 5个已经修复或正在修复。随着一家家难民返回，工 

程处就用捐款继续努力修复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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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A 。 靈 

75。 在阿拉叙利亚共和国，110所救济工程处学校（学生人数53 0 0 0 ^ ) 于 

1 9 8 8 / 8 9年期间一直开课，没有间断.虽然约有90%的学皮都实行晨班制， 

但工程处学生1 9 8 7— 1 9 8 8年全国一般预科考试的成缋与其他各校学生相比 

相当不错， 

76。 在报告所述期间，在鲁克恩埃丁 （大马士革）建造了两所晨班制的学校校 

舍.不过，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内有多所救济工程处学校都需要更换，尤其是杜 

马尔和道马的一些学校，其中大多卫生设备破旧，有损学生健康.通风不良、光 

线不够和过分拥挤是整个地区一再发生的问题，但工程处在锎俅获得足够经费来解 

央这些问题方面仍然有困难. 

77。 大马士革训练中心在1 9 8 7 / 8 8学年共有 4 2 7名学员结业.在报告 

所述期间，该中心有名额，共提供 1 9种职业和技术训练班，其中包估于 

1 9 8 8年 9月开始举办的一项新的两业和文书训练班.中心有些讲习班需要修 

整，伹1 9 8 7年以来教学设备即几无更替换新，原因是某一个政府间组织不再资 

助这项支出用途. 

B 。 艘 

78。 为更换一些鍰不卫生最破旧的房舍，救济工程处在报告所述期间拔款在穆 

扎里布村和哈马难民营建造并装备了两所保健营养中心.前一所已于1 9 8 9年 

6月底完成，后一所刚刚开始建造.旧的中心可为 8 200多人提供服务，新的 

设施一旦 全部开放后，当可为更多人提供 服务.在贾拉马纳营建造了一所珍疗化 

验室，雅穆克的地方,疗化验室正在扩充,以后 i t改^^验所而为其他各个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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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来的更多病人做利行及高深的化验.虽然有上述一些改逬，工程处在保健和教 

育方面为极需的暴本建设项目筹措所需经费仍然面临严重困难. 

79。 工程处由于补助德拉、荷姆斯和拉塔基亚的私人医院增设7个病床，而扩 

充了.对住院病人提供的床位，以便于治疗否则要转去远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受补助 

医院就诊的病人.最近增设了病尿以后，整个地区受津贴)內床的床位计达55个, 

80。 工程处同东道国政府和儿童基金会合作展开了环境卫生活动和方案.在 

荷姆斯营，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政府总机构将一个弃置不用的水厂借给了救济工程 

处，为期十年，工程处将在进行必要整修后利用这个水厂为难民家庭设立一个供 

水站，并为营内设施提供用水. 

81。 在大马士革附近的加布拉埃锡特营，1 9 8 8年一项妇幼健康情况调查显 

示，除其他外，难民住所的用水往往不洁，因此60 %的儿童肠内有寄生虫，这 

种情况导教儿童基金会出资展开了一场保健教育运动，继后并改善了供水系统和排 

污线路* 这些已于 1 9 8 9年 6月完成的基本 设施工程大大改善了该难民营的卫 

生条件和废水处置系统. 

C。救济事务 

82。 在报告所述期间终了时，14 244名难民接受了特别困难补助，占已登记 

难民人口的5 。 2 2 % . 4 4个特别困难的家庭选择接受赠金ft小生意.为切实 

有效帮助这些家庭，社会工作者需要同服务对象逐步建立信任关系，因此他们必须 

探访难民家庭.遗,的是，叙别亚当局不准工程处社会工作者进行家庭探访，方 

案因之不待不中止.在提出报告时，工程处同该国政府还在对话，希望不久就会 

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工作方式. 

83。 工程处同受益者共同协力的原则也是住房修粲方案所必W的.在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救济工程处提供所需建筑材料，供特别困难家庭修葺或重建其残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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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居；而这些家庭和社区则提供劳力或金钱代价.以这种方式， s 40 2 0 Q Ê建 

了 2 1间土砖住房并修补了其他五所房屋或其屋顶， 

84。 八所妇女方案中心开办了缝制女服、传统巴勒斯坦刺绣、针织、家政和保 

健教育等训练班，有218名女青年入学，识字班也很窬要，工程处同叙利亚妇女 

联合会协调合作，由一个非政府组织出资，在奈拉布菅和哈马营组织了三个识字班, 

但在预定于1 9 8 9年7月初开课前的两个月即已超额登记， 

85。 援助残疾人的工作包括介绍4 8名儿童进入残障特别学校，提供义放给24 

个特别困难户.这些工作很是微不足道，因此已有计划在1 9 8 9年年底展开社 

区 性 夏 健 工 作 . 1 9 8 9年5月为社工人员及保健和教肓人员举办了一次初级训 

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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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被占领领土 

A , 塑 

1 。 鐘 

86。 救济工程处在被占领的西岸的 9 8 所宇校共有学生 3 9 2 70名，在报告所 

述的这一年，其中 9 0所学校（学生人数达36 600名）几子整年被以色列当局下 

令关闭.以色列当局在关闭这些学梯后直到 1 9 8 8年5月才准许它们复课两个 

月.从 7月底到 8月底以色列当局又強迫这些学校放署假，并在新学年开始前又 

一再下令停课直到1 2月初，这些竽校于 1 9 8 8 年 1 2月和.I 9 8 9 年 1 月 间 

曾断续开课，伹于1 9 8 9 年 1 月 2 1日起又遭军方下令停课.所下的命令延续 

了多次，因此宇校在报告所述期间终了时仍然还关闭着‧ 

87。 救济工程处八所设于耶路撒冷械内学校（学生人数2 6 7 0名）准予在 

1 9 8 8年 1 0月 1日开始 1 9 8 8 / 8 9竽年度，以后课业还顺利.西岸地区 

在该学年进行的工程包括雅巴达的一所学校，两间教室、建造围墙和为校舍装保护 

窗帘. 

88。 西岸9 8所学校中有9 0所学校无法开课，这已是连续第二年了，工程处 

对于上万学子尤其是小学低年级学生.无从入学的后果日益震懔.这些学生由 

于入学时间太短对于所学的东西难以留有印象.因此，工程处想设法多少弥补一 

下这种情况.所釆取的措施^括可能利用各邻国的电视厂螢节目，其中可能有现 

有的教育节目、商业电视台同工程处合作制作的节目或是完全由救济工程处制作的 

节目‧ 在报告所述期间终了时仍在考虑上述各种备选办法. 

89。 向学生们提供在家自习的基本深文是另一个补救学校关闭后果的巧行办法, 

工程处已于1 9 8 9年 3月尾制作了可供六岁至九岁的一、二、三年级学生用的成 

套教材.教材中包括读、写、阿拉伯文和数学的习题，并附有供父母兄姐采用的 

教学说明.遗憾的是，在公布开始分发这些教材时，以色列当局下令禁止这一帮 

助幼年学童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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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救济工程处在西岸开办了三所训练中心，两所在拉马拉，一所在卡兰迪， 

总共提供了9 5 0个职业和技术训练名额及5 5 0个师资训练名额。在整个报告期 

间，其实从I 9 8 8年起这三所中心即同西岸其他高等学府一样，仍然被以色列军 

方下令关闭。 

2 . 

9 1 . 尽管困难重重，救济工程处仍然设法维持其保健活动，并且经常方案和紧 

恚教护方案都有些成就。但除东耶路撒冷外，所有其他各地的学校保健服务都已中 

断，工程处工作队无法进行学生的经常免疫方案。长期来说，这会降低工程处多年 

来维持的高免疫注射率。 

92. 1 9 8 8年9月起，工程处增设了 1 5个紧急医疗队来加强西岸各地现有 

的3 3个保健中心或保健站。在居民同以色列保安部队最常发生冲突的各个难民营 

并将医疗服务时间延长，提供下午轮班。增设了六辆医疗专车以改善输送伤患的问 

题，并购置了设备以提高对难民人口伤患护理的服务和能力。提供了奶粉、午餐和 

口粮给本来没有资格接受的难民以#^大补助营养的服务。增拨了经费专供支付紧急 

医疗用品和额外的住院费之用。I988年9月在纳布卢斯地区巴拉他保健中心设 

立了第一所理疗诊所。该中心的业务由社区志愿人员协助一名理疗专家负责。 

93. 保健设施的修建和扩大方案进展得很缓慢。不过还是完成了以下的工程： 

在阿鲁布建造了一所新的妇幼保健中心；扩凝了斯卡尔营保健中心；在卡尔基里 

亚的救济工程处医院建造了一间新的外科病房；在阿马里营保健中心建成了一个化 

验室、一个X光室和一个牙科渗所。并已筹得经费供增建一所初级保健设施以作为 

对被占领领土扩大援助方案的一部分。 

94. 由于改进了一般诊疗和补充营养餐设备而逬一步改善了救济工程处的初级 

保健设施。改善工作包括提供两架射线照相仪器和设备、加温和冷却设施、向2 1 

所营养餐中心和4所分中心提供食品配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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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在环境卫生方面，有一国政府提供援助在德伊希营和阿马利营建造了营内 

排污网路，并已筹得经费可供接通德伊希营同伯利恒市区的排污系统。另一个捐助 

国政府也同意出资建造阿斯卡尔营、杰宁营、图尔卡尔姆营和纽尔沙姆斯营的营内 

排污网路。阿马利营的营内排污系统工程已在进行，德伊希营的排污网路项目也已 

« 执 行 。 

3 。救济事务 

96. 在报告所述期间，遭到杀害的、被逐出境的、下狱的、伤残的或实在无法 

供养分开居住的年还双亲的人数大为增加。在西岸，属于登记为特别困难户需要援 

助的家庭的难民人数多达24210人。特别困难户物质援助经常方案与紧急救济工 

作继续并行（见下文D节）经常方案和紧急方案都受到戒严和罢工的阻碍，其工作 

也因救济服务人员难以获得戒严通行证而受阻。 

97. 对直接救济的需求虽然很大，但也很需要救济工程处和其他援助机构向小 

规模生利事业提供援助。在1 9 8 8年1月制订的一项合办方案下，给予西岸5 1 

个项目贷款以开设工场、从事粮食生产和提供基本服务。这一年里摄制了供筹款和 

训练之用的材料第一卷录象带即将于春季发行。还有可能鼓励一些特别困难户实行 

自助计划， 1 9 8 9年 6月已有 3 2个计划在进行。 

9 8 . 技能培训方案仍然时断时续，但4 5名本无一技之长的青年已于19 8 8 

年 I 1月从三个木工训练中心毕业， 1 9 8 9年 I月一个新班已开课。 2 6 9名女 

青年在各个妇女方案中心参加了为期1 1个月的缝纫班，并将于1 9 8 9年秋季结 

业。 

99. 西岸的巴勒斯坦妇女在起义期间表现得更为突出。许多由于家庭父亲或丈 

夫无法经常供养家庭，妇女赚钱养家的需要就更大了。此外，难民家庭所承受的实 

际问题和社会心理问题对于妻子或母亲的压力特别大。设在西岸的1 5个工程处妇 

女方案中心协助妇女面对这些问题。1 9 8 9年5月由一个非政府组织出资，在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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澌卡尔营开办了一个新的中心，阿鲁布营的中心也获改善。 

100. 为达到最高效益，这些设施必须具有多重用途并对更多的难民开放。在德 

伊希营正在建造的一个创新的社区中心将使妇女方案同学前教育和无业青年技能培 

训合并进行。该中心由一国政府出资，将于1 9 9 0年开设。 

101. 生来残障或在起义时受伤致残的难民人数很多，这是一个大问题。迄今， 

工程处同各当地组织合作，由它们在各专门训练中心或难民营内提供设施。报告期 

间这一年内，有1 1名儿童在盲*残疾人中心接受补助，并且提供义肢给特别困难 

户。在各难民营，德伊希营为聋哩人提供服务，两个政府间组织在巴拉塔营为弱智 

者提供服务。保健方案向起义期间致残的人提供物理治疗：但必须同时进行适应社 

会和学习职业技能及就业计划，因此工程处正在为此拟订计划。 

B .加沙地带 

1 .教育 

102. 在加沙地带，近东救济工程处1 4 7所学校学生人数达91 0 0 0 人 ） 依 

旧开办，这年当中兴建了二十一所教室。 

103. 1 9 8 7^^8 8学年度直到1 9 8 8年 1 0月尾才结束。在此之前，为 

了补回1 9 8 8年上半年失去的时间，继署假之后大力进行了补课。宵禁、罢工 

及动乱对学校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由于地方宵禁，每个月要损失多达1 5天。许 

多次学校受到催泪弹的袭击，而且军队还进入一些学校，他们在校园内殴打师生的 

事也司空见惯。 

104. 1 9 8 8年 9月至 1 9 8 9年6月间，有两名学生在工程处学校内丧生， 

3 7 6人被实弹和橡皮子弹击伤，7 6人拘留。在校外，有1 1人丧生，3655人 

受 伤 ， 6 5 7 人 被 拘 留 ， 1 9 8 9年5月中句，工程处同民政部门接触，拟将学 

年延长六周以弥补失去的教学时间，令人遗憾的是，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随 

后计划在下一学年开端，即在1 9 8 9年9月和10月设法补偿失去的时间， 

- 2 9 -



105 .加沙培训中心共有6 0 8个培训名额，开设了 1 3门职业和技术课程。遗 

憾的是1 9 8 8年大部分时间在以色列命令下中心受到关闭，但1 9 8 8 年 1 0月 

得以重新开放。同上述学校一样，其后中心的活动受到了宵禁及罢工的干扰。由 

于1 9 8 8年头九个月失去的教学时间，在中心于1 0月重新开办后，本应于1988 

年7月结束的1 9 8 7 Z 8 8学年得延长到1 9 8 9年 5月中句，因此，1 9 8 7 / ^ 

88学年度延续了二十个月，而实际成了两个学年度，所以，正常情况下应于 

1 9 8 8 年 1 0 月 进 行 的 新 学 员 注 册 活 动 未 能 进 行 。 1 9 8 8 年 9 月 至 1 9 8 9 

年 6 月 间 ， 6 1名培训生被拘留。两人在中心外被实弹射杀。 

2 . 旌 

106 .起义活动的继续使加沙地带的保健服务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初级保健设 

施有限，医院病床屈指可数。因此，受伤人士无法受到妥善处理，而其中许多均 

需得到高于现有水平的护理。 

107. 1 9 8 8年2月另设立了 8个医疗队，使诊所维持在每天7点至2 0点开 

业。其后，工程处在比奇营开设了一个急珍所并开了两个夜诊所。1 9 8 9年 

7月1日，另三个夜诊所也将届时开业。已向各个难民营提供了医疗专车运送伤 

员。还向各保健中心提供了紧急医药供应品和设备。 

108. 到1 9 8 9 年 6 月 3 0日止，约有2 400名病人接受了物理治疗诊所的 

服务。这些诊所是 1 9 8 8年5月同儿童基金会合作设立的。这些诊所同一些 

最大的难民营的现有保健中心结合，治疗因事故或其他创伤需要进行复健的病人。 

109. 然而，急修需求很大。工程处各保健中心需要进一步的改进，以加强能 

力，改进设备并提高工作人员的技能。即使要达到这样的改进，也急需设立一所 

床位充足、设备齐全的医院。一旦尽快设立了医院，即可缓解病床奇缺及难民无 

力负担政府医院治疗费用已达一天S 1 7 0的情况， 

110. 为了补充保健方面的紧急措施，工程处扩大了其营养和补充营养餐方案， 

使另外29 000名通常享受不到这些服务人也成了受益者。同时，它还设立了一 

家自动化面包厂，取代了原有的面包厂，以增加烤面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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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 根据扩大的援助被占领领土方案所计划的活动包括如下内容：更换位于德 

尔巴拉营的陈旧失修的保健中心建筑，在汗尤尼斯兴建并装备一所新的保健中心， 

在拉法营和努塞拉特营设立两个幅射站。在环境卫生方面，扩大的援助方案内容 

有：在比奇营建起一个营内排污处理系统，并在汗尤尼斯营和拉法营建起两家反向 

渗透厂，以减少水中盐份if的问题。由于水中含有if溶量的氯化物和氮化物，对 

人的生命及农业均构成严重的威胁. 

112. 工作人员、难民及车辆面临的难题以及其行动所受的限制并未阻止工程处 

监督儿童和孕妇的状况并维持扩大免疫方案的高普及率。同阿里阿拉伯医院达成 

的协议作了修改，即津贴4 0张病床，每天每张病床$ 4 5。 此外，正着手在加 

沙械兴建和装备保健中心的新房舍，其资金来自于一个捐助国政府。另外，1988 

年7月在里马保健中心兴建了一个新的牙科诊所，同时在汙尤尼斯和贾巴利亚保健 

中心兴建了两个新的眼科*所， 

113. 社区保健方案已扩展到贾巴利亚营、努塞拉特营、布雷吉营和德尔巴拉营， 

从而将所有难民营全部包括了进来。此外，还设立了第三个巡迺保健队。以六 

个妇幼保健分中心为服务对象的保健队得到了充实，增加了医疗和护理人员。这 

一方案的赞助者是一家非政府组织。经证明，该方案是为难民营以外的难民服务 

的效益最佳的一种安排。 1 9 8 9年3月，在另一家非政府组织的协助下，开办 

了一门基础助产课程，学员预计于198 9年 1 0月毕业， 

3 .救济事务 

114. 在近东救济工程处登记为难民的469 385名巴勒斯坦人中（大约占加沙 

地带总人口三分之二）， 41 900人属于列为接受特别困难补助的家庭。还增派 

了一些社会工作人员去挑出那些需要额外福利援助的人，可是，同其他援助方案 

相似的是，这一职能的发挥受到了限制，原因是以色列当局拒不向工程处工作人员 

颁发所需数量的宵禁通行证。 

115. 同其他四地区相比，在加沙地带更难以鼓动接受特别困难补助的家庭自力 

更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是因为难民们担心为了眼前相当不稳定的收入，他 

们会最终失去所依赖的物质援助。然而，截至1 9 8 9年6月底，对特别困难家 

庭 已 实 施 了 1 0个自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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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此外，由近东救济工程处和一个非政府组织共同赞助的生利计划在加沙蓬 

勃 发 展 。 到 6 月 为 止 ， 8 7个项目已得到资金，而另5 2个项目已莸批准并等待 

资金，受益者及其所雇人员的平均收入增长了 5 0 % 。 项目内容包括苗埔、蔬 

果园裁，小型制鞋厂及一个制造卫生设备的车间。 

117. 技术培训及其他项目经常受到干扰。但是，2 9 2名女青年参加了为期 

1 1个月的缝课程，而且前往妇女方案中心的妇女人数也增加了。 两个单独的 

捐助方提供了资金，使工程处得以在贾巴利亚兴建了一个新的妇女方案中心,以替 

换陈旧失修的建筑并提高设在马加兹的中心的水准。但是，八个青少年活动中心 

却被以色列当局下令照旧关闭。 

118. 工程处还仍在小规模基础上帮助加沙的残疾人赚取收入，这一活动是通过 

盲人培训中心的生产单位及在六个难民营一并进行的，对残疾人给予有效支持就 

必须使工程处的所有三项方案共同作出多部门方面的努力,现已计划为失听者开 

办一个统一的保健、教育和救援活动。工程处继续资助一些儿童参与一些特别的 

机构，并于1 9 8 8 / 8 9年送2 6名残疾儿童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及约旦的* 

哩残疾人中心。还为67名残疾人装配了义肢。 

119. 工程处欢迎为使滞留在国际边界埃及一方在拉法所谓的"加拿大营"中的 

加沙家庭返回而釆取的第一套步骤。这些人是在1 9 8 2年以色列撤离西奈时滞留 

在那里的。根据"家庭团聚"计划一个家庭获得了团聚。以色列当局同意另19个 

家庭可以返回，条件是他们在加沙地带的亲戚愿意收留他们。1 9 8 9年6月已为 

边界两方家人的团聚作了安排，而真正的迁移是6月2 6日开始的，速度是每周两 

个家庭。近东救济工程处将在这些家庭安顿初期的六个月继续向他们供应配给食品。 

这些家庭只占拉法西奈8 38户家庭中的一小部分，而其他家庭的未来如何仍然不 

得而知。与此同时，工程处继续向加拿大营中的大约4 200名难民提供食物、毪子 

及衣服。这些人大都失业，生活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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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特别措施 

120. 除其经常性的活动外，工程处还实施了一个特别措施方案，以应付被占领 

领土上所发生事件的直接影响。这一方案每年的费用约为2 2 5 0万美元。这些特 

别措施是在工程处的正常活动外所开展的。其内容有紧急保健和粮食援助，社会福 

利活动及一般援助。 

121. 医疗方案的内容是延长保健珍所的正常工作时间。加沙的两家诊所昼夜开 

门，其他的诊所则分两个轮班应诊。在西岸地区，1 6家诊所开两个轮班。这就必 

须多雇1 14名工作人员。补充添购了医疗用品和设备及1 3辆医疗专车以运送伤 

患。对医院费用的支付和补贴也增加了。此外，提供了一些医疗专家。并且还在加 

沙的5个诊所及西岸的一个i余所中实施了理疗方案，其大部分资金由儿童基金会提 

供。 

122. 粮食的分配缓解了经济困难的影响并缓和了干挠正常食品供应的行动限制 

所造成的后果。在这两个地区，儿童午餐方案已予扩大，同时还向嬰儿和孕妇及哺 

乳的母亲提供补助食品，受益者达38 000人。工程处通过加沙的学校和工程处各 

机构或随车分发食品袋，分发的时间在西岸宵禁期间或在宵禁结束之后。为了迅速 

满足难民的营养需求，工程处动用了供其正常食品方案之用的储备用品。其后，又 

以收到的实物或以用于特别措施的款项购买的物品补充用去的储备用品。 

123. 主要的特别社会福利活动的内容是增加了现金赠款，以帮助那些因住所被 

毁或失去主要赚钱养家的人而突然生活困苦的人，同时扩大了特别困难户方案。还 

向特别困难情况下的非难民人士提供临时援助。 

124. 一般援助方案主要雇用的是两个地区的难民事务官员和法律官员，目的是 

通过加强面际工作人员的存在来确保难民们得到一定程度的消极保护，同时还方便 

工程处的业务及在紧急情况下车辆的开动。这些官员还负贲报告意外事件、对工程 

处工作的干挠行为及对工程处房舍的侵犯或不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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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随着起义及以色列反击措施的持续，工程处不得不将其特别措施延长了六 

个月，最近的延长期到1 9 8 9年 1 2 月 3 1日止。对那些需求是不断扩大的服务 

项目还需分配资金，例如用于雇临时清洁工到长期实行宵禁的难民营收垃圾，或用 

于雇用以替代被拘留工作人员的人的薪给。1 9 8 9年头六个月共需$ 1 123. 5 

万，而今年下半年需要$ 1 057. 5万。 

» ,扩大援助方案 

126. 在其根据1 9 8 7年 1 2 月 2 2日第605 ( 1987 )号决议提交给安全理 

事会的报告中，秘书长指出，他已特别请主任专员提出建议，已改善难民营的基础 

设施并寻求必要的资金（ S / 1 9 4 4 3 ,第 4 8段）。其后，主任专员邀请各主要捐 

助国和东道国政府的代表在维也纳参加了一次非正式会议。会上提出了一项广泛的 

行动计划。计划提出的工作数字指标是在三年的时间内达到约6 5 0 0万美元。这 

主要是为了缓和西岸和加沙地带难民的艰苦生活条件。还计划通过一些经济犮展方 

案创造就业机会。 

127. 在工程处咨询委员会讨论并核准了这一计划之后，1 9 8 8年进一步制定 

了对被占领领土的IT大援助方案。其内容是，翻修住所；环境卫生，供水，保健服 

务，包括建钪、供应和设备；就业，培训，赚取收入和自助项目；后勤；改进工程 

处以提供服务的设施；及一些教育项目。其中许多急待处理的事项已发展成为项目， 

包括有关的活动和收入，以待筹资和落实。 

128. 扩大援助方案上的一个优先重点是确保生活在西岸及加沙地带2 7个难民 

营中的难民能有体面的住所及卫生的环境。工程处的努力旨在增加在西岸和加沙地 

带每一个难民营中修绻建造的特别困难户的住所数目，同时进一步搞好翻修的工作。 

对那些比特别困难户住所更破旧的住房也可给予优先的注意。在同难民们事先进行 

的讨论中，各家庭及社区都表示继续支持自助的原则，此一原则可体现为出劳动力 

或赞助建筑材料。可在事实上，由于罢工、宵禁的存在，由于通常S劳动力的许多 

青年人受到拘禁，还由于许多家庭和公司财政拮据，上述的自助可能是有限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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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9年中期，社会工作者完成了初步的调査并开始就应受援助的家庭，它们的 

需要和目前的情况编写详细的资料。 

129. 自从在未来事先铺设水管和排污系统的土地上修建了难民营以来，环境卫 

生就一直是个问题。由于过份拥挤，缺乏维修，难民营排污水系统不足或全无，还 

由于最近的宵禁及罢工阻碍或妨碍了垃圾和废料的收集处理，危害健康的现象逐渐 

增加。难民营的许多入口被封锁，进一步使此问题恶化，因为拾粪车无法在必要时 

前往清粪池。工程处分别为加沙4个难民营和西岸的1 3个难民营发展出了一些排 

污计划，其初步重点是使营内的排污系统同区域性的市政排污系统连成一体。已向 

受响最大的难民营提供了清除废物的设备及增派了清洁人员以收集和处置垃圾和 

废物。 

130. 被占领领土的饮水供应情况相当严重，伹加沙地带的问题首当其冲。两项 

主要问题在于：由于供应有限，消耗过渡，并缺乏处理设备，水的含盐量增加，而 

且受到污物的污染情况也加剧了。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工程处拟在受影响最严重 

的地方（即拉法和汗尤尼斯）装设两个反向渗透脱盐厂，以此作为一项临时措施。 

131. 除上一章所提的措施外，工程处还发展了一些项目，旨在建造新的保健措 

施，翻修或扩大现有设施，改进或提供新的设备，并加强对非工程处所属保健设施 

的支助，尤其是那些有关紧急和伤患救护的设施。 

132. 由工程处各诊所治疗的各种轻重伤情数次急剧增加，各类武器及伤害类型 

造成了种种的伤害。自起义以来，3 0 %的受伤者是 1 5岁以下的儿童。虽然没有 

残疾人的准确数字，伹工程处显然必须扩大它的理疗和复健方案。因此，工程处正 

计划设立一起预制的物理治疗部门（四个设于西岸，五个设于加沙）并供以用品、 

设备及一些工作人员。 

133. 在报告期间，计划为扩大的援助方案筹资6 500万美元，但工程处收到的 

现金及任捐额为29 168 410美元。许多项目已在执行之中。其他一些得到认捐 

的项目正处于执行的筹备阶段。对某些部门正作进一步的调査，以使工程处能提出 

可行的项目提案交给可能的捐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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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律事项 

A .工程处工作人员 

134.去年的报告提到，与前几年相比，在被占领领土内未经控罪或审判而被逮 

捕和拘押的工作人员大为增加，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这种趋势依然在持续，以 

色列占领当局还将一名工作人员驱逐出加沙地带.在黎巴嫩境内，遭绑架或拘留 

的工作人员总人数已经减少（见附件一，表1 1 ) , 

135.工程处对其工作人员被逮捕和被拘押的原因仍无法及时获得足够的资嵙. 

由于没有这种资嵙，工程处不能断定这些工作人员的正式职责是否牵连在案件之内， 

也无法保证使《联合国宪章》、 1 9 4 6年 2月 1 3日《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 

136. 被拘留工作人员的待遇继续是工程处感到关注的一个原因.这些工作人 

员中许多人指控在拘留期间遭到拷打或其他残暴行为，除此之外，工程处工作人 

员、包括国际工作人员遭到身体上的虐待，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士兵有时:^ 

他们施行粗暴的行为， 

137. 工程处同来自西岸被关押在监狱和拘留中心的2 6名工作人员、包括被关 

押在以色列境内监狱的1 9名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在加沙地带，工程处同在该 

地区被拘押的一名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1 9 8 8年7月同在加沙被捕被关押在以 

色列境内监狱的其他1 7名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从该日起，经过反复要求以及 

加沙地带以色列当局的保证，工程处最终于1 9 8 9车7月再次得以探视关押在以 

色列境内监狱的工作人员.还与埃及当局作了安排，于1 9 8 9年8月探访一名 

被拘押将待解递出境的工作人员‧ 工程处未能探访其他地区的工作人员. 

138. 工程处工作人员进出西岸和加沙地带仍有困难.受拖延情况严重，有时 

还被拒发入境许可证.由于经常实行宵禁以及将各地区定为军禀禁区，也严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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嗬了工作人员在被占领领土内的行动，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当局从1 9 8 8牟下 

半年起硬性规定，当地工作人员须持有民政管理当局颂发的许可证，才能在宵禁期 

间行动，尽管工程处作了交涉，只有少数工作人员获得宵禁行动许可证，因此工 

程处的业务受到影响.此外，宵禁通行证期限往往有限，延期手续r^B持久，而 

且仅限用于工作人员居住的地区.如果工作人员居住在其他地区，而且也属宵禁 

区，他们就无法前往工作地点. 

1 3 9 . 在加沙地带，在大多数时间中，学校都开课，以色列当局继续在没有充分 

通知的情况下，在工作时间内审讯工作人员.此外，工程处不得不反对传讯工传 

人员、特别是教师以查讯其职务情况，在西岸，由于学校均已关闭.本报告所述 

期间，在办公时间内审问工作人员的情况已有减少， 

B .工程处事务和房舍 

140. 工程处日渐忧虑地注意到在加沙地带和西岸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诸如以色 

列军*人员强行进入工程处设施，占领学校，保安当局征用学校，以及以色列千扰 

工程处救护车的运行等等，敎济工程处向有关当局提出对这些行动的抗议，因为 

认为这些行动侵犯了工程处的特权和豁免.以色列当局的反应是遇必要时援引19 

6 7年戈梅一一米歇尔摩尔协议中提到的^禀安全的考虑.工程处在本报告期间 

末尾时仍在采取此一事项的法律和其 他方面办法.一些以色列官员针对工程处的 

抱怨，直言不讳地宣称，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就会确实继续便用工程处的设施， 

工程处对这些官员的态度也慼到忧虑* 

141. 仅在加沙地带， 1 9 8 9年第一季度内工程处房舍就遭侵犯1 0 0多次‧ 

侵犯工程处房舍时，有时还造成工程处工作人员受伤和工程处财产受损，19 8 9 

年 3月 2日，以色列国防军人员 M汗尤尼斯" E "女子小学，欺凌并殴打在场的 

女 教 师 和 女 学 生 ， 5 月 2 8日，一群士兵进入布雷吉预科男校，打伤若千名学生, 

1 9 8 9年6月，以色列国防军人员拆除了联合国1 3座房舍的围墙，毁坏了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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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大门.除此之外，还占用学校，将其临时用作审讯中心或观察哨所‧ 西岸也 

发 生 了 此 类 严 重 事 件 . 例 如 ， 1 9 8 8年 1 2 月 1 0日，以色列边防警察进入巴 

拉塔难民,内工程处的营地事务处，射伤了警卫人员.工程处一再抗议这些侵犯 

行为，并呼吁以色列当局根据其国际法律义务，不采取此类行动， 

142. 去年所报告封禁难民营入口和树立«栏的做法仍是大问题.除已报告的 

事例外，在七个难民营中树起路障PJjL车辆出入，另外五个难民营中树起路障阻碍 

行人出入.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德黑谢赫难民营主要通路旁六米高的栅栏已经加 

长，阻止车辆通过难民营的主要入口出入：车辆只得通过旁门进入，严重影响了救 

济工程处的服务.德尔阿马尔难民营的主要进出口关闭八个月后于1 9 8 8牟 11 

月 1 2日重新开放，在这八个月期间，车辆必须经过私人土地才能艰难地进入难民 

营， 

143. 因惩罚原因被拆毁的难民住所数目增加，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当局拆毁 

了 3 6间工程处建造的房间和1 3 7间私人建造的房间， 6 7 个 家 庭 、 4 6 4人受 

到影响.另有 5间工程处建造的房间和 1 2间私人建造的房间被封， 1 0个家庭、 

9 8 人 受 到 影 响 ， 在 西 岸 、 2 1间住所因恶罚原因被拆毁， 2 1个家庭、 1 6 4 

人受到影响，由于这些住所被拆毁.27间相邻的住所受到影响，有些则彻底毁 

坏.工程处要求以色列当局向因此受到影响的家庭提供赔偿，伹未获答复.另 

有三间住所被封， 2 1人受到影响。工程处对这些行为提出抗议.指出这些行为 

违背了 1 9 4 9 年 8 月 1 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第3 3和第 5 3 

条，*也不符合难民的法律权利和人权‧ 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以色列民政管理当局 

仍继续反对重建因惩罚理由而被拆毁的住所，工程处指示，以色列外.交部早在19 

71年5月便正式保证不反对重建被拆毁的住所，这一事项正由以色列民政管理 

当局再次进行审査，预期将有令人满意的结果. 

144. 1 9 8 8车7月，以色列政府通知工程处，由于暂时的预算拮据，无法缴 

付 1 9 6 7年 6月 1 4日戈梅一一米歇尔摩尔临时协议，规定应付救济工程处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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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储存和运输费用，如果货物不能迅速结关，对难民的服务就会受影P l è j ,并且 

为了尽量降低费用，因此救济工程处暂时预付了这笔费用*伹有一项谅解，即这些 

费用最终将得以偿还 . 1 9 8 8车底，工程处要求以色列当局自1 9 8 9年 1月 

1日起恢复原先的做法，恢复戈梅一一来歇尔摩尔临时协议规定的程序，以色列 

政府通知工程处，由于其财政状况不佳，不能这样做.因此，救济工程处不得不 

超出使用 S 80，用在被占领领土内执行其方案• 

C •对政府提出的赔偿要求 

145.工程处很遗憾在对政府提出的各种赔偿要求方面尚未取得任何进展，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三届会议，补编第1 3号》(A/43/13和A(id_. 1). 

2 大会1 9 8 8车 1 2月6日第43/571 "号决议. 

'《联合国条约汇编 "，第 1卷，第 4号，第 1 5页. 

* 《 同 上 》 ， 第 7 5卷，第 9 7 3号，第 2 8 7页。 

， 双方信件的来往构成工程处与以色列关于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援助的一项临时协 

议（《同上》，第6 2 0卷，第 8 9 5 5号，第1 8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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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 务 资 料 * 

页 次 

！ 

1. 登记人数 

2. 登记人口的分布 

3. 特别困难户的人数和分布 

4 . 根据 1 9 8 8年特别困难户方案分配给每个接受配给者食品 

5. 救济工程处各学校难民学童的分布 

6. 救济工程处各训练中心的训练名额 

7. 按学科和就读面家分类莸有大学奖金的学生 

8 . 医疗服务 

9 . 利用门诊珍所的趋势 

10. 若干传染病的发病趋势 

11. 被逮捕和拘禁的工作人员 

12. 各国政府和欧洲共同体捐助的现金和实物* 

关于工程处方案经费筹措的详细情况，见 1 9 8 8年 1 2月 3 1日终了年度经 

审核的财务报表和审计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四届会议，补 

编第5 C号》（Ay^44/V^Add。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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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00 000 À 

二率计算 

表 1 0 

若干传染病的发病趋势 

麻条 
XC 

X0 

250 

200 

PII ‧HT 

年度 

小儿麻痹症 

I I 
I I 

197b 、 fl、 h ，6 ' 7fe ' ̂ 0 

年度 

肺结核（呼吸道） 

甲11琴Î TsI" T g l , 

20 

15 
n 

醫醫-薩皿 ttabh 
；;,；、‧‧ i, '‧ m 

1970 72 A 76 ' f 8 ' 8 & 
年度 

‧ si 、 ， 、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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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捕和拘禁的工作人员 

( 1 9 8 8年 7月 1日至 1 9 8 9年 6月 3 0日） 

阿拉伯 

埃及 叙利亚 

西 岸 （ 加 拿 大 营 ） 约 旦 共 和 国 黎 1 共计 

逮捕或拘禁和 

未经控罪或 

审讯而莸释 

控罪、审讯和 

判刑 

仍被拘禁而未 

39 

39 

55 1 

11 X 

Ik^ 93 

8 

56 

共 i i 85 H9 2 6 16 157 

a 1 1人被民兵绑架，据悉有2人被叙利亚驻黎巴嫩部队拘禁，1人被黎巴嫩当 

局拘禁。 

b据悉巳被叙利亚驻黎巴嫩部队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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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 
各 B政府和欧洲共同体捐助的现金和实物 

以美元计算 

( 1 9 5 0 年 5 月 1 日 至 1 9 8 9 年 1 2 月 3 1 日） 

1 9 5 0 ^ 月 1 日至 1 9 8 7 & 1 9 8 8 龍 额 
1 9 8 6 ^ 1 2月 3 1日期间 』 9 8 7 捐助总额 職 

共和国 

萨尔瓦多 

埃塞俄比亚 

'芬兰 

法国 

246 000 14 100 15 000 -15 573 112 342 935 1 007 182 142 222 

2 516 721 243 427 223 472 83 472 

3 500 - - -238 867 - 15 000 -5 000 - - -5 000 1 000 1. 000 -14 731 377 478 215 485 302 -2 507 - - -
5 000 - - -145 009 10 000 20 000 -- - 10 000 -4 007 - - -

13 546 1 000 1 000 -22 970 - - -94 845 702 7 '688 793 7 791 221 887 749 

2 198 - - -48 500 - 5 000 -453 279 50 000 50 000 -4 717 - - -5 000 - - -25 606 - 2 242 -7 141 - - -750 - - -37 52S 484 5 206 605 5 942 745 312 500 

6 000 - - -5 562 259 - - -
500 - - -38 500 - - -5 936 493 1 702 190 2 433 788 244 691 

39 785 727 1 737 532 - 1 781 123 216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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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6月1日至' 
1986<^12月31日期间 1 9 8 7 1 9 8 8 

捐助总额 

紧急捐助额 

冈比亚 30 

加沙当局 2 710 125 - ―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80 419 189 5 189 916 6 165 583 176 471 

加纳 96 480 - - -
希腊 1 138 498 65 000 106 605 36 605 

几内亚 1 000 - - -
海地 7 000 - - -
罗马教廷 183, ,965 14 500 - -
洪都拉澌 2 500 - - -
冰岛 229 439 9 500 9 500 -
印度 602 2A6 36 523 - -
印度尼西亚 355 268 16 000 8 000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372 047 - - -
伊拉克 6 957 229 - 3 200 000 2 353 948 

爱尔兰 3 210 435 372 500 104 228 -
以色列 12 013 Oil 294 902 458 770 -
意大利 17 022 349 10 925 476 21 306 502 7 487 637 

牙买加 43 370 6 000 3 091 -
曰本 112 449 187 17 566 362 13 692 769 500 000 

约旦 9 728 679 566 937 532 006 -科威特 
19 562 860 100 000 7 600 000 000 000 

老挞人民民主共和国 4 687 ― ― ― 

黎巴嫩 1 94e 784 1 379 452 -
利比里亚 96 500 - - -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IS 924 671 - 2 799 965 2 799 965 

卢森堡 544 710 52 845 10 486 ― 

马达加渐加 9 176 - - -
马拉维 280 - - -
马来西亚 93 785 000 S 000 -
马尔代夫 9 500 000 000 -
马耳他 

10 686 - 1 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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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0 ^月 1日至 
1986#^12月31曰期间 1 9 8 7 a 1 9 8 8 

捐助总额 

紧急捐眉 

毛里塔尼亚 543 

毛里求斯 19 770 1 324 1 313 -
墨西哥 170 191 600 6 000 -
摩纳哥 18 470 2 517 2 94^ -
摩洛哥 982 909 - 28 358 -
荷兰 28 621 282 3 535 970 3 062 747 -
新西兰‧ 4 210 269 150 250 80 460 -
尼曰尔 4 920 - - -
尼曰利亚 128 759 - - -
挪威 63 570 002 9 717 020 9 761 171 -
阿曼 405 000 - - -
巴基斯坦 999 980 20 272 20 000 -
巴拿马 5 000 - - -
菲律宾 66 717 2 000 - -
萄葡牙 82 000 15 000 - -
卡塔尔 3 570 728 - 2 100 000 2 000 000 

大韩民国 93 500 5 000 10 000 -
罗马尼亚 5 693 - - -
圣马力诺 25 122 - - -
沙特阿拉伯 66 231 172 1 200 000 1 200 000 -
塞内加尔 25 856 19 000 - 一 
塞舌尔 2 300 - 800 -
塞拉利昂 

26 746 - - -
新加坡 23 000 - - -
西班牙 14 811 963 1 448 628 1 570 164 -
浙里兰卡 31 767 2 000 2 200 -
苏丹 199 000 - - ― 

苏里南 2 000 - - ― 

斯威士兰 660 ― - -
瑞典 129 785 998 12 053 662 14 630 943 50 590 

瑞士 48 968 397 5 304 992 7 660 579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3 826 351 125 504 63 392 -

54 ― 



{续） 

1 9 5 0 ^月 1日至 
1 9 8 6 ^ 1 2月 3 1曰期间 

1 9 8 1 9 8 8 
捐助总额 

紧急捐助頸b 

泰国 245 055 13 881 14 215 

多哥 3 815 624 2 449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55 153 - - 一 
突尼斯 177 436 9 671 29 997 一 
土耳其 399 859 - 94 868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7 055 927 一 3 000 000 3 000 000 

大不列顛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 228 779 455 S 268 502 9 117 501 -
美利坚合众国 1 276 674 243 70 000 000 61 300 000 -
乌拉圭 5 000 - - -
委内瑞拉 64 966 10 000 - -
越南 42 000- - - -
也门 2 000 - - -
南斯拉夫 1 008 700 75 000 - -
扎伊尔 21 500 - - -
津巴布韦 58 313 - - -

各国政府通过世界 

难民年邮票计划 238 211 ― ― 一 

小 计 

欧洲共同体 

总 计 

2 388 306 366 167 631 054 189 554 326 25 292 448 小 计 

欧洲共同体 

总 计 

296 079 514 41 129 393 30 617 807 323 758 

小 计 

欧洲共同体 

总 计 2 684 385 830 208 810 447 220 172 133 26 621 206 

a包括为黎巴嫩紧急情况所作的捐款。 

b 为黎巴嫩和被占领领土紧急情况所作捐款的总额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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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大会和联合国其他机关的有关记彔a 

1 .大会决议 

决议编号 通过曰期 决议编号 通过日期 

194(工工I ) 1 9 4 睥 1 2 月 U 日 2 2 5 2 ( E S—V ) 1 9 6 7 年 7 月 4 日 

2 1 2 (工 I I ) 1 9 4 脾 U 月 1 9 曰 2341(XX工工） 1967年12月19日 

3 0 2 ( I V ) 1 9 4 睥 1 2 月 8 日 2 4 5 2 ( X X I工工） 1 9 6睥 1 2月 1 9曰 

3 9 3 m 1 9 5 , 2月 2曰 2 5 3 5 ( X X I V ) 1 9 6睥 1 2月 1 0日 

5 1 3 ( V I ) 1 9 5 2 年 1月26曰 2 6 5 6 ( X X V ) 1 9 7 0 ^ 1 2 ^ 7 H 

6 1 4 ( V I I ) 1 9 5 2年 1 1月 6曰 2 6 7 2 ( X X V ) 1 9 7 睥 1 2 月 8 H 

7 2 0 ( V T I I ) 1 9 5 3年 U月 2 7 S 2 7 2 8 { X X V ) 1970年12月15曰 

8 1 8 ( I X ) 1 9 5 姅 1 2 月 4 日 2 7 9 1 ( X X V I ) 1 9 7 1年 1 2月 6 H 

9 1 6 m 1 9 5脾 1 2月 3日 2792ASE(:X:XVI) 1971年12月6H 

1 0 1 8 ( X I ) 1 9 5 7年 2月 2 8曰 2 9 6 3 ( X X V I I ) 1 9 7脾 1 2月 1 3日 

1 1 9 1 ( X I I ) 1957年12月12曰 2 9 6 4 ( X X V I I ) 1972年12月13日 

1 3 1 5 ( X I I I ) 1 9 5脾 1 2月 1 2曰 3 0 8 9 八 细 蕭 工 工 1 ) 1 9 7 脾 1 2 月 7 0 

1 4 5 6 ( X I V ) 1 9 5 9 ^ 1 2月 9日 3090(XXV工工工） 1 9 7 脾 1 2 月 7 日 

1 6 0 4 ( X V ) 1 9 6 1年 4月 2 1日 3 3 3 0 ( X X I X ) 1 9 7摔 1 2月 1 7日 

1 7 2 5 ( X V I ) 1961年12月20曰 3 3 3 1 ( X X I X ) 1 9 7摔 1 2月 1 7日 

1 8 5 6 ( X V I I ) 1 9 6脾 1 2月 2 0日 3 4 1 0 ( X X X ) 1 9 7睥 1 2月 8 日 

1912(XVI工工） 1 9 6 脾 1 2 月 3 日 3 1 / 1 5 A S E 1 9 7脾 1 1月 2 3日 

2 0 0 2 { X I X ) 1 9 6 脾 2 月 贿 3 2 / 9 0 瑜 1977年12月13S 

2 0 5 2 { X X ) 1965年12月15日 3 3 / 1 1 2 1 9 7 睥 12月18日 

2 1 5 4 ( X X工） 1 9 6脾 1 1月 1 7曰 3 4 X 5 2 A S P 1 9 7睥 1 1月 2 3日 

3 5 / 1 3 A ^ F 1 9 8 0 # 1 1月 3日 3 9 / 9 9 A 致 1984年12月14日 

1981年12月16曰 4 0 / 1 6 5 A至K 1985年12月16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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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20ASC 

ssyssASc 

1982^12^160 

1983年 12月15日 

4 3 / 5 7 A至 J 

4iy69ASc 

4 2 / 6 9 A至K 

198脾12月3日 

1987年12月2日 

1988^12^60 

2 .大会决定 

决定编号 通过日期 

36X462 1982#3月16日 

3. 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的报告 

1 9 8 7：《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 3 号》（ ^ 4 2 / 1 3 ) 。 

1 9 88:《同上，第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 3号》（A / 4 3 / 1 3林d d . 1)。 

4 . 审 姚 # # 表 

1 9 8 7:《大会正式记彔，第四十一届会议，补编第5 C号》（iV 4 2 / 5 / 

1 9 8 8：《同上，第四十三届会议，补编第5 C号》（A/43/5/A(î(i . 3 ) 

5 . 联合国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的报告 

1 9 8 7：《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9 , A / 

42/515号文件。 

1 9 88:《同上，第四十三届会议，It件》，议程项目76 , ;^43/582 

号文件。 

6. 近东救济工程处经费筹供问题工作组的报告 

1 9 8 7：《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9 , 

42/633号文件， 

1 9 8 8：《同上，第四十三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6 , A/43/702 

号文件。 

Add. 3 ) 



秘书长的报告 

1 9 8 7：秘书长按照1 9 8 6 年 1 2 月 3 日 第 4 1/ 6 9 D 号决议提出 

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彔，第四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7 9 ， A^42/445号文件（会员国提供补助金和奖学金供巴勒斯 

坦难民接受高等教育,包括职业训练））。 

秘书长按照1 9 8 6 年 1 2 月 3 日 第 4 1 / 6 9 ：E号决议提出 

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7 9 , A/42/507号文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难民1 ) 。 

秘书长按照1 9 8 6 年 1 2 月 3 日 第 4 1 / 6 9 P号决i义提出 

的裉告（《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7 9 , " 2/446号文件{恢复向巴勒斯坦难民发放配铪品））。 

秘 书 长 按 照 1 9 8 6 年 1 2 月 3 日 第 4 1 / 6 9 G 号 决 议 提 出 

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7 9 , ^ 4 2 / 4 8 0 号 文 件 （ 自 1 9 6 7年以来流离失所的人民和 

难民））。 

秘书长按照1 9 8 6 年 1 2 月 3 日 第 4 1 / 6 9 H号决议提出 

的损告（《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7 9 , ^/42/505号文件(巴勒斯坦难民财产的收益））。 

秘书长按照1 9 8 6 年 1 2 月 3 日 第 4 1 / 6 9 工 号 决 议 提 出 

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彔.，第四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7 9 ， A/42/481号文件（保护巴勒斯坦难民））。 

秘书长按照1 9 8 6 年 1 2 月 3 日 第 . 4 1 / 6 9 J号决议提出 

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 9 , 

^ 4 2 / 4 8 2号文件（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 

秘 书 长 按 照 1 9 8 6 年 1 2 月 3 日 第 4 1 / 6 9 K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9, A / 4 2 / 

309^文件（为巴勒斯坦难民设立耶路撒冷圣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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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8 ： 秘书长按照第60 5 ( 1 9 8 7 )号决议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 

1 9 8 8 年 1 月 2 1 日 s / 1 9 4 4 3号文件。 

秘 书 长 按 照 1 9 8 7 年 1 2 月 2 日 第 4 2 / 6 9 D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三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 6 , A / 

43/652号文件（会员国提供补助金和奖学金供巴勒斯坦难民接受 

高等教育、包括职业训练））。 

秘 书 长 按 照 1 9 8 7 年 1 2 月 2 日 第 4 2 / 6 9 E 和 J 决议提出的 

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三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 6 ，A/ 

43/653和A/43/657号文件（加沙地带和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 

秘书长按照1 9 8 7 年 1 2月 2日第 4 2 / 6 9 5"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三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 6 , A / 4 2 / 

654号文件（恢复向巴勒斯坦难民发放配給品）。 

秘书长按照1 9 8 7 年 1 2月 2日第 4 2 / 6 9 G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三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 6 , A / 

4 2 / 6 5 5号文件（自 1 9 6 7年以来流离失所的人民和难民））。 

秘书长按照1 9 8 7 年 1 2月 2日第 4 2 / 6 9H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三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 6 , A / 

43/581号文件（巴勒斯坦难民财产的收益））。 

秘书长按照1 9 8 7年 1 2月 2日第 4 2 / 6 9工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三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 6 , A / 

43/656号文件（保护巴勒斯坦难民））。 

秘书长按照1 9 8 7 年 1 2月 2日第 4 2 / 6 9 K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三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6, A / 

43/408号文件（为巴勒斯坦难民设立耶賂撒冷圣城大学））。 

a有关大会和其他联合国机关关于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报告和其他文件清单（特别 

是 1 9 8 7年以前的资料），见题为《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1 9 4 8 至 

1 9 8 6年》的出版物，可向近东救济工程处新闻司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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