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 06-12413 (C) 240706 030806 
 

联 合 国   E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Sub.2/AC.4/2006/4 
12 June 200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  

第二十四届会议  

2006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4 日  

临时议程项目 6(d) 

 

其他事项 

援助土著居民自愿基金的现况 

援助土著居民自愿基金  **  

秘书处的说明  

 本说明载有联合国援助土著居民自愿基金董事会于 2006 年 2 月 13 日至 17 日

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十九届会议上通过的建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代表秘书

长于 2006 年 3 月 1 日批准了这些建议。  

                                                 
* 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人权委员会的所有任务、机制、职能和职责，自

2006年 6月 19日起由人权理事会承担，并由人权理事会酌情进行审查。 
** 附件三至七不译，原文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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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联合国援助土著居民自愿基金(下称“基金”)董事会第十九届会议于 2006 年 2

月 13 日至 17 日在日内瓦举行。在这届会议上，董事会根据大会通过的受益人挑

选标准，共审议了 395 份可受理的申请，并且共核准了 101 笔资助，总金额约为

439,335 美元。  

 董事会向秘书长提出以下建议：提供 46 笔资助，资助土著社区和组织代表出

席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五届会议(2006 年 5 月 15 日至 26 日，纽约)；提供 45 笔资

助，资助土著社区和组织代表出席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第二十四届会议(2006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4 日，日内瓦)；提供 10 笔资助，以便在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草案问题闭会期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任期延长情况下，资助土著社区和组织

代表出席该工作组下届会议。  

 附件载有受益人名单、受益人代表的土著人民名单，还载有对自愿基金的捐款

和认捐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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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任务  

 1.  大会深信，设立一个自愿基金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今后的土著居民人权

的促进和保护工作，因此，大会在 1985 年 12 月 13 日第 40/131 号决议中，决定设

立联合国援助土著居民自愿基金。该基金当时只有一个目的：提供资助，协助土

著社区和组织代表参加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的审议工

作，所需经费来自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私营或公营实体的自愿捐款。  

 2.  1995 年 12 月 21 日，大会在第 50/156 号决议中扩充了基金的任务，决定

基金还应当用来协助土著社区和组织代表参加人权委员会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

言草案问题闭会期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审议工作，该工作组由人权委员会在

第 1995/32 号决议中设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 1995 年 7 月 25 日批准设立这一工

作组。  

 3.  大会在 2001 年 12 月 19 日第 56/140 号决议中进一步扩充了基金的任务，

决定基金还应当用来协助土著社区和组织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土著问题常设论

坛届会。经社理事会第 2000/22 号决议决定设立这一常设论坛，作为理事会的一个

附属机构，该决议规定，常设论坛的任务是讨论理事会职权范围内与经济和社会

发展、文化、环境、教育、卫生及人权等相关的土著问题。  

董事会的任务  

 4.  根据大会的规定，基金董事会的任务，是通过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人权高专办 )就基金的管理问题向秘书长提出咨询意见。董事会由五名在土著居民

问题上具有相关经验的人士组成，他们以个人身份担任联合国专家。董事会董事

由秘书长在征求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现任主席的意见之后任命，任期三

年，可连任一次。董事当中应当至少有一人是得到公认的土著居民组织的代表。  

 5.  任期从 2006 年 1 月 1 日开始的现任五名董事，本人都是土著专家，他们

是：Lars Anders Baer 先生(瑞典萨米族)、Nadir Bekirov 先生(乌克兰克里米亚鞑靼

族)、Ahmed Mahiou 先生(阿尔及利亚伯伯尔族)、Jannie Lasimbang 女士(马来西亚

卡达赞族)、Tarcila Rivera Zea 女士(秘鲁盖丘亚族)。Lars Anders Baer 先生未能出

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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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  

 6.  挑选受益人的标准由大会、人权委员会及秘书长根据董事会的建议确定

(见附件一)。  

董事会第十九届会议  

 7.  董事会第十九届会议于 2006 年 2 月 13 日至 17 日在日内瓦威尔逊宫举

行。会议由土著人民和少数民族股协调员 Julian Burger 先生宣布开幕。他在开幕

词中对董事会董事特别是两位新董事表示欢迎，并感谢他们以执着和奉献态度对

待土著事务。  

 8.  董事会共举行了十次非公开会议。董事会审议了秘书处编写的关于第十八

届会议通过的建议执行情况和基金财务状况包括新缴纳的捐款情况的资料。根据

大会 1985 年 12 月 13 日第 40/131 号决议、1995 年 12 月 21 日第 50/156 号决议和

2001 年 12 月 19 日第 56/140 号决议规定的基金的任务，董事会审议了土著组织和

社区代表为出席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和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

宣言草案工作组 2006 年届会而提出的旅费资助款申请。  

 9.  届会第一天，土著人民和少数民族股向董事会介绍了土著居民问题工作

组、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草案工作组上届会议情况，土著人民对自然资源的

永久掌控权及其与土地的关系研讨会情况，以及土著人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状况

特别报告员的工作情况。Burger 先生介绍了最近的动态，如人权理事会的设立及

《人权高专办战略管理规划》等，这一规划的重点是国家接触。  

 10.  董事会还听取了资源筹集股的 Philippe Charlemagne 先生就人权高专办的

筹资工作、各类指定用途的捐款及最新年度呼吁作的情况介绍。董事们希望，能

够有足够的经费，以满足土著人民不断增多的参加国际讨论会的要求。  

2005 年第十八届会议通过的建议的执行情况  

 11.  董事会满意地注意到，第十八届会议通过的所有建议都令人满意地得到

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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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新的资助款申请  

 12.  根据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第 2004/15 号决议，董事会被告知：土

著居民问题工作组 2006 年将讨论的主题是：“非土著主管机构、团体或个人为军

事目的使用土著人民的土地”。董事会还被告知：常设论坛 2006 年将讨论的特别

主题是：“千年发展目标与土著人民”，侧重目标 3 至 8, 即“提倡男女平等和扶

持妇女”，“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精神健康”，“防止艾滋病毒 /艾滋病和

其他疾病”，“确保环境可持续性”，以及“结成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董事会

在挑选受益人之时考虑到了所介绍的议题。  

 13.  董事会审查了基金的财务状况、第十八届会议以来常规捐助者和新捐助

者提供的捐款清单，以及基金的结余情况。在根据联合国有关财务细则扣除方案

支助费用(13%)和业务现金储备(15%)所需的法定款项之后，共剩下 490,884 美元可

供支出。  

 14.  理事会审议的旅费资助款申请如下：  

(a) 203 份可受理的旅费资助款申请 (负担旅费和每日津贴 )，以便土著社

区和组织代表参加定于 2006 年 5 月 15 日至 26 日在纽约举行的土著

问题常设论坛第五届会议；  

(b) 177 份可受理的旅费资助款申请 (负担旅费和每日津贴 )，以便土著社

区和组织代表参加定于 2006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4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

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第二十四届会议；  

(c) 15 份可受理的旅费资助款申请(负担旅费和每日津贴)，以便土著社区

和组织代表在人权委员会决定延长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草案工作组任期

情况下，出席该工作组定于 2006 年 9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十二届会

议。  

资助款建议  

 15.  董事会在根据大会、人权委员会和秘书长按照董事会的建议规定的受益

人挑选标准对上述申请进行审核之后，提出以下建议请秘书长核准：  

(a) 提供 46 笔资助款，资助土著社区和组织代表出席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会议，总额约为 244,320 美元(见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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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提供 45 笔资助款，资助土著社区和组织代表出席土著居民问题工作

组会议，总额约为 148,115 美元(见附件四)；  

(c) 提供 10 笔资助款，资助土著社区和组织代表出席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草案工作组会议，总额约为 46,900 美元(见附件五)。  

 16.  理事会决定编制一个应急名单，增列 5 名可能受益人，以便出席土著居

民问题工作组会议，资助款总额约为 20,878 美元；同时增列 9 名可能受益人，以

便出席土著问题常设论坛会议，资助款总额约为 47,100 美元(见附件六和附件七)。  

 17.  在提出建议时，董事会考虑到了人权高专办旅行股提供的旅费估计数。  

 18.  在挑选过程中，董事会尽可能确保地域、性别和代际平衡。  

关于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的建议  

 19.  董事会建议常设论坛 2006 年第五届会议主席团邀请董事会主席或会议期

间可能在纽约的董事会任何其他董事或基金秘书处人员到会发言，介绍大会 2001

年 12 月 19 日第 56/140 号决议为基金规定的任务的落实情况。  

 20.  董事会建议在纽约的董事以非正式方式会晤常设论坛成员，以便交流信

息，并建议这些董事会晤捐助者。  

其他建议  

 21.  董事会建议秘书处探索建立一个数据库的可能性，该数据库可用来保存

资助款和受益人资料，包括有关相关土著社区、受益人本人及其各自组织的资

料。  

 22.  董事会建议提前足够时间做好旅行安排，以便降低旅行费用。  

 23.  董事会注意到，有关非洲某些土著群体的资料目前尤其难以获取，而这

些群体可以获得基金的资助；因此，董事会建议设法与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

会土著居民 /社区问题专家工作组、非洲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和其他相关组织合作，

以便找出这些群体并获取准确资料。  

 24.  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 2006 年年会应当继续请董事会主席或会议期间可能

在日内瓦的其他董事或基金秘书处人员到会发言，介绍秘书长关于基金的报告。

董事会建议联合国宣言草案工作组也采取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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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董事们强调，需要尽可能广泛分发基金申请表，特别是向代表偏少的区

域和国家分发时间表。  

 26.  董事会注意到秘书处对受益人就旅费资助款的效果问题作出的答复进行

的分析，建议继续请受益人报告在返回之后开展的后续活动情况，同时报告他们

参加工作组或常设论坛会议的情况，以便确保社区也能得益于其代表的参与。  

 27.  董事会建议在常设论坛和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会议期间举办附带活动，

以便使与会者熟悉基金的工作。这些活动应当安排以往的基金资助款受益人进行

演讲，以便提供具体例子，说明基金起到的作用。  

 28.  为了与更多的土著组织建立联系，董事会建议土著和少数民族股探索多

种联络渠道，并且编制一份土著组织名录。土著组织尤其是在区域一级开展工作

的组织，可以协助收集和更新数据资料。  

 29.  董事会建议参照“十年”基金的做法编制一份基金出版物，概要介绍基

金的由来和工作情况。该出版物应当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俄文编制。  

2007 年开支计划  

 30.  董事会修订并核准了《 2007 年基金开支计划》，预计开支总额将为

733,600 美元。  

 31.  董事会对可用资金的增加表示满意。  

筹   资  

 32.  董事会于 2006 年 2 月 16 日与捐助者举行了年度会议。下列国家和组织

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

巴西、加拿大、智利、丹麦、厄瓜多尔、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危地马

拉、教廷、墨西哥、挪威、巴基斯坦、秘鲁、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美利

坚合众国、委内瑞拉、欧盟委员会。董事会对捐助者向基金捐款表示赞赏。  

 33.  一些国家表示坚决支持基金。巴基斯坦代表指出，可用资金与资助款申

请之间存在着明显差距。一些国家表示深为关注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草案问

题，并指出有必要资助代表出席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草案工作组下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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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一些国家宣布打算向基金捐款。委内瑞拉代表宣布，委内瑞拉将向基金

捐款 1 万美元，这位代表同时重申，委内瑞拉支持基金的工作。墨西哥代表宣

布，墨西哥将向基金捐款 1 万美元。西班牙代表宣布，西班牙对人权高专办的捐

助将包含相当数额的指定提供给基金的款项。  

 35.  董事会建议，未来的人权理事会主席团将在 2006 年的首届会议上邀请董

事会主席或在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可能在日内瓦的董事会任何其他董事到会发

言，介绍秘书长关于董事会第十九届会议、基金的活动和需求的报告，并呼吁提

供新的捐款。  

基金今后的方向  

 36.  董事们强调，基金和董事会作为向土著人民提供直接援助，从而使其能

够参加对土著人民至关重要的联合国会议的独立的联合国机构，发挥着极为重要

的作用。董事们强调，目前，所有董事本人均为土著代表。  

 37.  鉴于有必要向土著人民执行的人权项目提供直接援助，董事会建议扩充

基金的任务，从而使其除了提供旅费资助款以外，还向人权项目提供资助。董事

会强调，有必要避免与其他向土著项目提供直接援助的基金发生重叠。  

 38.  董事会建议探索扩大基金的任务范围的可能性，以便使其能够提供临时

资助款，资助土著人民参加除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联合国宣言草案工作组和常

设论坛以外的联合国机构的会议，尤其是人权条约机构的会议。  

第二十届会议的日期和议程  

 39.  董事会审议并核准了第二十届会议的临时议程。考虑到应当让秘书处能

够对 2006 年 10 月 1 日这一截止日期之前收到的出席常设论坛第五届会议的申请

进行分析，董事会认为，为期五天的年会应当安排在 2007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2

日举行。据此，董事会敦促捐助者在这一日期之前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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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挑选受益人的标准 

 1.  大会第 40/131 号决议规定，只有具备以下条件的土著居民组织和社区代表

才能成为基金资助的受益人：  

(a) 被董事会认为属于土著居民组织和社区代表的人；  

(b) 在董事会看来如得不到基金的资助将无法出席工作组或常设论坛会议

的人；  

(c) 将能够使工作组或常设论坛深入了解涉及土著居民的问题，并具有广

泛地理区域代表性的人。  

 2.  此外，秘书长根据董事会的建议批准了下列标准：  

(a) 秘书处批准的旅费资助款向个人提供。一个组织或受益人不能请求替

换受益人，除非遇到例外情况，时间允许并得到秘书处的同意；  

(b) 申请资助款的代表和组织应为土著代表和组织；  

(c) 对于不提供经其土著组织负责人签署的介绍信的申请人的申请，董事

会不予考虑。对于由申请人本人签署的信函，董事会将不予审查；  

(d) 对于每个组织的申请人，董事会最多考虑两名；  

(e) 申请人应当用董事会秘书处工作语文中的一种 (英文、法文或西班牙

文 )提交申请表和介绍信；对于用其它语文提交的申请，董事会将不

予考虑；  

(f) 董事会既挑选从未参加过工作组或常设论坛会议的代表，也挑选已经

参加过相关会议，而且可能逐步形成专门能力，并加强工作组或常设

论坛与会者核心群体的代表；  

(g) 董事会鼓励土著组织和社区考虑到性别均衡，并酌情提出男女候选人

各一名；  

(h) 董事会鼓励土著组织和社区提名年轻代表；  

(i) 董事会鼓励曾得益于人权高专办土著研究金方案的人送交妥为填写的

申请表，达到挑选标准，以便申请资助款，代表其土著组织或社区参

加工作组或常设论坛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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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申请人需说明在其组织或社区主管哪些工作；  

(k) 出席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会议的申请人应当在发言中述及所涉会议的

具体主题；  

(l) 董事会提出的同意申请人出席常设论坛会议的建议，并不排除另一项

同意申请人出席工作组会议的建议，反之亦然；  

(m) 董事会确认这一一贯做法：董事会将优先考虑居住在本社区和本国的

申请人，然后再考虑居住在国外的申请人。  

(n) 受益人不充分参与工作组或常设论坛的届会，将对今后的资助建议产

生不利影响。  

 3.  仅与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草案工作组相关的标准：  

 人权委员会第 1995/32 号决议规定，只有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具有咨商地位或

得到理事会非政府组织委员会授权的组织，才能够出席人权委员会工作组会议。  

 4.  仅与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相关的标准：  

 理事会第 2000/22 号决议规定，“……在理事会具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可

作为观察员参加；土著人组织也可同样根据增进与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土著居民

问题工作组采用的程序作为观察员参加”。  

 同一项决议规定，常设论坛的任务是讨论理事会职权范围内与经济和社会发

展、文化、环境、教育、卫生和人权等相关的土著问题。因此，申请人必须在发

言中述及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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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A.  2006 年 2/3 月董事会第十九届会议所得捐款 a 

国家/非政府组织/个人 金 额(美元) 交纳日期 纽 约 日内瓦 

澳大利亚 17,698 2005年 12月 22日  X 

巴西 10,000 2005年 12月 12日  X 

加拿大 9,880 2005年 3月 22日  X 

智利 1,000 2005年 6月 15日  X 

智利 1,000 2005年 10月 13日 X  

智利 1,000 2004年 2月 10日 X  

丹麦 53,393 2005年 3月 16日  X 

爱沙尼亚 11,279 2005年 12月 23日  X 

芬兰 32,317 2005年 9月 5日  X 

法国 129,366 2005年 4月 29日  X 

日本 11,397 2006年 1月 6日  X 

新西兰 10,000 2005年 2月 4日  X 

挪威 47,330 2005年 4月 11日  X 

瑞士 115,537 2006年 1月 4日  X 

Yorio Shiokawa 417 2005年 4月 28日  X 

总  计： 451,614美元    
 

B.  认   捐  

国  家 金 额(美元) 认捐地点 

纽约/日内瓦 

认捐日期 

玻利维亚 1,000 纽约 1999年 11月 2至 3日 b 

智利 5,000 纽约 2001年 11月 7至 8日 c 

瑞典 6,803 日内瓦 2004年 10月 29日 

委内瑞拉 5,000 纽约 2004年 11月 11日 d 

总  计： 17,803美元   

     
a 根据人权高专办的正式收据。 
b 在 1999年纽约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会议上作的认捐。 
c 在 2001年纽约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会议上作的认捐。 
d 在 2004年纽约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会议上作的认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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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I 

BENEFICIARIES TO ATTEND THE FIFTH SESSION OF 
THE PERMANENT FORUM ON INDIGENOUS ISSUES 

(NEW YORK, 15-26 MAY 2006) 

A.  List of beneficiaries 

Name of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 Indigenous population 
represented 

City/State 

Marmouri Hassen (m) Association TARALIFT Tuareg Djanet, Algeria 

Daniel Gaspar Luis (m) Christian Organization Supporti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San and Kimbundo Lubango, Angola 

Ali Au Shatu (f) Mbororo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Mbororo Bamenda, Cameroon 

Abu Nadi Ferial (f) Negev Co-existence Forum for 
Civil Equality 

Arab Bedouin of the 
Israeli Negev 

Omer, Israel 

Cherongos Solomon 
Kiprugut Koyopel (m) 

Cherangany Indigenous Community 
of Kenya 

Cherangany Kapenguria, Kenya 

Kaparo Kitangori 
Simon (m) 

Indigenous Movement for Peace 
Advancement and Conflicts 
Transformation 

Masaii Dol Dol, Kenya 

Louwa Christiana (f) Elmolo Eco-Tourism Rights and 
Development Forum 

Elmolo Nairobi, Kenya 

Handaine Mohamed (m) Confederation des associations 
Amazigh du Maroc 

Amazigh Agadir, Morocco 

Useb Joram Jurgen  
Acath Andreas (m) 

Working Group of Indigenous 
Minorities in Southern Africa 

Bushman Windhoek, Namibia 

Aboubacar Habsatou (f) Tin Hinan Tuareg Niamey, Niger 

Abarchi Harouna (m) Peulh Aren Association pour la 
redynamisation de l’élevage au Niger 

Peulh Niamey, Niger 

Ogieriakhi Joseph (m) West Coalition for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Edo Benin City, Nigeria 

Okwukwu Innocent (m) Congress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Ikwerre People (COLIP) 

Ikwerre Port Harcourt, 
Nigeria 

Tamboulas Jeanine Princia 
(f) 

Mutualité des Volontaires Africains 
pour le Développement 

Batwa Bangui,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Sinafasi Makelo (m) Action pour la promotion des droits 
des minorités autochtones en 
Afrique centrale 

Bambuti Kigali,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Ungaobe Bumbu 
Germaine (f) 

Centre Accompagnement des 
Autochtones Pygmés et Minoritaires 
vulnérables 

Batwa Bukavu,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weys Saynab (f) Benadiri Women Welfare Association Benadir Mogidishu, Somalia 

Flores Aranibar Cidar 
Adalid (m) 

Community of Toco Quechua Cochabamba, Bolivia 

Chuquimia Villanueva 
Marivel (f) 

Jach’a Suyu Pakajaqi Aymará Kupini, Bolivia 

Marcos Tsibodowapre 
Mirian (f) 

Conseho nacional de mujeres indígenas Terena Guara, Brazil 

Curihuentro Llancaleo 
Maria Isabel (f) 

Corporación de Mujeres Mapuche 
Aukinko Zomo 

Mapuche Temuco, C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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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of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 Indigenous population 
represented 

City/State 

Uriana Pushaina Gregorio 
Fernando (m) 

Asociación para la divulgación, 
promoción y defensa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e indígenas de los territorios, 
asentamientos Wayuu de la Guajira 

Wayuu Guajira, Colombia 

Mejia Nino Denis (f) Confederación Indígena Tayrona Arhuaco Bogota, Colombia 

Guaman Pichazaca Maria 
Isabel (f) 

Fundación Luz y vida Quechua Tambo, Ecuador 

Acosta Galindo Isidro (m) Centro de Educación en Derechos 
Humanos Ngobe Bugle 

Ngobe Bugle El Piro, Panama 

Chuqueij Cutuc Ervin (m) Asociación de Desarrollo Tinamit 
Junam 

Maya Cakchiquel Guatemala 

Muñoz Hilario 
Fernando (m) 

Communidad Indigena Colonia 
de Caco 

Shipibo-Conibo Yarinacocha-Pucallpa, 
Peru 

Deterville Albert (m) Indigenous Peoples of Saint Lucia 
Governing Council and Caribbean 
Antilles Indigenous Peoples Caucus 
and Diaspora 

Indigenous peoples of 
Saint Lucia:  
Bethechilokono and 
Caribbean Antilles 

Castries, Saint Lucia 

Gomez Abrahim Ricardo 
Daniel (m) 

San Flaviano Arawak Community Arawak San Flaviano, 
Venezuela 

Griffin Denese Maxime (f) National Network of Indigenous 
Women’s Legal Services 

Aboriginal Perth, Australia 

Mankin Albert (m) Centre for Indigenous Peopl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Garo Dhaka, Bangladesh 

Tripura Mrinal (m) Parbatya Chattagram Jana 
Samhiti Samiti 

Tripura, Jumma Khagrapur, 
Bangladesh 

Emberson Peter (m) Pacific Concerns Resource Centre Indigenous peoples 
of Fiji 

Suva, Fiji 

Tudu Roy Raj Eric (m) Indian Confederation of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Santal New Delhi, India 

Gangmei Atina (f) Rongmei Naga Women Organization Rongmei Naga Dimapur, India 

Meenakshi Munda (f) Mundari Literacy Council Munda Delhi, India 

Wenda Benny (m) Demmak for all Papuan’s 205 tribe Lani and Walak Oxford, 
United Kingdom 

Rai Bala Chandra (f) Kirat Welfare Society Kirat Thulung Kathmandu, Nepal 

Subba Sirjana (f) Association of Limbu Shamans Limbu Kathmandu, Nepal 

Davis Catherine (f) Te Runanga O Te Rarawa Maori Kaitaia, New Zealand 

Carling Joan (f) Cordilliera Peoples Alliance Kankanaey Igorot Baguio City, 
Philippines 

Kari Hilda (f) Solomon Islands 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Solomon Island 
women 

Honiara,  
Solomon Islands 

Linn Wai (m) Karenni Student Union Karenni Mae Hong Son, 
Thailand 

Zhuravlyova Zubaida (f) NGO for Manzi People salvatio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ansi Ivdel, 
Russian Federation 

Shafrannik Irina (f) Kolta Kup Tomsk regional NGO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 

Selkup Tomsk, 
Russian Federation 

Seitbekirov El Dar (m) Crimean Tatar Perspective 
Organization 

Crimean Tatar Simferopol,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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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Geographical and gender distribution of the beneficiaries 

 Total Female Male 
Africa 17 7 10 
America 12 5 7 
Asia-Pacific 14 8 6 
Europe-Arctic 3 2 1 
     Grand total 46 2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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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V 

BENEFICIARIES TO ATTEND THE TWENTY-FOURTH SESSION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GENEVA, 31 JULY-4 AUGUST 2006, TBC) 

A.  List of beneficiaries 

Name of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 Indigenous population 
represented 

City/State 

Aggoun Mohamed (m) Association culturelle ATH-KOUDHIA Amazigh Freha, Algeria 

Mboans Nguele 
Emmanuel (m) 

Centre d’action durabl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s pygmées 

Baka Abung Mbang, 
Cameroon 

Ndifon Cecilia Eneck 
Epse Musongong (f) 

Association for the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ko-oh peoples 

Moko-oh Bamenda, Cameroon 

Fadimatou Dahirou (f) African Indigenous Women 
Organization 

Bororo Yaoundé， Cameroon 

Odambo Adone Leonard 
Fabrice (m) 

Mouvement des indigènes autochtones 
dits Pygmées du Gabon 

Bakoya Libreville, Gabon 

Ole Silakan Julius (m) Indigenous Movement for Peace 
Advancement and Conflicts 
Transformation 

Laikipiak Masaii Dol Dol, Kenya 

Koilel Tinaayay (m) Waso Trust land Borana Isiolo, Kenya 

Douch Latifa (f) Association Tamanyut Amazigh Casablanca, Morocco 

Louzi Mustapha (m) SOS OASIS Organization Berbers Casablanca, Morocco 

Abdourahamane 
Mohamed (m) 

Tin Hinan Tuareg, Kel Tamachek Niamey, Niger 

Adekoya Samson (m) Green Peoples Environment Network Okun Lagos, Nigeria 

Luwa Malawuka Joe (m) Mutualité des volontaires africains pour 
le développement 

Pygmies Bangui,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Wilondja Lubula 
Godet (m) 

Shirika La Bambuti Bambuti, Batwa Bukavu,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Mpembe Bokondi 
Godlive (f) 

Global Development for Pygmee 
Minorities 

Batwa Kinshasa,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Mukumba Isumbisho 
Pacifique (m) 

Centre accompagnement des 
autochtones Pygmées et minoritaires 
vulnérables 

Pygmies Bukavu,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Endeko Charles 
Simon (m) 

Hadzabe community Hadzabe Karatu, Tanzania 

Navarro Borja Maria 
Teodosia (m) 

Community of Cotana  Aymara La Paz, Bolivia 

Quispe Yanique Julia (f) Organización Indígena Aymara 
Quechua Taypi Cepe 

Aymara La Paz, Bolivia 

Aguilar Rodriguez 
Rosario Enriqueta (f) 

Honorable Consejo Municipal Aymara La Paz, Bolivia 

Robles Yacani 
Marcelino (m) 

Asamblea del Pueblo Guaraní Guarani Camiriri, Bolivia 

Addiel Dario Llanquinao 
Espinoza (m) 

Centro Indígena Mapuche Pelón Xaru Mapuche Temuco, C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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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of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 Indigenous population 
represented 

City/State 

Lastra Sanchez Johann 
de Jesus (f) 

Asociación para la divulgación, 
promoción, defensa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e indígenas de los territorios y 
asentamientos Wayuu de la Guajira 

Wayuu Guajira, Colombia 

Torres Torres Cesar 
Alberto (m) 

Confederación Indígena Tayrona Tayrona Valledupar, Colombia 

Jimbicti Pandama 
Teresa Auxilio (f) 

Consejo de las Mujeres Indígenas del 
Ecuador-CONMIE 

Shuar Inmkis San Cristóbal, Ecuador 

Jajoy Jose Vincent (m) Autoridades Indígenas de 
Colombia-AICO 

Uitoto, Inga, Wayu, 
Camentsa, Quillasinga, 
Pasto, Nasa, 
Yanakona, Guambiano 
Pijao, Embera Chamy, 
Curripaco, Kichua 

Colon, Colombia 

Benitez Maclin 
Edgardo (m) 

Alianza Verde Tawahka Tegucigalpa, Honduras 

Salas Ccacho Amaru 
Ollanta (f) 

Coordinadora nacional criadores de 
alpacas llama del Perú 

Quechua Almudena Santiago, 
Peru 

Miller Leanne (f) National Network of Indigenous 
Women’s Legal Services 

Dhulan Yagen Ulupa 
Cland, Yorta nation 

Perth, Australia 

Sagarmoy Chakma (m) Juno Pawr Chakma Rangamati, 
Bangladesh 

Moy Dhamai Binota (f) Bangladesh Indigenous Peoples Forum Chakma Dhaka, Bangladesh 

Marma Naie U Prue (m) Hill Tracts NGO Forum Marma Chittagong, 
Bangladesh 

Sokobgi Francis (m) Fiji Indigenous Ownership Rights 
Association 

Indigenous Fijian Suva, Fiji 

Keihawlla Sailo (m) Zo Reunification Organization Zo Aizwal, India 

Sema Enatoli (f) Western Sumi Hoho Sema New Delhi, India 

Damyanti Sinku (f) Jharkhand Adivasi Garm Vikas Kendra Ho Ranchi, India 

Arbind Oraon  (m) Adiwasi Chhatra Sangh Oraon Ranchi, India 

Jantewo Evilita 
Lusiana (f) 

Bureau of Consultation for West Papua 
Indigenous Community Development 

Namblong Jayapura, Indonesia 

Imbiri Leonard (m) Papua Customary Council Papua Jayapura, Indonesia 

Dilipsingh Kulung (m) Nepal Kirat Kulung Language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Kulung Kathmandu, Nepal 

Thihmana Hmejezié (f) Conseil national pour les droits des 
peuples autochtones 

Kanaky  We Tifou, 
New Caledonia 

Mulholland Malcom (m) Independent Maori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Health 

Maori  Wellington, New 
Zealand 

Dolandolan Nida (f) Pagkakaisa ng Aeta ng Pinatubo, Inc. Ayta  Zambales, Philippines 

Kalishev Timur (m) Kemerovo regional public organization 
Teleut peoples NABAT 

Baiats Teleut Kemerovo,  
Russian Federation 

Afanasyev 
Alexander (m) 

Krasnoyarsk Krai Northern Population 
Communities Union 

Evenk Krasnoyarsk,  
Russian Federation 

Mustafayev Ayder (m) NAMUS organization Crimean Tatar Simferopol,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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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Geographical and gender distribution of the beneficiaries 

 Total Female Male 
Africa 16 4 12 
America 11 5 6 
Asia-Pacific 15 7 8 
Europe-Arctic 3 3 0 
     Grand total 45 19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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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V 

BENEFICIARIES TO ATTEND THE NEXT SESSION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THE DRAFT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SHOULD THE MANDATE OF THE  

WORKING GROUP BE EXTENDED 
(Geneva, September 2006, TBC) 

A.  List of beneficiaries 

Name of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 Indigenous population 
represented 

City/State 

Musa Usman 
Ndamba (m) 

Mbororo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Mbororo Bamenda, Cameroon 

Hitous Abdallah (m) Association Tamanyut Amazigh Rabat, Morocco 

Mutamanwa Kapupu 
Diwa (m) 

Ligue nationale des associations 
autochtones pygmées de la République 
Democratique du Congo 

Bambuti Kinshasa,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Mac Kay Celeste (f) Native Women Association of Canada Metis and other native 
peoples in Canada 

Winnipeg, Canada 

Escobar Fortunato (m) Unión de Comunidades Indígenas 
Qollasuyo UNICIQO 

Aymara Puno, Peru 

Deterville Albert (m) Indigenous People of Saint Lucia 
Governing Council and 
Caribbean Antilles Indigenous Peoples 
Caucus and Diaspora 

Indigenous Peoples 
of Saint Lucia:  
Bethechi-lokono and 
Caribbean Antilles 

Castries, Saint Lucia 

Rumakiek Rex 
Joseph (m) 

Pacific Concerns Resource Centre West Papua Suva, Fiji 

Rai Kripa Ram (m) Nepal Indigenous Peoples 
Development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Bantawa-Kirati Kathmandu, Nepal 

Todyshev Mikhail (m)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North Siberia 

41 Indigenous peoples 
from Siberia and the 
East of Russia 

Moscow, 
Russian Federation 

Pechenina Nadezda (f) The Association of the Shor People Shor people Moscow, 
Russian Federation 

 

B.  Geographical and gender distribution of the beneficiaries 

 Total Female Male 
Africa 3 0 3 
America 3 1 2 
Asia-Pacific 2 0 1 
Europe-Arctic 2 1 1 
     Grand total 10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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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VI 

CONTINGENCY LIST OF BENEFICIARIES TO ATTEND THE 
TWENTY-FOURTH SESSION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INDIGENOUS POPULATIONS 
(Geneva, 31 July-4 August 2006, TBC) 

A.  List of beneficiaries 

Name of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 Indigenous population 
represented 

City/State 

Ceesay Ibrahim (m) Gambia Unesco Club Sarahulle  Serrelanda, Gambia 

Bamezon Kokou 
Kinwalo (m) 

Comité de Développement du Quartier 
Hanoukope   

Guin Lomé, Togo  

Sanchez Benavidez 
Laura Myriam (f) 

Comunidad integrada de Saber Andino  Otavalo, Chimborozo, 
Chuito, Kitukaras  

Quito, Ecuador 

Besra Salomi (f) All India Santal Welfare and Cultural 
Society 

Santal   Jharkhand, India 

Mudai Fernando (m) Pigsalabukan Bansa Subanon Subanon  Pagadian, Philipp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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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VII 

CONTINGENCY LIST OF BENEFICIARIES TO ATTEND  
THE FIFTH SESSION OF THE PERMANENT FORUM  

ON INDIGENOUS ISSUES 
(New York, 15-26 May 2006) 

A.  List of beneficiaries 

Name of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 Indigenous population 
represented 

City/State 

Mugarura Benon (m) African Indigenous and Minorities 
Peoples Organizations  

Batwa Kigali,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Goliath Jan (m) Working Group of Indigenous 
Minorities in Southern Africa 

Khomani San Yzerfontein, 
South Africa  

Lokawua Margaret (f)  Wome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Project  

Karamojong Tepeth  Moroto, Uganda 

Ilundu Bulambo 
Stephane (m) 

Shirika La Bambuti  Bambuti, Batwa Bukavu,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Valdez Mario 
Enrique (m) 

Comunidad Indígena del Pueblo Tupí 
Guaraní 

Tupí Guaraní Glew, Argentina 

Conda Cruz Emilion (m) Autoridades Indígenas de 
Colombia-AICO 

Uitoto, Inga, Camentsa, 
Quillasinga, Pasto,  
Nasa, Yanakona,  
Guambiano, Pijao, 
Embera Chamy, 
Curripaco, Kichua, 
Wayú 

Santander de 
Quilichao, Colombia 

Solanki Siddharajbhai (m) Shri Arravali Adivasi Ashram School  Dungry Garasia Sabarkantha, India 

Yangzom Deki (f) Bhutan Indigenous Women Forum Sharchhokp Jhapa, Nepal 

Kalishev Timur (m) Kemerovo regional public organization 
Teleut peoples NABAT 

Baiats Teleut Kemerovo,  
Russian Federation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