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3月 11日来自福岛的留言 

 

「那天，我亲眼目睹挚爱的故乡被巨大海啸所吞噬，却无能为力， 

唯有呆然若失地站在原地，眼睁睁地看着一切发生。 

虽然我们失去了太多太多，但是和大家齐心协力排除重重困难的经历， 

俨然成为联系我们的“纽带”，亦是无可替代的宝贵财产。」 

（出生于新地町的初中生（当时） 阿部早也香） 

东日本大地震及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至今，已经过了七年。 

在此期间，政府逐步解除了灾区的避难指示、当地的生活环境也得到了恢复。 

震后，县内各地多所中小学相继开校，以培养肩负复兴人才为己任的「小高产业技术高中」也迎来了

第一批新生，校园内重新响起了儿童和学生们的莺声燕语。 

震灾之后建校的「双叶未来学园高中」的第一届毕业生，宛如含苞待放的樱花朵蕾，挺起胸膛， 

将于今年春天迈出人生篇章新的一步。 

曾作为核电站反应炉废除工程据点的「J－VILLAGE」，重新铺上了亮丽的绿茵场， 

今年夏天更会部分恢复营业，历经涅槃的足球圣地，即将迎来复活重生。 

福岛县的重建步伐有条不紊，能有今时今日的进展，当归功于全体县民的不懈努力， 

更拜全世界对福岛伸出支援之手的各位友人所赐。 

在此我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复兴之光日渐熠熠生辉，但是诸如废弃的反应炉，受污染的水，无尽的不实谣言所造成的经济损

失，世人对震灾记忆的淡忘等，福岛县依然面临着严重的课题。 

如今，依然有近五万人的县民继续着避难生活，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课题越来越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 

福岛县的人口从震灾前就持续减少，如今更是跌破了 190万人的大关。 

为了逐一解决上述史无前例的难题，大家唯有齐心协力，果断地进行挑战。 

 

「很多人都积极地复兴福岛。感受到大家的热情。 

我绝不会忘记自己的所见所闻。今后我将一直参与福岛的重建。」 

（就读于福冈县立有明新世高中的学生，曾于震后来访福岛） 

在解除避难指示的区域，当地居民不屈不挠地挑战放射性物质的影响， 

陆续开展了水稻，蔬菜，花卉等农作物的栽培。 

另一方面，上述区域更是有的放矢，通过积极引进 IT 技术和机器人技术，意欲身先士卒， 

解决日本在将来可能会面临的课题，面向改革的挑战已经拉开了帷幕。 

福岛县意欲在实现县内核电站的全面废炉以及作为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先驱地的基础上， 

依据“福岛国际研究产业都市构想”，集聚先端产业，致力于研发便民利民，有助民生的新技术。 

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一个可以轻松育儿，所有居民可以终生健康，充满活力地生活的福岛。 

此外，我们还将充分活用将于今年举办的全国植树节等各种机会， 

强有力地向外界宣传福岛面向未来不断挑战的身姿。 

 

「震灾对我来说是一个契机，让我结识了很多人，他们给了我莫大的勇气。 

今后，是时候轮到我们报答这份深情厚谊。我们定会不懈努力，将故乡的未来建设得更为美好。」 

（出生于饭舘村，新近步入成人行列 野中茜衣梨） 

「特技飞行锦标赛的年度总冠军，是属于“福岛之队”的胜利。 

当我驰骋在苍穹时，团队全员的精神与我同在。」 

（2017 特技飞行世界锦标赛的年度总冠军  室屋义秀） 

无论是何种梦想或心愿，只要不懈努力持续挑战，成功之路定会为你开启。 

正如战胜苦恼，跨过重重逆境的前人们一般， 

我们也在打造着故乡新的骄傲，即是「福岛荣耀」。 

让我们众志成城， 

共同打造能让今后出生在福岛的孩子们引以为豪的新福岛吧。 

 

平成 30年 3月 11 日  

福岛县知事 内堀 雅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