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3月 11日来自福岛的留言 

 

“我们可以改变的只有两个。一个是自己。另一个是未来。” 

（代表福岛县的伟人・细菌学家----野口英世 博士） 

 

2011年 3月，我们接连遭受了大地震、海啸和核电站事故的重创。 

即便是 12年后的今天，我们也绝不会忘记当时的严峻形势和县民们的苦痛。 

2011年的“加油，福岛！” 

2012年的“从福岛开始。” 

2021年的“一一实现，福岛” 

我们高举着标语，正如野口博士教导的那样，绝不放弃福岛的未来，不断坚持挑战。 

如今，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希望光景是那时难以想象的。 

 

    “Show the people, not the NUMBERS!当我们真正来到福岛后，对这里的印象完全改变了。” 

（来滨通地区视察的早稻田大学国际学生寮的学生们）     

 

去年 8月，被迫全町避难的双叶町一部分地区解除避难指示可以居住， 

就此，曾发布避难指示的 12个市町村全部恢复住人。 

 

来自国内外的企业与研究学者汇聚于世界最大级别的福岛机器人试验场和福岛氢能研究基地。 

创造新技术新方法的 F-REI国立知识研究基地（福岛国际研究教育机构）即将开始建设。 

 

本县农产品的出口量逐年增长，已达到 431 吨约是震灾前的 3倍。 

产品的美味与生产者的热情，无疑已名扬海外。 

 

绝不放弃、不断挑战，让我们“可以做到的事”逐年增多。 

这些都归功于福岛县人民的努力和国内外广大人士的支持。借此向大家表示由衷的感谢。 

 

另一方面，由于新冠疫情和相继而来的自然灾害、燃料物价高涨等问题，造成复兴现状难以传达出去。 

在避难指示尚未解除的地区，依然存在着有家不能归、有家不能住的现实问题。 

恢复运营和外来开拓的企业及农户，正为人手不足而发愁。 

更为严重的是根深蒂固的不实谣言依然存在。至今尚有 12个国家和地区对包括福岛县产品在内的日本农产

品实施进口限制。 

 

“在不实谣言大肆盛行时，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持续向河中放流鱼苗的做法是否真的有意义。尽管如此，作为

渔协(渔业协同组合)还是继续放流。每天看着鲑鱼的成长，我都期待着有一天木户川能恢复鲑鱼满川的原

貌。” 

（木户川渔业协同组合孵化场场长 铃木谦太郎先生） 



 

坚韧不拔、竭心尽力投身复兴事业的福岛人民，每一个积极向前的身影中都充满了独特的魅力。 

以年轻一代为代表的移居者人数创出了历史新高。 

因敬佩那些敢于挑战未知可能性的人，而成为新一代挑战者和支援者，共创共享的人越来越多，由此孕育出

下一个“敬佩者”。 

“敬佩的连锁效应”是我们在逆境中诞生的骄傲之一。 

对于故乡的记忆已经淡薄的孩子们，我们要连同震灾、核事故，将我们的骄傲一同传授予他们。 

 

“不可能”的反义词是挑战。 

与震灾同年遭受暴雨灾害的只见铁路，已于去年 10月 1日全线恢复通车。 

三座鐵橋被冲垮，曾因预算入不敷出被认为不可能修复。但在大家锲而不舍地努力之下，如今探访这条绝美

秘境铁路的国内外游客纷纷赞叹其为“奇迹般的复活”。 

 

终有一天，我们会得到全世界的认同“福岛是战胜灾害的复兴之地”。 

为了那一天的到来，我们要跨越逆境，实现一个个目标。 

日本的朋友们，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请来我们福岛看一看、尝一尝、听一听我们的心声。 

 

做到更新的“新化（SHINKA）”，做到更好的“进化（SHINKA）”，做到更极致的“深化（SHINKA）”。这是福岛

挑战的格言。 

我们会珍视缘分与信赖，坚持“新化”“进化”“深化”，让我们共同开创福岛的未来。 

 

2023年 3月 11日 

福岛县知事 内堀 雅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