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3月 11日來自福島的留言 

 

“我們可以改變的只有兩個。一個是自己。另一個是未來。” 

（代表福島縣的偉人・細菌學家----野口英世 博士） 

 

2011年 3月，我們接連遭受了大地震、海嘯與核電站事故的重創。 

即便是 12年後的今天，我們也絕不會忘記當時的嚴峻形勢和縣民們的苦痛。 

2011年的“加油，福島！” 

2012年的“從福島開始。” 

2021年的“一一實現，福島” 

我們高舉著標語，正如野口博士教導那樣，絕不放棄福島的未來，不斷堅持挑戰。 

如今，展現在我們眼前的希望光景是那時難以想象的。 

 

“Show the people, not the NUMBERS!儅我們真正來到福島後，對這裏的印象完全改變了。” 

（來濱通地區視察的早稻田大學國際學生寮的學生們） 

 

去年 8月，被迫全町避難的雙葉町一部分地區解除避難指示可以居住， 

就此，曾發佈避難指示的 12個市町村全部恢復住人。 

 

來自國内外的企業與研究學者匯聚於世界最大級別的福島機器人實驗場和福島氫能研究基地。 

創造新技術新方法的 F-REI國立知識研究基地（福島國際研究教育機構）即將開始建設。 

 

本縣農產品的出口量逐年增長，已達到 431 公噸約是震災前的 3倍。 

產品的美味與生產者的熱情，無疑已名揚海外。 

 

絕不放棄、不斷挑戰，讓我們“可以做到的事”逐年增多。 

這些都歸功於福島縣民們的努力與國内外廣大人士的支持。借此向大家表示由衷的感謝。 

 

另一方面，由於新型冠狀病毒和相繼及來的自然災害、燃料物價高漲等問題，造成復興現狀難以傳達出去。 

在避難指示尚未解除的地區，依然存在著有家不能歸、有家不能住的現實問題。 

恢復運營和外來開拓的企業及農戶，正為人手不足而發愁。 

更爲嚴重的是根深蒂固的不實謠言依然存在。至今尚有 12個國家和地區對包括福島縣產品在内的日本農產

品實施進口限制。 

 

“在不實謠言大肆盛行時，有時候我甚至懷疑持續向河中放流魚苗的做法是否真的有意義。盡管如此，作爲

漁協（漁業協同組合）還是繼續放流。每天看著鮭魚的成長，我都期待著有一天木戶川能恢復鮭魚滿川的原

貌。” 

（木戶川漁業協會組合孵化場場長 鈴木謙太郎先生） 



 

堅韌不拔、竭心盡力投身復興事業的福島縣民們，每一個積極向前的身影中都充滿了獨特的魅力。 

以年輕一代為代表的移居者人數創出了歷史新高。 

因敬佩那些敢於挑戰未知可能性的人，而成爲新一代挑戰者和支援者，共創共享的人越來越多，由此孕育出

下一個“敬佩者”。 

“敬佩的連鎖效應”是我們在逆境中誕生的驕傲之一。 

對於故鄉的記憶已經淡薄的孩子們，我們要連同震災、核災，將我們的驕傲一同傳授予他們。 

 

“不可能”的反義詞是挑戰。 

與震災同年遭受暴雨災害的只見鐵路，已於去年 10月 1日全綫恢復通車。 

三座鐵橋被衝垮，曾因預算入不敷出被認爲不可能修復。但在大家鍥而不捨的努力之下，如今探訪這條絕美

秘境鐵路的國内外游客紛紛贊嘆其為“奇跡般的復活”。 

 

終有一天，我們會得到全世界的認同“福島是戰勝災害的復興之地”。 

爲了那一天的到來，我們要跨越逆境，實現一個個目標。 

日本的朋友們，世界各國的朋友們，請來我們福島看一看、嘗一嘗、聽一聽我們的心聲。 

 

做到更新的“新化（SHINKA）”，做到更好的“進化（SHINKA）”，做到更極緻的“深化（SHINKA）”。這是福島

挑戰的格言。 

我們會珍視緣分與信賴，堅持“新化”“進化”“深化”，讓我們共同開創福島的未來。 

 

2023年 3月 11日 

福島縣知事 内堀 雅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