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3月 11日來自福島的留言 
 

「那天，我親眼目睹摯愛的故鄉被巨大海嘯所吞噬，卻無能為力， 

唯有呆然若失地站在原地，眼睜睜地看著一切發生。 

雖然我們失去了太多太多，但是和大家齊心協力排除重重困難的經歷， 

儼然成為聯繫我們的“紐帶”，亦是無可替代的寶貴財產。」 

（出生於新地町的初中生（當時） 阿部早也香） 

東日本大地震及東京電力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發生至今，已經過去了七年。 

在此期間，政府逐步解除了災區的避難指示，當地的生活環境也得到了恢復。 

震後，縣內各地多所中小學相繼開校，以培養肩負復興人才為己任的「小高產業技術高中」也迎來了

第一批新生，校園內重新響起了兒童和學生們的鶯聲燕語。 

震災之後建校的「雙葉未來學園高中」的第一屆畢業生，宛如含苞待放的櫻花朵蕾，挺起胸膛， 

將於今年春天邁出人生篇章新的一步。 

曾作為核電廠反應爐廢棄工程據點的「J－VILLAGE」，重新鋪上了亮麗的綠茵場， 

今年夏天更會部分恢復營業，歷經涅槃的足球聖地，即將迎來復活重生。 

福島縣的重建步伐有條不紊，能有今時今日的進展，當歸功於全體縣民的不懈努力， 

更拜全世界對福島伸出支援之手的各位友人所賜。 

在此我謹表示衷心的感謝。 

 

復興之光日漸熠熠生輝，但是諸如廢棄的反應爐，受汙染的水，無盡的不實謠言所造成的經濟損

失、世人對震災記憶的淡忘等，福島縣依然面臨著嚴重的課題。 

如今，依然有近五萬人的縣民繼續著避難生活， 

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課題越来越呈現多樣化，複雜化的趨勢。 

福島縣的人口從震災前就持續減少，如今更是跌破了 190萬人的大關。 

為了逐一解決上述史無前例的難題，大家唯有齊心協力，果斷地進行挑戰。 

 

「很多人都積極地復興福島。感受到大家的熱情。 

我絕不會忘記自己的所見所聞。今後我將一直參與福島的重建。」 

（就讀於福岡縣立有明新世高中的學生，曾於震後來訪福島） 

在解除避難指示的區域，當地居民不屈不撓地挑戰放射性物質的影響， 

陸續開展了水稻，蔬菜，花卉等農作物的栽培。  

另一方面，上述區域更是有的放矢，通過積極引進 IT 技術和機器人技術，意欲身先士卒， 

解決日本在將來可能會面臨的課題，面向改革的挑戰已經拉開了帷幕。 

福島縣意欲在實現縣內核能發電廠的全面廢爐以及作為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先驅地的基礎上， 

依據“福島國際研究產業都市構想”，集聚先端產業，致力於研發便民利民，有助民生的新技術。 

我們的目標是創建一個可以輕鬆育兒，所有居民可以终生健康，充滿活力地生活的福島。 

此外，我們還將充分活用將於今年舉辦的全國植樹節等各種機會， 

強有力地向外界宣傳福島面向未來不斷挑戰的身姿。 

 

「震災對我來說是一個契機，讓我結識了很多人，他們給了我莫大的勇氣。 

今後，是時候輪到我們報答這份深情厚誼。我們定會不懈努力，將故鄉的未來建設得更為美好。」 

（出生於飯舘村，新近步入成人行列  野中茜衣梨） 

「特技飛行錦標賽的年度總冠軍，是屬於“福島之隊”的勝利。 

當我馳騁在蒼穹時，團隊全員的精神與我同在。」 

（2017 特技飛行世界錦標賽的年度總冠軍  室屋義秀） 

無論是何種夢想或心願，只要不懈努力持續挑戰，成功之路定會為你開啟。 

正如戰勝苦惱，跨過重重逆境的前人們一般， 

我們也在打造著故鄉新的驕傲，即是「福島榮耀」。 

讓我們眾志成城， 

共同打造能讓今後出生在福島的孩子們引以為豪的新福島吧。 

 

平成 30年 3月 11 日 

福島縣知事 內堀 雅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