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1日，日本“3·11”大地震四周年之际，
日本多地举行纪念仪式向遇难者表达哀思。4年
的时间，日本灾后重建的工作速度，以及福岛核
事故后续清理却不尽如人意，目前仍有约22.9万
人未能重返家园。

日本“3·11”大地震四周年

近23万人未返家园
8万多人仍住板房

2011年3月11日下午2时46分，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9.0
级地震，触发海啸，淹没大片土地。国家警察厅 10日发布的
统计数据显示，这场“东日本大地震”已导致 15891人遇难，
2584人失踪，岩手、宫城、福岛三县受灾最重。

如今，4年时间过去，灾后重建速度难符预期，福岛核事
故后续清理遥遥无期，仍有约 22.9万人未能重返家园，3000
多人因不堪生理和心理病痛而“间接死亡”。仅在福岛核电站
周边，就有约5万名居民成为无家可归的“核灾民”。

“总体来说，灾后重建取得了可观进展，”日本红十字会会
长近卫忠辉说，“然而，社区重建严重滞后，尤其应该特别关注
那些（流离失所的）老人和弱势群体的需求。”

按近卫忠辉的说法，虽然医院等大型公共基础设施陆续
完成重建，但在为无家可归的灾民提供永久性住所方面仍旧
进展缓慢。受灾的岩手、宫城、福岛三县的公营灾民住宅完成
率只有15%，其原因是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使建筑工
程推迟。离政府设定的震后最初 5年“集中重建期”只剩一
年，但灾区的重建任重道远，成果仍不明显。截至今年 2月
底，岩手、宫城、福岛三县仍有8万多人住在预制板房内。

灾民住宅完成率只有15%
[民众]

在核事故后续清理方面，日本政府的表现似乎也难孚众
望。日本物理学家、非营利组织“福岛再生会”发起人之一
田尾阳一认为，日本政府耗费巨资在福岛核污染区实施的

“除污”工程华而不实，效果存疑，与受灾民众的实际需求
相去甚远。

《朝日新闻》和福岛媒体 3月初公布的联合民调显示，超
过七成的福岛人对政府迄今在处理核事故方面的做法表示不
满，73％的福岛人仍对核辐射感到不安。对于政府展开的“除
污”作业，近半数不予以好评。

核污染区除污难如人意
[环境]

路不见人，杂草丛生，污水遍地，以及偶尔刺破寂静的乌
鸦叫声——这并不是恐怖片，而是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周边
无人区的真实场景。新华社记者近日进入福岛核事故灾区，
探究真实情况。

饭馆村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约 40公里。受地形和风向
影响，饭馆村遭受的核污染远超许多强制避难区，但却一度成
为当时日本政府处理核污染的“盲区”。

进入饭馆村，很多标有“残”或“遮”等字样的黑色口袋摆
放在房屋前后，抑或成百上千地堆放在农田里。经询问得知，
黑袋里装的是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土壤。

不远处，两名身着橙色工作服、头戴白色工程帽和防护口
罩的工作人员似乎在农田里测量着什么。当记者驾车驶近
后，其中一人收起了手中的仪器，另一人则要求记者尽快驶
离。

“看你们戴着口罩，这里真的很危险么？”记者问。“我们也
不清楚，所以我们在这测量。请你们马上离开。”这名工作人
员警觉地回答了记者问题并拒绝透露更多消息。

随后，记者驶向离核电站更近的双叶町。
从饭馆村到双叶町约50公里。一路上车辆不多，特别是

从南相马市顺国道 6号线向南行驶途中，道路两侧景色破败
不堪，很难让人赞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说的“灾后重建进入
新阶段”以及“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双叶町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仅约5公里。连接二者的国
道 6号线上的警示牌提醒着司机已经进入“高放射量地区”。
两侧依旧是空荡荡的街区和各种被封锁的路口，而再往前走
竟遇到了一个哨卡，必须有通行证才能通过。

驶出双叶町没多久，一名徒步行走的人引起了记者的注
意。他正在为路旁的树苗清理杂草和乱枝。

他说，这些是樱花树，希望 30年后这里可以再次樱花烂
漫。“其实，也许樱花再也无法在这里开放。但这都不重要，重
要的是我们不能轻言放弃，每天都要做一点积极的贡献，”他
告诉记者。

“核无人区”路不见人污水遍地

[探访]

■双叶町废弃的房屋和无人处理的垃圾。

■饭馆村里装有含放射性物质垃圾的黑色口袋。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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