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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震1周年

“ 喜 爱 冬 天
的人儿，是胸怀
宽广的人，像融
化冰雪的大地一
样 ，是 我 的 母
亲。”逝者已矣，
长歌当哭，灾难未
央，生者坚强。地
震海啸引发的核
辐射，成为一代人
挥之不去的灾难
记忆，然而，灾难
留下的，不仅是悲
伤、是坚强，也应
有反思，有问责。

为了避免灾
害再演，就必须
对日本防灾体系
和应对的缺陷进
行充分和深刻的
反思。学校要拨
出更多的时间教
育孩子防灾，政
府也应承担起加
固 建 筑 物 的 重
任；民间社团和
组织更应参与进
来，对政府的应
对进行问责。

对于核电，我
们也要思考，是不
是在安全和效率
的边界走得太远。

无论对反思
者，还是批判的
对象而言，都需要

“心底宽广”，然
而，反思尽管残酷
甚至伤筋动骨，但
冬天到了，春天，
也不会太远。

震后演习 东京每月一练
2012 年 2 月 9 日，日本东

京，地铁站台，记者在人数众
多但秩序井然的站台排队，
等候地铁到站。

突然，出现一队警察，一
边向乘客鞠躬致歉，一边在
站台迅速拉起一块高两米多
的帆布屏障，挡住乘客的视线，
紧接着，就听到帆布那一头，许
多人以整齐的步伐喊着统一的
口号奔跑着，进入地铁车厢里。

地震演习每月一次

同行的日本东北观光机
构的官员，东京人星多惠边
鞠躬边解释：“给您添麻烦
了，请多包涵”。她说，这是
政府组织的例行地震演习，
自去年 3·11 地震后，日本在
全国增加了演习的频率。

演习难免影响正常的乘
车秩序，因此，每次演习前，
政府都要通过各种渠道发布
消息，提醒市民，并乞求市民
谅解。这次演习造成了诸多
车辆晚点，站台的乘客密度
陡增，却没有造成任何混乱，
乘客依旧整齐地在站台上安
静排着队。20 分钟后，演习
结束，乘客继续乘坐列车，就
像刚才的一切没发生过。

一 位 上 班 族 对 记 者 表
示：“这应该是日本人的一种
生活方式，只有平时大量的
训练，才能更从容地应对各
种灾难的发生。”

在东京，以单位为形式
的地震演习也更加频繁，几
乎每个月都要举行一次，发
生地震被困怎么自救和求
救？交通中断怎么回家？星
多惠说，每个单位，除了必备
的药品、工具，还至少给每个
人储备两天的给养。

在学校，演习也更加频
繁，“孩子们应该比我们那时
候接受更多的灾难教育，这
次地震海啸，给我们太多教
训了，”星多惠说。

八成学校完成抗震加固

有报道称，在未来的 5 年
里，日本富士山下的静冈县预
计有8级左右的地震。星多惠
说，目前，日本政府已经基本
完成静冈县的建筑和房屋的
进一步加固工作，以确保所有
的建筑能达到8级抗震标准。

在全日本，都在进行各类
建筑的加固工作。无论在东
京，还是在我所到达的日本各
个县，都可以看到一些建筑和
公共设置正在进行抗震加固
的施工提示。数据显示，在全
日本的县里面，静冈县的抗震
加固完成比例最高，达98.2%；
接下来分别是神奈川县和爱
知县，分别为 97.7%和 95.5%。
表现最糟糕的则是广岛县，仅
完成59.1%。

日本文部科学省去年 8
月份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
明，截至去年4月1日，全国大
约 11.6 万所公立初中和小学
中，80.3%完成抗震加固。结果
显示，去年的抗震加固完成率
比上年上升 7 个百分点，为
2002年以来最大增幅。

3·11地震后，新干线大面
积破坏，虽然所有的线路目前
都恢复通车，但如何提高抗震
功能，仍是交通部门专注的工
作。东日本铁路公司日前宣
布，为预防东京发生地震，将提
前对新干线及普通铁路的高架
桥墩实施抗震加固工程。工程
将从4月份后陆续启动，预计3
年完成。加固对象总计约 1.6

万根桥墩。预计总费用约950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4亿元)。

赔偿容易 伤痕难修复

灾难当下，民众的戮力
同心，蔚为可观。记者前行
日本看到，民众不仅积极防
灾演习，配合政府节电措施，
也互相鼓励，扶持渡过难关。

为处理因福岛核电站辐
射而受影响的居民损失问
题，日本政府专门成立了“原
子能损害赔偿支援机构”，对
于 20 公里内必须撤离的居
民，从去年 3月 11日到 8月 21
日，每个家庭按 10 万-12 万
日元进行补偿，去年 9 月 1 日
到今年 2 月 29 日按每月 5 万
日元进行补偿。同时对每人
一次性赔付交通费 5000 日
元，住宿费8000日元。

对这些撤离的居民，政府按
他们安置的所在地，孩子就近入
学，同时，政府和民间机构，通过各
种渠道，为失业人员寻找就业机
会。以期帮助他们尽早自救。

对于撤离区域的企业和
公司的损失的赔付，因为涉及
金额异常庞大，仍在评估和谈
判中。不过，单凭东京电力集
团，几乎不可能完成赔偿，政
府将承担必要的负担。

日本地震海啸带来的伤
痕，将带来持久的影响，没有人
能给出一个准确的修复时间。

不过，在如此巨大灾难之
后，从政府到民众的冷静反
思，并进一步加强危机教育，
和集各方力量对遗留问题的
逐步解决，给人感觉到这个国
家，在秩序中焕发的力量。

日本人星多惠说：“未来
几年，日本将更坚固”。

采写/特派日本记者 陈杰

仙台机场内的纪念墙，张贴了很多海啸的图片。本报记者 陈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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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是不能控制的
技术，为何还要持续采用？”

“本应保护国民安全
的政府，为何没能履行好
监管的职能？”

日前，一个由专家学者组
成的30人民间团队，成为日本
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个名为

“福岛核事故独立检证委员
会”的团队，出台了自去年福岛
第一核电站事故以来，首份最
完整的核事故调查报告。

专家组建独立调查团

去年3月核泄露事故以
后，在日以继夜的展开抢修
作业的同时，针对这一事件
的三个调查团队，也先后展
开工作，他们分别是由政府
成立的“事故调查/检证委员
会”，由国会成立的“事故调
查委员会”，以及北泽宏一所
在的民间独立调查委员会。

民间调查的核心价值，
在于其独立性。

“福岛核事故独立检证
委员会”称，“成立民间调查
委员会的目的，是由与核能
事业没有利益关系、立场自
由的民间人士，脱离司法、
立法、行政以及企业的立
场，对东京电力公司福岛核
电站事故进行独立调查。”

委员会的成员，几乎都
是核能领域的专家教授，以
及知名的法律学者，如东京

大学教授藤井真理子，著名
律师但木敬一等。

尽管只是一个民间调
查委员会，但 30 多名调查
人员获得了莫大的调查权，
他们有权对政府、国会，核
能主管机构等所有与核事
故相关人员进行调查问询。

从去年 9 月开始，在近
半年的时间里，委员会的专
家先后调查了300多名与核
事故处理相关的人员，如官
员、核能管理人员、核电站
工作人员等。这些人一一
接受了调查组成员最长达3
小时的质询。

在接受调查的人员中，
几乎涵盖了核事故发生后所
有直接参与应对的政府高官：
如前首相菅直人；前内阁官房
长官、现任经济产业大臣枝野
幸男；前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
万里；环境大臣细野豪志，以
及政府核能部门的负责人，
如核能安全委员长班目春
树等。这些政府人员，均对
事发后的情况了如指掌。

指责前首相顾小失大

在多方调查和事实应
证的基础上，2012 年 2 月 28
日，委员会正式发布了长达
400页的调查报告。这份报
告将矛头直指当时的救灾
大本营——菅直人政府。

报告称，“在核能安全

问题上，无论对中央政府还
是东京电力公司而言，在技
术、理念以及事故应对上都
存在不足。”

对于前首相菅直人的
应对危机时的表现，报告的
用词甚至更为激烈，“在事
故发生时，以菅直人首相为
首的首相官邸的应对‘无
益地混乱，且压力巨大，加
剧了危机恶化的风险，纯
粹是临时抱佛脚及后知后
觉的危机应对。”

报告还认为，作为当时
日本最高行政长官的菅直
人，过分地介入到需要专业
常识的核事故应对中，对
于控制危机几乎没有什么
效果。2 月 28 日，作为委员
会负责人的北泽宏一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公开表示，
根据委员会的调查，“首相
官邸过分介入到现场抢救
工作，此举（对控制危机）几
乎没有作用。”

报告详细披露了菅直
人当时如何事无巨细地介
入抢险，报道称，福岛核电
站遇海啸当晚，首相官邸紧
急下令调集数十辆电源车
驰援核电站。而菅直人则
就电源车抵达时间和路线
不断作出详细指示，如“在
哪里？有几辆？”

得知核电站需要电池
时，菅直人直接用手机联系
前方：“多大的电池？长多

少米？”一名当时在场的首
相官邸官员在接受调查时告
诉独立检证委员会成员：“当
时就感觉，首相去管这么琐
碎的事，那国家怎么办？”

菅直人承认应对失败

“菅直人在应对危机时
的确做出了成绩”，北泽 2
月 28 日对媒体说，“但另一
方面，其在信息公布方面及
过分关注抢险现场事务，实
属失败（之举），总体而言，他
在危机应对方面并不合格。”

与民间调查委员会的
结论不谋而合，去年底，由
政府主导的事故调查委员
会发布的中期报告也同样
指出，核事故发生后，首相
官邸应对混乱是事故扩大
化的原因之一。

3 月 1 日，日本《读卖新
闻》发表社论，督促日本政
府严正对待两大调查委员
会的问责报告，“两个调查
委 员 会 均 严 厉 拷 问 政 府
（在 应 对 核 事 故 中）的 责
任，所有政府相关人员必
须认真加以对待。”

面对民间调查委员会的
问责，菅直人日前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承认，自己对核危机应
对“失败”。“事前的准备非常
不充分，因此，从准备不足方
面而言，的确是大失败。”

（百千）

民间问责 菅直人叹失败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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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岛核事故独立检证委员会负责人船桥：

政府不该隐瞒真相
“福岛核事故独立

检证委员会”负责人之
一船桥洋一接受日本媒
体采访时表示，如果政
府在危机时刻向民众隐
瞒真相，就犯下了最基
本的错误。

记者：怎么评价政
府当时的危机管理？

船桥洋一：福岛核
危机是一个做任何事情
都徒劳、没有任何可行
指导的特殊情况， 在那
个情况下，谁是领导是决
断性因素。菅直人当领
导者是日本的幸运。

记者：这次危机怎
样检验了日本民主的成
熟度？

船桥洋一：危机发
生时的第一考验是政府
面对危机的领导能力，
最可能缺乏的是与市民
建立伙伴关系以应对危
机的愿望。比如，政府

没有试图对民众解释危
机情况并提供相关信
息。当不掌握信息时，
政府应该告诉人们什么
很重要。这对日本政府
来说是最困难的，因为
他们总是希望被认为是
无所不知的。

接受采访时，枝野
幸男说出了他面对的最
困难的境况：3 月 12 日
福岛 1 号核电站爆炸 2
小时后，他们没有得到
相关信息，但记者在不
停追问政府为什么没有
给出解释。由于没有任
何数据，枝野幸男不知
道该说什么。这个问题
演变成了政府是否愿意
与民众交流的问题。

当政府害怕向民众
说出真相会引发恐慌
时，他们就犯下了最基
本的错误，也会失去民
众的信任。 （韩旭阳）

2011年3月31日，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右）出席议会会议时面容憔悴。菅直人对福岛核电站危机的处理备受质疑。

在岩手县釜石市，地震海
啸造成1,000多人死亡失踪，但
2,911名中小学生却躲过灾难。

从 2004 年起，釜石市教
育委员会就尝试在教师和学
童中灌输防灾意识。但是，在
2006年的千岛群岛地震中，学
童的避难率仅不到10%。

此后，釜石市每一所小学
和初中都对儿童疏散的计划进
行了修改，并决定每年分配约
10个小时用于防灾教育，包括海
啸风险课程。2010年3月，一本
由教师们编写的海啸灾害预防
手册完成，被纳入该市14所小
学和初中的防灾教育中。

这些课程最终取得了效
果。3·11地震发生后，釜石东中
学的学生集体跑到一个避难点，
并大声高喊“海啸要来了！”。

在临近的鹈住居小学，孩
子们集中到教学楼3楼，这里是
海啸淹不到的地区。但是，看到
初中生逃生之后，老师决定疏
散。约600名学生逃到了700米
开外的一所老人院。

在听到老人院后方崖壁
坍塌的消息后，学生们感觉到
了危险，于是，初中生们拉着
小学生的手，跑到一座距离老
人院 500 米开外、位于更高地
势的护理设施中。初中生们
还帮助幼儿园的孩子以及护
理设施中的老人们逃生。海
啸的浪潮最后到达了这座设
施前方的地面。

“多重危机”意识和防范
手段，让孩子们最终保证了安
全，但这和该市扎实的防灾教
育经验分不开。

釜石市学生
全部躲过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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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为首相官邸插手现场抢险，引发混乱，增加了事故恶化的风险。
2、基于9·11事件制定的紧急事件应对措施并未在核事故后得到体现。
3、地震发生后，核电站内工作人员缺乏镇定，应对失策。
4、在核辐射信息公布方面，文部科学省及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回避责任、应对不力。
5、在航空监控方面，文部科学省和防卫省合作不力。

核危机应对
“五宗罪”

“福岛核事故独立检证委员会”负责人之一船桥。

冬
反思

之

在日本一所小学，孩子们正在进行防灾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