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的3月11日，在日本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值此给我国带来前所
未有危机的东日本大地震一周年之际，我谨向此次地震的受灾民众，以及全世界各地遭受自
然灾害的人们表示慰问。

我们不会忘记在震灾中遇难的深爱着的家人、朋友和同胞，同时我们也不会忘记贵国在
内的国际社会所给予和表示出的莫大援助及深情联系。藉此，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再次
表达日本的由衷谢意。

在过去一年里，我国的灾后重建和复兴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当震灾发生一周年之际，
我们必须抓住机会重新下定决心，从所面临的众多困难中不断地吸取教训。如今的困难时
期，正是日本应该真正开始重建之时，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节点。

我相信，借这场震灾之机促使日本人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危机感，那么面对作为紧迫课题的灾区重建、东京电
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废弃处理、灾区清除污染等工作，以及日本经济的复兴，我们就能够众志成城地作好应对。

为了东日本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和复兴，我们曾在过去的一年采取了许多战略性对策，并在预算和法制方面作了
跟进。此外，正在进行的还有诸如重建补贴金和重建特区的设立、处理各项要求的复兴厅的成立使由复兴厅负责全
局的重建计划和工作。再者，食品安全检测系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以及投放1万亿日元财政对福岛第一核电站周
边地区的生活空间开展除污。

目前，受灾民众和众多国民最为感到不安的是基本保障问题，即拥有工作、阖家安心度日的生活。在“开放式重
建”方针指导下，正在通过实行复兴特区制度及其他措施、吸引新的国内外资金投向灾区、加快灾区产业振兴和创
新，旨在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包括岩手县的大船渡市和陆前高田市、宫城县的东松岛市等受灾地区入选的日本全国的“环境未来都市”建设，便
是其中之一。通过预算和税制优惠措施、放宽限制政策，利用可再生能源、兆级太阳能发电、海上风力发电，为开发紧凑
都市型产业社会基础设施和环保地区基础设施提供扶植机制。日本在节能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并在革新性技术积累方
面具有优势。我认为，今天恰恰能够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开创出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并与世界共同分享。

另外，降低灾害风险（减灾）和抵御灾害措施，乃是日本拥有的领先于世界且应与之共享的智慧。把此次震灾视
作“出乎意料”的事情是行不通的，这是我们从最大的艰难困苦当中学到的东西。为了重新建立起顽强的社会、建设
可抵御自然灾害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当前我们正在重新审视整个抗灾对策，并将从根本上加以强化。

不言而喻，日本现今所面临的课题，在去年地震、海啸、核电站事故发生前就已存在。曾几何时，日本一直为实
现经济增长和财政再建而进行着努力。然而，这一过程时间愈久，其问题也就愈加深刻。

我自去年9月就任总理大臣以来，向各位国民承诺，首先必须从优柔寡断的政治中摆脱出来。对国政重要课题
的延误，将会给日本经济和社会、乃至日本的未来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目前，诸多重建和复兴项目正在取得进展，这些都将成为重振日本经济所迈出的重要第一步。尽管面临着世界
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由来已久的日元升值、长期的通货紧缩等难关，但是日本经济将一定能够取得复苏。

依靠日本经济所独具的坚韧性，通过与海外伙伴的开放性合作及智慧凝聚，将会开拓出新的增长点。能源、环境、医
疗、护理这些产业领域有着拉动日本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我认为，以包括海外直接投资在内的民间部门率先创新并投资
到这些领域，就能够使其在国际市场上大有作为。此外，不仅从商业、从促进旅游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将继续完善有助于提
升国际社会的对日投资意愿和行动的体制。作为其前提条件，我们将努力地向国际社会提供适时和准确的信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变成一片废墟的日本，其后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在成功度过石油危机过程中建立起了世界上
能效最高的经济。在东日本大地震一周年的今天，我们正在致力于重建国家的宏伟事业。但是，我们这次的目标远非仅
仅停留在恢复到震前状态，而是要构建一个崭新的日本。这将是名垂史册的艰巨挑战，我们日本人必将能够获得成功。

日本首相投稿本报感谢中国
本报讯 继去年 4 月 20 日时任日本首相的菅直人向本报投稿，感谢中国政府和民众支持日本抗震

救灾后，昨日，现任日本首相（内阁总理大臣）野田佳彦再次向本报投稿，感谢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
对日本的“莫大援助及深情联系”，并介绍震后一年灾区的重建状况。文章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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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周年祭 日本全国默哀
警报拉响、列车停驶、行人止步；日首相在追悼仪式上做出三项承诺，称应对核事故“斗争仍继续”

重建之新决心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 野田佳彦 2012年3月11日

日本政府及各地民众11
日以默哀、祈福、祭奠亲友等
方式，纪念“3·11”地震、海啸和
核电站事故三重灾难一周年。

“把教训传给后代”

14 时 26 分，一年前地震
发生那一刻，全国默哀一分
钟。岩手县陆前高田市拉响
警报。俯瞰这处重灾区的高
台上，一名佛教僧侣敲响一
口大钟。在宫城县女川町，
人们站在沙滩上，面朝大
海，双手合十，默默祈祷。

东京国立剧场，政府追
悼仪式上，天皇明仁、皇后
美智子、内阁官员、国会领
袖以及遇难者家人代表和外
国驻日使节大约 1200 人一
身黑色，集体肃立。首都圈
数百列电车临时停车1分钟。
即便在川流不息的东京银座
商业区，行人也停下脚步，低
头默哀，随后继续前行。

面向巨大的遇难者灵
位，明仁在致辞中说，绝不能
忘记将近两万名遇难者和失
踪者，不能忘记，“包括消防
队员在内，许多人不顾个人
安危，为了救灾献出生命”。

明仁当天抱病出席。他
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
场灾难，必须把吸取的教训
传给子孙后代。”

“不忘互助和感谢”

野田在追悼仪式上说，
他代表政府做出三项承诺：

一、政府将全力以赴，尽早
完成灾区重建，为将灾区建
设成更加安全、宜居的家乡
提供最大支援；二、把从大
地震灾难中汲取的教训告诉
后人，尽快加强全国的灾害
对策；三、日本各地和海外
对灾区提供了援助，不忘

“互助”和“感谢”的心。言
及福岛第一核电站辐射泄
漏 ，他 强 调“ 斗 争 还 在 继
续”，“我们将尽全力确保实
现福岛的重生”。

仍在寻找失踪者

宫城县警方11日开始新
一轮失踪者搜索，投入警力大
约500人。搜索队副队长吉田
贵说，“我们会竭尽全力使失
踪人员尽早回到家人身边。”

日本环境省估计，海啸
在岩手、宫城和福岛 3 县沿
海留下总重 2250 万吨的建
筑残余物和其他残片。迄今
只有 6.3%的“灾区垃圾”得
到填埋等处置，主要原因是
大多数其他地区的政府担心
废墟含辐射物质，不愿意接
收。地震和海啸摧毁或严重
破坏38.3万座民宅和其他建
筑，但重建工作进展缓慢，一
些灾民不满政府拖沓。调查
显示，32.5 万名避难灾民中，
八成人希望重返家园，但超半
数灾民对重建缺乏信心。

11 日当天，地震重灾区
岩手县、宫城县和福岛县等
地也举行了追悼仪式。

新华社电/专稿

地震时间：2011年3月11日14点26分

震级：9.0级 海啸：最高9.3米以上

死亡：15854人 失踪：3155人 受伤：26992人

全毁住宅：129170户 失去家园者：约34万人（目前）

财产损失（预计）：17兆4200亿日元

重建资金（目前）：19兆333亿日元

11日，追悼仪式上，一名遇难者亲属肃立哀悼。 11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参加悼念仪式。当天，日本政府举行追悼仪式，纪念3·11大地震遇难者。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