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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11”是日本大地震 12 周年。除
了12年来始终如一的默哀与祈祷，今年的纪念
还多了几分忧虑与恐惧。

日本政府决定春夏期间将核污水排放入
海，还推动重启核电站、延长核电站服役期。
一系列举动为12周年纪念投下“核”阴影。

外界认为，在处理核污水等灾害遗留问题
上，日本并未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与其自我标
榜的绿色环保、遵守国际规则、承担更多责任
与义务相违背，最终将损害日本的国际声誉，
也无助于根本解决灾害遗留问题。

悲伤丝毫未减

灾难过去十多年后，尽管国家层面已不再
举办纪念活动，受灾地区的政府也缩减了纪念
活动规模，但在3月11日这天，日本各地仍举
行各种纪念活动，为当年地震、海啸的遇难者
献花、祈祷、鞠躬、默哀。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于当天前往福岛出席
纪念活动。除了哀伤悼念，岸田文雄带来的更
多是重建的信心和许诺。

他在讲话中表示，政府将“继续尽最大努
力”确保福岛和东北地区的重建。

岸田文雄还说，疏散令被部分解除后已取
得进展，福岛已经“开始走向全面恢复和振
兴”。

不过，数字与事实却有点冰冷。
据日本警察厅最新统计，2011 年“3·

11”大地震造成15900人死亡、失踪2523人。
此外，据重建机构统计，截至去年3月31

日，与灾难有关的死亡人数为3789人，包括因
疾病或压力引起的自杀。

法新社称，核泄漏虽然没有直接造成人员
死亡，但事故发生后约有16.5万人自愿或根据
疏散令离开家园。

日本媒体披露，尽管灾区基础设施建设取
得进展，但受福岛核电站事故等因素影响，至
今仍有约 3.1 万人背井离乡。在过去十多年
中，受灾最严重的城镇人口大幅减少。

“对海洋进行恐袭”

重建及善后工作也是困难重重，包括安置
受灾居民、清理熔毁的核反应堆、去污作业、
重振地方经济等等。

比如，怎样清除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反应堆
中高放射性的核燃料碎片，至今仍未决定。

又如，福岛县内的核去污土壤目前保管在
过渡性贮藏设施中，最晚将在2045年运至福岛
县外进行最终处置。然而，截至目前仍未确定
具体处置运送地点。

据共同社报道，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仍有
禁区，预计要到2041年至2051年才能完成核反
应堆报废工作。

而最棘手也最引发争议的是核废水排放问
题。这也使得今年的纪念被笼罩在核阴影带来
的忧惧氛围中。

3月10日至11日，日本民众在经济产业省
及东京电力公司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
和东电于今年春夏期间将福岛核污染水排放入
海的计划。

尽管遭遇各方反对，但是岸田文雄政府仍
坚持在今年春夏之际排放核污水。岸田文雄
称，为了实现福岛重建，这一时间无法推迟。

按照日本方面的解释，急于排放是因为核
污水储存已近极限。日媒称，福岛第一核电站
的储水罐容量为137万吨，如今核污染水已增
至132万吨接近饱和。

日本方面强调，核污水将经过净化和稀释
再排放，并已获得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
认可，而且是在数十年内逐步排放，所以不会
对海洋环境产生破坏性影响。

事实上，IAEA技术工作组尚未完成对日排
海方案的评估，更未得出最终结论。

日本的说法和做法受到舆论广泛批评和质
疑，认为“无异于对海洋进行恐怖袭击”。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表
示，将核污水排放入海是日本三届政府持续推
动的事务。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就有此计划，菅
义伟政府在2021年4月作出决定，现在岸田文
雄要付诸实施。就日本而言，虽有更优方案却
不予考虑，而执意排海其目的在于甩掉负担、

节省成本、减少经济消耗、消除本土核污染风
险。

周永生指出，日本声称将对上百万吨核污
水进行清污稀释处理，但事实上，核污水中的
放射性物质很难彻底清除，对海洋环境和生
命、渔业、水产品等无疑将造成侵害。日本的
说法带有欺骗世界公众的意味。

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雷认为，岸田文
雄在排放时机的选择上不无政治考量及内外形势
的判断。内部，执政进入缓和期，政治矛盾相对
趋缓，支持率也趋于稳定。外部，与韩国关系正
在改善，多少可以消减韩国方面的反对压力。

在陈子雷看来，日本的做法自私、不负责
任且言行不符。

一来，在解决核污水排放问题上，日本更
多是从经济效益和成本考虑，而非选择最优方
式，切实保护海洋环境。这与日本自我标榜为
绿色、环保国家背道而驰。

二来，日本无视对周边国家和其他太平洋

国家的影响及后者的反对声，与其动辄标榜遵
守国际规则、自诩负责任的姿态大相径庭。“日
本一意孤行，后果将严重损害日本的国际形象
和声誉。”

除了核污水排放，岸田文雄政府还在推动
有争议的核能政策改革，包括重启核反应堆、
延长核电站使用年限等。

2011年大地震后，日本几乎关闭了所有核
反应堆，大部分至今仍未启动。如今，岸田政
府推动重启核反应堆、新建核电站，并呼吁建
造具有新安全机制的“下一代”反应堆。

同时，岸田内阁上月底还通过了法律修正
案，允许核电站运转年限超60年。此举打破了
福岛核事故后采用的“原则上 40 年、最长 60
年”的规定。

12年之后，岸田政府之所以敢于触“核”，
两位学者认为主要是为打破能源供应瓶颈，此外
为实现“脱碳”目标。因为关闭核反应堆后，日
本碳排放急剧增加，拖累其减排步伐。

本报综合消息

日政府执意春夏间排放核污水

3月11日，工作人员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附近转移美国航天局宇航员约什·卡萨达。
运载美日俄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11日返回地球，降落在美国东

南部佛罗里达州附近海面。 新华社／美联

美国佛罗里达州西南部墨西哥湾沿岸
本周遭遇严重赤潮，当地居民抱怨恶臭

“刺鼻、辣眼睛”。由于担心赤潮持续到下
月，当地宣布取消原定下月中旬举行的一
项海滩节庆活动。

据美联社11日报道，佛州墨西哥湾沿
岸一带的赤潮去年10月开始出现，本周急
剧恶化，研究人员担心赤潮还将持续一段
时间。

皮内拉斯县发言人托尼·法布里齐奥
告诉《坦帕湾时报》，大量死鱼和海洋垃圾
被冲上岸，目前该县已清理以死鱼为主的
打捞物近两吨，已送往垃圾填埋场。

皮内拉斯县圣彼得海滩市管理人员曼
迪·埃德蒙兹说，本月初以来，该市多处
海滩共清理掉450多公斤死鱼。

佛州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10日
说，在墨西哥湾这段海岸的157份采样中发现
赤潮，其中皮内拉斯县和萨拉索塔县的赤潮
最严重。该机构提醒民众近期不要下海游

泳，以免刺激皮肤和眼睛乃至触发相关疾
病。此外，哮喘患者和肺病患者也应避免去
海滩。

佛州每年举办海滩节庆活动，吸引大
批游客参加。今年海滩节原定下月中旬举
行，但是考虑到届时赤潮很可能持续，筹
办方不得不宣布取消活动。

赤潮又称红潮，是一种复杂的生态异
常现象，成因复杂。赤潮多发除人为原因
外，还与纬度位置、季节、洋流、海域封
闭程度等自然因素有关。

专家提醒，当含有大量营养物质的生
活污水、工业废水和农业废水流入海洋，
以及海水中的其他条件有利于浮游生物的
生长和繁殖时，藻类等浮游生物急剧繁
殖，容易形成赤潮。

一些研究人员还注意到多次赤潮“尾
随”飓风而来。2004年至2005年几场强飓
风过境佛州，赤潮随后在那里出现。

新华社特稿

美国“龙”飞船载4名宇航员返回地球

美国佛州沿海赤潮加剧美国佛州沿海赤潮加剧 恶臭恶臭““刺鼻辣眼睛刺鼻辣眼睛””

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
这对中东地区的“宿敌”握手言和。10日，
中沙伊三方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沙
伊双方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强调三方将共
同努力，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促进国际
地区和平与安全。

联合声明一出，国际社会反响热烈，纷
纷对中东地区两个大国实现和解表示欢
迎，为中国积极劝和促谈的角色“点赞”。

据联合国新闻网报道，联合国秘书长
发言人杜加里克10日在纽约总部的例行记
者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沙特阿拉
伯、伊朗和中国在北京发表的三方联合声
明表示欢迎。

报道称，古特雷斯对中国为促进沙特和
伊朗两国之间的对话而承办近期的会谈表
示感谢，同时赞赏阿曼和伊拉克等其他国家
为此做出的努力。据悉，阿曼和伊拉克曾于
2021年至2022年期间承办多轮沙伊对话。

欧盟期待其执行
当地时间3月11日，欧盟发表声明，欢

迎沙特阿拉伯王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宣
布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并期待其执行。

欧盟表示，由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都
是中东地区安全的核心，恢复双边关系有
助于整个地区的稳定。

阿拉伯世界表示“欢迎”
阿拉伯世界也在第一时间纷纷表态。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称，海湾阿拉伯国
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贾西姆·穆罕默德·布
达维表示，对恢复沙特与伊朗关系的协议
以及有助于加强该地区安全与和平的所有
举措表示欢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分别
发表声明欢迎这一事态发展。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称，埃及外
交部希望“该协议将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有
助于稳定和维护阿拉伯国家安全的能力”。

伊拉克表示，它认为沙伊两国外交关
系“翻开了新篇章”。

据卡塔尔通讯社报道，卡塔尔首相兼
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
阿勒萨尼表示，希望该协议能够促进该地
区的安全与稳定，满足沙特、伊朗和整个地
区人民的愿望。

也门胡塞武装组织、黎巴嫩真主党和
巴勒斯坦哈马斯也发表声明表示欢迎。

美国心态有点“酸”
相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本地区对联合

声明普遍持欢迎态度，一向自视在中东拥
有重要影响力的美国，心态有点“酸”。

据美国之音电台网站报道，白宫国家
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含混地表示：

“如果这一协议能够持续——无论这样做
的利益曾经是什么，或者谈判桌上曾经坐
了什么人——只要协议能够持续，也门的
战争能够结束，沙特再也不用不断地试图
防御由伊朗资助和支持的胡塞武装的攻
击，我们最终都对此表示欢迎。”

这种处处透露出不情愿、却又不得不
“欢迎”的姿态，与联合国与阿拉伯世界的
“欢迎”，形成了鲜明对比。

为了给美国强挽一些面子，柯比还强
调说，美国也通过自己的“威慑和外交的有
效结合”致力于缓和局势。他说，在北京宣
布的路线图“看来类似于2021年和2022年
在巴格达和阿曼马斯喀特举行的谈判”，美
国曾支持那两次谈判。

他还补上一句：“伊朗方面是否会兑现
协议还有待观察。”

相比美国官方的“酸溜溜”，美国学者
则对中国发挥的积极作用不吝赞美。美国
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罗
伯特·戴利说，这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里程
碑”，伊朗与沙特的协议不是中国偷偷摸摸
的阴谋，中国公开而坚定地工作了好几年，
才得以实现了这一目标。

他说：“如果美国在世界各国首都和全
球论坛上继续缺席或代表性不足，那么它
只能怪自己。” 本报综合消息

沙特伊朗言和沙特伊朗言和 美国美国““酸溜溜酸溜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