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论词义，在英语里是“哦！
勇气！”的意思；论发音，在日语中是“雄！胜！”
的意思。现在，它有了另一层意思：宫城县石
卷市雄胜町一家水产养殖公司的名称。

公司负责人是 '(岁的伊藤浩光，)年前
开始渔民生涯，在家乡雄胜町从事水产养殖。
去年，他成了灾民。海啸不仅冲毁了伊藤家的
房子，还卷走了他赖以生存的渔船渔具，个人
损失高达 *+++万日元!!""日元约折合 #元

人民币"。
去年 ,月 (+日，伊藤和 ((个渔民合作

开出公司，抱团取暖。官方网站同日上线，设
计精美，由当地一些热心志愿者帮忙制作。网
站首页上有一张大幅照片———蓝天，白云，海

岸，几个渔民并排站立，同时抬臂握拳，灿烂
微笑。公司标志“一个握紧的拳头”正是伊藤
浩光的创意。“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勇敢地渡
过难关。”
缺钱缺设备，伊藤想到向社会集资，新公

司以每份一万日元的价格吸收国内外股东入
股，计划募集 '万份共 '亿日元的运作资金，
日后的收益按相应股份分红。
去年 -月，首批牡蛎幼苗入海时，将近

.++名股东前来参加。“这样既能解决资金问
题，又让许多希望援助灾区的人亲身参与，并
有所收获。”

再过半年，将迎来牡蛎收获的季节。即便
秋天大丰收如期而至，也可能受海啸与核污
染影响，打不开销路。“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先
要想办法努力开拓市场。”
昨天早晨刚上班，伊藤浩光显得有些疲

惫，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他必须打起精
神，应付繁忙琐碎的业务。最近，公司重点做
海裙菜生意，已小有成绩。办公桌上的传真机
里，累积了大量订单，从东京和横滨等大城市
发来。订单上印着伊藤对家乡的赞美———“雄
胜的早春，无比美丽……”
海啸早已远去，雄胜湾恢复了往日的澄

澈与宁静。在蓝天白云和碧波的映衬下，几艘
小船停泊在码头，轻轻晃动，等待再次起航。

特派记者 曹刚 文 楼文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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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东日本大地震及海啸重灾区宫城县，
'(岁的石卷市民阿部浩，很可能是唯一一个
分文不取的全职义工，堪称全县最忙的志愿
者。地震后，他为了留在家乡帮助受灾同胞，
主动放弃了从事 00年的事业。昨天下午，记
者走进阿部浩的板房办公室，和他聊聊这忙
碌的一年。

“家乡受大灾，我没理由走开”
阿部浩递上名片，指着上面的名字，用中

文说：“阿部浩。”他会说的词汇还有“加油”
“好吃”和“谢谢”。

他是土生土长的宫城县石卷市人，从没
到过中国，高中毕业后，进入当地一家服装公
司当会计，一干就是 00年。“我很喜欢这份工
作，一直把它当作‘终身事业’。”他之所以会
说几句中文，是因为多年前曾负责公司的研
修生项目，向几名中国研修生偷学的。

((年前，他加入志愿服务组织国际狮子
会，闲暇时间坚持参加志愿服务。去年，石卷
遭遇地震海啸双重打击，伤亡惨重。阿部浩家
的房子地势较高，没有受损，亲人也都平安。
他却在避难所住了 *个月，只因为想陪在受
灾同胞身边，多做一些志愿服务。
地震后，企业停工，总公司决定放弃石卷

市场，力邀老员工阿部浩到新泻分公司任职，
他却一口拒绝，并在 0月 .+日主动辞去了
“终身事业”。阿部浩不想独自躲在家里，更不
想一走了之。“家乡受了这么大的天灾，正是
同胞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没理由走开。”

地震发生至今，几乎没休息过
地震突发时，阿部浩在公司，“根本站不

住，只能趴在地上。”他一边说，一边不由自主
地站起身，趴下，做示范。
震动稍停，他和 (++多名同事一起转移

到临近的石卷市大街道小学。约半小时后，他
在教学楼顶眼睁睁看着海水袭来，吞没公路、
汽车、平房、大树。

逃生后，阿部浩立刻投入救援。在警察、
自卫队和消防署赶来之前，他已组织起了多
人的救援队伍。搬来梯子，爬树上房，救出多
人，“但从泥水中抬出的，更多是遇难者遗
体。”
震后一周，阿部浩联系上了国际狮子会，

开始统计灾民伤亡和损失情况，寻找失踪者，
每天徒步数十公里。接着，各地救灾物资蜂拥
而至，他坚守避难所，负责接收、统计、分发，
“晚上偶有小偷，要通宵值班看仓库。”阿部浩
说。去年六七月间，陆续有灾民离开避难所，
搬去板房。-月 0日，等到最后一个人离开自
己负责的避难所，阿部浩才回家。
忙碌并未停歇。参与募捐，组织活动，慰

问灾区，接待各地志愿者……身为国际狮子
会在石卷的负责人之一，从地震发生至今，阿
部浩几乎没有一天休息。

改厂房做仓库，建平价洗衣房
“辞职后，你要做这么多志愿服务工作，

国际狮子会付你工资吗？”阿部浩听到记者的
问题，猛地抬起双手，手臂在胸前用力交叉。
这个手势在日本代表“1!”。
他强调说，这些年在国际狮子会没有拿

到过任何报酬，不管自己有没有工作。“所有
志愿者都是义务劳动，一分钱捐款也不会进

入我们的腰包，这是原则问题。”
昨天的采访地点是阿部浩的板房办公

室，由国际狮子会拨款建造，兼具可移动避难
所和临时宿舍的功能。墙边堆放了十多床被
褥，可供附近灾民和各地志愿者临时居住。
透过板房窗户，能看见一家废弃的服装

公司———阿部浩曾经奋斗了 00年的地方，如
今只剩空巢。只有他在坚持，将公司的厂房改
为仓库，存放救灾物资。破败的职工宿舍被拆
除后，原址建起了一栋新房，已开始装修。下
月末，这里将成为洗衣房，向周边市民长期优
惠开放。
“我做过调查，问大家急需哪些帮助，不

少人反映，缺一个洗衣房，最好带有烘干功
能。”阿部浩解释，地震之后，许多石卷市民担
心空气质量，不愿把衣物晾在室外。新洗衣房

计划摆放 ,台烘干机和 2台洗衣机，服务并
不免费，但比市场价低三成，所有收入将用来
帮助更多人。

面对生存压力，阿部陷入两难
阿部浩透露，辞职后的收入来源，是失业

保险金。每月能领取 (*万日元!!""日元约

折合 #元人民币"，到今年 -月为止。半年后，
他将面临生存危机，“到时候只能想办法再就
业，但我到目前为止，根本没时间去想找工作
的事，不想分散精力，影响志愿服务。”去年辞
职时，阿部浩属于服装公司中层管理人员，负
责财务、人事等工作，月薪约 0,万日元。要想
找一份同等收入的工作，谈何容易。阿部浩介
绍，石卷市共有大约 (*/.万人，地震后，多达
(/.万人失业。

聊起工作，阿部浩突然皱紧双眉。他正处
于两难境地———-月后，不找工作就没收入，
生活难以为继；一旦找到了工作，手头的志愿
服务工作又要大受影响，自己同样放不下。他
只能暂时选择“不去想”。
一年来，他全身心付出，获得周边市民交

口称赞，但一直没有得到爱人支持。“她每天
都会在我耳边唠叨，说赚不到钱，为什么还做
得那么开心。”妻子在一家餐饮企业当外卖接
线员，收入微薄，每月不足 (+万日元。
“这一年很累，没赚钱，没有时间娱乐，但

真的很满足。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
我收获了太多感谢，有这些情感回馈，就知足
了。”他微笑着说，“儿子已经长大成人，房贷
也都还清了，现在家里没有很大经济压力，钱
只要够花就行。” !本报宫城上午电"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许多民众守望相助、抱团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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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决定成败$#"$年 !月 "$日 星期一 晴转多云

连日采访灾区#对几个细节久久难忘$

在仙台的废车停车场#所有车辆入库前

会接受详细检查#并被抽光所有汽油$ 因为

一旦汽油渗漏进土壤#容易导致污染#危害

可能延续数十年$ 抽光汽油还不够#为杜绝

哪怕一滴残油渗入土壤# 仙台市明确规定#

废车停放时不可直接接触土壤$ 柏油%水泥

地面#及曾经的网球场#都成了废车的新家$

日本人的许多习惯#没有因为灾难而发

生任何改变$

应急板房门口# 设有详细的垃圾分类

区#所有临时居民都严格遵守$ 住在福岛市

宫代第一应急板房区的金泽一喜说#即便去

年在福岛县相马市综合体育馆避难时#也常

有志愿者现场提醒避难者#勿忘垃圾分类$

公路上#前车减速时#会打开双跳灯#提

醒后车&变道后#前车也会打开双跳灯#感谢

后车的礼让$ 电梯里#有人中途离开#双脚都

已跨出电梯门#还会半转身#伸手去按'关

门(键$ 这些细节#犹如绵长内力#让日本人

在屡遭天灾后#仍能笑对'再生($ 曹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