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將牡蠣配種用的扇貝殼挖洞後,  
用繩子穿過去 

 

 

 

 

 

 

 

 

 

 

 

  以馬忤斯石卷除了「組合屋的支援」及「地域孩

童的教育支援」之外, 亦實施「漁業支援」.就是自去

年春天開始, 在牡鹿半島西部的荻浜, 幫忙養殖牡蠣及

海帶菜, 並幫住海濱的活動行事.  

  現在荻浜有 10家(震災前有 10多家)以養殖牡蠣

為中心的海邊工作. 因為臨海地區不能建築大規模的

組合屋, 因此年輕的漁夫們每天必須從遠處前來海邊

工作. 震災前, 這些由親戚, 鄰居一起從事的工作, 現

在由於多數人的離去, 於是造成人手不足的嚴重問題. 

且預定削平山丘, 造成高台建設房屋的計畫, 迄今尚未

動工. 真不知何時才能在此過新生活. 

  雖是狀況如此嚴酷, 漁夫們仍不止步地向前行進, 

總是滿臉笑容的迎接我們. 外行人的我們能作的雖有

限, 且不知能否能幫助漁業的再開, 但即使力量微薄, 

也希望能為他們增添一點力量. 

  在災區, 有很多地方確實能看見且感覺到已有重

建的成果, 但仍有大部分卻連一點重建的跡象也沒有. 

我們希望能盡一點微力陪伴著荻浜及牡鹿半島的災民, 

朝著重建復興的方向一步一步走出去.  
 (以馬忤斯石卷, 職員, 中野可菜) 

從海的這邊看荻浜 

國内募捐達成金額 

 (2013年 10月 21日為止) 

日幣 615,152,025円 

 

幫忙在漁業用浮標上寫商店號 

 

日本基督教團東日本大震災救援募金 

目標金額    日幣１０億円（只限國内） 

匯票収款人  ゆうちょ銀行 

轉帳戶頭    記號番號 00110－6－639331加

入者名    日本基督教團東日本大震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