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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零開始的災後重生 5

在黑暗的集會所製作了 1,000 個飯團
～內陸地區的居民們～

　從過去的海嘯受害得到教訓，之後南三陸町便以地區整體來進行防災訓練。訓練時，各個
地區的集會所也會進行炊煮的訓練。昔日的傳統裡，每當舉辦婚喪喜慶時，居民們就會互相
配合製作宴會料理，除了防災訓練外，舉辦祭典等活動時，也常會有炊煮的機會。因此地方
上的居民協力製作大量的飯團是駕輕就熟之事。
　
　發生東日本大地震後，在激烈的搖晃與海嘯警報中，內陸的居民們馬上就意識到有炊煮熱
食的必要。雖處於停電通訊中斷的狀況下，但大家互相打氣、各自帶來儲備的食材聚集於集
會所，靠著手電筒與蠟燭的燈光，不停的捏著飯團。其中也有原是來到這裡避難的居民，也
跟著大家開始著手炊煮的工作。

　然而，米缸見底。雖有儲備著的糙米，但因電力尚未恢復供應而無法碾米。人們絞盡腦汁
想到了將農業用的機器動力拿來碾米，這才能持續提供避難者們的飲食。

　南三陸町直到 2011年 5月中旬才恢復供電，同年 8月恢復自來水的供應。

▲居住在內陸地區的居民們馬上聚集，將儲備的米、井水、瓦斯筒等拿到避難所為製作飯團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