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公害地区变成了什么样？

公害问题正在解决吗？

污染已经没有了吗？

还有被病痛折磨着的人吗？

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

为了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2010 年 8 月 5 ～ 8 日）   

在新泻水俣病的病发地组织了一次学习活动。

传达公害地区现状的调研旅行－ 2010

探访新泻水俣病地区（摘要版）

　下面介绍一部分我们在当地的感受。



●

日本海

信濃川

●

新潟市

新 潟 県

福 島 県

阿賀野市

旧昭和電工
鹿瀬工場

新潟空港

環境と人間の
ふれあい館

●

阿
賀
野
川

●

●

●
●

环境与人类交流馆

阿贺野市

旧 昭和电工

鹿濑工厂

新泻机场

新泻市

信浓河

新泻县

福岛县

4天的调研旅行

２

在下流进行的野外考察，能

够看到后面的松滨渔港

听取了新泻水俣病受灾者协

会各成员的讲话

分小组听取患者们的讲话 请关川智子医师给我们讲解了水俣病诊断方

面的知识

第二天从早上开始也同时进行了野鸟观察会 野外博物馆项目制作了连环画剧

《阿贺野川物语》

与安田患者协会的诸位一起谈话、唱歌的愉快时刻

请旗野先生带我们参观了阿贺野河 在和熊本的水俣对面所

摆放的“阿贺的地藏菩萨”

向阿贺野患者协会的各位听取了

与河流相关的生活情况 
与阿贺野患者协会的各位恳谈中

野外博物馆事业制作了连环画剧

《草仓铜山物语》

去往草仓铜山，昭和电工进行参观的小

组现场情况 



3

第4天（8月8日）

听取了冢田真弘馆长（环境与人类交流馆）围绕新泻水俣病的现状以及设立资料馆的经过所进行的报告。在质疑

答辩中“新泻水俣病受灾者协会（第 1 次诉讼 ：被认证为患者）和受害者协会（第 2 次诉讼 ：未被认证为患者）

对于设立资料馆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等，我们听到了很多希望探寻到解开错综复杂的事

实与关系性等的声音。但是高田委员认为“在这个地方学习的意义就是在于此。通过明天会遇到的人们的表情以

及揣摩他们说话的真正意思，来进行思考”。高田委员暗示了学生们应注意互动的视角。

第1天（8月5日）

分班进行听证和野外现地调查。既有一整天都在资

料馆以及菱风庄周边度过的小组，也有去到阿贺野

川流域的安田地区、上流的鹿瀬和草仓铜山的小组。

下午开始准备第 2 天的发言交流会。即使是听了同样的报

告，小组成员的理解也是千差万别。认真倾听每个人的感

想，对事实进行详细的确认，集中想传达的事情，澄清隐

藏的事实比预想的要花时间，很多小组一直到第二天的凌

晨还在准备。

第3天（8月7日）

距离 2009 年的三天两夜的“访问富山痛痛病的病发地”已经过去了 1年。

今年把调研活动的日程增加为四天三夜，加上通过对更多的人们的采访以及野外考察等使这次的调研活动内

容更加的丰富了。继去年参加活动的 7 名成员，加上留学生、新进成员等，这次活动共从全国 12 个都道府县

（包括工作人员）聚集了 43 人。

第2天（8月6日）

发言的情景

发表交流会于 9 ：30 分开始，参加交流会的有冢田馆长以及第 2 天和第 3 天给予

我们帮助的各位。怀着紧张的心情，在说话当事人面前，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

感所思进行了发言。

    吃完午饭，做为 4 天的回顾，所有的人都做了一下总结。一起分享了“虽然

请到作为原告的患者参加了这次活动，我们见到的不是跟官司打交道的患者，而

是种着西瓜，腌着咸菜的患者……，能遇到日常生活中的患者，我们对此表示感

谢”“这是亲身感受到不单单是用公害这两个字就能解决事实和感情的 4 天”等感

想之后，踏上了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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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

和坂东 克彦律师一起去了松滨（阿贺野河下流）

……对于媒体的报道是怎么想的呢？

不想在受灾者协会公开名字。大半儿的人都不想把事情弄大。虽然也有在进行第3次，第4次诉讼，

做为受灾者协会来说“尽可能悄悄的进行”……虽然有症状，但是毕竟年龄都大了，不想被大

肆报道……很遗憾。我们也想让子孙后代知道，但是说实话不想公开。

齐藤 忠平 先生

（新泻水俣病受灾者协会）

桥本 广一先生

（新泻水俣病受害者协会） 

坂东 克彦 先生          

（坂东克彦法律事务所 律师）

通过采访新泻水俣病受灾者协会的各位了解了受害情况和日常生活。

…… 为 什 么 坂 东 老 师 能 一 直 坚 持 参 与 涉 及 水 俣 病 呢？ 原 动 力 又 是 什 么 呢？                          

我有很严重的耳鸣。像你们正在说的内容我就不能理解，不知道你

们在说什么。真的很难受。还有半夜醒来就睡不着了。我每天大约

吃 8 种药。有治疗麻木的，还有治疗心脏病的药。特别是头部，有

眩晕的症状，药的名字我不知道。疼起来的时候，没有一天好过过。

虽然大家看我可能跟正常人没什么差别……。

我吃 4 种药，还要进行湿敷。一到冬天，手脚

时冷时热。不得不伸到被子的外边。感觉身体

僵硬时，痉挛会越发厉害。

这要追溯到 1968 年的 1 月，当我第一次去水俣，去到收容了胎儿性水俣病的孩子们的私立康复

中心医院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在一个房间里面有好几个胎儿性水俣病的孩子，他们不能站立、不

能动、不能说话、不能唱歌、更不能读书，流着口水，有的就一直躺着，又或者是盘腿坐着，只

能嗷嗷的叫，看到那个情况，我感到非常的愤怒。在愤怒的同时，我看到其中一个人拄着拐杖艰

难地站起来时，我被这种顽强的生命力感动了。那个时候的情景到今天为止都让我记忆犹新。当

我很生气的时候，我知道那些孩子们一直在我的身后。有两个我。一个是在敌人面前战斗的坂东，

另一个是冷静的注视着跟敌人战斗着的我，激励我的坂东。我们需要另一个坂东，也正好有这么

一个人。即使其他的人们离开了水俣，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知道了水

俣病，与水俣的偶遇塑造了今天的我。

第 2 天、第 3天 各小组听证会的情况

A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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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采访小武节子女士（第 2 次诉讼原告）了解了受害情况和审判情况。

…… 能 够 走 到 今 天 来 到 这 里 讲 话， 您 经 历 了 怎 样 的 历 程 呢？                                                            

我能够走到今天，也是多亏了共同斗争会议的人、辩护团、医生团、支援者他们的热情。

不图任何回报的人们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尽管有很多这样的人们，但是我们的患者却

隐藏起来不出声。我觉得为了报答那些无私的人们，必须有一个人出来做出牺牲，因此

我才突然改变态度决定要努力一下。（中略）我认为人必须要发出声音。当发生了什么变

化的时候，怎么说呢，不管多么小的事情，还有孩子们，不管什么事情，最重要的就是

要发出声音，我一直说遇到事情一定要说出来。 小武 节子 女士

（新泻水俣病受灾者协会会

跟安田患者协会的各位还有旗野秀人先生（冥土礼品

策划）一边吃午饭，一边进行了交流。

……我在大阪做老师，

大家有什么想传达给小学生的吗？

 如果把水俣病做为特别的事物来看待的话，便很难传达更多的信息。今天的现场气氛也是

这样，大家七嘴八舌的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开放感，才说出了大家

的真心话。在座的各位也可以感觉到，小组成员们都得到了很多超过预想的收获。

 

很为难啊（患者们）

旗野 秀人 先生

（冥土礼品策划）

“很为难啊”（笑）最容易理解的就是“患者们都还活着

呢”（笑）虽然之前觉得已经不行了，但依旧活的挺好的……。我们不

是交流馆里的讲述部的人，像“希望类似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这样老

师想听的漂亮话，我们是说不出来的。 

非常喜欢唱歌并在八十八岁寿辰时出了 CD 的参治先生给大家演唱了马牛贩子的歌《BAKUROUUTA》。大

家一起合唱了《DONPANBUSI》（秋田县的代表性民谣）《咚－咚－嗙−嗙》（拟声词）。大家并非将新泻

水俣病做为“特别的事情”来看待，而是通过自身的理解接受了它。

在安田地区的现地参观结束时，旗野先生做了最后总结……。

B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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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组

通过采访山田幸子女士，了解了受害情况和审判情况。

……在沼垂诊疗所的关川医师的诊察中，有山田女士您的父母的病历，您是第一次知道了您的父母正在

接受水俣病认定的吗？

  是的。我的父母什么都没有说。得了水俣病是非常不体面的，一定不会跟我们说的。（中略）在不允

许水俣病悲剧再重演的诉讼（第 4 次诉讼）时，有人曾问我“能不能成为审判的原告”，当时我连怎样

成为原告都不清楚。在活动的最初，哪怕是几个人，我想如果能够唤醒像我这样的一无所知的人也是好的。          

                                                                                         

山田 幸子 女士 （新泻水俣

病阿贺野患者协会 副会长）

以前就有过手脚发麻等症状，但自己却从来没想过这是水俣病。看电视时，关

川医生在电视上进行讲话。“应该还有很多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得了水俣病，

也就是说还隐藏着很多患者。”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病。考

虑了一晚后，我查找了沼垂诊疗所的电话号码，拨通了电话。

山田女士的话语里，让我们强烈地感觉到了她想唤醒患者的决心。在提到有关和解和国家动向的时候“不要以

为只救助我们就可以了，还要给今后能够举起手来的人们留下救济之路，这是最起码的条件”的话也体现了这

个决心。

以阿贺野川为背景，采访了阿贺野患者协会的各位

白仓 静枝 女士

（阿贺野患者协会）

我做过民生委员，平成 10 年（1998 年）退职了，到平

成 20 年（2008 年）一直是做咨询顾问。建议人们什么样

的事情可以找什么样的人商量，虽然没有什么权力，主要是

给一些建议吧。但是，一旦到了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主要是立场问题，

却说不出口了。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坂井先生，加入了阿贺野患者

协会。我很感激他。以前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一直被头晕呀恶心

呀耳鸣等病痛困扰……

…… 患 者 协 会 的 活 动 内 容 是 什 么 呢？                                                   

患者协会是实现患者要求的协会。患者的要求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承认是水俣病患者，加

害者要向受害者赔礼道歉，补偿及时支付，妥善做好救济工作；还有就是对包含原告之外的所

有受害者进行救济，使公害得到全面的解决。（醋山事务局长）

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其结果关系到全世界环境污染源头的消灭。我觉得我们的协会正在做

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真的不是单纯的只为了自己的得失在行动。像这样的组织基本上没有。      

（权瓶 义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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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组
采访近 四喜男先生（讲述部）

因为害怕人们对水俣病有偏见和受歧视，有人竟然说“从来没有吃过淡水鱼”，

其实大家都有在吃啊。不管来了什么样的客人，只要有阿贺野河的鱼，就不会

失礼，以此撑颜面。“淡水鱼最好吃了，没有能胜过淡水鱼的款待了……”。这

是直到水俣病被公开，一直顽强活着的我父亲的话。真是那样子的。

近 四喜男 先生

（新泻水俣病受害者协会） 

− - 县和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并没有驱除村民们的担心

新泻县的动作是非常快的。在公开消息四天后，新泻县和新泻大学就组成了调查团，对 1 万 9000 人进行了调查。县和国家

能够如此快速的反应，我们表示感谢，但是这并不没有驱除村民们的担心。实际上村民们担心的是吃什么样的鱼，吃多少的

量会得水俣病，但是县和大学的目的是怎样对患者进行调查，目的是完全不同的。

作为现地调查博物馆项目体验之一，

我们参观了草仓铜山和昭和电工。

采 访 了 负 责 新 泻 水 俣 病 教 材 开 发 的                            

波多野 孝先生（乙小学副校长）

  …… 这 么 多 年， 您 一 直 都 在 教 新 泻 水 俣 病 的 课 吧。                                        

我周围基本上没有在教新泻水俣病的老师。但是有很多的小学的老师因为研修到交流馆来。但

只是来看看就完了。把所看到的变成《教材》，用来授课是比较困难的。

在教科书里，详细的写着地球温暖化呀沙漠化等，很少写着新泻水俣病和熊本水俣病。所以，

我发动了制作新泻水俣病的教学方案的运动。在全县发放了这个教学方案，有县的义务教育课

的支援，真的使教学方案得以实践了，终于可以开始了。虽然我因教新泻水俣病的课被人们说

成“特别”的老师，但是如果这成不了“普通”的话就不正常了。波多野 孝 先生

（胎内市立乙小学 副校长）

正在对昭和电工进行讲解的高野先生和参加者  排水沟的情况



8

福岛 市男 先生          

（元 新泻日报记者） 

坂东 克彦 先生（坂东克彦

法律事务所 律师

山田 幸子 女士（新泻水俣

病阿贺野患者协会 副会长）

旗野 秀人 先生

（冥土礼品策划）

关川 智子 女士

（沼垂诊疗所 医生） 

小山 护 先生（新泻县福祉

保健部生活卫生课）

小池 美夏 女士（新泻县福

祉保健部生活卫生课）

小武 节子 女士（新泻水俣

病受害者协会 会长）

醋山 省三 先生（新泻水

俣阿贺患者协会 事务局）

在第 2 天与第 3天中我们采访的各位

冢天 真弘 先生（新泻县立

环境与人类交流馆 馆长） 

高野 秀男 先生（新泻水俣

病共同斗争会议 事务局长）

近 四喜男 先生（新泻

水俣病受害者协会） 

波多野 孝 先生（胎内市

立乙小学 副校长） 

中村 周而 先生（新泻联合

法律事务所 律师）

安田患者协会的各位 新泻水俣病阿贺野患者协会的各位

 阿贺野河流域地区
        野外调查博物馆项目的各位

新泻水俣病受灾者协会的各位

（按日语五十音图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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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照片和相关地图资料对第二天及第三天的受访者做了介绍之后，活动成员们总结道：

 “通过听证会深刻地感受到，传达是使人们改变的原动力”，“被讲解者的身姿所感动”，“在聆听讲解地

同时，可以感受到来自讲解者

所发出的信任感……”，并且“正因为被信任，我们才更应该义无反

顾的去取付诸于行动”。

 另外成员们还列举道，对于律师坂东先生所说“应当树立‘公害裁决发祥之

地’纪念碑，由于有害物质水银而产生污染的地区也应该立碑纪念等”，“不

再重复—水俣诉讼受害者组织也提出了‘树立慰灵碑’以及‘组织慰灵活动’

的愿望。”这让成员们感到，“即便所站立场不同，在对事故的解决态度及期

待的方向性上还是存在着共通之处。”

以《在明与暗中～我们看到的新泻水俣病～》为题，由于立场的不同，有时“明”会变成为“暗”，

而有时则相反，报告者向我们陈述了自己所看到的“明”与“暗”。引用近先生的讲话，发言

者将“阿贺野河＝我和大家的生命之河／县所采取措施／新的羁绊”作为“明”，将“公害病对身体的影响／人际

关系的扭曲（家庭、朋友、地区）／与阿贺野河的恩惠没有联系的现代生活”作为“暗”进行了介绍。

另外，通过阿贺野河流域野外博物馆项目，把“县带头，作为新的切入口向鹿濑地区迈出步伐的勇气／想学习水

俣病的人们亲自到鹿濑地区来了／挖掘在阿贺野河流域地区渐渐被遗忘的历史”作为“明”，把“从现在的学习

活动中的内容，无法知道新泻水俣病患者的现状／宽广的阿贺野河，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在其中开展项目是很困

难的／只能从车窗里看昭和电工／（今后）还能持续吗？能在此扎根吗？”作为“暗”进行了传达。在此基础上，

作为目睹了这些“明”与“暗”的我们，为了传递这些信息，“我们能做些什么”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话进行了宣言。

来参加发言和交流会的诸位人士

阿贺野河流域野地调查博物馆项目事务局的各位、醋山省先生、高野秀男先生、近四喜男先生、冢田真弘先生、波多野先生、旗野秀人先生、坂东
克彦先生、福岛市男先生（按日语五十音图的顺序） 

Ｃ班

Ｄ班

介绍了坂东律师所说“每个地域都有每个地域的常识。不进入

这一地域是无法了解的。”以及旗野秀人先生的为人，“旗野先

生是为了作为人能更好地与人相处而进行活动的”。当说到高野秀男先生“以杜

绝公害为目标，我被他那战斗的身姿所感动”时，说话的小组成员声音颤抖了。

最后，大家总结到“当了解到不同立场的人通过各种形式对患者进行支援后，

在今后如何建设出让患者更易生存的体系是今后的课题。”同时还播放了渡边参

治先生在千唐仁集会所所演唱的“咚嗙歌”，在那悠扬的歌声中发言者似乎对“更

易生存社会”的形象有了些许把握，发言者的表情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从要想将有各自不同立场的人们组织到一起，必须去

“创造适当机会”的视点出发，指出“昭和电工与患者”、

“患者与患者”、“当地居民与患者”之间相互关连的重要性，并在《在阿

贺的生活》中受到启发，提出了“分别设立新泻水俣病档案”的提案。

最后作出宣言“今天，我们要将 8 月 8 日做为我们自己的新泻水俣病纪念

日”。在他们的发表中，大家感到小组成员们在介绍通过新泻水俣病纪念

日来提高自己对水俣病的意识时，眼中流露出一种坚定的目光。

第 4 天 发言及交流会的情况

A 组

B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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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电工株式会社的听证会

……化学物品自主责任管理活动（Responsible Care　Management）

内容是否包含有水俣病的相关内容。

有关水俣病的具体历史及内容，并没有实施具体的教育。CSR 报告是以企

业整体进行规划的，对于工厂全部流程以及制造管理或是安全管理都非常

重要。水俣病的历史对于本企业而言是沉重的一课，理解了这一点才能进

而理解我们为什么开展这样的活动，从而有效的推行活动内容。

　8 月 9 日，参加者与工作人员共 10 名，对作为新泻水俣病的直接责任企

业的昭和电工进行了访问，就企业方的想法进行了咨询。因为是调研活动

的第二天，对于活动中的感受以及萌生的问题也进行了传达，请公司的相

关工作人员进行了解答。

 昭和电工对针对新泻水俣病所尽的责任问题进行了“作为直接原因企业，

用诚挚的心态，竭尽所能的开展了各项挽救工作”的阐述，并引用相关判

决内容进行了说明。“第一次新泻水俣病诉讼时，采取了服从判决的形式

来承担相关责任，并坚信这样才是最合适的”，“第二，在判决后不到两年

的时间里，作出了受害者与昭和电工都能接受的圆满解决”等，列举了公

司努力承担相关社会责任的各项措施。

  并且，针对第二次诉讼，列举了“以赞同协助相关组织参加地区再生振

兴的形式对新泻县进行了 3 亿日币的捐助”的事例，并且捐助金的一部分

被用于建设“环境与人类交流馆”，工作人员说：”虽然是间接行为，但

也是对本县的启蒙教育活动尽了责任“。

　

 此外，对于“地区贡献”，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一下陈述。

我认为地区贡献，归根到底是在于地区雇佣这一点。比起在地方建立生

产点，在海外进行生产活动，从经济合理性这一点来看是成立的……。

与之前鹿濑地区的几千人的雇佣先比，如今真的已经很少。业务员以及

合作企业的雇佣只维持在 100-200 人左右，从这一点来看对地区是有一

些贡献的。

●质疑答辩（选萃）

……较早的开展了化学物品自主责任管理（Responsible Care 

Management）※活动，新泻的经验是契机之一吗？

的确是这样的，作为原因企业，很遗憾有这样不幸的历史，而这也正是我们的动力，鞭策我们较早的展开了化学

物品的自主责任管理活动。

　※化学物品自主责任管理活动（Responsible Care　Management）

化学物品的生产企业对产品从实验室研制到生产、分销、使用以至最终销毁的各个环节确保及改善其“环保 /安全 /健康”为目的的自主管理活动。



参加者的感想 ＊调研活动报告选萃 

　应当为患者们制造更多的讲述水俣病的机会。不必非要通过“讲述人”

这样的公共形式，哪怕只是被孙子问到也同样可以讲。而如何使孩子们

去寻问爷爷奶奶“什么是水俣病？”，为此我们还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

（中略）即便查阅新泻县（省）或新泻市的主页，关于水俣病只能从“医

疗”这一栏中找到，没有与儿童学习网页进行链接。从病患治疗的角度

讲，医疗方面的信息自然不可缺少，但我感到从要将病患知识进行推广

的角度讲，还迫切需要增加从“河・水”、“环境”、“环境教育”等关键

词对水俣病的接触体验及相关信息的链接。通过本次调研活动，我认识到，

公害问题中其实包含了环境教育、地区建设、CSR 等众多课题。

　再次翻阅调研笔记，里面记满了受害者的呼声和支援者诸位的想法。

这让我们每一位参加者又回到当时的心境。经过与大家一起思考水俣病，

使我深深体会到，与患者会相同，作为个人我们有太多无能为力，而当

我们聚集到一起时便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因为有那段大家一起思考水俣

病的经历，才能使我们此刻的心境得以复苏，并且由此得到了勇气，知

道水俣病，不忘记它，并继续思考。未来是由每一位受害者及当地的相

关者与我们去共同创造的，为此对水俣病保持关注是很重要的。对于在

这次活动中遇到的人，都不希望本次活动成为一个终止符。所以我建议

将 8 月 8 日订为新泻水俣病纪念日。相信这一天将成为连接新泻水俣病

的未来与今天的桥梁。或许创造未来对与我们而言还有许多未知数，但

为了不让未来消失，我们有能够做到的事情。

 我们再这里听到了很多希望被忘记、希望被抹去的记忆。我们又能做些

什么呢？怎样做才可以回应讲述部及为我们讲述那段痛苦回忆的诸位的

心情呢？想到这些，不禁想起从媒体的视角讲述水俣病的福岛先生的发

言。福岛先生在发言的结尾时我曾问到“即非媒体，亦非当事人，我们

自己又有什么可以做到的呢？”紧接着他告诉我们“是去想像”。让我们

站在新泻水俣病患者的立场去思考，便会察觉那些必须去做的事情，而

不是无谓担心“我能去做什么”。我们在本次调研活动中，在当地接触到

了很多事实情况，并做了深入的思考。无论在记忆中还是心中，我们都

积累了大量的“想像”的素材。

内田 香奈

（NPO 法人 环境市民）

平野 真 

（都留文科大学 学生）

大泽 龙

（琦玉大学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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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害地区的现状调研活动 − 2010 

探访新泻的水俣病地区

日期：2010 年 8 月 5 日～ 8日（4日 3夜）

参加者：43 名（学生 23 名／教师 10 名／社会人士 10 名）

主办：（财团法人）公害地区再生中心

工作人员等：

   板仓 丰（京都精华大学 教授）

   井上 有一（京都精华大学 教授）

   大龙 彩（Tao 舍 代表）

   小田 康德（大阪电机通信大学 教授／蓝天财团附属 西淀川・公

害与环境资料馆 馆长）

   白神 加奈子（水岛财团 研究员）

   高田 研（都留文科大学 教授／蓝天财团理事）

   西村 仁志（同志社大学 准教授）

   林    美帆（蓝天财团 研究员）

2011 年 3 月 发行

发行：财团法人公害地域再生中心（蓝天财团）

　邮编：555-0013  大阪市西淀川区千舟 1-1-1 蓝天大厦 4层　

　TEL：81-06-6475-8885  FAX：81-06-6475-5885  WEB：http://www.studytour.jpn.org( 公害地区的现状学习活动 )

　蓝天财团，对受害实际情况及相关人员的生活，活动事迹等公

害经验进行了保存，并努力将这些传达于后世。但随着日月的流

逝，冲淡了人们对苦痛的记忆，现在的人们已多数不了解当年的

情形。

    本次调研活动，对 2009 年土壤污染／ 2010 年水俣病／ 2011

年大气污染分别进行了实地考察。活动结束后对成果进行了总结，

向社会传递《公害地区的现状》的同时，希望能够制作成一份可

以活用于今后环境教育的教材。相信本次调研活动不单其本身是

一系列珍贵的学习机会，而且在未来的学习实践中也将是承前启

后的一课。

■借发行之便 ～发起本次学习活动时的想法～

！information
 关于本活动的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害地区的现状调研活

动》。新泻水俣病的历史及访问的内容等，皆有详细刊载。

→ http://www.studytour.jpn.org

2009 年 富山           

探访痛痛病发地

2010 年 新泻

探访水俣病地区

2011 年 大阪

探访西淀川大气污染地区 

2011 年 8 月 8 日～ 11 日 计划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