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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的视角

各地区计划根据“各地区计划推进制定委员会”中的
讨论，登载了第4期计划所重视的措施及活动内容。
● 揭示各地区“争取实现的理想形态”。
● 对各项“重点措施”分别进行“具体活动”的整理。

第4期计划的要点
基本理念/整体目标 第4期计划将继承以往计划的思路。

各地区计划

构成内容超越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外国人等对象、领域的框架。
● 登载了为解决各地区共同课题（关键词：人才、机会/场所、信息、守护等），

区政府、区社会福祉协议会、地区护理广场的地区活动支援措施。
→

● 登载了为解决区域课题，区政府、区社会福祉协议会、地区护理广场的采取举措。
→

对开展第4期计划时应重视的视角进行了整理。

区域计划

促进的视角

为促进地区福祉保健的开展，
培养必要的意识，并构筑开展体制

为了促进开展地区福祉保健工作，需要所有居民秉持相互帮助的
意识，实施相关措施。关于开展活动、措施的各种人才及相关体制，
应由区政府、区社会福祉协议会、地区护理广场等相关机构进行活
动支援体制的构筑完善。

发现需要支援的居民，并提供支援，
同时构筑体制，确保发生困难时
能够主动寻求帮助

在需要支援的居民中，不仅有日常生活中与地区社区建立了纽带
的人，还有尚未建立纽带的人。所以，需要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
手段传递相关信息。此外，需要地区整体开展各种活动，促进构筑
相关体制，确保需要支援的居民能够拥有与地区社区建立纽带联
系的机会，并在日常生活中开展守护活动。

与企业、社会福祉法人、NPO法人等
多样性主体开展协作/合作，
以此促进地区福祉保健的开展

仅仅依靠现有团体，只能开展有限的活动，为了更加促进地区福祉
保健活动的开展，需要与企业、社会福祉法人、NPO法人等多样性
主体开展协作/合作。各种主体参与其中，可望取得现有活动的充
实，发现解决课题的新方法等效果。

开展的视角１

开展的视角3

开展的视角2

重点项目Ａ

重点项目Ｂ

绿区的
广大居民建立紧密纽带，
在相互帮助、协作的
同时开展本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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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计划 区域计划
实施主体 ◆ 各地区 实施主体 ◆ 区政府、区社会福祉协议会、地区护理广场

每位居民秉持主人翁意识，进行相互帮助、实现紧密纽带的城市建设

各地区计划由各地区居民与区政府、区社会福
祉协议会、地区护理广场合作制定、开展，登载
了符合各地区特性的重点措施及具体活动。

登载了根据绿区特性，解决各地区共同课题的各地区
计划活动的基础性措施，以及为解决区域课题，区政
府、区社会福祉协议会、地区护理广场的采取举措。

①东本乡地区
②鸭居地区
③竹山地区
④白山地区
⑤新治中部地区
⑥三保地区

⑦山下地区
⑧新治西部地区
⑨十日市场団地地区
⑩雾丘地区
⑪长津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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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①②

③

④
⑤⑥

⑦

⑩

⑧

⑨⑪

<重点项目A-1>
确保、培养地区活动的人才
<重点项目A-2>
支援地区活动团体的运营
<重点项目A-3>
构筑地区活动及交流的
机会、场所
<重点项目A-4>
加强地区活动的信息传递
<重点项目A-5>
促进地区生活中的
守护体制建设
<重点项目A-6>
对与多样性主体开展协作/
合作的地区活动提供支援

<重点项目B-1>
运用数据推进实施举措
<重点项目B-2>
构筑促进解决课题的体制
<重点项目B-3>
超越各种背景的束缚，
构筑居民相互理解的氛围
<重点项目B-4>
构筑通过生活地区
提供支援的体制
<重点项目B-5>
实施与多样性主体
开展协作/合作的举措

重点项目A
各地区计划的基础性措施

重点项目B
区域整体措施

争取创建可供任何居民一直安心生活的绿区

基本理念

协作/合作
信息共享
梳理课题

整体目标（理想形态）

整体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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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新治中部地区

⑥ 三保地区

⑦ 山下地区

⑧ 新治西部地区

⑨ 十日市场团地地区

⑩ 雾丘地区

愿构筑可供下一代一直安心、
欢笑生活的城市

利于开展治安、防灾的安全、安心的城市建设

能够促进下一代发展的城市建设

建设能够确保居民间建立面对面良好关系的城市

1重点
措施

2重点
措施

3重点
措施

争取建立地区纽带及互助，构筑可供任何居民
一直健康生活的城市

建设居民间相互守护、相互帮助的城市

建设便于获得必要“信息”的城市

重视地区的“纽带”，构筑可一直健康生活的城市

1重点
措施

2重点
措施

3重点
措施

十日市场团地⸺任何居民均觉得
“居住这里是最佳选择”、“希望一直居住下去”

建设不断“守护”、相互帮助的地区

开展地区信息的传播活动

充实地区活动的内容，在地区中建立“纽带”

1重点
措施

2重点
措施

3重点
措施

⑪ 长津田地区
近邻居民、各种年龄段居民秉持相互理解配合的
意识，实现长津田居民的紧密联系。
笑容和朝气是地区的宝贵财产，
更加构筑充满希望的长津田！

珍视相互的纽带，在贴近地区日常生活的
领域建立联系

着眼于下一代的居民间交流

加强信息的传递

1重点
措施

2重点
措施

3重点
措施

雾丘⸺治安、防灾、教育 
日本第一的城市

通过可开展活动的机会、场所，进行重视纽带的
城市建设

安全、安心、健康的城市建设

1重点
措施

2重点
措施

朝气蓬勃彼此问候！
充满笑容 愉快相聚 新治西部

在地区内构筑面对面的良好关系，
加深彼此的交流

开展能够促进下一代发展的活动

尽量向更多的居民传递地区信息

1重点
措施

2重点
措施

3重点
措施

建设可和谐守护、相互帮助的伙伴关系

愿重视地区内的纽带，并积极开展相关活动

通过活动、交流，开展守护、相互帮助

1重点
措施

2重点
措施

④ 白山地区
通过自助、共助、近助实现安全、安心的
白山社区建设～依靠白山的纽带实现团结！～

＜福祉＞
防止孤立化，拓展纽带

＜治安＞
提升地区的治安能力

＜儿童的健全培育＞
争取实现易于育儿的地区建设

1重点
措施

2重点
措施

3重点
措施

＜环境＞
针对垃圾、美化、全球变暖等课题，地区内整体开展治理措施

＜防灾＞
培养地区的防灾能力4重点

措施

5重点
措施

④ ⑤

⑥

⑦

⑩

⑧

⑨

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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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计划
各地区的“争取实现的理想形态”及重点措施

①
②

③

④⑤

⑥

⑦

⑩
⑧

⑨⑪
东本乡地区

鸭居地区新治西部地区

三保地区

山下地区

白山地区
新治中部

地区

十日市场団地地区

雾丘地区

长津田地区

竹山地区

绿区11地区的
所含区域

山下地区
护理广场

绿区政府

① 东本乡地区 ② 鸭居地区

③ 竹山地区

东本乡⸺地区充满活力，广大居民觉得安心、
安全，居住这里是最佳选择

今后继续作为安心、安全的地区，建立纽带、
互相帮助，共享欢乐

为解决各项主题中存在的课题，
地域内各团体协作开展活动

任何居民均可轻易获得地区信息

1重点
措施

2重点
措施

3重点
措施

建设可安全、安心生活的城市

开展各种地区活动及志愿者活动等的体制构筑，
采取减轻人才负担的措施 构筑体制，实现各年龄段、各团体间的交流

开展活动，共享需要守护的人的相关信息，
构筑可正确、迅速传递信息的方法

1重点
措施

2重点
措施

3重点
措施

鸭居⸺人人主角 以地区为舞台 
充满人情的城市
～愿意一直居住的鸭居 为您奉献笑容！！～

争取建设地区内相互帮助，重视纽带的城市

争取建设安全、安心的城市

1重点
措施

2重点
措施

① ②

③

东急田园都市线

田奈站田奈站

十日市场站十日市场站

中山站中山站

鸭居站鸭居站

长津田站长津田站

JR横滨线JR横滨线

长津田地区
护理广场

长津田地区
护理广场

霞丘地区
护理广场
霞丘地区
护理广场

十日市场地区
护理广场
十日市场地区
护理广场

・ 中山地区护理广场
・ 绿区社会福祉协议会
・ 中山地区护理广场
・ 绿区社会福祉协议会

东本乡地区
护理广场

东本乡地区
护理广场

鸭居地区
护理广场
鸭居地区
护理广场

儿童之国线

町田方向

土笔野站

东急田园都市线

铃悬台站

环
状
4号
线

国
道
24
6号
线

中
原
街
道

东
名
高
速
公
路

中
央
林
间
方
向

青叶台站
薊野方向

新横滨方向

恩田川

鹤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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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B　区域整体措施
登载了解决区域内存在课题的区政府、区社会福祉协议会、地区护理广场的举措。

运用客观数据等手段，推进实施地区评估，
与地区共享课题，同时研究制定必要的举措和
活动，并付之于行动。

推進の視点 1相关：

为实现专门机构与地区活动团体开展协
作，采取解决区域内课题的措施，运用有专门机
构参加的会议及地区活动团体的进修等机会，
开展强化网络建设的活动。

超越疾病、残疾等各种背景的束缚，开展加
深多样性理解的活动，并为当事人及家属之间
的交流活动提供相关支援，以促进地区居民相
互尊重、相互帮助。

为了确保需要支援的人能够获得合理的支
援，进行支援机构的职责、职能的宣传，同时开
展体制建设，确保可在必要时联系支援机构，获
得咨询等机会。

运用数据推进
实施举措

构筑促进解决课题的
体制

超越各种背景的束缚，
构筑居民相互理解的氛围

促进地区生活中的
守护体制建设

实施与多样性主体
开展协作/合作的举措

B-5

B-1

B-3

B-2

B-4

为解决区域内课题，与企业、大学等进行协
作、合作，从而发挥各自的优势，开展解决区域
内课题、满足区域内需求的活动。

开展的视角 1相关：

开展的视角 1相关：

开展的视角 1相关：

开展的视角 1・2相关：

开展的视角 1・3相关：

为了促进大家建设可供任何人安心、
自由健康生活的“横滨”，
地福酱正在城市各处守护着广大居民。

地福酱

横滨市地域福祉保健计划的
官方吉祥物

开展的视角关于　　　　　　　   ，

详细内容请参阅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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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Ａ　各地区计划的基本措施
登载了解决各地区共同课题的区政府、区社会福祉协议会、地区护理广场的举措。

为了确保、培养地区活动的人才，通过与相
关机构协作实施的讲座、进修、交流等活动，开
展必要的支援活动，以促进协调工作的开展，最
终带动志愿者的交流及地区活动。

开展的视角 1相关：

在启动、运营地区活动时，关于必要的支援
制度及优秀事例等进行信息提供，同时促进地
区活动团体的交流，并开展团体间网络的构筑
及强化。

为了在地区内构筑亲密交流的机会、场所，
提供支援，确保地区活动不断进行，同时作为活
动、交流的场所，开展地区资源的发掘等活动。

为促进地区活动相关信息的更有效、更广
泛的传播，设置信息传播方法的学习机会，同时
除了区政府、区社会福祉协议会、地区护理广
场，还利用相关机构及企业等的各种宣传媒介，
为信息传播等活动提供支援。

为确保在地区生活中构筑居民间面对面的
良好关系，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地区活动及讲座
等，积极培养守护意识。此外，与地区、商店等企
事业团体开展协作，采取能充实守护体制内容
的措施。

开展的视角 1・2・3相关：

开展的视角 1・2・3相关：

确保、培养地区
活动的人才

支援地区活动
团体的运营

加强地区活动的
信息传递

促进地区的
守护体制建设

对与多样性主体开展协作/
合作的地区活动提供支援

A-1

A-3

A-5

A-2

A-4

A-6

  为解决在开展地区活动的过程中面临的问
题，与社会福祉法人及NPO法人等地区团体开
展协作、合作，对地区活动团体提供支援。

开展的视角 1・3相关：

开展的视角 1・3相关：

开展的视角 1・3相关：

构筑地区活动及
交流的机会、场所

区域计划　重点项目及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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