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跨代共居、舒适宜居、充满生气的社区～ 

广岛市 

2020年 5月 



 

 

 前言 
 
随着少子老龄化等问题日益加剧，基町地区的各种社区问题逐渐显露，从 2013 年 7 月制

定激发基町住宅区活力计划至今，激发地区活力的工作一直在持续推进。 

但是，计划制定后的 5 年间，难以确保社区活动负责人等问题愈发严峻，从而需要更迅速

地推进措施。 
 
为此，基町地区所展望的未来蓝图于 2018 年 12 月被定位为“打造跨代共居、舒适宜居、

充满生气的社区”，本区居民等群众与广岛市政府共享了“立足于未来的基町地区的社区建设

愿景”。 

在本愿景中所描绘的未来社区不仅以居民生活为重，让社区焕发新活力，并拟利用本地区

紧邻市中心的特点，牵动广岛市的进一步发展。而要实现上述愿景，不能局限于以往的措施，

还需开展新措施。 
 
在该思路的指导下，为实现愿景而开展必要的措施，此次新制定了《激发基町地区活力计划》。 

在新计划中，在软性措施方面提出了助推年轻家庭、育儿家庭入住以及优化教育环境等措施；在硬性措施方面，计划开展完善助老设

施、滨水绿地空间的建设等新措施。 

今后，期望在本区居民等群众与广岛市政府的协作下，稳步推进本计划所提出的各项措施，努力实现“打造跨代共居、舒适宜居、充

满生气的社区”的目标。 



第 1 章 激发基町地区活力计划简介 
 

 

 
 

 

 

 

 
 
 
 
 
 
 
 
 
 
 
 
 
 
 
 
 
 
 
 
 
 
 
 
 
 
 
 
 
 
 
 
 
 
 
 
 

 

1 计划的目的 
伴随着老龄化趋势加剧，基町地区显露出社区活动停滞等各种社区问题，为了实现“跨代共居、

舒适宜居、充满生气的社区”而开展激发地区活力的措施，修改激发基町住宅区活力计划，制定

出了新计划。 

 

2 计划实施方针 

基町地区仅由市营住宅楼群、小学、托儿所等公共设施组成，而该用地为国有土地，因此在完善

硬件设施方面，尤其需要行政的参与。因此，基本思路是在本区居民等群众与行政的协作下开

展工作。 

此外，在旧计划中采用一直以来作为象征基町地区居民之间互帮互助的口号——“纽带”作为

激发活力（社区建设）的基本理念。本次在新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也将其作为关键词。 

 

3 计划实施时期 

谨记本区居民等群众与广岛市政府在 2018 年 12 月共享的“立足于未来的基町地区的社区建设

愿景”，在本计划中列举了将在约 10 年间开展的措施。另外，伴随地区的情况和周边环境的变

化，根据需要修改计划。 

 

4 重点项目及重点措施 
为提高本计划的实效性，设定了“重点项目”，并将该项目所对应的措施中有望获得显著效果的

内容定位成“重点措施”，并注明其目标和实施主体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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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基町地区的现状与问题 
 

 

 
 

 

 

 

 
 
 
 
 
 
 
 
 
 
 
 
 
 
 
 
 
 
 
 
 
 
 
 
 
 
 
 
 
 
 
 
 
 
 
 
 
 

 

基町地区以国有土地为用地，仅由市

营住宅楼群、市营商铺、小学、托儿所、

幼儿园等公共设施组成。其中，市营住宅

楼群包括 1956年度至 1967年度期间建设

的 17 栋中层楼（管理户数为 615 户），以

及 1971 年度至 1975年度期间建设的 3 栋

高层楼（管理户数 2,769 户）。 
在建成 40 年后，随着设施陈旧老化，

目前产生了如下问题，需要尽早应对。 
 

问题 1 少子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 
基町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为 47.4%，与上一计划的制定时期（2013 年）相比

上升了 4.1 个点。因此，自治会等社区团体干部的老龄化进一步发展，需要确保

社区活动的新一代负责人。 
此外，未满 18 岁的儿童比例为 9.4%，低于广岛市整体的比例，与上一计划

的制定时期（2013 年）相比也减少了 1.0 个点。基町小学的儿童人数也从 119 人

减少至 89 人。 
 

问题 2 居民的生活习惯因国籍而异 
广岛市整体的外国人比例为 1.6%，与此相比，基町地区的比例高达 22.2%。

针对垃圾投放、噪音等生活规则相关的问题，需要跨越生活习惯和文化的差异进

行应对。 
 

问题 3 社区的生气和活力下降 
由于周边地区的商业设施增多，基町地区的市营商铺的客流减少，地区内的

公开活动、社区活动也有所减少，社区的热闹程度和活力呈现下降趋势。 

2 

＜基町公寓的概况（截至 2019 年 4 月 1 日）＞  
分 类 中层楼 高层楼 总计 

管理户数 615 户 2,769 户 3,384 户 

入住户数 454 户 1,952 户 2,406 户 

入住人数 783 人 3,264 人 4,047 人 

 
* 入住户数及入住人数包括以参与社区活动为条件被特例批准入住的年轻

家庭及学生。 

＜上一计划制定时期（2013 年）与现住居民的世代比例对比＞ 

〔基町地区〕 
2013 年 

未满 18 岁 不小于 65 岁 

2019 年 

 
〔广岛市整体〕 

2019 年 

* 截至每年 4 月 1 日的数字（广岛市整体的数字截至 3 月 31 日）。 
 

 18～64 岁



第 3 章 基町地区所展望的未来蓝图 
 

 

 
 

 

 

 

 
 
 
 
 
 
 
 
 
 
 
 
 
 
 
 
 
 
 
 
 
 
 
 
 
 
 
 
 
 
 
 
 
 
 
 
 
 

 

 

 

 基町地区所展望的未来蓝图  

 
“跨代共居、舒适宜居、充满生气的社区” 

3 

在激发基町地区活力的计划中，将“跨代共居、舒适宜居、充满生气的社区”作

为未来蓝图。为了实现该目标，提出围绕着以下三大支柱与六大领域开展工作。 

 

 

4 多元文化交融的社区 
外国人与日本人互相认可彼此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的差异，在理解与尊重的基

础上互相交流的社区。 
 

5 充满自然生机的魅力社区 
有效利用位于旧太田川河岸的县营基町住宅遗址，以及与中央公园相连的水

体和绿地，确保开阔的自然生态空间，营造充满生机和魅力的社区。 

舒适宜居的基町 

 

6 具有良好交流氛围的社区 
有效利用基町购物中心等设施，创造相识和交流的场所，营造充满生气与魅

力的社区。 

充满生气的基町 

 

1 跨代共居的社区 
助推年轻家庭和育儿家庭入住，营造跨代共居的社区。 
 

2 具有良好教育环境的适宜育儿的社区 
基町小学将在本区居民的协助下，创造能够因材施教并培养扎实学力的教育

环境，为应对将来儿童人数的增多做好准备。另外，同时优化幼儿教育、保

育环境，营造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家长能够轻松育儿的社区。 
 

3 老年人能够安心生活的社区 
设立具有住宿功能的看护机构，创造子女与父母可就近居住的环境，让老年

人能够安心生活。 

跨代共居的基町 

助推年轻家庭、育儿家庭入住 
（年轻家庭、育儿家庭的户数比例为 11.3%  25%） 

旧太田川（本川）

确保滨水绿地空间

引进带住宿功能的看护机构

县营基町住宅遗迹

翻新第 17 公寓等楼房

中央公园广场

计划的对象范围 

优化保教质量

优化基町小学的教育质量 

充实“基町项目”内容

激发基町购物中心的活力

基町公寓高层楼

基町小学 

基町幼儿园、
基町托儿所 

广岛城

基町公寓中层楼 



第 4 章 为实现未来蓝图而采取的措施（激活社区活力的道路） 
 

 

 
 
 
 
 
 
 
 
 
 
 
 
 
 
 
 
  
 
 
 
 
 
 
 
 
 
 
 
 
 
 
 
 
 
 
 
 
 
 
 
 
 
 
 
 
 
 
 
 
 
 
 

 

为外籍居民提供支
持和帮助等 

充满自然生机的 
社区 

在 2020 年度内开设具有住宿功能的看护机构等以完善

各种助老设施，同时营造让老年人得到关照的互帮互助

环境。 

除了通过开设由外籍市民咨询员提供服务的生活咨询

窗口等为外籍居民提供支持和帮助之外，还将运营交流

沙龙等以创造外国人与日本人交流的场所。 

将来，计划有效利用与中央公园相连的水体和绿地，确

保开阔的自然生态空间，并在 2024 年内开始第 17 公寓

的建设施工。 

通过改造设施以及创造交流的场所等措施，激发已陈旧

老化的基町购物中心的活力，并通过举办面向本区居民

等群众的交流会等，致力于活跃社区气氛。 

通过基于熟练度的个别化指导以及“放学后儿童教室”
等措施，进一步优化基町小学的教育质量；通过针对每

个孩子的具体情况提供适当的支持和帮助等措施，进一

步完善幼儿教育、保育环境。除此之外，为孩子们创造

活动的场所、可去之处等。 

通过面向年轻家庭、育儿家庭的公开招募和返乡就业人
员等的特例批准入住，将年轻家庭、育儿家庭的户数比
例从 11.3%增加至 25%，以及推进利于居民在社区中发
挥自身作用的环境建设等措施。 

 

 

 

4 

【未来蓝图】 

 

【基町地区的问题】 

生气和活力下降 

【主要措施内容】 

【基町地区的特点】 

用地为国有土地 

仅由市营住宅楼
群与公共设施组

紧邻市中心 

年轻家庭、 
育儿家庭减少 

小学儿童减少 

老龄化问题 
日趋严重 

外国人的生活 
规则问题 

  

2 具有良好教育环境
的适宜育儿的社区 

 

1 跨代共居的社区 
 

3 老年人能够安心
生活的社区 

跨代共居的基町 

 

 

6 具有良好交流氛
围的社区 

4 多元文化交融的
社区 

 

5 充满自然生机的
魅力社区 

舒适宜居的基町 

充满生气的基町 

问题 3 

问题 1 

问题 2 

助推年轻家庭、 
育儿家庭入住等 

优化基町小学的教
育、保教质量等 

完善助老设施等 

激发基町购物中心
的活力等 

 

加
固
社
区
的
“
纽
带
”︐提
升
基
町
地
区
的
魅
力 



第 4 章 为实现未来蓝图而采取的措施 
 

 

 
 

 

 

 

 
 
 
 
 
 
 
 
 
 
 
 
 
 
 
 
 
 
 
 
 
 
 
 
 
 
 
 
 
 
 
 
 
 
 
 
 
 

 
“跨代共居的基町” 

 

跨代共居的社区 
针对因老龄化等原因而缺乏社区活动负责人的问题，为了在确保人才的同时维

持及激发社区的活力，积极助推年轻家庭和育儿家庭入住，通过调节居民年龄层比例

的平衡，营造跨代共居的社区。 

此外，采取批准曾在基町地区居住过的返乡就业人员入住等措施，吸引对基町地

区有感情的居民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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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推年轻家庭、育儿家庭入住 

 实施特例批准入住以及社区方面的接收工作 

 确保可立即投入社区活动工作的人才（返乡就业人员） 

 实施面向年轻家庭、育儿家庭的公开招募以及社区方面的接收工作 

 确保被特例批准入住的居民可用的停车场 

 确保人口达 4 人的家庭的住房  

■ 营造居民能够发挥自身特长的环境 

 构建面向年轻家庭等居民的志愿者人才库的体制 

 举办年轻家庭等居民与本区居民的交流会 

 营造易于参与社区活动的环境               等 

为实现“跨代共居的社区”而采取的主要措施 

1 

 
 
助推年轻家庭、育儿家庭入住 

 

将基町公寓的整体户数中年轻家庭、育儿家庭户数所占比例（11.3%）增加至与

广岛市整体相同的比例（25%），以营造跨代共居的社区。  
 【重点措施】 实施特例批准入住以及社区方面的接收工作 

为了确保社区活动负责人，对于因为收入达到一定水平而未符合本来的入住条件的

家庭等（年轻家庭、学生、为了照料父母等家人而返乡就业的人员、社区贡献者），

以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为条件，特例批准入住基町公寓。与此同时，致力于营造接收

新居民的环境，以利于居民在此长期安居。 

 

 

 

 

重点项目 

 

目 标 计划在 2021 年度内特例批准 55 户入住。 

实施主体 
【社区及行政】 

社区的职责： 为挖掘社区需要的人才和迎接新居民成为社区的

一员而积极与居民沟通以及营造良好氛围等 
行政的职责： 制度等体制构建、居民招募、申请受理等 

 

*图片仅供参考。 



第 4 章 为实现未来蓝图而采取的措施 
 

 

 
 

 

 

 

 
 
 
 
 
 
 
 
 
 
 
 
 
 
 
 
 
 
 
 
 
 
 
 
 
 
 
 
 
 
 
 
 
 
 
 
 

 
 

营造居民能够发挥自身特长的环境 
 

为了让入住基町公寓的年轻家庭和育儿家庭等居民确实参与到各种社区活动并

发挥自身特长，营造对此有利的环境尤为重要。 

为此，通过建设年轻家庭等居民可轻松获得社区活动信息，且便于社区居民邀请

年轻家庭等居民的体制，以及创造可增进公寓居民之间、公寓居民与本区居民之间的

沟通联系而利于培养集体感的场所等措施，致力于营造居民积极参与其中的社区环

境。 

  

 【措施】 构建面向年轻家庭等居民的志愿者人才库的体制 （社区） 
有效利用社会福祉协议会的志愿者人才库的制度，建立将作为社区活动负责人

入住的年轻家庭等居民注册入库的机制。 

此外，为了让居民放心地参与社区活动工作，推进志愿者活动保险的投保工作。 

 

 【措施】 举办年轻家庭等居民与本区居民的交流会（社区） 
作为年轻家庭、育儿家庭等居民入住后的跟进工作，举办面向年轻家庭等居民

与本区居民的交流会，以增进公寓居民之间、公寓居民与本区居民之间的沟通

联系，以及营造易于参与社区活动的环境。 

 
 【措施】 营造易于参与社区活动的环境 （社区） 

开展社区工作或举办社区活动时，为便于年轻家庭和育儿家庭等居民参与社区

活动，采取事先提供信息以及积极邀请居民参加等措施。 

 

 

 

 

 

 

 

 

 

 

 
 
 
 

 

 【重点措施】 确保可立即投入社区活动工作的人才（返乡就业人员） 
针对被特例批准入住的居民中，曾在基町公寓居住过并作为社区活动负责人回到社

区的返乡就业人员，建立由本地推荐熟悉基町地区并有望成为社区活动负责人的人

选的体制，以确保可立即投入社区活动工作的人才。 

 
 
 
 
 
 
 
 
 

 

 【重点措施】 实施面向年轻家庭、育儿家庭的公开招募以及社区方面的
接收工作 
在基町公寓的居民招募（定期公开招募）方面，面向年轻家庭、育儿家庭（仅限于

收入等条件符合市营住宅申请资格的家庭）进行公开招募。与此同时，致力于营造

接收新居民的环境，以利于居民在此长期安居。 
 
 
 
 
 
 
 
 
 
 【措施】 确保被特例批准入住的居民可用的停车场 （社区与行政） 

存在因为停车场不足而对申请入住迟疑不决的事例。针对该情况，通过灵活运用停

车场有效利用地区内的空置区域。 

 

 【措施】 确保人口达 4 人的家庭的住房 （行政） 
在高层楼的住房改修工程中，采取将 2 套住房合并成 1 套住房等措施，修建大面积

住房以提供给人口达 4 人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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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项目 

 

目 标 每个年度面向年轻家庭、育儿家庭，公开招募 50 户家庭入住。 

实施主体 

【社区及行政】 

社区的职责： 为迎接新居民成为社区的一员而积极与居民沟通

以及营造良好氛围等 

行政的职责： 制度等体制构建、居民招募、申请受理等 

 

 

目 标 
在 2021 年度内特例批准 55 户家庭入住，其中至少包括 10 户返乡

就业人员。 

实施主体 
【社区及行政】 

社区的职责： 挖掘及推荐有望成为社区活动负责人的返乡就业

人员 
行政的职责： 建立本地推荐的机制以及审查被推荐人的入住条

件等 

多世代参加基町地区町民运动会的盛况 
（每年 10 月举办） 

基町地区町民运动会的盛况 
©基町项目 2019 ©基町项目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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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代共居的基町” 

 

具有良好教育环境的适宜育儿的社区 
基町小学将在本区居民的协助下，创造能够因材施教并培养扎实学力的教育环

境，为应对随着育儿家庭入住后儿童人数的增加做好准备。另外，同时优化幼儿教育、

保育环境，营造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家长能够轻松育儿的社区。 

 
 
 
 
 
 
 
 
 
 

 
 
 
 
 
 
 
 

 
 

 

 

 

 

 

 

 

 

 

 

 

 
 
 
 
 
 
 
 
 
 
 
 
 
 
 
 
 
 
 
 
 
 
 
 
 
 
 
 
 
 

 

                优化基町小学的教育质量 
 

通过进一步加强课后学习等补习教育，以及采用少人数的授课形式以根据每个儿

童的熟练度进行细致指导等措施，创造优良的教育环境。 

此外，有效利用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儿童馆等有计划地完善的特点，在基町

小学加强多元文化共生教育及提高基础学力，并促进与邻近的幼儿园、托儿所的合作

和交流。 
 

 【重点措施】 贯彻实施基于熟练度的指导 
通过采取根据熟练度进行指导、把握学生的日语能力并进行细致的日语指导以

及让大学生参与教学以活跃学校的气氛等措施，贯彻实施基于熟练度的指导以

提高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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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 

2 
 

■ 优化基町小学的教育质量 

 贯彻实施基于熟练度的指导 

 开办“放学后儿童教室” 

 幼儿园、托儿所与小学密切联系 

■ 优化保教质量 

 根据每个孩子的实际情况提供更好的支持 

 促进孩子与家长的国际理解 

■ 营造可轻松育儿的环境 

 运营及有效利用 HONOBONO 文库基町 

 为孩子们创造活动的场所、可去之处 

 完善及加强对孩子的关照、犯罪防控体系           等 

为实现“具有良好教育环境的适宜育儿的社区”而采取的主要措施 

 

目 标 让所有儿童感到上学是件快乐的事情。 

实施主体 

【行政】 

行政的职责：对全年级实施基于熟练度的指导 

实施基于熟练度的日语指导 

通过配备专门的学校图书管理员完善学校图书馆 

*图片仅供参考。 



第 4 章 为实现未来蓝图而采取的措施 
 

 

 
 

 

 

 

 
 
 
 
 
 
 
 
 
 
 
 
 
 
 
 
 
 
 
 
 
 
 
 
 
 
 
 
 
 
 
 
 
 
 
 
 

 

 【重点措施】 促进孩子与家长的国际理解 
通过配备职员及引进翻译设备等帮助外国孩子的保育以及托儿所与家长的沟通，

在确保与外国人家长顺畅沟通的同时，为孩子和家长创造接触多元文化的机会，

促进相互理解。 

 

 

 

 

 

营造可轻松育儿的环境 
为孩子们创造活动的场所、可去之处，完善和加强对孩子的关照和犯罪防控体系

等，致力于营造能够轻松育儿的环境。 
 
 【措施】 运营及有效利用 HONOBONO 文库基町 （社区） 

为了将关照活动发展成为多世代广泛参与的活动，将基町地区社会福祉协议会运

营的“HONOBONO 文库基町”作为交流的场所进行有效利用。 
 
 【措施】 为孩子们创造活动的场所、可去之处 （社区及行政） 

通过由前任教员和大学生等人员提供学习支持、地区的志愿者团体运营育儿开放

空间等措施，为孩子们创造活动的场所、可去之处。 
 
 【措施】 完善及加强对孩子的关照、犯罪防控体系 （社区） 

开展以老年人为主的“亲密接触安全推进队”在上下学时护送儿童、以基町小学

的家长等居民为中心的“美人蕉俱乐部”管理关照摄像头等活动。 
 
 

 

 

 

 

 

 

 

 

 

 
 【重点措施】 开办“放学后儿童教室” 

在学校的空余教室和儿童馆，通过与社区协调与配合运营“放学后儿童教室”，

除了提供课后学习的支持，还开展各种体验活动。 
 
 
 
 
 
 
 
 【措施】 幼儿园、托儿所与小学密切联系（行政） 

将基町小学作为幼儿园、托儿所和小学的合作据点，促进与幼儿园、托儿所的合

作和交流。 

 

优化保教质量 
 

对于外国孩子逐渐增多的基町托儿所，为了让孩子们能够适应社会生活，以及顺

利衔接到小学，使用图画和照片等视觉化的辅助工具，以帮助孩子们更快掌握生活用

语。与此同时，让孩子们在一起玩耍的过程中，培养遵守规则的精神和沟通能力。 

此外，为了与外国人家长进行顺畅的沟通，为孩子和家长创造接触多元文化的机

会，促进相互理解。 

 

 【重点措施】 根据每个孩子的实际情况提供更好的支持 
通过配备帮助外国孩子的保育以及托儿所与家长的沟通的职员，致力于提供更加

符合每个孩子实际情况的支持。 

具体内容有：觉察到每个孩子的需求，接纳孩子的感受，保证孩子内心的安定

感。不局限于语言，通过增加图片和照片等一目了然的视觉化辅助工具，帮助

孩子们更快掌握生活用语。让孩子们在一起玩耍的过程中，培养遵守规则的精

神、各种场合所对应的用语和表达方式、自我感受的表达方法等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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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项目 

重点项目 

 

目 标 让所有托儿所里 5 岁至 6 岁的儿童感到在园生活愉悦。 

实施主体 
【行政】 

行政的职责：根据每个孩子的实际情况提供更好的支持 

 

目 标 每年在托儿所举办一次交流会，让孩子和家长接触多元文化。 

实施主体 

【行政】 
行政的职责：举办可接触到多元文化的交流会 

 

 

目 标 让所有儿童感到上学是件快乐的事情。 

实施主体 

【社区及行政】 

社区的职责：开展学习支持和各种体验活动 

行政的职责：协助及支持活动的策划和运营等所有工作 

 

护送孩子们上学的活动 孩子们的可去之处“HONOBONO 文库基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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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代共居的基町” 

 

老年人能够安心生活的社区 
让所有在基町地区长期住惯的老年人们能够继续安心居住，需要从硬性措施和软

性措施两方面入手。 

如要让健康的老年人们享受内心充实的生活，提供实现人生价值的场所和可去之

处等将是有效的措施。对于需要生活援助等帮助的老年人，开设提供看护服务的设施

以及健全能够接受生活援助的机制等措施将会发挥作用。 

为此，我们将致力于完善助老设施以及营造老年人与社区互帮互助的环境，并为

需要生活援助的老年人创造与子女就近居住的环境，以此实现老年人能够安心生活的

社区。 

 

 

 

 

 

 

 

 

 

 

 

 

 

 

 

 

 

 

 

 

 

 

完善助老设施 
 

为了让老年人能够安心地在基町地区生活，将具有住宿功能的看护机构引进基町

地区内。 

 

 【重点措施】 引进具有住宿功能的看护机构 
将旧基町诊所的市营商铺中的空置店铺作为看护机构侯选地，而拆除原有建筑，

招募及筛选开设、运营具有住宿功能的看护机构的服务商，以引进看护机构。 

 

 

 

 

 

 
 
 
 
 

重点项目 

3 

 

目 标 在 2020 年度内开设具有住宿功能的看护机构。 

实施主体 
【行政】 

行政的职责： 招募及筛选开设、运营看护机构的服务商并将国有

土地转租给服务商等 

 
■ 完善助老设施 

 引进具有住宿功能的看护机构 

 推进无障碍设施改造 

 通过改善居住环境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便利 

■ 营造互助的环境 

 关照老年人活动 

 老年人实现人生价值的活动、就业 

 运营各种交流沙龙等 

 老年人的生活援助 

 完善及加强防灾、避难机制 

■ 创造子女与父母可就近居住的环境 

 引进返乡就业人员的入住制度               等 

为实现“老年人能够安心生活的社区”而采取的主要措施 

*图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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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 推进无障碍设施改造 （行政） 
通过加宽新设看护机构前面的人行道，在地区内的坡道上涂抹防滑涂料等措施，

不断完善便于老年人利用的设施。 

 

 【措施】 通过改善居住环境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便利 （行政） 
为了改善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等居民所利用的居住环境，在高层楼住房的改修工

程中，除了采取去除室内地面的高低差以及安装扶手等措施，对满足与地区内

其他住户更换住房等需求也有所考虑。  
 

 

 

 

 

 

 

营造互助的环境 
 
加强老年人的关照网络，让所有老年人都能够在长期住惯的基町地区生活，并致

力于实现自助、共助、公助等机制齐全的社区共生社会。 

 

 【措施】 关照老年人活动（社区及行政） 
社区包括支援中心作为协调员，与各种社区团体协作，致力于老年人关照活动

信息的统一管理和共享。 

 

 【措施】老年人实现人生价值的活动、就业（社区及行政） 
通过注册“社区达人”，挖掘人才以及有效利用老年人活力焕发活动积分项目等，

为老年人提供创造人生价值的活动和就业的场所。 

 

 【措施】 运营各种交流沙龙等 （社区及行政） 
运营“HONOBONO 基町”等所有社区居民都能够轻松造访并可促进互相交流

的交流沙龙。 

 

 

 【措施】 老年人的生活援助 （社区及行政） 
居民志愿者造访需要生活援助的老年人的住所，提供打扫和清理垃圾等生活援

助服务。 

 
 【措施】 完善及加强防灾、避难机制 （社区及行政） 

通过自主防灾会开办防灾课、有效利用避难行动需要支援者名单、制作社区防

灾地图等措施，完善和加强防灾、避难机制。 

 

 

 

 

 

 
 
 

创造子女与父母可就近居住的环境 
 

创造父母与照料父母的子女能够就近居住，能够安心生活的环境。 
 

 【措施】 引进返乡就业人员的入住制度 （行政） 
为了让曾在基町地区居住过并为了照料父母而返乡就业的人员可以入住基町地

区，在年轻家庭等被特例批准入住的对象中新增返乡就业人员，让子女与父母

能够就近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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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项目 措施项目 

制作社区防灾地图时的情景 在交流沙龙“HONOBONO 基町”开展健康体操活动 基町地区敬老会（于每年 9 月举办） 基町地区敬老会 
©基町项目 2019 ©基町项目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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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宜居的基町” 

 

多元文化交融的社区 
与广岛市其他地区相比，基町地区的外国人比例较高，针对垃圾投放、噪音等生

活规则相关的问题，需要跨越生活习惯和文化的差异进行应对。 

因此，为了让外籍居民了解日本的生活规则、生活习惯和文化，融入日本的生活

环境，积极提供相关的说明和信息。 

此外，营造外国人与日本人互相认可彼此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的差异，在理解与尊

重的基础上互相交流的社区。 

 
 

 

 

 

 
               为外籍居民提供支持和帮助 
 

在外国人比例较高的基町地区，通过加强入住市营住宅时的说明和分发资料，以

及完善咨询体制，促进外籍居民对日本生活习惯的理解。 

 

 【重点措施】 开设由外籍市民咨询员提供服务的生活咨询窗口 
为了帮助相邻居住的外国人与日本人营造和谐共生的环境，定期开设由使用汉语

的外籍市民咨询员提供服务的生活咨询窗口。 

 

 

 

 

 

 
 

 
 【措施】 制作及分发生活规则的宣传单 （社区及行政） 

制作介绍垃圾投放、噪音等生活规则的外文版（英文、中文）宣传单，分发给居

民以及张贴到布告栏。 

 
 【措施】 完善入住时的说明及分发资料 （社区及行政） 

在新居民入住时，分发外文版（英文、中文）的《入住须知》和《生活垃圾投放

指南》，以确保落实日常生活的规则。 

 
创造外国人与日本人交流的场所 

 
 【措施】 创造外国人与日本人交流的机会和场所 （社区） 

通过运营“HONOBONO 基町”等交流沙龙和举办社区活动，创造与外国人交流

的机会和场所。 
 
 【措施】 运营各种交流沙龙等 （社区及行政）  

运营“HONOBONO 基町”等所有社区居民都能够轻松造访并可促进互相交流的

交流沙龙。 

* 本措施也列举在“老年人能够安心生活的社区”的领域中，因为对本领域的效

果也值得期待而同时列举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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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 

 

目 标 让所有咨询者感到值得咨询。 

实施主体 

【社区及行政】 

社区的职责： 如有社区活动等相关的问题、咨询，为外籍市民咨

询员等人员提供协助和建议等 

行政的职责： 确保外籍市民咨询员（汉语）并将人员配备至基町

管理事务所以及受理咨询等 

措施项目 

 
■ 为外籍居民提供支持和帮助 

 开设由外籍市民咨询员提供服务的生活咨询窗口 

 制作及分发生活规则的宣传单 

 完善入住时的说明及分发资料 

■ 创造外国人与日本人交流的场所 

 创造外国人与日本人交流的机会和场所 

 运营各种交流沙龙等                 等 



为实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社区”而采取的主要措施 

*图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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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宜居的基町” 

 

充满自然生机的魅力社区 
有效利用位于旧太田川河岸的县营基町住宅遗址，以及与中央公园相连的水体和

绿地，确保开阔的自然生态空间，以此为市民创造出水绿交融的身心休憩之处，实现

充满生机和魅力的社区。 

 

 

 

 

 

 

 

 

 

 

建设滨水绿地空间 
 

将来计划有效利用从旧太田川河岸的县营基町住宅遗址延展至中央公园的水体

和绿地，确保开阔的自然生态空间，营造充满生机和魅力的社区。 
 

 【措施】 将县营基町住宅遗迹改造为开放空间 （行政） 
国有土地“县营基町住宅遗迹”是受政府的委托而进行管理的，暂定计划是改

造成开放空间，以便于本区居民和市民将部分区域用于开展社区团体活动等。 

 

 

 

 

 

 

 

 

 

                

 

 

 

        翻新第 17 公寓 
 

对于市营基町公寓的中层楼（第 1～17 公寓）的翻新工程，考虑利用高层楼和

县营基町住宅遗址的部分区域。 

在展开第 17 公寓翻新工程之际，不仅要确保现住居民所需的住房户数，引进助

推年轻家庭入住的体制，还将致力于引进本区居民的集会设施和社区所需功能。此

外，关于将来如何利用第 17 公寓的市营商铺，另外进行探讨。 
 

 【重点措施】 翻新第 17 公寓 
根据“广岛市市营住宅管理计划”翻新第 17 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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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点项目 

 

目 标 在2020年度内决定建设场所和居民户数，在2024年之前开始施工。 

实施主体 
【行政】 

行政的职责：根据“广岛市市营住宅管理计划”翻新第 17 公寓 
 

 措施项目 

暂定将部分区域作为开放空间进行改造的县营基町住宅遗迹 

  
■ 建设滨水绿地空间 

 将县营基町住宅遗迹改造为开放空间  

■ 翻新第 17公寓 

 翻新第 17 公寓                  等 

为实现“充满自然生机的魅力社区”而采取的主要措施 



第 4 章 为实现未来蓝图而采取的措施 
 

 

 

 

激发基町购物中心的活力 
 

基町购物中心建成 40 年后，已经呈现出陈旧老化、生气消退的趋势。但是，因

为该购物中心位于基町地区的中心，从地理位置和设备方面来看，拥有便于居民利用

的环境，将来可作为集中配置生活便利设施的场地。 

因此，立足于长期维持和存续的观点，推进有助于激发社区活力的设施改造和入

驻商户的招募活动，营造成充满魅力和生气的设施。 

特别是将购物中心的中央广场及其附近的商铺作为本区居民等人们相识和交流

的场所进行有效利用。 

 

 【重点措施】 作为相识和交流的场所有效利用 
探讨中央广场及其附近的商铺的公益用途，作为本区居民等人们相识和交流的

场所进行有效利用。 

 

 

 

 

 

 

 

 

 【重点措施】 改造楼顶和通道等区域的共用部分的设施 
针对陈旧老化的楼顶和通道、天窗、内墙、厕所等共用部分，通过采取楼顶防

水施工和将传统光源更换成 led 光等措施，对设施进行改造。 

 

 

 

 

 

 

 
 

 

 

 

目 标 在 2021 年度内开始设施的改造施工。 

实施主体 
【行政】 

行政的职责： 根据本区居民及入驻商户的意见和要求实施设

施改造等 

 
 

 

 

 

 
 
 
 
 
 
 
 
 
 
 
 
 
 
 
 
 
 
 
 
 
 
 
 
 
 
 
 
 
 
 
 
 
 
 
 
 
 

 
“充满生气的基町” 

 

具有良好交流氛围的社区 
由于基町地区的居民和入驻商户的老龄化以及设施的老旧化，并伴随着周边地

区的商业设施增多，市营商铺的利用者和地区内的活动、社区活动减少，导致社区的

生气和活力日渐消退。 

因此，需要有效利用基町购物中心等设施，创造相识和交流的场所，营造充满生

气与魅力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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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点项目 

 

目 标 在 2021 年度内对可作为人们相识和交流的场所利用的空间开

始整备。 

实施主体 
【社区及行政】 

社区的职责： 探讨及实施活动、交流会等 
行政的职责： 确保及整备空间等 

 

 
■ 激发基町购物中心的活力 

 作为相识和交流的场所有效利用 

 改造楼顶和通道等区域的共用部分的设施 

 招募有助于激发社区活力的入驻商户 

■ 活跃社区气氛 

 充实基町项目内容 

 运营各种交流沙龙等 

 举办年轻家庭等居民与本区居民的交流会 

 营造易于参与社区活动的环境             等 

为实现“具有良好交流氛围的社区”而采取的主要措施 

*图片仅供参考。 



第 4 章 为实现未来蓝图而采取的措施 
 

 

 
 

 

 

 

 
 
 
 
 
 
 
 
 
 
 
 
 
 
 
 
 
 
 
 
 
 
 
 
 
 
 
 
 
 
 
 
 
 
 
 
 
 

 

 【措施】 营造易于参与社区活动的环境 （社区） 
开展社区工作或举办社区活动时，为便于年轻家庭和育儿家庭等居民参与社区活

动，采取事先提供信息以及积极邀请居民参加等措施。 

* 本措施也列举在“跨代共居的社区”的领域中，因为对本领域的效果也值得期

待而同时列举在此。 

 

 

 

 

 

 

 

 

 

 
 

  
 【重点措施】 招募有助于激发社区活力的入驻商户 

在与商业街工会等组织协商的基础上，以及指定有望给社区带来生气的行业和营

业时间段的前提下，对入驻商户进行招募。 

 
 
 
 
 
 
 

活跃社区气氛 
 

重视人与人的相识和连接，通过创造地区内外的人相识和交流的机会和场所等，

活跃社区的气氛。 

 

 【措施】 充实基町项目内容 （社区及行政） 
以“从基町报道广岛的复兴与创造”为主题，从“学习（基町的社区特点）”“塑

造（基町的新魅力）”“连接（基町内外）”这三大方向，与广岛市立大学合作，推

进以年轻人为中心的创造性文化艺术活动和社区交流等活动的“基町项目”。此

外，通过鼓励让年轻人在基町参与各种体验项目，吸引年轻人在社区长期定居。 

 

 【措施】 运营各种交流沙龙等 （社区及行政）  
运营“HONOBONO 基町”等所有社区居民都能够轻松造访并可促进互相交流的

交流沙龙。 

* 本措施也列举在“老年人能够安心生活的社区”等领域中，因为对本领域的效

果也值得期待而同时列举在此。 

 

 【措施】 举办年轻家庭等居民与本区居民的交流会（社区） 
作为年轻家庭、育儿家庭等居民入住后的跟进工作，举办面向年轻家庭等居民与

本区居民的交流会，以增进公寓居民之间、公寓居民与本区居民之间的沟通联系，

以及营造易于参与社区活动的环境。 

* 本措施也列举在“跨代共居的社区”的领域中，因为对本领域的效果也值得期

待而同时列举在此。 

 

 
 14 

措施项目 

原爆慰灵盂兰盆舞大会的盛况（于每年 8 月举办） 原爆慰灵盂兰盆舞大会的盛况 

 

目 标 
每年在指定行业、营业时间段等条件的前提下，对入驻商户进行

2 次招募。 

实施主体 

【行政】 
行政的职责：探讨招募条件并招募、受理入驻商户的申请等 

 

©基町项目 2019 ©基町项目 2019 

在基町购物中心中央广场上举办的活动 在基町购物中心中央广场上举办的活动 

©基町项目 2019 ©基町项目 2019 

基町项目的活动基地（Ｍ98） 基町项目的相关活动 

©基町项目 2019 ©基町项目 2019 



第 5 章 计划的推进体制 
 

 

 
 

 

 

 

 
 
 
 
 
 
 
 
 
 
 
 
 
 
 
 
 
 
 
 
 
 
 
 
 
 
 
 
 
 
 
 
 
 
 
 
 
 

 
 

(5) 推进方法 
由推進协议会把握本计划中列举的各措施的进展情况和验证效果，并在重复以

下 4 个步骤的过程中，对措施进行优化和改善以获得更好的效果。 
 

 

 

 

 

 

 

 

 

 

 

 

 

 

 

 

 
 
 

 
1 设置基町地区活性化推進协议会（暂定名称） 

为了通过掌握本计划所提出的各项措施的进展情况以及检验措施的效果等措施，对

计划的推行进行管理，以确保本计划的有效性，设置了由本区居民代表及广岛市政

府相关部门职员等人员组成的“基町地区活性化推進协议会”（暂定名称），每年至

少召开一次会议。 

 

(1) 会议的名称 
基町地区活性化推進协议会（暂定名称） 

 

(2) 推進协议会的职责 
 把握本计划中列举的各措施的进展情况 

 各措施的效果验证 

 探讨有助于激发活力的新措施 
 

(3) 成员 

本区居民的代表及广岛市政府相关部门的职员等 

* 成员是从将各种需求反映到本计划所列举的措施中的观点出发进行选定的。 

 

(4) 举办频率 
每年至少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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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制定目标、计划 

步骤 2 
执行措施 

步骤 3 
检验措施 

步骤 4 
 

改善优化 



附录（基町公寓等区域的规划图） 
 

 

 

 

 

 
 
 
 
 
 
 
 
 
 
 
 
 
 
 
 
 
 
 
 
 
 
 
 
 
 
 
 
 
 
 
 
 
 
 
 
 
 
 

基町中层公寓 
（第 1～16 公寓） 

基町高层 
第 20 公寓 

中央公园广场 

基町高层 
第 19 公寓 

旧太田川（本川） 

基町托儿所 

广 

岛 

城 

基町购物中心 
县营基町住宅遗迹 

基町高层 
第 18 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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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町中层 
第 17 公寓 

（兼具住宅、商铺功能） 

计划引进看护机构的地点 

【图例】 
 

住宅（市营基町公寓） 

兼具住宅、商铺功能 

商铺（市营基町商铺） 

其他公共设施等 

县营基町住宅遗迹 

基町派出
所

消防局基町分站 
暂定改造为开放空间

的用地 

基町小学 

基町幼儿园 



附录（基町地区活性化计划协议会） 
 

 

 
 

 

 

 
 
 
 
 
 
 
 
 
 
 
 
 
 
 
 
 
 
 
 
 
 
 
 
 
 
 
 
 
 
 
 
 
 
 
 
 
 

 

 

(3) 举办结果 
 

分类 举办日 议题 

第 1 次 2019 年 5 月 27 日 
・ 激发基町住宅区活力计划至今为止采取的

措施及其成果 
・ 激发基町住宅区活力计划的修订方针 

第 2 次 2019 年 10 月 28 日 
・ 新激发活力计划的重点 
・ 新激发活力计划的措施 

第 3 次 2020 年 1 月 7 日 ・ 激发基町地区活力计划（初步草案） 

第 4 次 
根据广岛市的新型冠
状病毒传染病对策方
针取消举办 

・ 激发基町地区活力计划（草案） 
・ 制定计划后的推进体制及推进管理 
 
* 虽然未能举办第 4 次协议会，但让本协议会各
委员了解激发活力计划（草案）内容并听取了
委员们的意见。 

 

 

 

 

 
 
 
 
 
 
 
 
 
 

 

 

 

1 基町地区活性化计划协议会 
(1) 简介 

在制定激发基町地区活力计划之际，为了听取本区居民等群众的意见以及互相交

换意见，于 2019 年 5 月设置了由社区团体代表及广岛市的相关部门的职员组成

的“基町地区活性化计划协议会”，深入进行了各种议论和探讨。 

 

(2) 成员 
 

分类 所属机构、职位等 姓名 

本区居民 

基町地区社会福祉协议会 会长 德弘 亲利 

基町联合自治会 会长 濑户口 寿一 

基町联合自治会 副会长 中村 和正 

基町地区社会福祉协议会 副会长 有马 雄二 

基町地区体育协会 会长 本田 忠夫 

基町学区儿童会联合会 会长 植田 成年 

基町小学 PTA 会长 山本 岸子 

广岛市 

健康福祉局高龄福祉部长 桥场 忠阳 

都市整备局住宅管理、基町地区活性化担当部长 今富 雅夫 

中区副区长 石田 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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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本计划所提措施的一览表） 
 

 

 
 

 

 

 

 
 
 
 
 
 
 
 
 
 
 
 
 
 
 
 
 
 
 
 
 
 
 
 
 
 
 
 
 
 
 
 
 
 
 
 
 
 

 

领域 项 目 措  施 主体 页码 

３ 

老
年
人
能
够
安
心
生
活
的

社
区 

营 造 互 助 的
环境 

老年人实现人生价值的活动、就业 社区及行政 

10 

运营各种交流沙龙等 社区及行政 

老年人的生活援助 社区及行政 

完善及加强防灾、避难机制 社区及行政 

创 造 子 女 与
父 母 可 就 近
居住的环境 

引进返乡就业人员的入住制度 行政 

４ 

多
元
文
化
交
融
的
社
区 

【重点项目】 
为外籍居民提
供支持和帮助 

【重点】 开设由外籍市民咨询员提供服务的生活咨
询窗口 社区及行政 

11 

制作及分发生活规则的宣传单 社区及行政 

完善入住时的说明及分发资料 社区及行政 

创 造 外 国 人
与 日 本 人 交
流的场所 

创造外国人与日本人交流的机会和场所 社区 

运营各种交流沙龙等 【重复列举】 社区及行政 

５ 

充
满
自
然
生

机
的
魅
力
社
区 

建 设 滨 水 绿
地空间 将县营基町住宅遗迹改造为开放空间 行政 

12 
【重点项目】 
翻新第 17 公寓 【重点】 翻新第 17 公寓 行政 

６ 

具
有
良
好
交
流
氛
围
的
社
区 

【重点项目】 
激 发 基 町 购
物 中 心 的 活
力 

【重点】 作为相识和交流的场所有效利用 社区及行政 
13 

【重点】 改造楼顶和通道等区域的共用部分的设施 行政 

【重点】 招募有助于激发社区活力的入驻商户 行政 

14 
活跃社区气氛 

充实基町项目内容 社区及行政 

运营各种交流沙龙等 【重复列举】 社区及行政 

举办年轻家庭等居民与本区居民的交流会 
【重复列举】 社区 

营造易于参与社区活动的环境 【重复列举】 社区 

 

 

 

领域 项 目 措  施 主体 页码 

１ 

跨
代
共
居
的
社
区 

【重点项目】 
助 推 年 轻 家
庭、育儿家庭
入住 

【重点】 实施特例批准入住以及社区方面的接收工
作 社区及行政 5 

【重点】 确保可立即投入社区活动工作的人才（返
乡就业人员） 社区及行政 

6 

【重点】 实施面向年轻家庭、育儿家庭的公开招募
以及社区方面的接收工作 社区及行政 

确保被特例批准入住的居民可用的停车场 社区及行政 

确保人口达 4 人的家庭的住房 行政 

营 造 居 民 能
够 发 挥 自 身
特长的环境 

构建面向年轻家庭等居民的志愿者人才库的体制 社区 

举办年轻家庭等居民与本区居民的交流会 社区 

营造易于参与社区活动的环境        等 社区 

２ 

具
有
良
好
教
育
环
境
的
适
宜
育
儿
的
社
区 

【重点项目】 
优 化 基 町 小
学 的 教 育 质
量 

【重点】 贯彻实施基于熟练度的指导 行政 7 

【重点】 开办“放学后儿童教室” 社区及行政 

8 

幼儿园、托儿所与小学密切联系 行政 

【重点项目】 
优 化 保 教 质
量 

【重点】 根据每个孩子的实际情况提供更好的支持 行政 

【重点】 促进孩子与家长的国际理解 行政 

营 造 可 轻 松
育儿的环境 

运营及有效利用 HONOBONO 文库基町 社区 

为孩子们创造活动的场所、可去之处 社区及行政 

完善及加强对孩子的关照、犯罪防控体系   等 社区 

３ 

老
年
人
能
够
安
心

生
活
的
社
区 

【重点项目】 
完 善 助 老 设
施 

【重点】 引进具有住宿功能的看护机构 行政 9 

推进无障碍设施改造 行政 

10 通过改善居住环境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便利 行政 

营 造 互 助 的
环境 关照老年人活动 社区及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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