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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野城市国际化推进计划 

～连结人・世界・文化的城市「ＯＮＯＪＯ」～ 

【 概 要 版 】 
 

 

计划制定前言 
 
制定计划的目的 

伴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达和运输网络的完善，以及外国人居民的增加等情况，我们当今

所处的社会正在时时刻刻发生着变化。在此背景下，为了应对今后会更加深化的国际化潮流，

当地部门和国际交流相关团体以及行政机关之间合作起来一起推进大野城市的国际化进程是

非常必要的。综上所述，为了实现富有大野城市特色的魅力城市建设这一计划，我们修改了平

成 10 年(1988 年)的「大野城市国际化计划」，制定了更加符合当下情况的「大野城市国际化

推进计划」。 

 

计划的定位 

以「第 5次大野城市综合计划」为基本计划，本计划的定位是对基本计划的一些补充和完

善，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一些具体可行的策略和方案，把这些方案综合地系统地展示出来。 

 

计划的实施时间 

从平成 26 年(2014 年)到平成 30 年(2018 年)的 5 年。 

 
大野城市的国际化现在所面临的现状和问题 
 

大野城市国际化计划的现状 

随着大野城市总人口的增加，外国人市民人数的增加也非常的显著。截止到平成 23 年

(2011 年)年末外国人市民的人口总数为 601 人，和平成 11 年底(1999 年)相比增加了约 1.5

倍。以国籍来排序的话，分别是中国，韩国，菲律宾，美国，四个国家在比例上占据了外国人

口的 81.2％。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大野城市的国际化方面的现状，我们总结了以下 6点。 

①向外国人市民提供的信息不充足 

②和外国人市民之间的交流以及相互了解的不充足 

③推进国际化的人才不足 

④增强外语能力 

⑤对于外国人居民的支援方法 

⑥文化遗产等大野城市文化资源的灵活应用 

 
计划的基本前景 

 
基本理念 

   随着外国人市民的增加，为了应对时刻发生着变化的各种情况和新的课题，我们提出了『连

・ ・结人 世界 文化的城市「ＯＮＯＪＯ」』这一基本理念，努力推进以多文化共生社会为基础

的国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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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目标和基本项目 

 

※ ●为重点项目 

 

基本目标Ⅰ 创建一个可以让外国人也安心的舒适的生活环境 

 

■口译・翻译 

 

●优化充实市政府的窗口服务 

◆在市政府派遣外语翻译（国际化促进员） 

◆使用平板电脑的设备对外国人窗口的应对方法进行调查和研究 

◆在市政府的窗口等处设有外语的传单・宣传手册・说明资料 

◆在市政府，交流中心，公民馆等官方主页上使用外语分发信息 

◆构建政府工作人员的外语翻译统计登陆制度 

 

◎市政府以外的外国人市民支援的优化 

◆实行孕妇・婴幼儿家庭访问和特定保健指导等与市政服务相关服务项目时，派遣一些会说

外语的职员 

◆办理银行和房屋中介的各种手续等与市政服务无关服务项目时，派遣一些志愿者翻译 

◆收到各种机关发放的信件以及宣传手册时，派遣志愿者翻译 

◆提供一些县和 NPO 运行的医疗翻译员的信息 

 

■生活信息 

 

◎制作多国外语指引说明 

 ◆面向外国人制作一些相关信息的指引手册 

 

 ◎关于各种制度提供多国语言的说明信息 

  ◆大野城市介绍视频的外语字幕的制作和播放 

  ◆「市民生活指南」外语版的制作和分发 

◆「正确扔垃圾的方法」外语版宣传手册的制作和分发 

◆提供外语版入住公营住宅的信息 

◆外语版健康手册的制作和分发 

◆提供外语版休息日夜间值班医生的信息 

◆分发外语版母婴健康手册 

◆孕妇・婴幼儿家庭访问时的外语资料的制作和分发 

◆外语版的育儿兴趣小组一览表的制作和分发 

◆大野城市保育所指南外语版的制作和分发 

◆婴幼儿健康检查和疫苗接种的外语版说明的制作和分发 

◆交流中心等公共设施的外语版说明手册的制作和分发 

◆外语版观光手册的制作和分发 

◆国民健康保险，国民年金，各种医疗制度，各种税金制度，上・下水道使用费等外语版手

册的制作和分发 

◆移居此地时发放内含有各种外语版资料的「ONOJO 资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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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小学・中学的学习支援 

◆设置外国人儿童学生教育担当指导主任 

◆通过派遣市民志愿者对儿童・学生进行支援 

◆入学通知，学业援助金申请等外语版资料的制作和分发 

 

■防  灾 

 

●加强外语防灾关联信息的提供 

 ◆设置外语版和插图版的避难所标识 

 ◆灾害发生时增加外语消息传达的手段 

 ◆外语版防灾邮件系统「守护君」的应用 

 ◆避难所在运营时确保翻译志愿者的人数 

 

 ◎防灾意识的启蒙 

  ◆外语版灾害预测地图的制作和分发 

  ◆提供外语的防灾训练信息 

  ◆通过上门讲座等方式对外国人市民进行防灾讲座 

  ◆使外国人了解灾害时援护者申请制度并使其积极注册 

 

■咨  询 

 

◎提供更丰富的咨询窗口相关信息 

 ◆当外国人有烦恼的时候，由志愿者提供相对应的咨询 

   ◆告诉外国人可以哪些窗口是可以用外语进行咨询的（宣传手册和宣传卡的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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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目标Ⅱ 构建多文化共生的社区 

 
■国际化的推进 

 

◎国际化推进员的部署 

 ◆在市政府部署国际化推进员 

 

■相互理解 

 

●增加国际交流的机会 

◆开展国际交流晚会和圣诞晚会，野营等交流活动 

 ◆开展一些可以学习体验外国文化的讲座（国际交流节・文化讲座等） 

 ◆和附近的日本语学校协作开展交流活动 

 ◆开展和外国艺术文化团体以及体育团体的交流 

 

◎关于多文化共生・异文化理解的启蒙 

 ◆开展理解异文化的活动和演讲会等 

 ◆推进关于外国人的人权教育和启发 

 ◆开展以国际交流和国际合作为题目的上门讲座 

 ◆在图书馆设置外语的杂志并提供外语书籍的收集・借出・阅览 

 

■交  流 

 

◎提供外国人市民学习日语的机会 

 ◆开办以外国人为对象的日语教室 

 ◆举办在住外国人的日语演讲比赛 

 ◆提供大野城市近郊的公益日语教室的信息 

 

 ◎加强外国人对日本社会的理解 

  ◆开展可以了解日本文化和习惯的讲座 

  ◆通过家庭烹饪学习班和一日旅行等活动提供体验日本文化的机会 

 

■外国人市民的社会参与 

 

●更好的提供外语的活动的信息 

 ◆市・交流中心・公民馆的官方主页上使用外语发布信息【再发布】 

 

 ◎促进外国人市民参加社区活动 

  ◆通过使用外语主动交谈和提供信息等方式，使外国人市民积极地参加到当地的活动中来。 

  ◆通过平时的主动交谈和提供咨询等，构建当地接受外国人市民的体制。 

  ◆实施以外国人为对象的主观意识调查。 

 

 ◎向当地派遣翻译 

  ◆通过大野城市国际交流协会导入翻译・志愿者翻译信息注册制度 

  ◆在「关爱利用银行（生活支援服务）」中推进翻译人员的注册 

  ◆导入可以介绍外国文化的「外国文化介绍等志愿活动注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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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目标Ⅲ 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育成 

 

■国际交流 

 

●培养富含国际视野的人才 

 ◆开展大野城市中学生・高中生的交流之翼活动 

 ◆对下一代青少年所计划并实行的国际交流活动进行支援 

 ◆对国际交流相关团体在国外举行的国际交流活动进行支援 

 ◆开展外语演讲比赛 

 ◆促进大野城市公务员参加国际交流活动 

 ◆促进大野城市公务员参加有关于外国人人权的研修会 

 

◎促进国际交流活动 

 ◆通过与 NPO（特定非营利活动组织）法人亚洲太平洋儿童会议・福冈支部的合作来实施寄

宿家庭的接收工作 

 ◆实施接收外国人的家庭寄宿活动 

 ◆导入家庭寄宿活动接收家庭的注册制度 

 ◆对民间团体在市内通过艺术文化以及体育等形式开展的国际交流活动进行支援 

 

■国际理解・国际合作 

 

 ◎提高国际理解・多文化共生教育 

  ◆ALT（外语指导助手）和 IET（国际教育推进员）通过英语教学推进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 

  ◆积极地介绍外国人客座讲师 

 

 ◎增加国际协作活动 

  ◆提供 JICA（独立行政法人国际协力机构）等机构的国际协作活动的信息 

  ◆在市政府官方主页上写出国际协力的重要性 

  ◆开展对于海外受灾地和受灾者的捐赠・提供支援物资等国际协力事业 

  ◆开办关于国际协力活动的一些演讲会和讲座 

 

■志愿者活动 

 

 ●成立国际交流志愿团体 

  ◆对大野城市国际交流协会的活动进行支援 

 

■资源的应用 

 

◎通过有效利用文化遗产和当地特色产品来推进国际化 

 ◆建立一座具有观光，学习，展示等所有功能的大野城市心之故乡馆（暂名） 

 ◆通过有效利用文化遗产等资源，增加外国人了解大野城市的机会 

 ◆对通过当地特色产品的销售等方式参与国际化的企业和团体给予支援 

 ◆为了让大野城市的当地特色产品能够进入外国市场进行相关的调查和研究 

 ◆利用文化遗产和当地特色产品等市的特色资源推进和国内外团体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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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体的责任 
 

日本人市民・外国人市民 

  ■日本人市民，外国人市民要努力尊重对方的文化和人权，努力相互理解。 

  ■无论国籍，民族，文化差异等不同，在这个地方生活的全体市民应该认识到自己是当地社会

的一员，要积极地策划・参与当地的活动。 

  ■在当地的活动中，应用发挥自己所拥有的文化特点参与到文化共生的城市建设中。 

 

 

地域（社区・区） 

  ■社区和区是生活交集最密集的生活共同体，应该积极地推进当地的多文化共生。 

  ■在外国有可能不存在区这样的组织，对于大野城市来说应该使外国人市民了解这个概念，我

们把整个市称为大社区，市内的 4 个社区叫做中社区，市内的 27 个区叫做小社区，这些社

区与大野城市政府协作对外国人提供更容易外国人理解的信息，努力去争取大家的认同和理

解。 

 ■在与公益团体，行政机关，企业协作的基础上，日本人市民和外国人市民都应该努力创建一

个容易参加当地活动的社会环境。 

 

 

国际交流协会等国际交流相关团体 

 ■作为推进国际化的中坚力量，成为市民和行政之间的桥梁。 

 ■在国際交流・国际协作・在住外国人支援的 3个大方面，以民间团体的立场在一些行政机关

无法担任的领域来推进国际化。 

■通过家庭寄宿和辩论大会，以及一些其他的国际交流事业的开展，来培养市民的国际观。 

■通过异文化交流事业，外国人的人权等教育活动，以「多文化共生」为视点，综合地区需求

和问题来开展活动。 

■通过导入翻译，寄宿家庭等公益活动注册制度，使大野城市国际交流更加活跃，努力培养更

多的市民和企业的国际观念。 

 

企业・事业团体 

 ■不论国籍，民族和文化的差异无关，在充分尊重劳动者人权的基础上，遵守劳动法令，努力

履行作为企业所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 

  ■创造一个能够让外国人劳动者舒心，安全・安心的劳动环境。努力解决外国人劳动者在生活

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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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 

 ■创造接收外国人儿童・学生的教育环境，并提供升学和就业职相关的指导和帮助。 

  ■通过国际交流的机会，使年轻人加深对异文化和多文化共生的理解，从而培养他们（她们）

适应国际环境的国际性思维。 

 

 

公益团体・NPO 等 

 ■把各团体举办国际交流活动和公益活动时所使用的流程和获得的信息，通过网络与其他团体

交流分享，并融合地域的需要开展活动。 

 

 

行政机关・教育行政（大野城市） 

 ■把适应国际化的社会基础环境为基本，通过和国家，县，临近市区的协力和合作，来推进大

野城市的国际化。 

 ■除了建立对于市民团体等草根级别所举办的国际交流活动的支援以外，还要培养政府公务员

的国际思想和人权思想，培养能够应对国际化的工作人员。 

 ■举办国际交流活动和国际合作活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积极地实现多文化共生社会，

和相关团体协力合作以推动国际化计划的进行。 

 ■通过强化和国际交流协会，公益团体・NPO，当地居民等的合作，全面有效的推进国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