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横须贺市地域福祉计划 概要版 

（包括《横须贺市成年监护制度利用促进基本计划》 

和《横须贺市重新犯罪预防推进计划》） 

令和6年度（2024年度）至令和11年度（2029年度） 

基本理念 

 打造“不孤独之城——横须贺”  

我们支援营造包容多元的文化氛围，让所有居民做自己人生的主角，自律自主地生活。 

此外，努力让每一位居民都能在自己熟悉的社区环境中，以社会一员的身份积极参与社

会活动，确保每个人都能找到连接感和归属感，实现邻里互助的地区社会。 

横须贺市政府和社会福祉法人横须贺市社会福祉协议会，与社区居民及各方力量携手合

作，努力构建支援网络，为打造“不孤独之城——横须贺”而努力。 

 

为实现目标的具体举措 

为了切实推行本计划，关键在于要让每位居民既成为地域福祉活动的支援者，也成为受

援者。因此，提高居民对福祉的意识与认同感尤为重要。 

为此，我们需要营造一个彼此联结、通力协作的环境，让居民、相关机构及行政部门紧

密携手，共同参与策划各类福祉活动，形成多方合力。 

此外，本计划所提出的政策方向，不仅着眼于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更强调建立

多层次支援体系，培育邻里守望的社区关系，这一过程离不开每位居民的积极参与。 

因此，我们不仅依托横须贺市社会福祉审议会福祉专业分科会对计划实施进度进行监督

和评估，还将在各地区举办座谈会等，广泛听取社区声音，以推动计划顺利实施。 

 

 横须贺市社会福祉审议会 

本计划由横须贺市政府与社会福祉协议会联合制定，因此在推进过程中，计划的评估

与推进体系也需互为一体。 

为此，本市的福祉政策咨询机构——横须贺市社会福祉审议会将对现状把握情况、政

策推进方式等展开综合探讨与评估。 

 

 社区座谈会 

作为一项需要居民、相关机构及行政部门等多方协同推进的计划，本计划必须以居民

的视角评估政策成效，确保施策精准有效。 

因此，除由市政府及社会福祉协议会组织的座谈会外，市政府及社会福祉协议会职员

也将积极参与由社区居民自主发起的座谈会，构建面对面交流的关系，倾听居民心声，让

福祉政策更贴近民心。 

 

 

  



计划的定位 

 与《YOKOSUKA愿景2030》及实施计划的关系 
本计划旨在实现横须贺市《YOKOSUKA愿景2030》细分领域中的分愿景——打造让所有

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幸福生活的城市，是各福祉领域的基础性计划。  

此外，为了具体实现横须贺市《福祉城市宣言》《横须贺市民宪章》《横须贺市社区支

持条例》中提出的“打造社区居民相互支持、安心生活的社会”这一目标，本计划具体体

现了各福祉领域的共同理念。 
 

 

本计划为高龄福祉、残障福祉、儿童福

祉等各福祉领域的分项计划提供了依据和支

撑，其中纳入了《横须贺市成年监护制度利

用促进基本计划》和《横须贺市重新犯罪预

防推进计划》。本计划还为促进构建社区互助

基础、充实综合可持续性支援体系、推动多

元支援者培养与协同参与、促进构建心灵无

障碍社会等具体措施指明了方向。 

 

 

 

 

 

 与《地域福祉活动计划》的关系 

本计划与《横须贺市地域福祉计划》（横须贺市政府制定）、《地域福祉活动计划》（市

社会福祉协议会制定）互为一体，是一揽子计划的组成部分。 

通过明确各方角色和责任，呼吁地区社会共同努力，根据各地区课题的具体情况，因

地制宜探索最佳支援方式，以期发挥协同效应。 

 

 

  

≪与各计划的关系≫ 《与福祉领域分项计划的关系》 



计划的框架 

本计划以“地域福祉”为核心关键词，整合各福祉领域共同面对的跨领域课题，构建横

向联动、互相补充的体系，为推动福祉事业发展奠定基础。 

本计划将与其他福祉领域的分项计划形成互补关系，共同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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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体系图≫ 

跨越“支援者”与“受援者”的界限，贴近每

一位在日常生活中感到不安或困惑的居民，倾

听民众心声。为确保每个人都能找到连接感和

归属感，本市将推进机制建设，致力于解决实

际问题，促进构建地区社会互助基础。 

对于依靠社区体系难以解决的问题，或是不知

该向谁求助的困境，本市通过综合福祉咨询窗

口“ほっとかん（Hottkan，不孤立不放手之

意）”倾听居民诉求，联手相关机构为解决问

题提供支持。 

此外，为了应对日益多样化的社会挑战，包括

跨越世代与属性的复杂问题，以及游离于现行

制度夹缝中的各种困境，本市将进一步强化咨

询与支援体系，打造能够全方位接纳和处理问

题的支援机制。 

为了让居民能够在熟悉的社区中安心生活，本

市将努力培养和协同参与多元支援者，鼓励每

个人根据自身的意愿与兴趣，在社区中发挥所

长、积极参与社区治理。 

此外，本市还将扩大社会支援者的参与范围，

充实各福祉领域专业人才培训，以培养和确保

福祉人力资源。 

秉持“共生共助的社会构建（ Social 

Inclusion，社会包容）”的理念，为了让每

一位居民都能深切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纽

带关系，培养关爱他人、接纳多样性的意识，

将积极促进“心灵无障碍”构建。 



计划制定的背景 

迄今为止，中央政府围绕老年人、残障人士、儿童等不同群体，逐步完善了各类公共支援制度。然而，

伴随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化，各领域问题叠加交织，越来越不易被察觉，例如“双重照护”（指需同时照顾

年幼子女与年迈父母的情况）、“8050问题”（指已届80岁的父母仍在照顾50岁的茧居孩子，共同孤立于

社会之外的问题）、“年轻照护者”（指年幼即需承担家庭照护责任的青少年）等问题，而因蛰居或拒绝

接受援助而被社会孤立的现象、虐待与暴力等社会问题也日益增多。 

面对这些日益突出的社会课题和地区社会形态的变化，为了营造和谐邻里、互帮互助、舒适安心、可

持续的宜居之城，横须贺市政府与肩负地域福祉核心职能的市社会福祉协议会携手制定本计划。 

○● 多层次支援体系建设事业 ●○ 

多层次支援体系建设事业旨在应对社区居民面临的日益复杂、多重交织的“夹缝

需求”，构建综合支援体系，以“咨询支援”、“社会参与支援”、“社区建设支援”三大

支柱为核心，并在此基础上强化“持续性公益外展（outreach）支援”及“多机构协

作支援”这两项新功能，以进一步确保支援工作高效顺利开展。五个子项目在这一框

架下协同推进。 

本市也正积极推进该项目作为一项事业开展下去，致力于打造一个居民互助共生、

人人都能安心生活的社区。 

具体而言，为面临“8050问题”等复杂支援需求却未能获得足够援助的家庭提供

实地支持，如持续性的家庭探访、陪同就医等。此外，还将在本事业中推动建立多世

代、多属性共享的社区活动空间，让老年人、残障人士、儿童等不同年龄、不同属性

的群体都能找到归属感，通过持续性支援，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及营造彼此联

结。 

 

 

 

 

 

 

 

 

 

 

 

 

 

 

 

 

 

 

 

摘自厚生劳动省“地区共生社会门户网站” 

横须贺市政府 

地       址 邮编 238-8550 横须贺市小川町 11 番地 

民生局福祉儿童部福祉总务课 

电       话 046-822-8245 
传       真 046-822-2411 
邮       箱  hwg-hw@city.yokosuka.kanagawa.jp 

社会福祉法人横须贺市社会福祉协议会 

地      址 邮编 238-0041 横须贺市本町 2 丁目 1 番地 
横须贺市立综合福祉会馆 2 楼 

电       话 046-821-1301 

传       真 046-827-0264 

邮       箱 yokosuka-shakyo@yokosuka-shakyo.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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