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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令和 3 年度） 第 1 次八尾市外国人市民会议【会议记录概要】 

 

时间：2021 年 11 月 11 日（周四） 晚间 7时至 8 时 30 分 

地点：市政府西楼 5 楼 502 会议室 

出席委员：野中 Monica、桑名惠、李昌宰、Tikas Ibrahim Darlington、朴洋幸、山内雅之、HUYNH TU 

VAN、于涛（省略敬称） 

事务局（人权政策科）：松月科长、阪田科长助理、富田组长、诹访（记录） 

 

1.会议开始 

 

2.交付委任状 

 

3.委员的自我介绍 

 

4.选举主席、副主席 

选举野中 Monica 委员担任主席，选举桑名委员担任副主席。 

 

5.关于会议的公开 

关于八尾市外国人市民会议，决定会议、会议资料及会议记录原则上进行公开。 

 

6.关于会议的召开方式 

由事务局关于资料 3 进行说明。每年召开两次。 

对八尾市多文化共生推进计划的进度进行管理，并关于八尾市政府的开展活动交换意见。 

 

7.关于八尾市的多文化共生举措 

由事务局关于资料 4 及第 2 次八尾市多文化共生推进计划进行说明。 

 

8.关于八尾市多文化共生推进计划 2020 年度成绩（基本目标 1、2）的报告 

由事务局关于资料 5 进行说明。 

 

9.意见交换/主题 

由事务局关于资料 6 进行说明。 

<意见交换> 

·寻找工作时，仅仅依靠“找工作可前往Hello Work”这样一条信息，很难找到工作。就算会说日语，如果不能读

写，也很难找到工作。认为有助于就业的相关辅助信息非常重要。 

·认为如果在希望面对面咨询时、电话咨询时的说明内容附近附加二维码，可以更加详细地传达信息。 

·认为有关年金、保险、税金、怀孕、分娩、抚养子女的信息非常重要。 

·认为为了防止近邻纠纷，应登载日本生活中应注意的事项，但在传达外国与日本的文化差异时，应注意采取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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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达方式。 

·认为应将地震、台风、大雨等信息作为“灾害”进行归纳，并登载相应的二维码。 

·认为多登载二维码，即可传达更多的信息。 

·进行环境构筑，以便灾时及时了解避难所及其它正确信息，这一点非常重要。据悉八尾市灾时多语种支援中心进

行多语种信息的传播，我想其中也有日常中传播的防灾信息，应能够通过二维码对这些信息进行查阅。 

·关于宣传页的使用语种，据悉计划使用 3 种语言，认为也存在泰语、菲律宾语、尼泊尔语的需求。认为原创版本

的制定存在难度，最好能够运用中央机关及其他支援中心发布的已有信息，增加使用语种的数量。 

·关于垃圾排放的信息非常重要。 

·市民税等市税的相关信息很重要，所得税、法人税等国税的相关信息及说明也非常重要。 

·除了新冠，还有其它的传染病。新冠疫情平息后，应继续传播传染病的相关信息。 

·需要传达有关町会体系的信息。 

·在进行日本生活的相关信息传播时，必须采取妥善的传播方式，避免造成读者误解。 

·传达自行车的相关规章非常重要。在传达相关规章时，应同时传达最好投保的警示。 

 

10.其它（会议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