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滋贺县人权施策推进计划 第 2 次修订版》（概要） 

——致力于打造人人闪耀出彩的滋贺—— 

 

第一章 计划的修订背景 

 

    滋贺县为综合推进人权政策，根据《滋贺县构建尊重人权社会条例》，在制定《滋贺县人权

施策推进基本方针》的同时，根据该方针的细分计划《滋贺县人权施策推进计划》，正在有序推

进实施各项人权政策。 

    本次修订计划的背景主要源于社会的深刻变化，包括《部落歧视消除推进法》等与人权相关

法律的颁布实施、新冠疫情引发的人权侵害、互联网人权侵害加剧、公众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关

注度的提升等，同时为解决基于县民人权意识调查结果等的相关课题，需要对原计划进行调整，

特此制定了《滋贺县人权施策推进计划 第 2次修订版》。 

    计划实施时间为五年，从令和 6（2024）年度起至令和 10（2028）年度为止。 

 

 

第二章 计划的基本理念 

 

重视生命、安居乐业的社会 

    努力实现一个人人重视生命、我们的身心和生活不受威胁、无忧无虑安心生活的社会，将丰

富的大自然、尊重人权的社会传承给下一代。 

人人闪耀出彩的社会 

    努力实现人人闪耀出彩的社会，尊重每个人的独特个性，让每个人作为不可替代的存在受到

尊重，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让每个人的所有潜能得到充分发挥。 

包容多样性的共生社会 

    努力实现在平等的关系中和谐共生的社会，让所有人彼此尊重、理解、互助，不分年龄、文

化等差异，让每个人的多样性都能得到包容。 

互相支持的协作型社会 

    积极促进县民、各种团体、企业和政府等多方主体加强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作用和优势，努

力打造尊重人权、繁荣发展的滋贺，实现充满活力的协作型社会。 

 

 

 

 

第三章 推进人权政策 

 

● 从尊重所有领域的人权的视角推进行政。                   

● 为有效实施人权政策，加强相关机构协作，进行综合推进。 

 

《Ⅰ 推进基本政策》 

１ 宣扬人权意识——教育与启蒙 

● 深化公众对人权基本理念的理解，提高人权意识。 

● 培养每个人发挥自身能力、实现自我价值的态度。 

● 让公众养成认可多样个性和价值观、站在他人立场思考和行动的态度。 

● 营造促进自主学习人权知识的环境。 



● 在家庭、学校、社区等各个场所积极开展人权教育。 

● 通过有效的措施推进人权启蒙，把握各种机会，让每个人具备落实到具体行动的人权意识。 

 

2 对人权侵害的救济——完善扩充咨询和支持体系 

● 为设立并运营综合性咨询窗口提供支持。 

● 增设专业咨询窗口。 

● 与咨询机构建立合作。 

● 提高公众对咨询窗口的认知度。 

● 提升咨询人员等素质，强化体制。 

 

《Ⅱ 按领域推进政策》 

１ 女性 

● 尊重女性人权，实现安心安全生活的环境 

● 切实推进各领域实质性的男女共同参画 

● 实现每个人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 贯彻渗透男女共同参画意识 

● 综合有序推进相关政策 

 

2 儿童 

● 举全社会之力为儿童成长与育儿提供支持 

● 推进儿童社会养护 

● 守护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 

● 应对厌学辍学等问题 

● 应对校园霸凌问题 

● 推进对单亲家庭的帮扶 

● 推进儿童贫困对策 

● 综合有序推进相关政策 

 

3 老年人 

● 构建人人充满活力、施展才干的共生社会 

● 构建让认知症者及其家属等活出自我的社区 

● 构建生活支持体系 

● 综合有序推进老年人政策 

 

4 残障人士 

● 构建共生社会 

● 让残障人士融入社会生活 

● 与残障人士共同成长，共同学习 

● 与残障人士协同工作 

● 让残障人士共同参与社会活动 

● 综合推进残障人士政策 

 

5 部落歧视（同和问题） 

● 通过教育与启蒙树立对部落问题的正确理解与认识，培养将尊重人权落实到实处的态度 

● 为当地的城市建设与人才培养提供支持 

● 应对网络歧视性言论等问题 

● 摒除伪部落行为 

● 综合推进旨在解决部落问题的行政政策 

 

6 外国人 

● 为心心相通的交流提供支持 



● 为安心生活提供支援 

● 为外国人才施展才干提供支持 

● 培养下一代人才 

● 构建充满活力的多文化共生社区 

● 综合有序推进多文化共生政策 

 

7 患者 

● 完善医疗福祉供应体系 

● 提供安全、安心的医疗福祉服务 

● 普及与启蒙正确的知识 

● 完善扩充对罕见病患者的支援 

● 综合推进保健、医疗和福祉政策 

 

8 犯罪受害者等 

● 为回归平静安稳的日常生活提供支援 

● 形成关爱支持犯罪受害者等的社会风气 

 

9 刑满释放者和受保护观察的犯罪者等 

● 加强与国家、市町、民间团体等的合作 

● 确保就业和住房 

● 完善扩充保健医疗和福祉支援 

● 预防犯罪，对受保护观察的犯罪者实施修学支援 

● 推进民间协助者活动，推进宣传和启蒙 

 

10 性取向与性别认同 

● 推进有助于增进性多元化理解的教育与启蒙 

● 推进当事人支援措施，如完善咨询体系等 

 

11 网络人权侵害 

● 开展防止网络人权侵害的教育与启蒙 

● 应对歧视性言论、视频发布及诽谤中伤等问题 

● 推进与国家及相关机构等的合作措施 

 

12 新型传染病（如新冠疫情等） 

● 普及正确的知识 

● 开展教育与启蒙 

● 完善扩充咨询和支援体系 

 

13 仇恨言论 

● 开展防止和消除仇恨言论的教育与启蒙 

● 通过与国家及相关机构等合作，提供咨询服务 

 

14 骚扰 

● 开展有助于防止骚扰的教育与启蒙 

● 与相关机构合作，完善扩充咨询服务 

 

15 灾害发生时的人权问题 

● 针对需要特别照顾人员，强化避难支援体系 

● 推进宣传、教育与启蒙 

● 综合有序推进相关政策的实施 

 



16 贩卖人口（强迫性服务或强制劳动等） 

● 开展有助于防止贩卖人口的教育与启蒙，并提供咨询支持 

 

17 阿伊努人 

● 开展有助于加深对阿伊努人理解的教育与启蒙 

 

18 被北朝鲜绑架的日本人受害者等 

● 开展有助于提高公众对解决北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关注和认识的教育与启蒙 

 

19 个人信息保护 

● 开展有助于防止因泄露个人信息等引发人权侵害的教育与启蒙，并提高咨询窗口的知晓度 

 

20 其他涉及人权的各种问题 

● 孤独与孤立 

● 自杀问题 

● 家里蹲 

● 依赖症 

● 无家可归者 

 

 

 

第 4章 推进体系 

1.以滋贺县人权政策推进本部为中心，在确保各相关部门间相互协作配合的基础上，综合且有效

地推进人权政策。 

2.为涉及人权的职业从业者提供人权培训、信息提供等支持。 

（公务员、学校教育相关人员、社会教育相关人员、医疗相关人员、福祉相关人员、消防职

员、警察职员、媒体从业人员） 

3.与国家、市町、企业、民间团体等通力合作，各自发挥作用，推进综合措施。 
 

滋贺县综合企划部人权施策推进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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