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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周年記念式典について 

前号でもお知らせしましたが、今年は関前コミセン開館 40 周年にあたる記念の年となります。 

改装工事の終わったコミセンで 40 周年という喜びを地域の皆様とともに迎えようと、昨夏より当

協議会内に「40 周年実行委員会」を立ち上げ、コロナ終息を見込んで１０月の記念式典・祝賀会の開

催および記念誌の発行という日程で準備を進めて参りました。 

開催の可能性のひとつの目安にもなるであろうと予測しておりました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も開催はさ

れましたが、多くの競技が無観客という措置となり、閉会後も東京の感染拡大は続いております。 

8月 9 日（月）に実行委員会での会議が行われ、今の状態での年内記念式典・祝賀会の開催は難し

いという結論となり、年明けの 2 月 26日（土）開催ということで決定をいたしました。とはいえ、

ワクチンの接種状況や新たな変異株の出現といった変動要素も多く、その頃に東京の感染状況がどの

ようになっているのかは予測ができないので、この日の開催がどのような形で行われることになるの

かはわかりませんが、何らかの形でより多くの皆様とともにお祝いをできればという思いでおります。 

■コミセンまつり他のイベントについて 

 例年ですと、これから年末にかけて多くのイベントがほぼ毎月開催されておりましたが、大変に残

念ながら今年も大幅な内容変更や実施の中止・延期が避けられない状況にあり、以下の予定となって

おります。 

イベント名 当初開催予定 今後の予定 

手打ちうどん作り 9月 内容を変更し規模縮小の上で延期 

利用者懇談会 10 月 延期 

コミセンまつり 11 月 中止 

※このほか音楽系のイベントも計画されておりますが開催未定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引き続き、皆様のご理解とご協力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コロナ禍におけるコミセンイベント 

についてのお知ら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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イベント報告 

6月３０日（水）、感染予防措置 

を取りながら恒例の「七夕づくり」 

が参加者 124名で行われました。 

 

 

 

 

 

当日の朝、市を通して市民の森公園から切り出し

た笹竹に思い思いの願い事を書いた短冊をぶら下

げてコミセンの玄関を飾りました。参加した子供た

ちには、笹竹と折り紙、短冊のお土産をプレゼント。 

コロナ終息を願った笹竹に飾られた玄関は来館

者や道行く皆さんからも好評でした。 

 

 

子育て中のママに知って欲しい！始めて欲しい！健康習慣のヒント 

内容：ママ世代に聞いて欲しい栄養のお話＆ 

   肩こり腰痛など育児で生じる身体の悲鳴を軽くする体操 

日時：10月 1日（金） 10:00～11:10 

  ※Zoom を使用したオンライン講座です。 

対象：よちよちキッズ（概ね１歳～就学前程度）とママ（市民、在勤・在園） 

定員：15組（申し込み順） 

申し込み：9月 1日～2３日 

申し込み用 QRコード → 

協力：健康づくり支援センター 

 

 

背骨と骨盤を意識して体を動かして、心身ともにスッキリしましょう。 

場所：本館２F 大広間 

日時：10月 6日（水） 10:00～11:30 

対象：初心者 

定員：10名（申し込み順） 

持ち物：ヨガマットか大判バスタオル 

    汗拭き用タオル、飲み物 

申し込み：9月 15日（水）～ 電話可 

ご利用可能な活動、ご利用できない活動について 
■利用可能な例：軽い体操、ストレッチ、太極拳、気功、ヨガ、ピラティス、独唱（音楽室）など 

■利用不可な例：卓球、ダンス、演劇、合唱、囲碁、将棋、麻雀、カードゲーム、茶道など 
 

利用人数および利用時間等の制限について 
■各部屋の利用可能な人員数（括弧内は軽い運動等の場合に利用可能な人員数） 

 本館 レク室：40名 ※一般利用不可 

    寿の間：7名（3名）、大広間：30名（20名） 

    音楽室：6名（6名）※但し吹奏楽器は 2名まで、また合唱は不可とします 

    会議室 A：12名（6名）、会議室 B：12名（6名） 

    学習室：10名（不可）※利用した座席番号を退室時に申告 

    ※ロビーの一般利用は可能としますが、入れ替え制で最大人員 20名までとします 

     大声での会話やゲーム全般は禁止となります 

 分館 集会室：16名（10名）、会議室：12名（6名）、和室：12名（6名） 
 

■利用時間 

午前：９時 30分～12時 30分の 3時間 

午後：13時 30分～16時 30分の 3時間 

夜間：17時 30分～20時 00分の 2時間 30分（緊急事態宣言発出中対応） 

七夕づくり 福祉の会共催   💛ママのための💛栄養講座＆親子 de体操 

これからの予定 

講習会「ゆっくりピラティス＆ストレッ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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ホームページから予約状況の確認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お気づきですか？  

7月9日より関前コミセンのホームページ上で本

館・分館のお部屋のご予約状況が分かるようになり

ました。 

利用方法を以下にご紹介いたします。 

当コミセンのホームページの URL は 1面の上段

にQR コード共に掲載されておりますが、こちらが

入口となります。 

現在の関前コミセンのホームページはスマホ対

応版となっており、右の写真のような感じのトップ

ページが開きます。（パソコンからの場合には画面

が横に広がって見えるだけで内容は変わりません） 

「各部屋の予約状況の確認がネットでできるよ

うになりました！」とうたっておりますが、下にス

クロールしていきますと、予約確認用のボタンが並

んでおります。 

予約確認ボタンは１１個用意されております。 

① 本館 一括確認 

② 分館 一括確認 

③ 本館 個別 大広間 

④ 本館 個別 音楽室 

⑤ 本館 個別 会議室 A 

⑥ 本館 個別 会議室 B 

⑦ 本館 個別 寿の間 

⑧ 本館 個別 レク室 ※下段注意書き参照 

⑨ 分館 個別 会議室 

⑩ 分館 個別 和室 

⑪ 分館 個別 集会室 

 本館のすべての部屋を一括でみたい場合には「本

館一括確認」が便利です。 

 縦軸に日付、横軸に部屋と時間帯が配置され、予

約で埋まっているコマには×が入っております。 

 個別の部屋毎の予約表はカレンダー状に配置さ

れていて、狙った部屋の空き状況を確認する際に便

利です。いずれも PDF ファイルで作成されている

のでダウンロードや印刷、画面拡大もできます。 

 利用時には右上の更新日時をみていただけると

いつの時点の予約状況なのかが分かります。 

 ご予約自体はこれまで同様に本館窓口でのみ受

付となりますが、グループでの会合や利用日程を決

める場合にご活用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本館レク室は現在、自由利用不可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ホームページのトップ画面 

本館 一括確認リスト 

本館 個別 音楽室確認リス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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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コロナウィルスの拡散が続き

ますが、良かったこともあります。 

それは世の中のＩＴ化の加速です。 

小学生にはタブレットが配られ、今回のレク室の

出前教室のように、いつの間にか高価な設備等なく

てもオンライン教室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まし

た。これからのコミセンにはこうした技術が必要な

んでしょうね。若い皆さんの力に期待しています。 

 

 

久しぶりのグリーン散歩ですが、身近なコミセン

の花壇からの紹介となります。 

コミセンの花壇はガー 

デニングチームがしっか 

りと管理してくれており、 

今の季節はマリーゴール 

ドやベゴニア、日々草が 

訪れた方の目を楽しませ 

てくれています。 

こうした花々に囲まれ 

るようにして、花壇の真 

ん中にススキのような背 

の高い草があるのですが、 

これが、今回ご紹介のレモングラスです。 

 イネ科の多年草で原産国はインドです。 

 この花壇をつくった際に、ご近所の方が株分けし

て持ってきてくれたのだそうです。 

レモングラスは、その名が示すように葉をこする

とレモンのような香りを発するのが最大の特徴で

す。日本へは大正時代初期に渡来したといわれてお

りますが、この特徴から、標準和名は檸檬茅（れも

んがや）と言います。 

このレモンの香りはシトラールと呼ばれる成分

で、ハーブティー、料理の風味付け、虫除けからア

ロマテラピーと幅広い利用方法があります。 

毎年、マメなスタッフが 

刻んで、小分けしてくれ 

るお陰でレモングラステ 

ィーをいただくことがで 

きるのですがクセがなく 

とても飲みやすい風味の 

のお茶です。 

調べると緑茶とのブレ

ンドもお勧めとありました。 

高温多湿を好み、霜と寒さには弱いとあり、冬は

鉢にあげて室内で冬越しをさせるのが良いとあり

ますが、コミセンの花壇は陽当たりが良いので、地

植えのままで越冬をしています。 

1株あると重宝しそうなハーブですので、お庭が

ある方にはお薦めです。 

コミセン花壇のレモングラス 

関前地区防災ニュース 

8月 8日（日）１4時より、関前南小 PTA主催

の「パパママ東京ぼうさい出前教室」が保護者を対

象にオンライン開催されました。 

PTA側からのご厚意により、コミセンのレク室

を１参加者という設定にさ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ができ

たことから、出前教室の更なる「関前防災会相乗り

出前教室」の開催ともなりました。   

配信映像をプロジェクターで壁に投影することで

画面共有し、室内の様子はカメラで配信し、レク室

内の 10名も教室の受講が可能となりました。 

この防災教室は小学生以下のお子さんをお持ちの

保護者グループに対して東京都が無料で防災の専門

家を派遣してくれるもので、本来、関前防災会は対

象外となるのですが、地域の繋がりの中、たくさん

の人の協力があり実現をしたものでした。 

災害時には、地域の繋がりがとても大事になって

参ります。こうした機会を通してご近所の顔見知り

を増やし、「遠すぎず・近すぎない素敵なご近所づ

きあい」を作っていけたら良いですね。 

「パパママ東京ぼうさい出前教室」開催 
（レク室で相乗り出前教室も開催） 

７月１５日（木）、「せきまえ防災」第４号が発行

されました。 

「せきまえ防災」は関前防災会が発行している機

関紙で、この地域の防災情報をとりあげて関前地域

の全戸に配布しております。 

今回の第４号では「平時の準備について」を取り

上げております。 

 バックナンバーは関前コミセンのロビーに置いて

ありますので、無くされた方はどうぞ！ 

「せきまえ防災」第４号の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