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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蔵野市関前

これからのイベント案内 

■楽しいクッキング 

～シュワッとさわやか！フルーツゼリーを作ろう     ～ 

日 時：8 月 3 日（土）10:00～11:30 

場 所：本館２階 会議室 

対 象：小学生 

定 員：15 名（申込順） 

持ち物：エプロン・三角巾 

水筒（飲み物）・マスク 

 夏休みの自由研究にもなるかも！ 

 たくさんの参加を待っています。 

申込み：７月１５日（月）～ 窓口まで（電話でのお申込可） 

■スマホ講習会 第 1 回「基礎編」（全３回を予定） 

日 時：8 月 26 日（月）10:30～12:30 

場 所：本館２階 会議室 

対 象：60 歳以上の初心者 

定 員：15 名（申込順） 

申込み：8 月 14 日（水）～ 

コミセン窓口まで（電話でのお申込可） 

iPhone の貸し出しありますが、ご持参も可能です。 

Android をお持ちの方は操作が異なります 

2 回目：9/9（月）は「LINE 編」 

3 回目：9/30（月）は「防災編（セキュリティ講座有）」 

を予定しております。（いずれも 10:30～12:30） 

■関前八幡まつり 

（こども花火大会） 

日 時：8 月 24 日（土）14:00 開場 

場 所：関前南小学校 校庭 

花火の打ち上げは 19:00～19:40 を予定しております 

新校舎完成後、初めての関前八幡まつり（こども

花火大会）。 

校庭スペースの制約もあり入場制限を設けての

実施となります。当コミセンからはおもちゃ販売と

スーパーボール掬いを出店の予定です。 

詳しくは花火大会のチラシやポスターをご覧ください  

 

主催 関八親交会 

■健康講座 ～講座とそれに伴うストレッチ～ 

全 3 回の講座となりますので、以下の 3 回につい

て受講可能な方を前提として募集を行います。 

 

 

 

 

 

 

いずれの回も 10:00～11:30 

場 所：本館２階 大広間 

対 象：50 代～70 代の皆さま 

定 員：20 名（申込順） 

持ち物：タオル・飲料水等 

申込み：9 月 1 日（日）～ 

コミセン窓口まで（電話でのお申込可） 

★8 月中旬頃にポスター・チラシでもお知らせいたします。 

第１回 9/18（水） スペシャル MAX・美ストレッチ 

（筋膜リリース・リンパマッサージ） 

第２回 10/2（水） スロトレ 

（ゆるやか筋力アップ） 

第３回 10/16（水） 代謝アップ 

（筋力トレーニング・ストレッチ） 

 

■フリーマーケット 

日 時：10 月 6 日（日）13:00～16:00 

場 所：コミセン 中庭 

詳細は次号にてお知らせしま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６月・７月のイベント報告 

■ティータイムに音楽を 

「梅雨の季節、雨の歌スペシャル」 

日 時：6 月 22 日（土）13:30～15:00 

場 所：本館 1階 レク室 

参加者：出演者 5 名、来館者 36名 

 梅雨入りしたばかりの晴れ間の中、アメリカンポ

ップス、フォークソングや童謡など雨にちなんだ名

曲の数々をお馴染みのハーブティーと共に楽しみま

した。 

■七夕づくり 

日 時：6 月 26 日（水）14:00～15:30     場 所：本館１階 ロビー・レク室 

参加者：191 名（含スタッフ） 

 今年も沢山の子ども達がお手伝いに来てくれました。 

可愛い願いごとが書かれたとて 

もたくさんの短冊と笹飾りで彩ら 

れた笹竹が今年も 7/7 までエン 

トランスを飾り、ムーバスの利用 

者や都知事選の投票に来られた人 

々の目を和ませていました。 

１つでも多くの願いごとが天に 

届きますように！ 

美となる１日でした。 

共催 関前福祉の会 

■エコアクションパネル展示 

日 時：6 月 24 日（月）～30 日（日） 

場 所：本館 1階 ロビー 

武蔵野市では令和 5 年 12月に「むさしの市民エ

コアクション」を公表しました。 

この取り組みをより一層広めていくため、コミセ

ンロビーで「むさしの市民エコアクション」に関す

るパネル展示を実施しました。みんなで 2050 年ゼ

ロカーボンシティの実現を目指しましょう。 

■紫陽花の剪定と挿し木体験 

日 時：7 月 2日（火）10:00～11:30 

場 所：本館１階 ロビー・中庭 

参加者：スタッフ 9名、来館者９名 

 気温が上がる前の時間帯設定とはしたものの、グ

ングンと上がる気温のためか、急遽欠席となる方も

おりましたが、夏の陽射しの中、庭に出ての剪定と

挿し木の実践に励みました。 

最後には、“クリーンむさしの”提供の「新鮮な生

ごみで土づくり」という情報もあり、至れり尽くせ

りの企画に、参加者にとっては、大変に満足度の高

いイベントとなりました。 

涼しいロビー

での剪定講座

挿し木鉢植え

庭の紫陽花の剪定

木鉢植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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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記ロゴに気が付いた方はおりますでしょう

か？当コミセンではロビーの柱に貼ってあります。

掲示場所がないコミセンではファイルにまとめて置

いている処もあります。 

武蔵野市の独自の行政サービスで、市民の方同士

で「譲りたいもの」「譲ってほしいもの」が掲載され

ている掲示板となります。 

「譲りたいものがある方」は、譲り先を探せます。 

「譲ってほしいものがある方」は、譲ってほしい

ものをリクエスト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市民同士が直接「譲る」「買う」「売る」やりとり

を行います。ゴミの減量を目的としたものなので、

掲載手数料は無料で、品物の価格設定は、無料から

3,000円までとなっています。 

コミセンには月２回、 

はがきサイズの新しい 

情報が送られてきます 

が、掲示期間は１か月 

で、譲渡が成り立つと 

「成約済」のスタンプ 

が押されます。 

コミセンに寄った際 

にご覧になって頂いて 

いると、いつの日か、 

素敵な掘り出し物が見 

つか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ね。 

武蔵野市では、夏季期間中、外出の際に一時的に

休憩ができる施設「むさしのいっとき避暑地」を指

定し、16 コミセンもこの中に含まれる形で運用を

してきました。４月に施行された「改正気候変動適

応法」では、熱中症特別警戒情報（下記に解説）が

発表されたときには、クーリングシェルターの指定

とその施設を開放することが義務付けられており、

以前の“いっとき避暑地”が“クーリングシェルタ

ー”として指定されることとなりました。 

つまり、これまでの「むさしのいっとき避暑地」

が熱中症特別警戒情報発令時には、「クーリングシェ

ルター」という名称でも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とい

う事です。 

令和６年は昨年同様の猛暑が予想されるため、い

っとき避暑地の開設も例年より半月程早く、6月17

日（月）より実施となりました。 

関前コミセンのロビー 

は開館時間中は予約なし 

でいつでも立ち寄り可能 

となっております。 

貸出し可能な文庫本や 

冷水器・飲み物自販機も 

ございますので、突然の 

豪雨や酷暑の日の逃げ場 

所としてご利用ください。 

※熱中症特別警戒情報とは… 

東京都内において、全ての暑さ指数情報提供地点におけ

る、翌日の最高暑さ指数（WBGT）が 35（予測値）に達

する場合等に前日の 14 時に発表されます。 

 元旦に石川県能登半島を M7.6、最大震度 7 の地震が襲いました。2020 年から 30 年内に石川県内で

M6.5以上の揺れが起きる確率は「0.1～3％未満」でした。同じ期間でM７クラスが起きる可能性 70%の

東京直下型地震の報告を受けている多摩市民としては、今一度、日頃の備えを見直しておきたい処です。 

 東京都では、きたる大災害への備えとして、一人一人が自らを守る「自助」の取組や、地域コミュニティ

において近隣の人同士が助け合う「共助」の取組をさらに推進するため「東京防災学習セミナー」を実施し

ており、昨年初めて、関前住民全員を対象のオンラインセミナーを企画して貰いました。 

防災セミナーは戸建てを中心とした内容になりがちなことから、今年度は 8月 1日～ 

9月 3０日（2か月間）に「マンション防災の基本」を企画してみました。マンションに 

お住まいの方がまず行うべき備えとは何か（マンションの被害特性、家具転倒・落下防止対策、在宅 

避難、ゴミ・トイレ対策、浸水リスク）を学びます。尚、期間中にはオンライン環境での視聴 

が難しい方向けに、コミセンでシアター形式の視聴会も実施の予定でおります。 

詳しくは 7月発行予定の「せきまえ防災」をご覧くださいますようお願いします。 

 

リユース掲示板「むさしのエコボ」のご紹介 クーリングシェルターって何？ 

令和 6年度東京防災学習セミナー 「マンション防災の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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コミセンからのお知らせ 

 7月2日（火）、１丁目 

の「とらいふぁ―む」の 

見学をしてきました。 

ここは「とらいふ武蔵 

野」の利用者・ご家族・ 

地域住民で手がけている 

農園で、建物の南側に車 

椅子でも作業できる大き 

なプランターを設置して 

９種類の作物を栽培しています。里芋は全部で６株

あり、まだ 60cm程ですが、その特徴でもある大き

な葉を天に向かって広げていました。 

里芋は東南アジア原産のタロイモの仲間で、縄文

時代には渡来しており、稲作が始まる前は日本の主

食だったと推定されるほど栽培歴の古い作物です。  

山でとれるヤマイモに対し、低地の里でとれるの

でサトイモと呼ばれ、古代から寒冷地の北海道を除

く全国各地で栽培されています。 

芋の部分は土の中にあるものの、その実態は茎が

栄養を貯めて大きくなった塊茎と言われるもので、

最初に茎が膨らみ親芋ができ、その親芋の周りを囲

むように子芋ができ、更に孫芋ができるといった具

合で増えていくことから子孫繁栄の縁起物として

おせち料理にも使われます。 

草丈は 1ｍ程になり、大きな葉っぱはツルツルに

見えますが実際には微細な突起のある構造をして

おり、葉に落ちた雨水は表面張力によって丸い水滴

となって埃を絡め取りながら、コロコロと流れ落

ち、常に大きな葉の表面が綺麗な状態で保たれるよ

うになっています。 

         この葉っぱに溜まっ

た夜露は天から授かっ

たものと言われ、集め

てその水で墨をすり、

その墨で七夕の短冊に

願いを書いたという話

もあります。 

確かに蛇口から出る水

よりは願い事も届きそ

うですよね。 

7月 7 日は、都知事選挙の投票日。 

第五中学校が建替え中のため、１階レク

室が投票会場となりました。 

昨年 4 月の市議会議員選挙、12 月の市長選挙に

続き３回目です。この時だけはいつもの 9:30 では

なく、7:00 からコミセンが開いております。 

但し、投票会場としてのレク室なので、北門より

入り庭側に退館というルールとなっております。通

常時間帯に来館した場合には、投票の為でも館内か

らレク室（投票会場）には入れません。投票所とい

うことで初めて来館される方も多く居ります。ある

時は避暑地、そしてまたある時は投票所。色々な顔

を持つ二十面相のようなコミセンです。 

 

とらいふぁーむの里芋  
本紙の配付をお手伝いしてくださる方募集です。 

前号の声掛けで 2 名の方が協力員として参加し

てくださ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が、まだまだ、大変に

厳しい状況です。 

「家の近くなら配れます」という方が居られまし

たら協力員にボランティア登録していただき、ご協

力ください。勿論、運営委員としての登録もお待ち

しております。 

連絡先：コミセン窓口 

運営委員・協力員募集中 

 緑町の畑をお借りしての里芋づくりも２年目と

なりました。 

昨年は 11 月に「農業体験～親子で里芋収穫と芋

煮づくり～」というイベントで楽しんでいただきま

したが、今年もこの楽しくて美味しい企画の実現を

目指して、里芋育成中です。 

6 月 22 日（土）、6 名のスタッフで畝周りの雑

草取りと追

肥作業を行

いました。 

11 月まで大

事に育てま

す。どうぞお

楽しみに！ 

２年目の里芋の栽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