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关东大地震 100 周年，让我们共同来思考如何来『防灾』！ 

关东大地震发生日 9 月 1 日被指定为『防灾日』，这成为了近代日本灾害对策的出发点，利用『防灾日』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如何来『防灾』！ 

⚫你知道灾害发生时危险程度是怎样来划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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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确认自己居住处的『危险预测地图』 

     今年 3月完成的、内容更新了的『危险预测地图』，上田市已发到个家庭！！在网上（扫

右边的二维网进入）也可确认，其他需要者可向市的危险管理防灾课联系，免费提供的。 

为了预防万一，全家一起确认，这是防灾的第一歩，让我们首先从“了解”开始！ 

确认『危险预测地图』：了解当地的危险区域  确认安全的避难路径 与家人商定好发生灾害时的行

动、联系方案等。 

⚫你知道避难场所的种类吗？ 

避难所有 3种：由自治会开设的第一次避难场所和由上田市开设的指定紧急避难场所和指定避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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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都开放没有地区的限

制，要考虑有灾害发生时，

如何去紧急避难场所、确认

安全的避难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