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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开始开展活动的经过等 

(1)参加各种演讲、进行活动发表：从 2001 年起，在学校及各种团体开展 

参加学校主办的国际理解讲座、富山地质公园的可视化研究会以及环

日本海环境合作研讨会等，了解了各种地球规模的环境问题，从多方面

多视点摸索环境问题的解决对策。我们还将在活动中学到的东西在各种

文化节、辩论大会上面向更多的人发表，扩大了合作活动的圈子。 

(2)幸福遗产项目：从 2015 年开始以国际英语班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课外活动组为中心开展 

我们就怎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2030议程」中的 17 个目标为题，

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进行了思考。与世界各国的７个姊妹学校学生

一起，开展着选定能够世世代代传下去的 100 个遗产的活动。 

(3)清扫活动：从 1999年开始，在校内活动带头人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课外

活动组的组织下开展。 

在学校附近及富山湾海岸进行定期性清扫。还在富山湾清扫时开展了

漂浮物调查，就我们应有的生活态度进行了思考。 

(4)环保瓶盖回收活动：从 2005年开始在全校开展。 

以环境保护和救助发展中国家孩子为目的，回收塑料瓶盖。大约 860

个瓶盖就能换到一支疫苗，所以我们号召大家尽可能地救助更多的孩子。 

(5)衣服的力量项目：从 2011 年开始在全校开展。 

与 UNCHR 及优衣库公司合作，将不要了的衣服送给世界上贫穷的孩子

们。充分利用本来准备丢弃的衣服，提高了在生活中帮助难民的意识。 

(6)向无国界医生团捐钱：从 2017年开始在全校开展。 

设置可以捐钱的自动售货机，将货款的一部分捐给ＭＳＦ（无国界医

生团）。学生会会长向学生们发出号召，使国际合作的理念得到了共有。 

 

４ 发表要点 
在学校举办的国际理解讲座上，了解到了环境破坏问题、贫困问题等各种各样的世界性问题，使国际

合作的理念得到了共有。而且还在 2012 年开始被认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校开始，开动了幸福遗产

项目。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2030议程」中的 17个目标，与世界各国的 7个姊妹学校的学生们一起，

开展了选定能够世世代代传下去的 100个遗产活动。我们这些地球市民为保护美丽地球，从力所能及的

事情开始，开展学校附近及海岸上的清扫活动，回收塑料瓶盖，向无国界的医生团捐钱，将准备丢弃的

衣服送给发展中国家的孩子们。通过持续开展这些活动，努力向社会做出贡献。2017 年 12月在参加「环

日本海环境协力研讨会」时，我们尤其感到，为保护日本的海洋，需要与亚洲各国携手行动。因此，我

们参加了富山地质公园可视化研究会，与有学识的人一起，为力争取得 202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地质公园认可的立山黑部制作了广告牌，以保护立山黑部的环境。 

今后我们会继续将以上精神与亚洲各国共享，力求将美丽的地球环境交给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