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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作為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全災型」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完成本縣各鄉鎮市地區計畫備查程序。



公所無腳本兵推

1.分次發布災情
2.依對策即時提問

思考重點

DIG災害圖上訓練

• DIG災害圖上訓練

• 無腳本、不事先公布情境

• 推演階段：應變→復原、檢討及建議

• 參加對象：各鄉鎮市應變中心各進駐單位

萬榮鄉

光復鄉

玉里鎮 花蓮市



培植韌性社區

 教育訓練

 參與災防演習



深化社區防災推動工作

 結合紅十字會推動社區自主防災工作

 108年花蓮市民族里

建立社區組織，
推動防災工作，
提升社區抗災能力

 109年吉安鄉干城村



防災業務人員教育訓練

 多元化防災教育訓練

 建立防救災人員之心理重建機制

課程鏈結http://dpro.hnfa.gov.tw/DFP/Training/

成大醫院精神部張維紘醫師



推動設置防災公園

 0206花蓮強震大規模收容經驗

 強化短期收容安置能力

 建立防災據點功能



防災深入家戶

 防火防災誓師

 增加宣導協助者

 住警器

 及時守護居家安全



收容所防疫措施

 盤點實際空間，規劃收容能量。

 完成防疫準備：額溫槍、酒精、乾洗手液。

 訂定「工作人員及收容民眾健康監測計畫」。



偏鄉部落防疫作為

 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活動防災、防疫宣導。

 建立文健站疫情監控機制

 YouTube族語防疫宣導短片



因應非洲豬瘟再精進

 每月訪視養豬場、參加養豬產銷班會，宣導加強場內生物安全
措施，針對場內飼養豬隻進行健康狀況查察。

 主動查核肉品市場活豬運輸車輛消毒作業。

 防檢局補助購置1輛自走式消毒車，強化肉品市場清潔消毒工作
。



防疫評鑑第1名

 108年度狂犬病、口蹄疫防疫評鑑第1名。



強化因災農損救助機制

 因應氣候變遷而致農損

 辦理災害查報及救助宣導講習。

 強化農損防災宣導。
農業災害發生後，各公所儘速掌握災
情，依農業天然救助辦法規定，由各
農情報告員及村里幹事等進行災害查
報作業。

精進做法：
同時透過農會及產銷班系統，請受害
農戶儘速回報災情至各公所，以掌握
各區域農業受損情形，爭取相關救助
或補助。



河川揚塵防治
花蓮縣
空品等級

良好 普通 預警二級 預警一級 惡化三級 惡化二級 惡化一級

108年 310 55 0 0 0 0 0

109年1-7月 183 29 0 0 0 0 0



校園防災

 無預警震災應變抽測

 防災教育輔導團教育訓練



創新做法



智慧交通

 救災、救護車輛辨識系統

 降低執勤時車禍事故發生率



擴大公私協力防災合作

 108年民安演習 -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

 109年災害防救演習 -慈濟基金會

 108、109年國家防災日 -基督教芥菜種會



與慈濟共善合作
 參與應變作業

 協助收容安置

 合辦防災士培訓



突破以往



突破以往
 災害實地情境

 擬真動員演練。

 跨鄉鎮市。



突破以往  無腳本、不壓縮時序

 依設定情境、現有人力資源及既定之應變作業程
序演練。

 找出可能遇到的問題，進而檢討、修正。



突破以往
 參與式演習

 不以「觀察者」角度看待演習。

 改以「待救者」、「自救者」參
與其中。

 驗證既定處置作業流程是否可行
，是否真能符合待救者的需求。



突破以往
 擴大參與對象

 抽測各間學校、社福機構震
災應變作為，提升場所自救
能力。

 辦理抽獎活動，邀請鄉親參
與地震就地避難自拍，並將
照片上傳至縣府臉書貼文

 將演習目的最大化。



放眼未來



28

短期目標

縣級 → 強化實體運作成效

中期目標

鄉鎮市級 → 輔導防救災執行機制

長期目標

村里 → 推廣培育韌性社區組織

放眼未來



營造美麗花園城市
深耕防災韌性社區

花蓮縣災害防救辦公室

國際智慧城市 觀光友善花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