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全民戰力綜合協調

會報、災害防救會報」108年第1次定期會議紀錄 

 
一、時間：108年3月21日上午10時 

二、地點：臺灣宜蘭農田水利會 

三、主持人：會報召集人林縣長姿妙                  記錄：林聰明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 

五、主席致詞：略。 

六、狀況推演：略。 

七、上級指導官講評： 

（一）行政院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何陽徵專委 

          今天很高興能參加本次會議，個人深感榮幸。 

          宜蘭縣在縣長、各級主管努力下，各項演習及動員工作都 

      有傑出的表現，例如去年5月17日民安演習綜合實作榮獲特優 

      單位，而且獲得行政院獎狀，剛才從工作報告中顯現縣府平時 

      在深耕動員及災防業務的成效非常卓著，這次會議以震災為主 

      題，結合地震災情，由縣長擔任主推官，磨練各單位減災、整

備、 

      應變、復原的能力，透過剛剛各單位的處置，已經感受到縣府 

      已做好萬全的準備，對動員工作的啟動、災害應變，都能更加

熟稔，相信在各單位通力合力下，各種災害都能及時因應。 

          剛剛會議一開始轉達上級指示及重要命令(法令)，請各位

委員能廣為宣導外，另外再轉達兩項重要政策： 

          第一，5月27日為北部地區萬安42號演習，請加強防空避

難設施準備工作，讓民眾熟悉避難方式及處所，另外今年實施

應變中心轉移演練，也就是指揮所遭敵破壞後，如何啟動備援

指揮所機制，請做好規劃確保中心轉換順利。 



          第二，去年行政院動員會報主席認為，動員工作須與時俱

進，有關計畫時程調整非常重要，本會報今年2月1日已函頒，

訂定109年計畫訂定注意事項補充規定，今年7月要策頒之109

年度計畫，原訂計畫時間為109年1月1日至至109年12月31日，

調整為108年8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請各計畫訂定單位注意。 

          最後謝謝各位對本會的支持與配合，使會報各項工作均能

順利推展，僅代表行政院動員會報的召集人蘇院長、還有執行

長國防部嚴部長，表達感謝及問候之意，謝謝大家！ 

 

（二）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馮德榮參議 

          針對今天兵棋推演地震狀況，宜蘭地區事實上沒有活動斷

層，今天地震設定在宜蘭縣大同鄉深度10公里，規模6.5級。

震度達6級時，除了地方啟動災害應變中心，中央也必須啟動

災害應變中心。    本人提出幾點建議供大家參考， 

          第一，地震時間軸，隨著時間的不同，會有不同掌握的災

情與處置，如能結合地震時間軸，能報告不同時間對於地震的

處置為何?會讓推演人員宛如置身地震情境時間中。 

          第二，針對羅東大樓倒塌，受困20人，情境似花蓮雲翠大

樓倒塌，有受困民眾待援，必須先了解大樓住多少人，戶政與

警政系統必須先盤點大樓所有住戶人員，並公告，提供救災人

員及大樓住戶人員知悉，並磐點受困人員姓名及受困地點，隨

時掌握最新資訊。 

          第三，不管是臺南或花蓮地震災害，救災的新聞發佈非常

重要，人員受困受傷情形是大家最關切的，所以應該定時或不

定時掌握救災的最新訊息，並及時發佈。 

          另外針對災防會報有幾點報告： 

          第一，地區防救計畫每年編修1次，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



每5年1次災害防救基本計畫，已於去年12月核定，將來區域計

畫要再修時，有5大推動指標，希望地區在編修時能予以整合。 

          第二，101年推動災害防救職系，經過多年努力，考試院

最近做職系整併，災害防救職系已順利於今年1月17日通過，

稱為：消防及災害防救職系，讓地方災害防救人員得以進來，

並推動災害防救工作。另每年舉辦中央與地方直轄市縣市政府

災害防救交流座談，今年將於4月26日假行政院第一會議室舉

行，將邀請縣市政府及地方長官參加。 

         第三，今年剛好是921地震20週年及莫拉克風災10週年，於

5~9月規劃帶狀活動，由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一起擬定計畫，

並已提出綱要計畫，約3月函頒，屆時請縣市政府若有相關活

動須再加入，歡迎大家一起來推動，主要目的是讓大家記起教

訓，從中做到全民防災，並讓災害減少。以上幾點提供大家參

考。謝謝! 

 

  (三)臺閩戰綜會報-林浩平秘書 

          今天三合一會報兵棋推演由縣長親自擔任主推官，代表縣

長對災害防救非常重視，防汛期即將到來，相信宜蘭縣在林縣

長的領導下，已做好了萬全準備。複合式災害就像我們的敵人，

我們要秉持毋侍敵之不來，侍吾有以待之的觀念來做好準備，

本人做幾點建議提供參考： 

          第一，平時應做好調查人力、物資、機具，工程重機械的

數量、位置，並每季清查，以利於需要時能及時動員，並每年

檢討數量是否充足？如果地震或颱風災害發生，可能發生道路

中斷等等，救災機具是否充足能否自救。 

          第二，從數據顯示收容所應該是充足，但是物資是否充足，

物資在哪裡?包含帳篷、睡袋等，是非常重要，若有不足，應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50831000013KK17234


每年檢討增加，以備不時之需及做好萬全準備。 

          第三，在通訊方面，目前只有中華電信擔任委員，因為通

訊對指揮官及縣長來說是非常重要，如因災害通訊中斷，預備

手段為何?建議增加宜蘭縣相關的電信，包含遠傳、臺灣大哥

大等納入委員，以利掌握通訊，隨時知悉災區狀況。 

          本人在宜蘭任職5年，非常感謝縣長及鄉鎮首長的協助，

讓推行工作上都非常順利，在災害防救上見過宜蘭縣動員力量

之強大，相信宜蘭一定風調雨順，並祝平安順心。 

 

八、主席結論：感謝上級指導官指導講評，讓宜蘭縣各項整備能更完善，

相關指導將列入精進之參酌。 

              感謝大家在百忙中參加今天的會議，謝謝大家！           

九、散會：上午11時5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