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111年度第1次老人福利推動小組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4月 22日（星期五）下午2時

地點：宜蘭縣政府第201會議室

主席：林主任委員姿妙 (林副主任委員茂盛代)                紀錄:郭憶慧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及辦理情形報告

項
次 主席裁示事項

承辦
單位

執行情形
建議
列管
情形

1

原民所恢復辦理志工教育訓練
時，依委員建議，協助文健
站、部落志工取得志願服務紀
錄冊。
(黃委員龍冠)

原民所

1.本案將配合社會處辦理相關之志工教
育訓練活動或計畫，並協助文健站、部
落志工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
2.本年度社會處委託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辦理訓練課程詳如附件1。

解除
列管

2

有關醫院周邊設置長照交通車
接送專區問題，請交通處說明
邀集博愛醫院及聖母醫院開會
研商設置長照交通車接送專區
結果。
(吳委員元和)

交通處

1.本案業邀集衛生局、聖母及博愛醫院
辦理會勘，聖母醫院於地面設有2席長
照安養機構臨停車位，地下停車場簽約
長照安養機構持當日看診收據可免費停
車；博愛醫院門診大樓前道路為紅線，
亦無院區空間可供長照安養機構停放，
惟該院表示刻正規劃新院區，其中已規
劃臨停車位及停車空間，本案已請衛生
局持續追蹤博愛醫院新院區規劃事宜。
2.另本府已將該路段納入易肇事路口交
通安全改善計畫，將改善該區行人空
間，並考量其交通特性，規劃設置路邊
收費機車停車格及臨時停車區，以改善
該路段交通及停車秩序。

解除
列管

3

樂齡學習中心的地點請教育處
評估增加學校以外的場地，並
努力推廣或結合文健站、據點
資源，讓更多長者參與課程。
(林委員明禛)

教育處

1.本縣所轄12鄉鎮市樂齡學習中心除了
冬山鄉及五結鄉由鄉公所承辦業務其餘
10個中心由10所學校承辦。於111年度
申請教育部補助樂齡學習計畫中，規劃
執行年度拓點共計達114個拓點，各樂
齡學習中心活動及課程地點，不受限僅
於學校場域，更積極延伸至社區活動中
心及關懷據點等處。
2.其中，冬山鄉樂齡學習優質中心與社
會關懷據點之連結達20個據點；南澳及
大同樂齡學習中心與文健站之連結亦有
4~5站之多。各樂齡學習中心與社會關
懷據點各文健站之合作情形，詳如附件
2。

解除
列管

     決定:以上 3案照案通過解除列管。



參、各業務單位工作報告

  一、社會處報告(略)

  決定：洽悉。

  二、教育處報告(略)

  決定：洽悉。

  三、家庭教育中心報告(略)

  決定：洽悉。

  四、衛生局報告(略)

  決定:洽悉。

  五、警察局報告(略)

      決定：洽悉。

  六、勞工處報告(略)

  決定：洽悉。

  七、原民所報告(略)

  決定：洽悉。

肆、提案討論:

    案由一：經法院裁定由本府監護或輔助之老人個案名冊及服務概況，提請

            本會審查。

                                                    提案單位：社會處

    說明：

        一、受本府監護或輔助宣告之老人個案名冊及服務概況，請詳參社 

            會處工作報告附件：冊內計有監護宣告10人，輔助宣告 5人。

        二、附件資料涉及個人資料保護法，請於會後交予工作人員。   

    辦法：檢附截止 111年 3月底止，受本府監護或輔助宣告名冊及服務概況 

          資料，供委員會審查。

    決議：提案內容准予備查。



    案由二：建請主管機關召集受託機構研議修訂 111年度宜蘭縣政府委託安

            置本縣低收入戶老人及中低失能老人機構公費安置合約書內容後，

            重新簽訂安置委託合約。

                                            提案委員：黃委員龍冠

    說明：

      壹、今(111)年度將低收入戶老人及中低失能老人機構公費安置合約書

          整併為乙份，以避免疊床架屋的行政程序，其立意良善，惟合約內

          容擴及經濟弱勢、家庭關係薄弱、甚或有身心障礙監、輔宣告等老

          人保護議題之老人，其中委託處理事涉公權力之行使，非受託機關

          所能為之。然，今年所訂合約第八條喪葬事宜及喪葬補助條款： 

        一、丙方於安置期間死亡時，其遺體及遺留財物乙方應依其所立遺囑

            處理並副知甲方，乙方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不知丙方立有遺囑

            或嗣後撤回遺囑之全部或一部或有民法所定視為撤回之事由者，

            丙方之繼承人或遺囑執行人對於乙方所為之處置不得異議。

        二、若丙方無前項遺囑者，乙方應聯繫丙方家屬處理相關事宜並連繫

            丙方家屬處理相關事宜並副知甲方：

          (一)若家屬無意願或無力處理，請家屬簽署殯葬委託書，由乙方處

              理後事。

          (二)若無家屬聯絡資訊，乙方得函文至戶政單位，請該單位提供家

              屬聯絡資訊，並函文公所協尋家屬，若公告25日後仍無家屬出

              面，則由乙方負責殮葬，若丙方為本縣低收入戶，得依據「宜

              蘭縣低收入戶喪葬補助辦法」檢附相關文件向丙方戶籍所在地

              之公所提出喪葬補助申請。

        三、如丙方死因可疑時，乙方應報請檢察機關相驗後，始得殮葬。

      貳、上開合約內容對於委託安置之無依老人，由乙方協尋家屬，此舉已

          涉及老人保護議題，應由公權力介入處理之，非受託機構等民間單

          位所能執行之。另合約內容之公告25日期間，大體需先委託福園冰

          凍，所需費用仍在「宜蘭縣低收入戶喪葬補助辦法」的範圍(1萬

          5,000至 2萬元)內支付。受託機構若為財團法人機構尚能對外募款，

          惟縣內受託之小型機構仍有不得對外募款之規定，是否有能力負擔

          該名個案之喪葬費用，值得主管機關考量。再者，同宜蘭縣政府之

          社會處委託辦理之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保護(緊急)安置及安置輔導遊



          民合約之喪葬費用補助每名個案最高皆為新台幣參萬元整；何以同

          為宜蘭縣政府轄下之機關、單位，對於相同的照顧對象卻有不同的

          補助標準及申請流程，渠等合約內容勢必影響受託機構的收置意願，

          未來有可能造成低收入戶等弱勢個案無法獲得公費安置之社會排除

          效果。

      參、有關合約第一條及第四條之安置資格及費用補助標準：

        一、目前本縣低收入戶老人公費安置資格係以個案有無身心障礙身分

            及其障礙程度作為審查標準，惟實施長照1.0以後，各縣市對於

            低收入戶老人公費安置皆已改為以「中重度失能」作為安置標準。

        二、然因身心障礙證明取得時間較為長久，一般需半年，且失能與身

            心障礙彼此互不等同，為利於縣府社工在安置個案時，能即時提

            供個案妥善之機構安置，倘改由失能評估僅需轉介本縣長照所照

            顧管理專員，一週內即可評定失能等級，將更能有效率協助個案

            轉介安置；倘個案具有身心障礙身分者，即可申請「身心障礙者

            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亦無需申請低收入戶老人公

            費安置。

        三、目前中低收入失能老人機構公費安置費用每月為新台幣 2萬

            2,000元整，惟本縣領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證明之低收入戶老人

            公費安置標準僅 2萬 1,000元整，中低收入戶的經濟條件優渥於

            低收入戶，然補助標準卻高於低收入戶。為避免再次出現社會排

            除效果，建議調整本縣低收入戶老人公費安置標準與中低收入失

            能老人機構公費安置費用一致。

        四、至有安置需求但無失能或無身心障礙證明之無依、無住所老人，

             建請仍考慮當前物價及薪資水準，一併調整安養費用補助標準 

            (據查目前僅南澳弘道仁愛之家收置 8位個案)。

    辦法：

 一、請主管機關召集受託機構針對合約書內容雙方協調議定後，重新簽

     訂安置委託合約。

 二、嗣後，本縣低收入戶老人公費安置標準比照外縣市改採以「失能等

     級」為依據；其喪葬委託處理費用之補助標準，恢復原標準及申請

     程序。

  三、112年起，調整本縣低收入戶之失能老人公費安置費用與中低收入



      失能老人機構公費安置費用標準一致，並調整本縣低收入戶老人公

      費安置之安養費用標準。

    衛生局回應：

      一、宜蘭縣內目前有 7間小型老人機構，其餘為財團法人相關機構，縣

          內低收老人安置單位多數在衛生福利部東區老人之家，小型機構最

          多只能收2位低收老人安置個案；縣內長者、身障者入住機構皆領

          有身障證明，本所擬蒐集全臺 22縣市政府公費安置情形及喪葬費補

          助之相關資料，調查瞭解後會再與社會處研議討論。

      二、長照所與機構的合約書都是簽請各機構先行審閱用印後才會回到縣

          府用印。

      三、倘依照辦法二建議，改以失能等級為安置標準依據，牽涉到資格改

          變、補助費用調升之問題，其增加之經費恐為今年度預算7倍之多，

          建議暫由業務單位與相關單位研議後再做後續相關決議。

    黃委員龍冠回應：

          最低生活費標準每月14,230元，安養費用卻僅補助1萬元，單以機

          構照服員3班人力，不包含護理人力及其他人力來看，對機構經營

          即較為困難，導致許多長者只能選擇安置在衛生福利部東區老人之

          家，故建議提高補助費用，並提列112年預算編列會議，又，經瞭

          解本案所需經費是可以用中央公益彩券盈餘預算支應，以機構經營

          角度而言，為了避免長期虧損，寧以無床位拒絕協助社工轉介有安

          置需求之個案，考量社會處社工常需為弱勢個案連接資源、協助安

          置，建請綜合評估相關預算支應。

    決議：

      一、合約書雖然有先請各機構先行審視，但對於黃委員提醒機構有窒礙

          難行之處，仍請長照所召集相關機構討論。

      二、有關辦法二及辦法三補助經費檢討調整的部分，一併同於合約書討

          論會議中共同研議，並邀集社會處參與，倘會議決議需增加補助經

          費，再列入相關預算會議中討論。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3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