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防救災工作重點報告

報告單位：花蓮縣災害防救辦公室
報告日期：111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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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111年災害防救業務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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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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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全災型」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邀請社福、性平相關團體參與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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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無腳本兵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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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檢討報告：由各公所自辦，依據上級單位及縣

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意見進行檢討

豐濱鄉 瑞穗鄉

鳳林鎮

卓溪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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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鄉



培植韌性社區
 教育訓練

 參與災防演習

 社區自辦維運

6

 ㇐星標章

 軒嵐諾颱風災前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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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花蓮市國興里（持續深化）

 111年花蓮市國聯里（加強輔導）

 111年吉安鄉福興村（擴展推廣）

凝聚風險共識，
建立社區組織，
推動防災工作，
提升抗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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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業務人員多元化教育訓練
常態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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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視訊課程

實體課程

專題培訓活動
氣象防災資訊應用研討會

中央氣象局與花蓮縣府
災害權責機關交流會議

線上預錄課程



109年推動設置防災公園
 107年 0206花蓮強震收容安置經驗

 強化短期收容安置能力

 建立防災據點功能

 建立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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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4密集群震

 充實大規模收容安置準備

110年大型災害避難疏散及收容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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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國家防災日大規模震災動員演練
 驗證防災公園大規模收容作業

 完成救災據點指揮調度規劃

11



厚植防災量能
 改善廳舍環境

 獨特創意、嶄新美學、環保工法

 消防車造型

 2022年美國謬思設計大獎建築類銀獎

 落實搜救訓練

 強化救災能力

 擴充救災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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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到院前緊急救護能力
 各級救護技術員教育訓練 + DMAT演練

 107年0206地震

 110年0402台鐵列車事故

 緊急救護品管計畫

 汰換更新救護裝備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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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災時避難弱勢照顧
 居家使用維生器材之避難弱勢族群

 兒少機構 8 間

 養護機構 18 間

 身障福利機構 4 間

 簽訂災害應變緊急安置支援協議

 機構間相互提供短期收容安置

14



強化偏鄉部落防救災即時通報
 建立多元化預警、通報部落疏散撤

離管道

 規劃易成災害孤島地區防救災準備
工作

 物資整備、籌募機制

 保全對象及優先撤離名冊

 空勤直升機執行民生物資空投、傷病患後送
點位

15



3.河川揚塵演練

降低揚塵傷害

 河川揚塵應變防護演練分別於
110.3.31及111.03.25花蓮溪辦理

 藉由平時演練演習模擬災害發生
應變的對策及改善措施

 使各單位了解揚塵時應變程序與
措施將揚塵傷害降到最低

2.防災教育宣導

提升民眾揚塵防護概念

1.疏散避難規劃

民眾防護避難

 LINE群組通報各單位注意
 以廣播、媒體、第四台跑馬燈及電

子看板等提醒民眾留在家中
 環保局通報河揚附近村⾧提醒村民

避免外出留在家中
 教育局通報學生停止戶外活動
 社會局提供緊急避難場址

電子看版及電視台
提醒揚塵跑馬燈 宣導人數達591人

懸浮微粒災害疏散規劃宣導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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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浮微粒災害疏散規劃宣導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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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和平電廠柴油卸載區火災引發大量懸浮微粒物質排
放演練

配合109物資經濟動員演習，於和平電廠進行工業區突發空污事件預防
管理及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應變演練，並運用攜帶手持式粉塵儀及氣體
偵測儀即時監控環境污染濃度

109年
9月16日

 主題：中華紙漿廠汽化槽管線損壞氯氣洩漏災害應變演練
配合民安5號演習，於光隆博物館前廣場進行地震造成中華紙漿廠建物
毁損產生懸浮微粒物質，及汽化槽管線損壞導致氯氣洩漏進行緊急應
變作業緊急應變演練

110年
6月16日

 主題：和平電廠液氨洩漏造成空污及10名人員送醫應變演練
配合和平火力發電廠進行工業區液氨洩漏造成空氣中充滿刺鼻味，導致10
名工作人員不慎接觸皮膚引起多處燒傷，透過氣體偵測儀與粉塵儀進行監
測，快速追查污染源，避免污染擴大，將事故影響降至最低

111年
4月22日

 工廠空污演練

 防止空污擴散

 熟悉應變作業

 降低人員危害



河川揚塵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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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空品等級 良好 普通 預警初級 預警中級 惡化輕度 惡化中度 惡化重度

109年7-12月 169 15 0 0 0 0 0
110年1-12月 327 38 0 0 0 0 0
111年1-6月 167 14 1 0 0 0 0O3

境外

 本縣無突發空氣污染事件及河川揚塵嚴重影響
事件日

 本縣無達到預警中級以上之空氣品質惡化情形
 本縣受境外移入影響使得空品達預警初級共1

日，指標污染物為臭氧(O3)，非懸浮微粒物但
仍有啟動降低揚塵之道路洗掃、稽查露天燃燒
…等應變作為

科技執法監控河揚河揚應變實兵演練

跨單位共同防制 揚塵區域街道洗掃



校園防災
 水保局酷學校 8 間、酷學校推廣示範基地 1 間

 推廣科技創新暨韌性防災校園（模擬土石流監控系統
、大崩塌創客教具、地震波監測微控至感測系統）

 無預警防災應變抽測

 防災教育輔導團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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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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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確診個案居家照護
 率先號召全縣 92 間診所提供視訊診察

 落實分級與遠距醫療

 保全醫院中重度醫療量能

 設置生活照護、新住民多語服務專線電話

 錄製 5 種語言新冠疫苗宣導短片

 強化⾧者及孩童防疫保護

 提供獨居及弱勢族群送藥到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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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賣場防災專區

 志工管理中心

擴大公私協力防災合作
 自主防災社區訓練

 防災小尖兵夏令營

 安全城市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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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慈濟共善合作
 參與應變作業

 協助收容安置

 花蓮北中南區備災中心

 福慧床

 隔屏

 志工參與收容作業

 合辦防災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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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寒害災害風險
 運用空間圖資配合警戒溫度分析，

掌握寒害潛勢地區

 推動農產業保險，建立分散風險觀
念，兼顧農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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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永續發展城市

 三心

 北區

 中區

 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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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面向：

 智慧經濟

 智慧社會

 智慧環境

 智慧生活

 智慧治理

 八大領域

 觀光

 農業

 文教

 醫療

 建設

 防災

 交通

 治理

 三軸

 森林綠帶軸

 海洋藍帶軸

 綠谷廊帶軸



建構永續發展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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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韌性城鄉防災教育 生質能源綠電有效減碳 災防演習擴大參與對象



突破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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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災害防救演習
 災害實地實景

 擬真情境

 務實動員

 跨鄉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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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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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出各單位可能遇到的問題，進而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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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式演習

 不僅從「觀察者」立場考評地方政府災防演習

 更以「待救者」、「自救者」角色參與其中、身歷其境

 進而提供意見，協助地方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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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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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大參與對象

 抽測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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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習目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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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災害防救演習
 務實檢討、精益求精

 兵棋推演：專業防災學者、0402列車事故實際救災義消考詢。

 動員演習：中央與地方合作、跨晝夜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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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務實演練強化 從實際應變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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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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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短期目標

強化基礎防災預警設施

中期目標

防救災應變輔助決策智慧化

⾧期目標

建構永續發展韌性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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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