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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防災工作各項成果 



新竹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修訂 
 為落實本縣各項災害防救工作之推動，並使地區災害防救

計畫能確實符合本縣災害防救現況，並符合災害防救法之
規定，本縣已於本(103)年1月即行文各單位進行意見蒐集，
並於6月24日召開新竹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修訂會議，隨即
將修訂初稿送交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審查，並於103年10
月16日由本縣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並函送行政院災防辦。 

低危險閾值
中危險閾值
高危險閾值

☆以最大風險值的三分之二以上為高危險閾值

☆以最大風險值的三分之一以下為低危險閾值

竹北市新庒里

竹北市竹義里

竹北市溪州里

竹北市斗崙里

竹北市新社里

竹北市國光里

竹北市北崙里

竹北市福德

寶山鄉新城村

寶山鄉雙溪村

寶山鄉深井村

寶山鄉雙溪村

寶山鄉寶斗村



結合災害防救辦公室會議辦理專題報告 

 本縣定期召開災害防救辦公室會議(102
年5月至103年6月共計召開5次會議)，以
落實災害防救體制運作及整合各局處災
防能量，確實發揮災害防救工作效能。 

 除定期會議外，本辦公室更邀集不同領
域專家學者，成立「災害防救專家諮詢
委員會」，除供防災諮詢外，在每次會
議更邀請專家學者針對當前災防重點工
作或主題提出專題報告及經驗分享，讓
本縣各防災編組人員實際更了解各項防
災工作及執行，提昇防災素養，而不流
於開會形式。 

 

 

陳文山教授講解新竹地震 

馬士元教授講解兵棋推演 

張麗珠博士分享 
八八風災社會收
容經驗 



提升災防辦公室會議參與層級 

 為落實防災工作及效能，本會議由副縣
長主持，於每次開會製作決議事項追蹤
管制表，由列管單位報告，確實管控各
項防災進度。 

 為提高本縣災害防救工作效能及決策力，
使本縣災害防救工作更加落實且優質化，
本縣今年度將災害防救辦公室會議參與
人員層級提高，由相關副局(處)長層級
擔任組長，組員則由科長層級擔任，以
擴大各項防災工作決策能力。 

 

災害防救辦公室 
  組織架構圖 

 
追蹤管考情形 

 



積極爭取災害防救深耕計畫-
提升鄉鎮市防救災能力 

 有鑑深耕1期計畫執行成果，為持續加強
本縣鄉鎮市防災能力，本縣積極參與中
央各項會議，研擬細部執行計畫及成果，
在參與全國各縣市評選中，順利獲選為
第1梯次執行縣市，使地方防災工作得以
第一時間延續並獲得更好資源及協助。 

 為使深耕計畫成效加倍化，本縣除由各
局處及鄉鎮市公所外，並邀請專家學者
組成跨局處工作平台小組，透過此一平
台積極對話，以有效推動深耕計畫（於
103年5月1日召開第1次跨局處工作小組
平台會議）。 縣府跨局處 

工作平台小組 

深耕工作團隊 
  運作機制 



防災地圖E化及雙語化 

 本縣各鄉鎮市村(里)簡易
疏散避難圖，均放置於網
頁首頁供民眾下載，並特
別設計英文版簡易疏散避
難圖。 

 本縣於各鄉鎮市均設置「
防災避難看板」，並設置
於明顯易見處。 



 本縣災情查通報計畫本年度特別
增修工務系統(防汛志工、水患
自主防災社區及防汛搶險隊)、
社會系統(NGO)災情查報人員等
，以健全本縣災情查報工作。 

查報人員多元化、佈建區域重疊化 

 汛期前由各鄉鎮市公所召開災
情查報佈建措施會議，並依據
災害潛勢區域妥善分配災情查
報人員，採重疊分配及重複確
認等方式，確保各地災情均能
即時傳達，另於下半年將辦理
各鄉鎮市災情查報模擬演練測
試。 



災情傳遞智慧化 
 目的：為落實天然災害期間災情查報工作，並因應廣大智慧型

手機用戶需求，本府除於全球資訊網站內建置『災情查報網』，
並因應智慧型手機普遍化，研發災情查報APP。 

 功能項目： 

1. 供一般民眾、村、里長、義警、民防及救難志工人員陳報災情
(僅供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使用)。 

2. 可上傳影(相)片檔案。 

3. 具備GPS定位功能。 

4. 開設、關閉通知功能。 

5. 回饋機制。(讓民眾知道案件受理情形) 

 



EMIS-演練兵推化及訓練落實化 

 
 102年防救災資訊系統(EMIS)演練成果: 

   1.102年辦理應變管理資訊系統(EMIS)第1種測試演練，相關局處及鄉鎮市公所
均參與，全年度平均得分99.07以上。 

   2.鑑於本局102年5月份第3種測試演練成績88.38分，本縣災害防救辦公室會議
專家學者建議演練前先行辦理小型兵推，本局9月份開始實施，9月演練成績
93.14分 ，成績為同期演練縣市第1名。 

 本縣及各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防救災資訊系統(EMIS)教育訓練成果: 

  1.辦理期程：3/6、4/8、4/10、4/11、5/9、5/12、5/23、5/29共辦理10梯次。 

  2.參訓人數：約438人。 

本縣防災編組人員上課情形 

本局各分隊上課情形 各鄉鎮市公所人員上課情形 



 (102)年度本縣自辦防災社區 

   本縣102年以本府消防局經費自行輔導竹東鎮軟橋社區及峨眉鄉峨眉社區為
防災社區， 以強化防災社區自主防災意識及自救人救之能力。 

 本府工務處配合經濟部水利署推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推動防災社區化 

年度 推動社區 

101年 寶山鄉(雙溪村) 、竹北市(北崙里、白地里) 

102年 芎林鄉(文林村、秀湖村) 、竹北市(新港里) 

總計 共6個水患自主社區 

軟橋社區啟蒙與啟動說明會 軟橋社區防災對策討論 
水患自主社區社區演練 



 確保防災社區持續運作 

   針對本縣先前培訓之五峰鄉-清泉及花園社區、尖石鄉-新光社區、竹北市
-新庄社區利用上半年社區幹部辦理訪視，瞭解目前社區運作問題，下半年
以加強在地災害潛勢說明及強化組織訓練並納入科技防災應用資訊課程；並持
續針對102年培訓之峨眉鄉峨眉社區、竹東鎮軟橋社區進行第二階段訓練。 

 首次推動防災社區結合當地校園防災 

   尖石鄉新光社區9月結合新光國小辦理校園防災課程，使學童能有正確的災害
應變能力，藉由各種防災教育活動養成危機意識，並讓當地居民及學童、老師
瞭解防災社區工作－藉此希望能進一步讓當地防災社區推動扎根實質持續。  

 他山之石-優良防災社區參訪 

   帶領本縣7個防災社區幹部參訪921地震教育園區觀摩及四德社區，以交流其他
縣市社區防災經驗。 

 

 

社區防災薪火相傳 

新庄社區事前訪視 新光國小校園防災 



自主防災、幸福就來 
 今(103)年度防災社區推動工作 

1. 考量關西鎮錦山社區轄內共有5條土石流潛勢
溪流，於艾莉、納莉及近年蘇拉颱風時均造
成嚴重傷害，故本次遴選上內政部103年度防
災社區，於全台15個縣市共計22個社區中脫
穎而出，顯見本縣推動防災社區之用心。 

2. 第一階段課程除陸續辦理社區說明、社區災
害環境診斷等一系統課程外，並邀請龍潭高
原鄉黃玉琴村長分享社區推動經驗及社區幹
部參訪921地震教育園區及四德社區。 

3. 採購簡易器材（鍊鋸、發電機、手電筒、對
講機等）供居民災害來臨時可初期自主救災
使用。 



風災應變中心開設及運作情形 

 本府102年共成立5次災害應變中心，如下： 

颱風名稱 時間 
工作 
會報 
次數 

疏散避難 
撤離人數 

收容 
人數 

傷亡情形 

蘇力颱風 7/11~7/15 4 1,064 583 
重傷1人，輕傷

1人 
潭美颱風 8/20~8/22 2 1,125 706 無人傷亡 
康芮颱風 8/28~8/30 1 0 0 無人傷亡 
天兔颱風 9/20~9/21 0 0 0 無人傷亡 
菲特颱風 10/5~10/7 2 304 183 無人傷亡 



各類災害潛勢區域資料加值化 

 本縣於每年度汛期前及汛期後定期
更新2次「災害潛勢區域清冊」，
並特別結合各鄉鎮市監視器位置。 

 本縣各鄉鎮市亦使用此清冊佈建災
情查報人員，妥善分配查報區域。 

 本縣各鄉鎮市依據各類災害潛勢擬
訂因應對策，並修訂地區災害防救
計畫，以強化防救災工作。 



本縣災害防救資訊平台活用化 

 本系統平台主要功能包含：防
災警戒資訊、防災電子地圖、
減災階段、整備階段、應變階
段及後端管理。並於103至105
年持續辦理教育訓練及實機操
作測驗。 

 本系統於每年度均持續更新圖
層資料，並整合各防救災系統
資料。 

圖層名稱 資料來源 資料日期 數化、建
置進度 

新竹縣省縣
道橋梁分布 

全國橋梁
管理系統 

2014 數化完成、
建置中 

新竹縣警政
據點分布 

新竹縣警
察局 

2014 數化完成、
建置中 

新竹縣消防
據點分布 

新竹縣消
防局 

2014 數化完成、
建置中 

新竹縣緊急
責任醫療據
點 

新竹縣衛
生局 

2014 數化完成、
建置中 

新竹縣避難
收容場所 

新竹縣社
會局 

2014 數化完成、
建置中 

國軍責任區 新竹縣後
備指揮部 

2014 數化完成、
建置中 

中央氣象局
地面及高空
觀測測站及
自動雨量站 

中央氣象
局 

2014 數化完成、
建置中 

原民鄉聚落
分布 

五峰鄉、
尖石鄉 

2014 數化完成、
建置完成 



防災宣導、不分你我 

 

    

 

本縣訂有「防災宣導評核計畫」，每年規劃辦理防災宣導活動，實施
宣導項目內容充實及豐富，成果如下： 
 
     

 
 

宣導名稱 102年5月~12
月宣導場次 

102年5月~12
月宣導人數 

103年1月~6
月宣導場次 

103年1月~6
月宣導人數 

102年5月~103年
6月總宣導場次 

102年5月~103年
6月總宣導人數 

防災日 36 7236 105 20993 141 28229 
體驗活動 130 27684 109 32134 239 59818 

地震避難演練 73 10410 105 17955 178 28365 
家戶訪視宣導 277 7341 286 5482 563 12823 
社區海報張貼 225 65279 170 25391 385 90670 
地方電視台廣
播或廣告 

44 23019 65 119628 109 142647 

本府消防局網
站或其他網站 

69 26032 216 125849 285 151881 

其它創意宣導 77 109248 81 26844 158 136092 
教育講習 25 1262 30 2679 55 3941 



深耕校園、創意宣導 
◆102年辦理各國民中小學「921防災海報比賽」 

    為強化地震災害防救工作，激勵各國民中小學積極投入防災宣導工作，期   

    防災教育與宣導合一之目的。本次共計入選32件作品，並於本府文化局美 

    術館進行展覽。 

◆103年辦理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育海報活動比賽」 

    因應萬安演習並爭取本縣佳績，針對本縣各高中(職)、國民中小學之學生 

    參賽對象，評選出計30件入選作品，於103年4月2日布置於演習(兵棋推演   

    )現場。 

入選作品布置於 
演習兵棋推演現場 

中年級前3名作品 
入選作品刊登於 

新竹藝文2014年2月號 

文化局美術館進行展覽 



 建構全縣防災輔導小組，協

助各校推動防災教育。 

 成立防災教育小組，落實防

災教育。 

 依各校災害潛勢建構校本化

防災教育計畫。 

強化在地化、校本化防災教育措施 



各校每年辦理全校性

教學與宣導2場以上，

並結合社區資源共同

辦理。 

辦理宣導回饋或防災

教育知能檢測，理解

辦理成效，作為改進

參考。 

推廣學生隨身攜帶家

庭防災卡 

 

促進防災避險意識與行為 



依各校災害潛勢與避難

需求，規劃多元疏散避

難路線。 

校園疏散避難地圖張貼

公告於校園，讓避難意

識與認知融入於生活之

中 

編列預算，協助各校添

購或汰換防災教育器材

及設備，促進防災成效 

整備校園防災設備與環境 



防災宣導多樣化 

普及防範天然及人為災害觀念，本府各局處藉由各式教育宣導將防災觀念深
植民心，強化民眾對各項災害應變能力，達全民防災及家家平安之最終目的
。 

消防局CPR宣導 社會處備災糧發放宣導 環保局毒化災法規宣導 

工務處水利構造物檢查宣導 農業處土石流防災宣導 衛生局流感及防制衛教宣導 

教育處逃生避難及防震宣導 警察局社區治安宣導 民政處地方基層自治幹部宣導 



首創原民鄉直昇機空投起降點圖型化 

 本縣於本(103)年汛期前由本縣消防局先行勘查原民鄉各直
昇機空投起降點，並初步建置相關清冊及製作相關圖資，另
將相關資料提供社會處辦理各直昇機空投起降點物資儲備負
責人教育訓練，以確保災時各受災民眾均有救濟物資。 

 本縣印製直昇機起降空投地點圖資發送至尖石分隊、五峰分
隊、尖石鄉公所五峰鄉公所，供宣導及發放當地居民使用。 



保全戶家家備有緊急避難包 

 102年本局針對土石流潛勢中、高
地區購買緊急避難包（305個）予
以保全戶，以利災時避難逃生及
預防性疏散工作執行。 

 本縣於102年9月30日於尖石鄉辦
理緊急避難包發送儀式，發放對
象為竹東鎮、關西鎮、芎林鄉、
橫山鄉、尖石鄉及五峰鄉土石流
潛勢中、高潛勢戶。 

 



事故預防、廠場輔導及聯防推動情形 

民間業者欠缺橫向溝通管道，且無

其他運作毒化物業者資訊，籌組困

難。本府環境保護局基於善盡輔導

之責，於103年8月21日召開本次協

商會，提供建議編列組織名單及遴

選組長，以利毒化物民間聯防組織

籌設完成。 



H7N9禽流感防疫應變桌上兵棋推演 

 102年因應H7N9大流行，本縣成立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並於7/2日由邱縣長親自主持跨局處演習「H7N9禽
流感防疫應變桌上兵棋推演」1場，參加人數60人，
過程全程錄影，結合影片拍攝及桌上演練，最後將
完整影片剪接30分鐘衛教影片，委託北視有線公司
於頻道上播放，加深民眾印象並發放於13鄉鎮衛生
所及9家醫院供門診衛教影片播放及院內教育訓練使
用。 



 本縣針對原民鄉結核病高危險族群訂有主動發現/篩檢計畫
，每月1-2次配合當地大型活動安排X-光車巡檢，以期達到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功效，102年本縣針對原民鄉結核病高
危險族群執行X光巡檢計畫，平均達成率為103.9%。 

結核病高危險族群主動發現/篩檢計畫 

年度 鄉鎮
扣除後12

歲以上戶

籍人數
目標數 已篩檢數 達成率

五峰鄉 1919 1151 1219 105.87%

尖石鄉 3179 1907 1941 101.76%

五峰鄉 3900 1170 1058 90.43%

尖石鄉 7167 2150 1306 60.74%

102

103/08/30止

新竹縣102年至103/08/30日山地鄉X光巡檢計畫執行成果彙整



 因應新興傳染病: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MERS-CoV 
)、伊波拉病毒感染，本縣針對衛生局、所，醫療院所相關
防疫人員，人口密集機構照護人員，殯葬業者，分別辦理2
場次防治教育訓練，共134人次參與。 

因應伊波拉病毒防治教育訓練 

辦理 
機關 

辦理對象 
辦理日
期/場 

辦
理
人
數 

新竹縣
政府衛
生局 

衛生局所醫
療院所人口
密集機構照
護人員 

103/08
/06 

100 

新竹縣
政府衛
生局 

衛生局所醫
療院所、殯
葬業者 

103/0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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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收容所整備與應變  

室外空間收容所-水圳防災公園  

 為因應地震災害發生，能儘速完成災害安置事宜，本縣積極開發
室外空間收容場所，於竹北市設立水圳森林防災公園，並備有開
設運作計畫，以利辦理救災指揮及災民收容等事宜。  

 本縣共計有155處收
容場所，各鄉鎮市依
不同災害類別，並配
合災害潛勢檢討，規
劃不同之收容場所。 



因應大型天然災害-物資集散管理中心  

 本縣103年2月將縣立
體育場規劃為物資集
散管理中心，以因應
大型之天然災害，能
迅速進行人員編組及

整備物資。 

民生救濟物資儲備 
 本縣共設有72處物資存放點，於天然災害發生時整備民生物資進行發放 



民間團體及志願服務人力之運用與結合  

 本縣共計有73個志工團體
參與防災救助工作，已建
立災害應變時志工督導及
管理機制。 

 102年至103年本縣結合民
間團體，共辦理4場次教育
訓練課程，增加志工團隊
對於災害的認識及應變能
力。 

 102年蘇力颱風造成五峰鄉
聯外道路中斷，需空投大
量的民生物資，本縣救災
志工積極投入物資整備及
運送的工作。 



社福機構之災害應變措施  
 本縣計有18處老人福利機構、7

處身心障礙福利機構、4處兒童
福利機構，均已訂定天然災害
應變作業及處理流程 

 103年6月12日、6月25日委託本
縣身心障礙綜合福利服務中心(
身障福利機構)及新埔長期照顧
中心(老人福利機構)辦理防震
演練觀摩活動，並結合消防局
、鄉鎮市公所、衛生局、警察
局等單位，透過實際演練方式
，強化防震組訓，確保人員生
命安全，降低意外事故的發生
。 



 編列年度經費辦理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組訓演練計
畫暨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本府103年度建
築管理業務-使用管理-業務費項下編列新台幣88萬元及透
過第二預備金納入本府年度預算作業新台幣58萬元，新台
幣共146萬元，作為耐震能力評估等業務之業務費、出席費
等；另編列新台幣3,200元，作為講習講師費。 

 另針對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執行情形，本
府於103年8月5日召開「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
案」相關業務辦理及經費執行情形工作檢討會議。 

 

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 
-年度經費與工作檢討會議 



 本府擬定之102年度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組訓動員演
練計畫，如實際發生震度6級以上地震，或災情重大且通訊
全面中斷時，請緊急評估人員不待通知逕自趕赴本府報到
。 

 本府各年度皆辦理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組訓演練(簡
訊、現地報到) ；本縣102年度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
組訓動員演練於102年7月19日辦理；另103年度動員演練事
宜，於103年9月19日辦理。 

 

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組訓 
動員演練計畫 



 有關102年及103年度辦理建築物補強及拆除工作執行情形
，本縣警察局於本(102)年度編列新台幣85萬元，辦理新埔
分局寶石派出所建築物補強工作。 

 有關本府都市更新辦理情形，「擬定新竹縣竹北市站前段
358地號等9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自103年8月25日
起辦理公開展覽30日。 

補助辦理建築物補強工作 
及都市更新辦理情形 



水災危險潛勢地區擬訂保全計畫 

 針對新竹縣轄管區域易受水害及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就其

保全對象及警戒範圍擬訂各項應變暨疏散撤離措施，俾於

颱風豪雨應變期間及時啟動相關應變及疏散撤離作業，以

有效減少災損及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於新豐溪中山橋、池和橋、豆子埔溪博愛橋、崁下幹線聚
德橋共設置4座水位監測系統，並於洪水來時發出警示訊息
，其中豆子埔溪博愛橋及崁下幹線聚德橋有簡易雨量計及
CCTV監視設備，可即時觀測水位畫面，作為防救災之判斷
與預防。 

 建置溝貝幹線排水系統防潮閘門，可依水壓自動排水或防
潮，避免該低漥區域內因海水倒灌發生災害，保障民眾生
命財產安全。 
 

 

建立水位預警系統及防潮閘門 



 打造本縣成為樂齡宜居城市，本縣自99年至今，除了大刀
闊斧建設道路、橋梁，也共投入約6億8393萬元治水，讓家
園環境更加安全；今年更甫榮獲審計部「100-102年度中央
政府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3期特別決算審核報告」，
改善淹水面積為本島第一名、全國第二名，面積比率達
90.10%。  
 
  
 

 

打造安全家園 5年投入6億8千萬治水 



簡報完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