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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101)年度災害防救業務自評工作結果 



1.實施項目 

書面審查:依「新竹縣101年災害防救業務訪評評核表 」所列項目 

現地訪視:以執行災害防救工作範圍內相關資訊系統操作、抽水機
組測試、民生物資儲備檢查、水利設施清淤檢測、各類災情查報人
員考詢及災害潛勢區保全對象資料電話測試等共計15項測試 。     

2.實施對象 

 本縣各防災編組單位(消防局、社會處、工務處、農業處、民政處、
原住民族行政處、教育處、交通旅遊處、衛生局、環保局、警察局、
新竹後備指揮部) 

 本縣各鄉鎮市為對象，並依轄區特性、人口數、財政能力等條件分為
以下二組： 

      (1)甲組：竹北市、竹東鎮、新豐鄉、湖口鄉、新埔鎮、關西鎮。 

      (2)乙組：尖石鄉、五峰鄉、峨眉鄉、北埔鄉、寶山鄉、芎林鄉、橫 

                        山鄉。 

 

一、本縣災害防救業務自評工作規劃 



3.實施期程   

書面審查:(1)第一次預檢:5月11日 

                      (2)第二次預檢:6月4日 

實地訪視: 

   

 

 

 

4.評核小組組成:評核小組由邱縣長鏡淳擔 

    任召集人，章副縣長仁香擔任副召集人 

  ，本府各有關局處長擔任執行秘書，並 

  且結合各項業務承辦主管及承辦人員共 

  同組成。 

二、災害防救業務自評實施期程 

訪視日期 受訪鄉鎮市(上午) 受訪鄉鎮市(下午) 

6月05日 ---- 竹北市、寶山鄉 

6月06日 尖石鄉、橫山鄉 ---- 

6月11日 湖口鄉、新豐鄉 竹東鎮、芎林鄉 

6月12日 北埔鄉、峨眉鄉 關西鎮、新埔鎮 

6月13日 五峰鄉 ---- 

各鄉鎮市受訪評單位 
評核官 

(各局處、科) 

民政課 
建設課 
工務課 

民政處(自治行政科) 
工務處(水利科) 
工務處(下水道科) 
工務處(養護科) 
本府消防局 

民政課 
清潔隊 
農業課 

警察局 
環境保護局 
農業處 

本府消防局 
消防分隊 
原民鄉 

本府消防局原住民族
行政處 

社會課 

社會處 
交通旅遊處 
本府消防局 

消防分隊 
衛生所 

本府消防局衛生局 

民政課 
本府消防局 
民政處 



 

書面審查實施情形 

抽水機實際抽水測試 書面審查會議 

保全對象及查報人員電話訪問 書面審查會議 



貳、本(101)年度各項防災整備工作推動情形 



一、強化災害防救體系運作功能 
1.災害防救辦公室運作 

成立時間:本辦公室於去(100)年3月8日於縣府前棟大樓3樓設立完成。 

組織架構:本辦公室共置主任1人，由章副縣長擔任、副主任1人，由徐 

  祕書長擔任，執行秘書1人，由消防局長擔任，下設減災規劃組、整備 

  應變組、調查復原組及資通管考組等四組，共計37人。 

運作方式:縣災害防救辦公室每二月召開乙次定期工作會議，由各編 

  組單位輪流針對其權管災防工作提出專案報告， 並針對每次會議提   

      案及決議事項實施追蹤管考。 

建置專屬網頁:本辦公室已規劃建置專屬網頁，以作為工作溝通協調平 

  台，也可讓民眾了解政府防救災作為。 

 



一、強化災害防救體系運作功能 
2.災害防救會報運作 

運作方式:每年度上下半年共計二次工作會議，目前本會報與戰力綜合 

協調會報及全民防衛動員會報合併召開(三合一召開機制) ，可加強三 

會報溝通協調及資源整合功能。 

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巡迴指導:本縣災害防救會報辦理完畢後，本府聯合   

各業管局處，至各鄉鎮市指導各鄉鎮市會報召開情形，並針對防救災工 

作進行意見交流。 



1.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修訂 

修訂工作推動及核備:為使計劃符合現行各項災害防救 

  工作執行方向及相關計畫規定，本府與中央大學協力 

  團隊共同研修，於完成計劃修訂初稿後，即與各單位 

  研商計畫修正事宜，且於100年10月4日於本縣災害防 

  救會報提案通過，並函報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核備。 

本次修正作業重點 

   (1)各編組單位組織、業務權責及全銜異動。 

   (2)修正各類災害害潛勢分析及災損、防救災能量推估 

   (3)加入災害防救辦公室角色定位及工作職掌。 

   (4)增列各防災編組單位執行災害防救措施執行經費。 

   (5)律定本縣101年度至103年度執行工作重點。 

   (6)增列海嘯及核子事故篇。 

二、災害防救計畫及災害防救標準作業程序修訂 



2.各類災害標準作業程序修訂: 

修訂工作規劃:本縣自93年訂定各類災害防救標準作業程序， 

  歷經多次修訂，為因應本府各局處組織合併及全銜異動，並  

    配合部分防救災業務計畫修正，故於100年3月 起由責本府各 

    權責局處進行作業程序修訂。 

修訂進度: 

 

二、災害防救計畫及災害防救標準作業程序修訂 

主管機關 
權管災害 修訂狀態 

消防局 颱風、地震、火災、爆炸災害 已完成 

交通旅遊處 重大陸上交通事故、空難 
已完成 
 

國際產業發展處 公用氣體、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已完成 

工務處 水災、旱災 已完成 

農業處 土石流、寒害、森林火災災害 已完成 

環保局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已完成 

衛生局 傳染病疫災災害 已完成 



四、強化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機制 
1.軟硬體設施強化及定期測試機制 
  本縣及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已建置有線電話、微波、無線 
  電統、海事衛星電話及視訊會議系統建構防災通訊網絡， 
     深 耕計畫推動期間(98年至100年)已全面強化各鄉鎮市災害 
  應變中心軟硬體設備，各鄉鎮市已能具備災害應變基本功 
  能。本縣及各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每月責由業務人員及協 
  力廠商，實施各項資通訊設備檢測 。  
2.分析研判機制 
落實分析研判機制:於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已律訂 
   分析研 判功能編組，於災害工作會報前，召集各有關單 
  位實施分析研判作業。 
災害防救協力團隊進駐協助:國立中央大學合作於災害應 
    變中心開設後，隨即派員進駐協助分析研判作業，並定 
     時產製分析研判報告， 供本府應變參考，100年協助災 
     情預判4次(災害防救演習、米雷颱風、 梅花及南瑪都颱 
     風) 



本縣災害應變中心結合協力團隊災害研析及預判作為 

1.99年進駐應變中心3次 

 8月30日：南修颱風 
 9月19日：凡那比颱風 
 10月4日：921國家防災日地震災害狀況推演 

2.100年協助災情預判4次:協助之工作如右 

  (1)参與EOC工作會報(2)產製分析研判報告(3) 

   (3)科研軟體操作(4)災害日誌(5)協助災後勘災 

名稱 日期 協助情形 

100年度
災害防救
演習簡報 

100/3/15 協助災情
分析研判 

協助分析
研判 

100/6/24 米雷颱風
協助災情
分析研判 

協助分析
研判 

100/8/5 梅花颱風
協助災情
分析研判 

100年度
應變中心
開設 

100/8/28 南瑪都颱
風進駐協
助災情分
析研判 



 

3.實施緊急動員測試:本縣及各鄉鎮市已訂定緊急動員計劃，已律 

  定緊急召集機制，如災害備援地點、斷訊時災情通報手段、前 

  進指揮所規劃及物資集結等事項。並於100年實施三次緊急動員 

  測試。 

4.災害應變兵棋推演:兵棋推演之辦理已能結合災害情境及災損推  

  估資訊，使推演成效能更符合真實災害應變所需。於年度災害 

  防救演習，由本縣編組單位及鄉鎮市EOC兵棋推演共同辦理。本 

  (101)年度九月份辦理本縣及各鄉鎮市地震災害應變兵棋推演。 

 
 

 
     
   

  
 
 
 



四、強化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機制 

5.災害預警及監測系統運用 

專責人員監控各項氣象、水情資訊 

水情及橋梁安全監測系統運用 

   (1)本縣橋梁監測安全系統 

   (2)中央管及縣管河川水位監測系統 

   (3)五峰鄉大鹿林道便橋安全監測系統 

 

6.災害防救資訊系統運用 

  (1)經濟部水利署防災資訊網  (2)中央氣象局QPESUM 

  (3)國家科技中心災害應變輔助決策系統  (4)新竹縣防救災   

          資訊平台(5)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應變往(6)其他相 

     關災害防救資訊網站 



1.落實各項資通訊設備建置 

資訊設備 

  (1)作業電腦(2)投影設備(3)會議設備(4)液晶顯示面板(5) 

     事務處理設備(6)其他作業必須設備 

通訊設備 

  (1)災害防救警用及自動專線(2)海事衛星電話(3)微波電話   

  (4)視訊會議系統(5)救災指揮通訊平台車 

防救災資訊系統 

2.定期測試及維護機制 

平日定期測試:各項資通訊設備均能每月定期實施測試，並 

  針對損壞報修部分，加以追蹤控管。 

災前測試:於災害來臨前(如海上颱風警報發布時) ，實施災 

  前測試，檢視各項設備功能是否良好，以整備救災。 

災後維護：於災後亦再次檢測，以因應下次救災需要 

定期抽測機制:藉由每半年災害防救督考時機，隨機抽測各 

  層級應變人員操作能力。 

 100年辦理本府各局處及各鄉鎮市業務人員操作訓 練 

     計11場次，共計900人次參與 

五、落實資通訊系統維護及運用 



六、強化疏散避難工作整備機制運作 

1.疏散撤離訊息多元化管道 

各鄉鎮市村里疏散避難人員(包括村里鄰
長、部落長老、老人安養機構管理人等)納
入簡訊群組 

各類大眾傳播媒體運用 

本縣縣政宅急便(MOD) 

加強各鄉鄉鎮市LED看板及村里廣播系統
運用 

2.疏散避難計畫修訂 

土石流、水災保全計畫、各村里疏散避難
計畫及各村里疏散避難編組人員名冊更新 

本府因應天然災害疏散撤離收容計畫。 

本府易淹水或土石流潛勢地區弱勢族群、
醫療院所及福利機構災時疏散撤離計畫。 

 



3.簡易疏散避難圖繪製： 

  各鄉鎮市村里疏散避難路線圖已完成，共計13鄉鎮232村里
，且以疏散避難卡片、年曆及宣導品呈現，加強民眾接受度
。已置於本縣及各鄉鎮市公所網站災害防救專區，並運用縣
政宅急便(MOD)平台，加強宣導成效。 

4.災害保全對象完成調查及掌握 

弱勢族群人員掌握 

土石流潛勢溪流保全對象 

原鄉部落及易成孤島地區保全對象調查 

    

 

弱勢族群類別  新竹縣 五峰鄉 尖石鄉 

孕婦 339  1 4 

獨居老人  721  34 18 

長期照護病患  626  18 16 

洗腎病患  1124  12 23 

身心障礙者  7070  109 461 



5.疏散避難能量調查掌握及確保: 

  本府及各鄉鎮市公所已與客運業者完成支援 

  協定簽訂，且依各鄉鎮市避難需求推估，完  

  成各鄉鎮市疏散能量及需求調查。 

 

 

 

 

 

6.疏散避難演練實施成果 

100年:共辦理疏散避難演練五場次，以模 

  擬土石流及水災情境為主。 

101年:目前已辦理二場次，已模擬水災及 

  土石流情境為主，8月份將針對地震災害部 

  分實施演練，並結合海嘯警報發放作業。 

 

  
  

單位 

竹 
北 
市 

新 
豐 
鄉 

湖 
口 
鄉 

新 
埔 
鎮 

關 
西 
鎮 

竹 
東 
鎮 

芎
林
鄉 

北
埔
鄉 

峨
眉
鄉 

寶 
山 
鄉 

橫
山
鄉 

尖
石
鄉 

五
峰
鄉 

避難人數評估 1602 1980 10716 1350 1810 4587 809 450 229 2562 575 794 580 

自有疏散能量 2009 2047 1480 2255 2701 6261 804 664 448 2377 358 893 384 

國軍支援需求 ---- ---- 9236 ---- ---- ---- 
 

5 ---- ---- 185 217 ---- 196 



七、落實災民收容整備工作 
1.各鄉鎮市災民收容場共計148處，收容能量約52000人， 

    已電子化方式登錄於重大災害物資資源及志工人力整合 

     網絡平台管理系統並定期更新。災民收容所管理任務分 

   工、收容能量調查及作業流程均明確律定。 

2.收容所已針對災民隱私、男女休息區、家庭式收容空間 

  及弱勢民眾照護措施等事項均已妥善考量。對於收容所 

  生活管理、犯罪防止、衛生清潔及生活品質維持等人性 

  化規劃項已有核定對策。 

3.災民收容場所設置開設運作宣導 

各鄉鎮市設置避難處所看板及方向指示牌 

本縣及各鄉鎮市災害防救專區網頁登載 

中華電信縣政宅急便(MOD)刊登收容所資訊 

村里民集會、公布欄方式廣為宣導 

本縣防救災資訊平台「災民收容協尋專區」 

4.災時慈善志工運用規劃 

建置志工團體聯繫資料並律定任務分工及編組。 

加強志工培訓及動員參與演練（習）。 

 



– 結構安全性評估：「直轄市縣（市）政府公有建築物

基本資料調查表」及「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耐震能力

初步評估表」 

– 災害潛勢評估：水災、坡地災害 

– 收容能量評估：室內、室外收容面積、、收容人數推

估。 

– 適用性調查： 適用災害類別、收容空間妥適性調查

、水電設施調查、硬體設備評估、管理人員資料與維

護機制、硬體設施季檢查表。 

• 99年本協力團隊完成執行鄉鎮共計52處避難收
容所之結構安全及收容能量調查與評估。 

• 100年完成蒐集全縣災民收容所清冊與全縣弱
勢族群清冊與統計。 

• 100年完成轄內弱勢族群安養機構30處各類災
害潛勢調查評估。 

• 100年各類災損延伸評估各村里避難收容能量 

5.災民收容所安全評估及定期檢測 
(1)各鄉鎮市每季實施定期檢測。 
(2)運用中央大學協力機構專業評估能力，協助完成災民收容所全面性安全評 
   估。並針對不同災害類別，劃定不同類型之收容所。 

評估內容與項目 



• 完成轄內老人及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共計30處天然災
害潛勢調查 

– 竹北市8處 

– 湖口鄉7處 

– 竹東鎮5處 

– 新豐鄉3處、芎林鄉3處 

– 關西鎮3處、新埔鎮1處 

• 災害潛勢評估項目 

– 活動斷層帶 

– 坡地災害(土石流、順
向坡、岩體滑動、岩屑
崩滑、落石) 

– 水災災害 

• 僅湖口鄉長春老人養護中
心有淹水疑慮(已備因應方
案) 

 

 

轄內老人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災害潛勢評估 

老人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災害潛勢分析 



八、民生物資儲備及調度整備 

1.全縣物資儲備點共計56處，合約廠商計90家，山地鄉( 

  尖石鄉及五峰鄉)已落實糧食儲備工作，可供應災時七 

  日需求。 

2.已完成民生物資廠商開口契約訂定及協力廠商支援能量 

  調查，對供應物資能量及聯繫方式已登錄於重大災害 

    物資資源及志工人力整合網絡平台管理系統。 

3.物資儲備場所由專人每季實施查核， 並於每半年本府派員 

  抽測。 

4.儲備物資種類充分考量災民收活所需，除一般生活必需外 

  ，尚包括嬰幼兒、孕婦、老年人及傷殘人士需求。 

5.各鄉鎮市物資集結及發放地點已完成規劃。對於交通易中 

   斷區域已完成空中運補計畫、空投地點調查、交通路線運 

  送規劃等，協助物資運送協助之物流業者及四輪驅動越野 

  車隊已訂定支援協定。 

6.對於災前儲糧工作宣導部分，運用電子媒體、電子看板宣 

  導，且由各村(里)長加強宣導民眾建立儲糧觀念。 



九、落實災情查報通報機制 
1.完成災情查報計畫修正、查報人員清冊更新及訓練。 

2.多管道災情查報機制 

各鄉鎮市災害潛勢區域設置災情查報人員 

原民鄉各部落通報志工團隊 

整合各單位內土石流水保專員、防汛 、農田排水、 

  交通事業、道路養護及林務巡查等單位查報人員 

3.各災情查報系統人員由本府每半年定期實施電話抽測。 

4.民眾自主災情查報機制:本府已建立民眾網路報案管道， 

  可自本府及各鄉鎮市網站內災情查報網進行通報工作。 

5.近期午後豪大雨或強降雨災情通報及水情監控方式：    

水位監控：專人每日監控各水庫、河川水情及雨量 

災情查報及巡邏：如有強降雨情形，啟動災情查報
機制，如時雨量≧30mm時，即刻派消防、警察及村里
長至轄內巡邏及查報災情。 

已律定通報聯繫窗口：平日上班時間由本府工務處
及消防局共同推動，下班及例假日則由本府消防局負
責災情查報及氣象訊息通報。 

 



 

98年完成396幅鄉鎮層級災害 

    潛勢圖幅 

99年完成205幅村里層級疏散 

    避難圖。 

100年共計完成333幅防災圖資 

--周緣坡地山崩高潛勢坡地分布   

   圖16幅。 
--更新村里層級防災地圖32幅 
--消防水源分布圖5幅。 
--觀光旅遊地區避難疏散圖49幅 
--弱勢族群醫療場所暨安養機構 
   分布圖8幅。 
--細緻化疏散避難路線圖22幅（ 
   考量橋樑隧道等因素)。 
-- 市村里簡易疏散避難地圖201 
  幅 

 

十、建置（更新）鄉鎮市防災電子圖資 

1.更新(擴充)防災地圖 



 100年度協助縣府辦理3場次
簡易疏散避難圖教育訓練說
明會，參訓人數165人。 
(1)09月20日0900時 
(2)10月06日0900時 
(3)10月06日1400時 

繪製英文版簡易疏散避難圖 
   為符合圖資多元化考量，  
  已完成各鄉鎮市繪製英文版 
   村(里、 部落)簡易疏散避 
  難圖資。 

 
 

十、建置（更新）鄉鎮市防災電子圖資 

2.製作簡易疏散避難圖並辦理教育訓練 



目前推廣運用規劃 
 全面印製並發放  

      本縣已協助各所印製村(里、部落)簡易疏散避難圖資共232村(里)部 

   落201幅74,500張並發放完畢，各鄉鎮市將持續印製村(里、部落)圖 

      資，並確實發放至轄內各家戶民眾。 

 加強宣導成效 

     利用各項集會、民俗遊藝活動辦理各村(里、部落)簡易疏散避難地圖 

     推廣宣導，並加強大眾傳播媒體宣導民眾防災疏散避難觀念，並結合 

     圖資製作各類文宣品， 以收宣導宏效。 

 全面網路化 

     為供民眾使用及方便查詢，於下列網站 

     皆設有簡易疏散避 難圖資連結 

  新竹縣政府網站連結。 

  新竹縣政府消防局網站連結。  

 新竹縣防災資訊共享平台。 

   各鄉鎮市公所災害防救專區。 

   中華電信縣政宅急便「MOD」。 



十一、國軍支援救災機制整備工作 
1.完成原民鄉災害潛勢區域兵力預置及聯絡官調派規劃 

2.國軍已納入本縣疏散避難機制運作 

疏散避難計畫明確律定國軍任務分工 

國軍支援疏散避難能量完成預劃 

3.建立暢通橫向聯繫管道 

設置軍方救災直通電話 

建置本府與國軍作戰區各駐軍單位縱、橫向聯繫窗 

   口及電話表並定期更新。 

本府與轄區駐軍已完成災害相互支援協定簽訂  

4.國軍支援災民收容工作規劃 

    支援災民收容營區共有湖口二營區(183人)、湖口三營 

     區(176人)、湖口四營區(286人)、湖南營區(150人)、 

     長安營區(300人)等5個營區，均訂有收容安置標準作 

     業程序。 新竹縣轄內國軍部隊兵力及機具裝備預置區一覽表 

鄉鎮市 預置地點 前推兵力 預置機具 

五峰鄉 五峰國中 50 悍馬車6輛 

尖石鄉 尖石鄉公所 60 悍馬車5輛 

北埔鄉 北埔國小 20 10.5噸軍用卡1輛 

國軍直通專線 



 

各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國軍聨絡官派駐規劃 

新 竹 後 備 指 揮 部 

新竹縣災害應變中心 鄉 鎮 市 災 害 應 變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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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本府與軍方防救災工作互動 
1.演習-101年度災害防救演習(兵推及實作)、裝甲兵學校及湖 

      口聯防區災害防救兵棋推演。 

2.參與講習-101年度災害防救人員教育訓練-防災業務人員進 

  階班、災害防救教育講習種子師資班、 支援協助轄區駐軍 

    各項防救災講習。 

3.兵力預置會勘-5/22、6/14汛期前原民鄉災害潛勢區域勘查 

  及座談。 

4.工作會報-101年度災害防救會報、災害防救辦公室定 

  期工作會報、國軍支援救災工作協調會議 。 

 

 



 

• 99年共辦理5場次之教育訓練。 
– 鄉鎮首長班 ：1場次，45人參訓 
– 業務人員班 ：1場次，180人參訓 
– 種子師資班 ：2場次，48人參訓 
– 村里長班： 1場次，150人參訓 
– 社政人員班： 1場次， 33人 

• 100年度教育訓練共辦理4場次 
– 鄉鎮市長及村里長班：2場次， 

180人參訓 
– 業務人員班： 1場次， 186人參訓 
– 種子師資班： 1場次， 65人參訓 
– 社政人員班： 1場次 

• 100年度另協助辦理3場次「簡易疏散
避難圖教育訓練」 
– 受訓對象：公所、本縣各消防分隊 
– 受訓人數：165人 

• 本府於本(101)年度6月起將結合中央
大學辦理防救災資訊平台運用教育訓
練。 

 
 

十二、培育本縣及各鄉鎮市防災人員防救災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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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落實深耕計畫成果運用及後續推廣 

推動災害防救深耕計畫以來，完成成果豐碩，對本縣災害防救
體制確實帶來相當良好之效益，後續將協同本計畫協力團隊－
國立中央大學規劃計畫成果後續推廣如下 

 1.舉辦計畫成果發表會-101年6月8日 

 2.防災資訊平台成果技術移轉及系統操作教學-7月2日、12日 

 3.防災資訊平台內相關防災資料充實及定期維護 

 4.製作圖資資料及計劃成果光碟分送本府各相關防災編組 

   單位，以供災害整備及應變工作推動時使用 

 5.本府災害防救辨公室將針對部分協力機構評估結果部分 

   ，與各局處及各鄉鎮市公所研議改善對策。 

 6.防救災資訊平台運用納入災害防救演練規劃。 

 7.災防人才培育工作持續與中央大學合作推動。 

 



十四、加強災害防救宣導工作推動 
一、推動目的：為普及全民防災觀念，本府訂定『防火防災教育宣導評核執 
    行計畫』，藉由辦理各項教育宣導將防災觀念深植民心，以 達到全民 
    防災最終目的。 
二、防火防災宣導推動對象： 
   （一）各級學校。 
   （二）山地鄉原住民部落。 
   （三）社區、一般民眾。 
   （四）各鄉鎮市公所及其他公家機關。 
   （五）公(民)營企業團體及公司行號。 
   （六）婦女防火宣導及義勇消防宣導。  
三、防火防災宣導推動項目： 
   （一）宣導規畫及填報防火防災宣導月報表。 
   （二）舉辦防火防災宣導講習、活動及座談會。 
   （三）文字宣導。 
   （四）電化宣導。 

 



 災害防救宣導工作推動現況 
四、防災宣導歷年推動成果：  

 



五、今年度推動重點： 
（一）各鄉(鎮、市)村(里)及原民鄉各部落簡易疏散避難圖資運

用推廣： 
（二）1991保平安留言平台運用推廣： 
      『1991保平安留言平台』宣導布條已於去(100)年上半年

度製作並發送至各單位懸掛及宣導使用，並於宣導時播放
1991宣導短片，災害時人人皆會使用1991平台。 

（三）地震災害防救及初期避難要領宣導 
 (四)加強潛勢區域保全對象宣導及緊急避難包分送 
 
 

 



十五、 921國家防災日系列活動規劃 

    為強化地震災害防救工作，擴大全民參與防災工作，提高全民防震警覺與
防震知能，降低人命傷亡及財產損失，本府101年度已完成規劃921國家防災日
系列活動，預定辦理各項工作如下： 

 地震疏散避難示範演練(結合新庄里防災社區成果演練及海嘯警報發布)  

 地震災害防救工作研討會或講習 

 地震災害初期避難演練及宣導(結合各級學校、機關、公司、團體防災宣導
活動辦理) 

 防災營活動(101年8月) 

 開學日即防災日(屆時請教育處協助協調各級學校於每一鄉鎮市至少擇一所
學校辦理) 

 本縣及各鄉鎮市公所地震災害兵棋推演(101年8月) 

 結合民防常年訓練工作辦理地震災害教育宣導(6月至9月) 

 



(一)防災社區推動成果     

社區為災害防救工作推動最基本單位，亦與人民之福址最為密切，在本縣邱
縣長指示下，將本縣防災社區依社區環境背景、災害潛勢及人文特色量身規
劃一系列防災課程，並採購簡易救災器材及辦理操作訓練，強化防災社區自
主防災意識及自救救人之能力。其中95年至101年間，本縣深耕計畫推動防災
社區共計4個防災示範社區，說明如下：  

(1)95年至96年：五峰鄉花園社區。 

(2)97年至98年：尖石鄉秀巒村新光部落。 

(3)99年至100年：五峰鄉桃山村清泉部落。 

(4)100年至101年：竹北市新庄社區。 

十六、防災社區推動成果 



防災社區後續推動工作 

(二)今(101)年度防災社區後續推動工作－ 
  「100年第2階段竹北市新庄防災社區後續推動工作」： 
（1）推動複訓課程：100年度第1階段防災社區已於去(100)年7月底圓滿推動 
     完畢；現100年度第2階段防災社區，預計於6月份陸續辦理一系統課程 
     活動，課程內容主要以複習社區民眾防救災課程為主要目的。 
（2）採購簡易器材供居民使用，以因應當地未來防災自衛編組及轄區特性使 
     用。 
（3）『地震防災教育宣導及避難逃生演練』：藉由當地完善社區組織參與， 
      防災協力機構國立中央大學團隊協助執行，預計 於8月份辦理，以強 
      化社區民眾防災意識與建立防災社區。 
(三)加強歷年來已推動防災社區複訓工作 
         為使本縣『防災示範社區』組成居民能持續維持簡易救災救護技能及落

實救災器材管理，本府訂定『新竹縣防災社區持續運作複訓執行計畫』
，每半年規劃複訓課程內容，且加入救災器材實際操作，以維持社區居
民簡易自救能力及觀念。 



十七、強化防汛搶險整備作為 
1.防汛搶險編組及救災資源掌握 

    本縣各鄉鎮市已完成防汛搶險隊組織，各項搶險器材均建置於內政部及本縣 

    防救災資源資料庫內，由業務人員定期更新 

2.防汛搶險演練及教育訓練 

 針對經濟部水利署配發本縣73部移動式抽水機，已責專人實施保管及維護， 

    本縣定期辦理教育訓練，以確保抽水機性能保持最好狀態。 

 防汛搶險演練辦理：本縣於100年及101年分別於竹北市隆恩堰及新豐鄉池
合宮辦理防汛搶險及疏散撤離演練      

3.抽水機組調度支援機制預劃及定期測試 

    本縣擇每半年災害防救業務督考，實地前往各鄉鎮市實施抽水機組實地抽水 

    測試，測試結果均良好。 

 

 
 



4.淹水查報及預警分析研判機制 

 災害期間由專人負責監控中央管、縣管河川，水庫水位及橋樑監測系統。 

本縣已建立淹水災情查報機制，災害前將以簡訊發送各查報人員，災 

    時則由災情查報人員回報水位資訊，以供分析研判參考。 

防救災資訊網站及監測系統運用： 

   (1)中央氣象局QPESUM(2)水保局土石流應變網站(3)水利署防災資訊網(4)國家 

       科技中心災害應變輔助決策系統(5)本縣「防救災資訊平台」(6)橋梁安全監 

       測系統(7)國管及縣管河川水位監測系統 

5.保全計畫修正及疏散避難標準作業流程律定 

  本縣水災保全計畫已於汛期前修正完成，對於水災疏散避難計畫已律定完備。 

 



十八、落實水利設施整備工作 

1.水利設施清淤計畫及維護管理 

 本縣針對區域排水、雨水下水道、溝渠等每年度於汛期前定期辦理清淤工 

    作，並備有淤積紀錄表、清淤計畫表及清淤成果紀錄表可查。 

本縣已提報下水道及區域排水清淤計畫，並編列預算辦理清淤工作。 

 

 

 

 

2.水利建造物安全檢查與評估 

    本縣均定期聘請水利設施顧問公司實施檢查及實施安全評估 

3.水利設施定期檢測: 本縣於每半年辦理災害防救工作現地訪視，實地至各鄉      

     鎮市公所隨機抽查下水道及排水設施是否順暢，。 

 

水利設施種類 清淤完成地點 清淤長度(公尺) 

雨水下水道 88 9602 

區域排水 133 74592 

側溝清理 101 21995 



 

 

 

 

 

参、防災整備工作創新作為 



一、建置縣政宅急便(MOD)災害訊息發布平台 
(一)建置目的:新竹縣、市中華電信MOD用戶約5.5萬人，電視媒體亦為民 
       眾使用率及接受度最高之傳播工具，透過MOD發布防救災訊息不僅快速 
       方便且有效，有助災害訊息傳遞效率，對於各防救災常識亦能同時宣導 
       民眾。 
(二)防災訊息發布種類 
(三)使用時機         

災害防救演習時 
颱風來臨前及颱風期間 
防災宣導(村里簡易疏散避難圖資) 

(四)目前運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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