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議會第2屆第4次定期大會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業務報告 

報  告  人：姚雨靜局長 
報告時間：10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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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雨靜首先代表全體同仁對各位議員在社會福利工作的
支持與指導，表示謝忱與敬意。 

茲就本局105年施政重點
及未來努力事項分別報告，
敬請指教！ 

本局推動福利以市民需求
及弱勢優先為核心價值理念，
積極推動多元服務及落實推展
各項福利措施，培植非營利組
織參與，建置綿密的服務網
絡，加強福利資訊宣導，以熱
忱、專業及效率提供市民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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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另於各區設置14處社會福利服務中心、1處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 
2、本市社會福利服務據點合計659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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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數(105/09) 

全    國：23,519,518 

高雄市：2,778,332 

男性：1,379,143 

女性：1,399,189 

平均餘命(104年) 

全    國：80.20 歲 

高雄市：78.86 歲 

本市人口結構 

266,766(9.6%)  

175,609(6.32%)  

366,574(13.19%) 

143,506(5.17%) 

49,240(1.77%)  
75,709 (2.72%) 59,876(2.16%)  

單位：人 
統計期間：1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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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重點工作 

少子化 

• 友善育兒 

高齡化 

• 在地照顧 

長照上路 

• 培植人力 

身心障礙 

• 平等無礙 

弱勢境遇 

• 自立扶助 

人身安全 

• 保護網絡 

幅員遼闊 

• 社區佈點 

天然災害 

• 災防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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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托嬰中心17處 
(新增楠梓公托中心) 

育兒資源服務據點30處全國最多 

(新增楠梓及彌陀育兒資源中心) 

兒童及少年福利 

楠梓公共托嬰中心及育兒資源中心 彌陀育兒資源中心 

友善育兒設施 

自103年12月實施居家式托育服
務(保母)登記制(4,516人完成登記)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6處 
協助家長媒合合格保母，訪視員定期訪
視及辦理在職訓練，督導托育品質。 
辦理「安心托育，寶貝GO」暨優良兒
童成長檔案表揚活動，肯定居家托育人
員用心照顧兒童及詳細記錄。 

居家托育服務 

重視環境安全維護及工作
人員危機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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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津貼 
第1、2胎每名6,000元； 
第3胎以上每名4萬6,000元 
(補助9,938人、1億2,537萬2,000元) 

第3胎以上子女1歲前健保費自付額
補助每人每月最高659元 

支持夜間工作家庭育兒服務
夜間托育補助全國首創 

育兒補助 

就業者家庭托育費用補助 
每月補助2,000元至5,000元 
(補助6,203人、7,433萬195元) 

兒童及少年福利 

每月補助2,500元至5,000元 
(補助22,591人、2億8,865萬9,681元) 

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 



懷孕婦女友善城市計畫 
社會局：發行多語文版本親善資源手冊 

經發局：募集懷孕婦女友善商家46家 

交通局：設置親善汽機車停車位410格 

衛生局：公共場所設置哺(集)乳室179處
、認證母嬰親善醫院2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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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媽咪資源中心暨坐月子到宅服務媒合平台」2處 
提供孕媽咪從懷孕到產後坐月子期間之照護、多元親職學習課程。 

坐月子到宅服務全國首創 

到宅服務522人、諮詢電話3,470人次
(105/09) 

包月升級版：服務141人。 

「中醫助好孕，健康坐月子」服務：與
衛生局及中醫醫院合作發放385張社區
回診卡。  

推展友善懷孕婦女服務 

婦女福利 

全國首創 

培訓坐月子到宅服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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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樓防墜4要訣「3不110」 
兒童不獨處、窗戶旁不擺設家具、
窗戶開口寬度不超過6公分、陽台
高度為110公分以上  

兒童安全多元宣導計畫 
針對本市育兒家庭、里長、公寓大廈管
理人員等社區人員進行宣導   

兒童居家安全 

本市托嬰中心63家(105/10)  

(私立46家、公設民營17家) 

聯合市府相關局處執行托嬰中心
公共安全聯合稽查及輔導 

密集性訪視及輔導立案托嬰中心 

機構輔導與管理 

兒童及少年福利 

兒童居家安全推廣 

兒童居家安全檢測站17處(105/10) 

 (新增楠梓及彌陀檢測站) 



10 10 

經濟扶助及醫療補助 
緊急生活扶助、生活扶助、
醫療補助 

兒少收出養資源服務中心 
宣導友善收養二不三要：不
好奇、不評價、要尊重、要
接納、要相挺，讓社會大眾
用正向的態度，支持、接納
收養家庭。 

弱勢兒少餐食服務全國首創 
超商及連鎖便當廠商兌換點

841個(增加224個) 

105年度寒暑假期間受惠兒少
計3,971人次 

弱勢兒少照顧服務 

兒童及少年福利 

早期療育服務據點14處 

兒少持餐食券於超商兌換便當 

社區照顧中心及據點80處 

早期療育篩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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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時保護專線提供危機處
遇及輔導服務 

高風險家庭關懷輔導 

監護權訪視及收出養服務 

於少年及家事法院設置家事
資源服務站-社政服務站 

打造專屬青少年活動空間 
婦幼青少年活動中心 
五甲青少年中心 
探索體驗學園 

大高雄青年圓夢基金 
培力少年代表為兒童少年發聲 
南社嘉-青年社團嘉年華活動 

高風險個案服務 

青少年服務 

兒童及少年福利 

大高雄青年圓夢基金成果發表 

於少年及家事法院設置社政服務站 

執行「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 「兒童及
少年性交易防制
條例」相關業務 

未成年懷孕防治 

毒品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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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追蹤市府法規性別統計辦理
情形及推動性別主流化 

推動婦女成長教育活動增進權能 

辦理社區婦女大學 

辦理婦女節系列活動及母親節美
力媽媽表揚活動 

辦理數位婦女創業班及婦女經濟
培力方案 

成立「好好逛幸福館」網站及好
好逛粉絲專頁 

 

推展CEDAW  

培力婦女 

婦女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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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家庭服務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5處 
新住民服務據點20處(新增岡山據點) 

新住民事務專案辦公室 
整合跨局處資源，提供新住民母語

(英、越、印 、泰、柬語)諮詢專線及單
一窗口服務。 
印製多國語言手冊及宣導小卡 
推動本市新住民統計資料專區  

因應新南向政策～培育新住民及
其二代 
啟蒙二代母語學習並推動多元繪本學習
角26處 
培植新住民團體領導人，儲備人才資本 
建置多元人才資料庫  

 

 婦女福利 

扶植新住民促進族群融合 

通譯人才培訓 

新住民多國語言資訊手冊 

新住民多國語言宣導小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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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家庭服務 
單親家庭服務中心2處 
互助關懷站4處 
服務8,191人次 

經濟補助 
子女生活補助 
(補助21,144人、2億5,330萬7,301元) 

教育補助 

居住服務 
單親母子家園3處(55戶) 
單親親子家園1處(10戶) 
服務7,386人次 

單親家庭服務 

緊急生活扶助、子女生活津
貼、子女托育津貼、醫療補助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婦女福利 



成立高雄市兒童少年驗傷醫療
整合中心全國首創 
引入專家協助驗傷診療，研判兒童受
傷原因，提升兒少驗傷採證及醫療服
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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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保護防治 

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 

重大兒虐致重傷案件行動團隊
偵查機制全國首創 

     結合檢察官、警務人員、兒少保護
社工與醫療團隊於重大兒虐致重傷案
件發生第一時間啟動偵察機制。 

建立跨網絡共同訪視機制 

結合民間推動兒童及少年保護
個案輔導服務方案 

強化親職教育知能觀念，提昇
家庭功能 

幸福天使宣導隊至社區宣導防暴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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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 

「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計畫 
每月分區辦理高危機網絡會議，邀集相關網
絡單位及專家學者研擬被害人安全計畫與行
動策略。 

跨網絡宣導計畫 
整合本市防治網絡宣導資源，及辦理社區
初、進階培力營，紮根社區防暴意識。 

特殊境遇婦女自立生活服務計畫 

性侵害案件整合性團隊服務方案 
首創結合4家精神科醫療團隊協助幼童或心智
障礙被害人早期鑑定，提升起訴及定罪率。 

結合6家責任醫院推動性侵害案件一站式服務 

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 

目睹兒少服務方案 
因家暴法修法將目睹兒少納入
保護對象，透由記者會及製作
動畫、宣導品等方式讓民眾能

辨識及幫助目睹兒。 

性侵害加害人社區監督機制 

性騷擾被害人個案管理與服務，及
防治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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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失能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中低收入失能老人機構養護費 
低收入戶老人收容養護 

獨居老人關懷列冊(4,824人) 

在宅緊急救援連線補助(224人) 

老人保護服務(通報279件) 

健保費補助 

車船捷運敬老優待 

經濟協助 敬老優惠 

關懷及保護服務 

老人福利 



老人活動中心59座 

銀髮市民農園2處 

文康休閒巡迴服務(行動車5輛) 

老玩童幸福專車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212處(105/10)(新增12處) 

長青學苑 
（5處） 

社區型長
青學苑 

（55處） 

轉衛福部補助辦理長
青學苑（10處） 

市民學苑 
（35處） 

樂齡中心 
（38處） 

松年大學 
（6處） 

樂齡大學 
（16處） 

勞工大學 
（4處） 

部落大學 
（28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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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文康休閒及多元活動 

老人福利 

長青學苑556班 
高齡學習服務據點197處 

(105/09) 

提供關懷訪視、問安諮詢、餐食服務
及文康休閒等預防照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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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式照顧服務 
交通接送   

到宅沐浴服務 

爬梯機服務 

家庭托顧7處 

日間照顧中心16處(105/10) 
(新增4處) 

日間托老服務32處(105/10) 
 (新增21處) 

多元照顧中心3處 

居家式照顧服務 
居家服務 (32家委辦單位全國最多、

1,644位居服員全國最多、服務7,845人) 

金「罩」奬-照顧服務員表揚大會 

原區照顧服務員職業訓練 

(茂林班13人、六龜班10人) 

住宅修繕、輔具暨居家無障礙環境 

全國首創公部門
量身定製服務車 

多元照顧服務 

老人營養餐食服務 
獨居老人送餐服務(50個單位、服務1,523人) 

老人日托據點共食(163處、服務5,765人)  

原鄉部落廚房(10處、服務416人)  

失能老人餐食(32個居服單位、服務2,034人)  

社區老人供餐(6處、服務2,541人) 

機構式照顧服務 
老人福利機構(照顧5,625人) 

公設民營： 

仁愛之家(養護104人) 

明山慈安居(74人) 

私立：148家(5,447人) 

身障福利機構 

23家、照顧1,324人 



長照2.0強調發展以社區為基礎的
整合型服務中心，辦理日間照顧，
中央請地方政府盤點鄉鎮市區長照
資源，釋出可用空間開辦服務。 104年6月3日總統令公布「長期照顧

服務法」，訂於106年6月實施。 

長照2.0服務對象 

①65歲以上老人 

②55歲以上山地原住民 

③50歲以上身心障礙者 

④65歲以上僅IADL需協助 

    之獨居老人 

⑤50歲以上失智症患者 

⑥55-64歲失能平地原住民 

⑦49歲以下失能身心障礙者 

⑧65歲以上衰弱(frailty)老人 

長照服務法及長照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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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刻制定相關子法，提出「長照
十年計畫2.0」規劃草案已於105年9月29
日行政院核定通過。 

 為聆聽各界建言，該部於105年8月9日至
10月4日間進行全國22縣市巡迴說明會。 

彌
陀
區
善
逸
日
照
中
心 

大同福樂學堂(日照中心) 

和春護理之家日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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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設置「長照推動小組」，網羅長照領域專家學者，另有衛生局、
社會局、勞工局、民政局、財政局、交通局、主計處、人事處、研考
會、原民會等跨局處合作，推動行政部門統合機制，藉由專家委員提
供指導建議，及透過聯繫協調機制持續調整、修正合作推動機制，促
進本市長期照顧業務之推動。 

長期照顧於 市府分工 

長期照顧推動小組 
(由衛生局承辦) 

  召集人（市長） 
  副召集人（副市長） 

專
家
學
者 

 衛
生
局 

社
會
局 

勞
工
局 

民
政
局 

財
政
局 

交
通
局 

主
計
處 

人
事
處 

研
考
會 

原
民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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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1.0 
 

 彈性與擴大1.0服務項目 
 

長照2.0 

創新、整合與延伸至17項服務 
 

(9)失智症照顧服務 
(10)原住民族地區社區整合型服務 
(11)小規模多機能服務 
(12)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 
(13)成立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複合型

日間服務中心與巷弄長照站 
(14)社區預防性照顧 
(15)預防失能或延緩失能之服務(如肌力

強化運動、功能性復健自主運動、
吞嚥訓練、膳食營養、口腔保健) 

(16)延伸至出院準備服務 
(17)居家醫療 

(1)照顧服務(居家服務、日間
照顧及家庭托顧) 

(2)交通接送 
(3)餐飲服務 
(4)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

礙環境改善 
(5)居家護理 
(6)居家及社區復健 
(7)喘息服務 
(8)長期照顧機構服務 
 

服務項目 

自 8 項擴增至 17 項 

長照2.0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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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社區整體 照顧模式   

B級 
 
 

複合型日間
服務中心 

A級 
 
 
 

社區整合型
服務中心 

C級 
 
 

巷弄 
長照站 

每一鄉鎮市區至少設置一處社區整合型
服務中心，辦理日間照顧 

規劃每一國中學區設置一處 

每三個里設置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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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模式  是長照2.0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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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2.0 宣導 

說明會宣導 

至本市長照服務單位
或與民間團體之業務
聯繫會議廣為宣導，
9月至10月計辦理15
場。 

廣播宣導 

105年9月至10月透
由廣播電台宣導計
104則。 

長照微電影拍製宣導 

取材自照顧服務團隊於服務過程之經驗，以溫馨的故事情節，期以感
動人心，促使市民瞭解長照服務內容，並宣傳本市為積極推動照顧服
務之城市。預計於11月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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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社會保險保費自付額補助(58,636人/月) 

健保費用補助(52,763人/月) 

身心障礙者經濟補助 

 69處服務據點提供成人日間照顧、技藝 
、休閒自理訓練及社區居住服務。 

(包含23間機構、3處日間照顧據點、27處社區作
業設施、4處樂活補給站及12處社區居住據點) 

在宅緊急救援連線補助 

心智障礙者雙老高風險家庭服務(114戶) 

社區照顧服務 

身心障礙福利 

身障小型作業所--學員工作情形 

租購屋租金補助及貸款利息補助、
租購停車位補助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身心障礙照顧者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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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暨短期照顧服務(284人) 

精神障礙者農場園藝栽種及茶
點小舖商店經營訓練(32人) 

視覺障礙者社會重建中心(84人) 

15類172項輔具補助 
(補助4,520人次)  

輔具資源中心2處、 

輔具服務站3處 

提供輔助器具回收、出租、維
修、到宅服務、評估服務、二手
輔具媒合及諮詢服務。  生活重建服務 

輔具服務 

生涯轉銜服務計畫 

個案管理服務(831人) 

(新增204人) 

身心障礙者家庭關懷服務 

精神障礙者家庭支持服務 

個案管理服務 

身心障礙福利 

喘息服務 

輔具體驗 爬梯機使用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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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車捷運優惠 
(持有博愛卡累計64,956張) 

復康巴士(145輛) 

無障礙計程車(72輛，105/09)  

(新增25輛) 

輪椅夢公園全國首創 

於橋頭區竹林公園成立，身心障礙者可於
園區內租借 

身心障礙福利 

推廣身心障礙友善商家(認證100家) 

 「圓月有禮分享愛」高雄市身障 
   團體秋節禮品推廣活動記者會 

視覺障礙者輔佐服務(176人) 

聽語障者溝通無礙服務 
手譯服務(371場) 
手語視訊諮詢服務(119人次) 
同步聽打服務(406人) 

身障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21人) 

暢通無礙的友善環境 

支持服務 

手搖式自行
車、打網
球、籃球及
桌球等休閒
活動。 

核發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
識別證(累計51,778張) 

多功能行動車巡迴服務 
(大旗山9區166場) 



28 28 社會救助 

津貼補助、醫療補助、健保費
補助、國民年金保險費補助、
乘車船補助、收容安養、輔導
就業、急難救助 

扶助經濟弱勢市民 

成立實體商店4家及物資發放站
51處（105年2月運用鳳西國中部分空間新

增鳳山分行、10月新增三民區河堤社區發展
協會與梓官區劦助慈善會2處物資發放站） 

媒合臺灣期貨交易所、家樂福等
企業提供物資資源 

累計服務6,269戶（1萬1,467人
次），配送4,812次生活物資。 
(新增2,821戶)(105/09) 

辦理實物銀行 



扶助低收入戶自立生活 

脫貧自立措施   

104-105「幸福萌芽  青少年發展帳戶」 

 環境脫貧方案 

  「學習設備暨升學補習費補助」 

就業輔導 

105年度提供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未就
業者就業相關輔導。 

體驗烹飪課程 

幸福萌芽˙青年發展帳戶，參加生涯體驗營活動 

社會救助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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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經濟弱勢民眾保險費 
105年第1期(104年10月至105年3月)
計補助38萬9,360人次。 

105年第1期(104年10月至105年3月)
計補助2億3千99萬1,326元。   

國民年金保費補助 

  

弱勢民眾訪視及宣導 

辦理國民年金制度宣導活動提供諮
詢，宣導3,076場(105/09) 

創新宣導：辦理網路互動遊戲
(例:105年國民年金之國保精靈收
服抽獎活動) 

針對經濟弱勢民眾介紹保險費補助
措施，訪視17,064人(105 /09) 

30 社會救助 

http://www.sunltd.com.tw/bli/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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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友中心2處(三民區、鳳山區) 

外展關懷服務、連結就業資源 

街友生活體驗營 

街友服務 

規劃異地及特殊弱勢市民安置 

災害救助金補助 

規劃避難收容場所423處及備災
物資儲放處所84處 

建置QR Code災害管理系統及
發放撤離安置識別卡 

災前整備及災害救助 

▲街友導師帶領參與者體驗平日生活方式 

社會救助 

▼各區備災物資儲放處所 各區災防演練▲ 

(設籍本市六龜、杉林、甲仙、桃源、茂林及那瑪夏區
之民眾每人均可獲得，共印製41,03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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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高雄市政府八一石化氣爆事件民間捐款專戶管理會
委員組成包括法律、社福、工程、醫療、會計、民間團體、災區代表及重傷
者代表等各類專業成員。 

石化氣爆民間善款運用 

捐款經費                金額截止時間：105年9月30日 

項目 金額 

非指定用途捐款 41億9,430萬6,509元 

指定用途捐款 3億7,074萬919元 

氣爆捐款總金額 45億6,504萬7,428元 

社會救助 

 非指定用途捐款召開13次會議核定50案，核定計畫金額35億1,277萬
2,137元，截至9月底經費執行率77.54%；指定用途捐款執行率95.35%。 

 社會局執行災民及傷者生活重建扶助共計13項計畫，核定經費12億8,183
萬1,783元，至10月底經費執行率82.03% ： 

 新增「傷者生活支持補充計畫」：積極執行中。 

 新增「傷者精神慰問金計畫」：已於105年10月20日撥付完畢。 

../../救助科內用/★81氣爆專區(所有資訊統一放這裡面)/工作報告/00--研考會徵信資料/105年8月/1050831徵信用.docx


社工專業 33 33 

弱勢家庭食物券服務方案 
提供每戶每月最高1,500元食物
券，並鼓勵案家參與社區服務。開
辦迄今累計服務17,223戶，案家提
供社區志願服務達15,647小時。 

港都聯合助學方案 
與本市慈善團體聯合總會透過結合
本市慈善團體、企業及善心個人捐
贈每學期5千或1萬元助學金。(提
供208位清寒學生助學金、206萬
5,000元) 

社會工作人員在職訓練
、核發本市社會工作執
業執照(960人) 

本市社會工作人員人身
安全政策 

社工專業發展 公私協力推動社會福利 

市府25局處成立25類別志工隊
(105,138位志工)，104年提供
服務產值15億95萬餘元。 

打造志工城市 

結合民間團體捐助本市偏區弱勢兒童 



居家托育人員訓練 

34 社工專業 

培植組織及人力 

 針對生活輔導員辦理照顧服務員訓
練125小時，16名考取證書。 

 引進專業人員(職能治療師、物理治
療師、輔療師等)，評估據點長輩需
求，設計專屬活動教案，提升健康
促進服務效益。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多元照顧
服務試辦計畫 

105年度金『罩』獎-照顧服務員表揚 

專業形象建立  辦理「105年度金

『罩』獎-照顧服務員表揚大會」，向
照顧服務工作者致意，並透過活動提昇
專業形象增加留任率，鼓勵更多人投入
長期照顧服務領域。   

跨專業交流整合  運用衛生福利部

社家署補助經費辦理，以城市災害管理
角度，結合科技預警系統應用、災難社
會工作模式發展及科技輔具運用於傷者
復原等跨專業觀點，探討災害預防、因
應及復原，整合創新知能交流。 

非營利組織培力  針對社福團體、

社區組織、基金會及合作社等單位，透
由研習課程、觀摩、團體動力及補助方
案等多元方式辦理。 



35 人民團體輔導及社區發展 

設置人權委員會，研討
人權議題，宣導人權
保障觀念。 

推動人權城市 

協助人民團體、社區發
展協會、基金會、合
作社等共5,920個團體
籌組、立案及會務輔
導事宜。(105/09) 

辦理各類會務課程研
習。 

團體立案輔導 推動社區發展工作 

輔導849個社區發展協會發展多
元社福方案，並協助區公所建
立區域協力機制。(105/09) 

105年10月15日辦理「永續與
互助的實踐-國外經驗交流暨社
區經驗分享」，擴展本市社區
發展國際視野。 

永續與互助的實踐-國外經驗交流暨社區經驗分享 

35 



36 人民團體輔導及社區發展 

卓越獎：旗山區-南新社區 

精進獎：大寮區-中興社區、三民區-安東社區 

社區發展工作考核 輔導  849 個社區發展協會 

 甲等獎：梓官區-大舍社區 
 旗山區-糖廠社區 

 單項特色：旗山區-圓富社區 
旗山區-中洲社區 
六龜區-荖濃社區 

績效獎 
優等獎：三民區-安泰社區 

楠梓區-新加昌社區 
前鎮區-路中廟社區 
大寮區-後庄社區 

36 



37 人民團體輔導及社區發展 

105年9月30日辦理「105年
社團領袖研討交流 」活動，
200位社團領袖參與。 

社團領袖研討交流活動 

元旦、國慶日慶典活動 

 105年1月1日辦理「高雄市各
界慶祝中華民國105年元旦升
旗典禮」活動，市民齊聚參加
升旗典禮迎接嶄新的一年，約
計1萬人參與。 

 105年10月10日辦理105年國
慶日-「國慶齊轉‧雙十躍動」
活動，約計1,000人參與。 

社團領袖研討交流活動 

105年國慶日-「國慶齊轉‧雙十躍動」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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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動 

分區敬老活動、敬老禮金及百歲人瑞慰
訪、「在地國寶 青春百老匯」音樂會
、銀髮婚頌禮讚、銀髮系列影展、長青
楷模及敬老楷模表揚、「住入智慧-銀
髮居住」研討會、金「罩」獎表揚、社
區照顧關懷據點成果展。 

3心5老重陽節系列活動 給長輩關心   保障老本 
                          照顧老身 
使長輩開心   珍惜老伴 
                          結交老友 
讓家屬放心   安全老屋 

老人福利 



2016年國際身心障礙者日 

主軸活動 

2016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 
105/11/17--11/20假高雄展覽館辦理專題
演講與產業論壇，內容包括： 

(1)全球第一座失智村～荷蘭候格威村創辦人
雅美羅根（Yvonne van Amerongen-
Heijer )分享暢談銀髮理想國。 

(2)高雄市政府主題館展示「樂齡智慧全齡
屋」及靜態展覽示。 

12 月 3日  愛在一起369  

39 身心障礙福利 

活動期間： 
10/31至12/10止辦理10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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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資源車2輛 

建置雄愛生囝仔‧FUN心育兒資源網 

設立托育服務單一窗口諮詢服務專線
394-3322（就是深深愛兒） 

育兒資源行動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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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資訊科技 
貼心E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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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低度利用空間作為社福據點 

楠梓公共托嬰中心及育兒資源中心： 
運用楠梓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空間 

大同福樂學堂： 
運用大同國小北棟教室1樓 

1月 第5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運用左營區行政中心閒置空間 

2月 

5月 

6月 

實物銀行鳳山分行： 
運用鳳西國民中學部分空間 

彌陀育兒資源中心： 
運用原彌陀鄉民代表會場地 

7月 

第2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運用大寮區山頂國小教室 

8月 

六龜早期療育資源服務據點： 
六龜區龍興國小語言教室1間 

活化空間設立98處社福設施【105年完成設置 8 處】 

六龜早療服務據點 



六
龜
早
療
據
點 



大
同
福
樂
學
堂 



楠
梓
育
兒
資
源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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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建綿密服務網絡，紓緩家庭照顧壓力，開
創高齡友善社會 
持續推動區區有日照（托）服務 

配合中央106年長照2.0，建立社區整體照顧模式 

提升長期照顧服務能量 

擴增富民長青中心功能，推動祖孫共樂 

推動失智症長者及其家屬社區整合服務 

加強托育輔導服務，減輕家長育兒負擔 
籌設育兒資源中心(左營及美濃區) 
宣導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制 
提昇0-未滿3歲發展遲緩兒童通報率 
推動兒童居家安全宣導 

增設服務據點，提供身心障礙者、新住民及
弱勢家庭近便性服務 

持續重點工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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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積極性社會福利 
 持續整合推動性別平等 
 推動未成年父母整合性服務機制 
 辦理街友就業自立創新方案 
 增設實物銀行物資發放點 
 推動懷孕婦女友善城市計畫 
 加強社區永續發展能量 
 推展樂齡志願服務 

氣爆災後復原重建 
 賡續提供氣爆受傷民眾後續照顧，並定期召開專戶管理會，妥善

管理捐款之運用且公開徵信於本局網站。 

積極推展及充實災害防救應變機制及能力 
 持續推動收容安置、物資整備…等各項災害救助工作 
 運用岡山區前峰國小筧橋分校舊校區設置高雄市避難收容暨備災

訓練中心-彌陀基地 

持續重點工作2 



參加第八屆台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獎項 
◎「『愛得早，讓礙少少』～高雄早療服務送愛到每一個角落」獲政策獎 
◎「攜手傳愛、溫馨宅急便~弱勢家庭食物券服務方案」獲平等獎 
◎「社會參與：社區共好同康健」獲親老獎 

中央對本市一般補
助款指定辦理身心
障礙者個案管理服
務考核榮獲優等 

幸福高雄‧福利特優 
南高屏地區社會工
作專業人員表揚： 
最佳督導、保護服
務類獎、專業論述
類獎、社會倡議獎 

衛生福利部社會工
作專業人員表揚：
服務績優獎5人 
資深敬業獎3人 

第五屆婦幼保護網
絡─以被害人為中
心之承諾與行動--
整合實踐團隊行動
力選拔~~2篇優選 

45 

社會福利績效考核
公益彩券盈餘分配
管理及運用組 考
核滿分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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