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門縣老人福利推動小組 113年度第 1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3年 6月 25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本府第一會議室 

叁、主持人：陳副主任委員世保                      紀錄：呂美玲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洽悉(詳如會議資料) 

 

序 案 由 執行情形 決議事項 

一 

社會救助糧的使用

要有規範，如何控

管請社會處研擬。 

1.本府補助辦理社區照顧關

懷據點老人共餐服務實施

計畫業於 112 年 12 月 21

日第 1120110432函公布實

施。 

2.建議解除列管。 

本案解除列管。 

二 

提案人章朝枝委員 

：金門目前有很多

原住民的老人，因

為文化不同，所以

希望能有一個聚會

的場所，可以唱唱

歌種種菜。 

1.本案原住民聚會所業於

113年 5月 17日（星期五）

由「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

公會」辦畢結構鑑定，相關

詳細資料該公會將於 6 月

底函報本府。 

2.另由本府依據上開公會之

鑑定資料填報原住民族委

員會「建置原住民族族群

主流化計畫」申請營舍修

繕費用。 

這案選定的地點在屏東營區，

那個地方相當不錯，屆時要如

何去做規劃再請民政處積極

處理。 

三 

提案人翁明堆委員 

：有關早期所安裝

之消防助警器問

題。 

消防局回應：已擬

訂計畫針對轄內獨

居長者會免費到府

協助汰換及安裝新

式助警器。 

1.本局於 113 年度研訂強化

獨居長者居家消防安全專

案訪視計畫，同步結合慈

濟等機構，為獨居長者提

供居家訪視、消防安全診

斷、既有住警器檢視、全戶

裝設之服務。 

2.目前已完成轄內 210 戶獨

居長者住警器安裝總計安

裝數量達 662顆。 

請消防局會後與社會處比對

清查獨居長者的資料，確認建

置情形。 



柒、業務報告：洽悉(詳如會議資料) 

一、社會處： 

許美鳳委員： 

本縣老人福利做得蠻完善的甚至是優於其他縣市，但因其中有多

項非法定的現金給付，被列入社福考核扣分項目，進而影響本縣

的統籌分配款，所以建議未來在辦理各種福利項目最好排除發放

非法定現金給付方式，盡量朝有利長者如長青學苑等實質的照顧

項目去推動。 

主席裁示：  

（一）長青學苑應該是包羅萬象的，不只我們提供的這些，應該還

有很多適合老人的課程，比如說很多銀髮族對於種植都很內

行，如果能有一個區塊讓他們去發展，若能形成風氣，對環

境的美化也會有很大的助益。以這為方向再結合林務所、農

試所、畜試所甚至是其他單位，大家共同研擬討論把想法架

構提出來，後續再由我們的主管參議來協助相關單位的結合

共同來建構。 

（二）現金給付目前確實是縣府很大的一個負擔，縣長也有心要改

良，但現階段如果貿然拿掉又會引起鄉親很大的反彈，縣府

目前還在研擬，後續應該會有政策性的決議。 

二、教育處、家庭教育中心： 

主席裁示： 

社區大學老人教育項目很多，雖然有統計但主要多為滿意度，教

學成效卻沒有呈現出來，就如你們提到的路老師，因為路老師所

教導交通安全的觀念或想法，進而減少老人的在過馬路或是騎車

等等傷害的數量，那這個就是你們的成果，但報告中並沒顯示，

也就是那麼多的課程、活動結束後有沒有達到我們想要的效果我

們看不出來，那是不是有什麽方式能夠呈現我們的成果，在量化

這方面我們再繼續加強。如果實在看不出成果，那也可以像我剛

才所說的 APP 這個例子，假設我們開了一班課程，來參加的學員

由原本的不會變會，而且用得到，那就是成功的案例，那也可以



提出來講，這個部分提供你們做參考。 

教育處補充： 

社區大學的對象是一般民眾，剛剛主席說的這些量化，我們將來

會請社區大學把老年參加的部分做量化的分析。那樂齡是針對 55

歲以上的民眾，也是為老年做準備，他有三大主軸就是核心、貢

獻跟技能，核心課程就是剛剛主席提到的延緩失能跟增加肌耐力

的部分，以及最近教育部非常重視的科技部分包含 APP 的使用的

和 AI的使用，這些都剛好跟教育部樂齡的發展相契合，那之後我

們也會把我們所做的，做一個量化的分析來呈現給各位。 

主席裁示： 

家庭教育中心做的工作相當多，但很多工作在完成後要有一個指

標性或量化的數據。那麽多的活動最主要就是促進健康，像是肌

耐力，在整個活動執行下來這些長者的肌耐力應該可以有量化數

字，如果能在報告呈現會更有意義，有這些數據也才能去印證我

們所做的工作都是正向的。也參考台灣其他單位看有什麼做法可

以學習，當做以後設定課程的一個方向。 

翁明堆委員： 

銀髮族關懷據點做的社區服務有很多，也是 21個長照巷弄站裡的

一個，但卻不是樂齡中心拓點對象，今天提出來是希望能將我們

納入金城樂齡中心。 

教育處補充： 

我們的據點是由現有的 5 個樂齡中心就是各鄉鎮公所，根據他們

的需求去拓點的，會後我們會請家庭教育中心去了解，也鼓勵金

城鎮公所可以把他納進來寫在計畫裡，去他們據點做樂齡推廣。 

主席裁示： 

會後請家庭教育中心再協調鎮公所協助。 

三、警察局： 

四、衛生局： 

翁明堆委員： 

（一）金門老人很多都不認識字，對長者的呼籲跟提醒用刊登報紙



的方式，似乎達不到效果。 

（二）延緩失能課程師資的培訓，希望可以先通知社區推薦人選去

上課，把社區缺少的師資、指導員培育出來，讓他們所學的，

回饋到自己的社區，這個部分請衛生局幫忙把關。 

主席裁示： 

（一）有關你們透過報紙刊登可能有些老人不會去看，有沒有辦法

透過第 33台或村里公所廣播發布。 

（二）社區培植師資原則上應以社區的人員為主，剛才翁委員講的

沒有錯，我們培育出來的師資就是要適用，這個部分請衛生

局看執行計劃要怎麽調整以達到更好的執行成效，這方面請

再進行檢討。 

衛生局補充： 

我們在寒流或者颱風這種氣候異常特報的時候，都會針對居家服

務中的個案一一打電話通知，在疫情期間我們也會每個禮拜都打

電話去關心。對每位居家服務中的長輩也有實地訪查機制來監測

我們居家服務的品質。另外報紙的登載其實也是提醒年輕的朋友

要去關心提醒家中長輩。 

主席裁示： 

衛生局做的很到位，希望能夠繼續保持。 

五、車船處：  

六、大同之家： 

七、松柏園： 

主席裁示： 

歷次開會縣長對於松柏園老人照顧相當重視，尤其是親情方面，

有些長者家屬可能在台灣所以來探視的機會很少，那是不是可以

用手機、電腦或其他方式定期的讓他們可以相互交流。 

柒、臨時動議 

翁明堆委員提案（一）： 

我們去家庭訪視的時候看到很多獨居老人的廚具、鍋碗瓢盆因為常

忘記關瓦斯所以都被燒黑了，想建議社會處看能不能去研商補助獨



居老人將瓦斯爐換成電磁爐，以避免火災的發生。 

社會處補充： 

有關委員提到全面換成電磁爐的部分，考量每位獨老的生活習慣都

不一樣，所以目前我們沒有這個方案。預防的部分消防局協助安裝

助警器是其中的方法之一，後續會再研議看還有沒有其他辦法來做

預防。 

主席裁示： 

這部分可能要偏勞相關單位時常去關注提醒，因為有些長者真的會

忘了關瓦斯，另外再研究能否用類似民政緊急避難場所張貼明顯

LOGO或標語來協助提醒獨老們記得關閉瓦斯，這部分請相關單位協

助處理。 

翁明堆委員提案（二）： 

一、署立金門醫院是否能改成榮民總醫院金門分院，由榮民總醫院

全面接管，這樣本縣 1萬多的榮民就能馬上受惠，雖然這是中

央的事情但也希望地方能夠去爭取。 

二、85歲長者可以優先掛號、看診是一項德政，榮總是直接把公告

貼在門口，金門醫院卻是把這個公告貼在公佈欄上，以致於很

多長者都不知道。 

三、醫院裡有些看護會自備電鍋煮食，如果發生火災是很危險的，

希望有關單位要去注意。 

四、病房只掛醫生的名牌而沒有三班護理師的名牌，這應該可以參

考其他醫院的做法。另外金門護理師的態度跟台灣護理師的態

度完全不一樣，如果是因為護理師人員不夠建議可以多招聘。 

五、我們自己繳保費的國民年金，跟地方核發的身障津貼只能二擇

一領取，似乎不太合理，這是有什麼規定嗎。 

社會處補充： 

有關身心障礙者居家生活津貼現行領取的規定，確實是領有政府其

他補助或津貼者，僅能擇一領取。 

主席裁示： 

一、金門醫院改成榮民總醫院，這部分目前是三方共管，由於不是



我們的權責，有機會我們會反映上去，看有沒有辦法爭取。 

二、高齡友善掛號，在台灣只要健保卡插進去，年紀符合他就會自

動轉成高齡友善，金門醫院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機制，如果沒有

請衛生局將這個建議轉達金門醫院，請他們能夠做改善。 

三、看護自備電鍋煮食，應不符相關規定，這個部分請衛生局轉達

給金門醫院去做改善。 

四、有關護理掛牌跟護理師缺乏的這個問題，也請一併轉達金門醫

院。 

五、中央很多補助是有排富條款，我們地方有些沒有，所以縣府也

在研議我們所發放的津貼跟補助有沒有排富的可能或是其他的

做法，以後我們也會按照政策的需求做全盤考量。 

捌、主席結論 (略) 

拾、散會：上午 12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