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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政府施政報告 

報告人：縣長陳福海 

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媒體朋友大家好： 

    欣逢  貴會第六屆第四次定期大會開議，
福海

率同縣府團隊列席

並作施政報告。首先要向議長、副議長暨各位議員為民劬勞、夙夜

匪懈、督勉縣政及對縣府的支持與協助，致上最高的敬意與由衷的

謝忱。 

    「莫蘭蒂」颱風挾帶 17 級強風横掃金門，全島災情處處，縣府

即時啟動救災機制，加速搶救及清理作業，期盼居民早日恢復生活

秩序。繁鉅的復原工作承蒙各位議員先進的關切與支持，以及各界

的協助，大家胼手胝足、不眠不休的努力，終能在最短的時間讓金

門回復正常運作。後續的災後復建之路仍經緯萬端、千頭萬緒，但

福海
有信心，在 貴會的指導與督勉下，一定可以完成重建美麗家園

的艱鉅任務，化危機為轉機。 

「無畏風雨，金門向前」，這次的風災大家心手相連，不畏横逆，

昂首邁進，鄉親的大無畏精神給
福海

無比的信心，也是
福海

施政的動

力來源。明年將是展開行動的一年，未來金門的發展，將取決於我

們現在所奠定的基礎，所以縣府團隊將啟動諸多重大建設工程，諸

如：道路拓寬、水利建設、鄉鎮亮點、校舍整建，以及水頭港區的

兩岸新國門等等。此外，「莫蘭蒂」颱風帶來的非常之破壞，縣府團

隊也將以前瞻性的思維，擘劃非常之建設，並迅速展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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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海
相信現在的努力決定未來，只要一秉初心、莫忘初衷，

秉持「建構金門幸福島嶼，守護浯島美麗家園」之目標，至盼讓今

天的努力成為明天的榮耀，成為居民的幸福泉源。 

     謹就近半年來，縣政重大施政工作及未來施政計畫簡要報告如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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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年度預算編列與執行情形 

一、 本（105）年度總預算執行情形 

    本（105）年度截至 9 月底止，歲入預算執行數為 48 億 7,117

萬 7,661 元，達分配預算數 65 億 3,012 萬 9 千元之 74.60%（附

表一）；歲出預算執行數為 66 億 3,850 萬 99 元，達分配預算數

102 億 2,656 萬 4 千元之 64.91%（附表二）。 

 

 

二、 本縣 106 年度總預算籌編情形方向 

    106年度歲入預算總額計新台幣 102億 82萬 5千元，按性質區

分，經常門收入 96 億 3,857 萬 4 千元，佔總歲入預算總額 94.49

％；資本門收入 5億 6,225萬 1千元，佔歲入預算總額 5.51％；歲

出預算總額計新台幣 141億 3,870萬 3千元，按性質區分，經常門

支出 93億 8,897萬 4千元，占歲出預算總額 66.41％；資本門支出

47億 4,972萬 9千元，占歲出預算總額 33.59％。歲入歲出短絀計

39億 3,787萬 8千元，依法定程序送請 貴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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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金門縣政府總預算歲入預算執行概況表 

105 年 9 月底            單位：新台幣（元） 

科          目 預算金額 
累計分配

數 

累計執行數 

金額 
達分配數    

% 

達預算數    

% 

合計 11,588,206,000  6,530,129,000  4,871,177,661  74.60  42.04  

稅課收入 2,558,307,000  1,866,932,000  1,694,325,691  90.75  66.23  

罰鍰及賠償收入 32,561,000  22,653,000  21,738,506  95.96  66.76  

規費收入 598,762,000  386,686,000  336,646,544  87.06  56.22  

財產收入 183,099,000  127,870,000  133,221,803  104.19  72.76  

營業盈餘及事業   

收入 

450,000,000  300,000,000  0  0.00  0.00  

補助及協助收入 4,387,030,000  3,294,531,000  2,093,869,862  63.56  47.73  

捐獻及贈與收入 3,277,566,000  503,416,000  500,000,000  99.32  15.26  

其他收入 100,881,000  28,041,000  91,375,255  325.86  9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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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金門縣政府總預算歲出預算執行概況表 

105 年 9 月底            單位：新台幣（元） 

科       目 預算金額 累計分配數 

累計執行數 

金額 
達分配數 

% 

達預算數 

% 

合    計 13,294,076,000  10,226,564,000  6,638,500,099  64.91  49.94  

政權行使支出 256,458,000  182,374,000  105,813,604  58.02  41.26  

行政支出 615,915,000  500,341,000  346,921,734  69.34  56.33  

民政支出 626,989,000  515,147,000  419,395,384  81.41  66.89  

財務支出 58,928,000  47,805,000  38,667,290  80.89  65.62  

教育支出 2,123,008,000  1,757,690,000  1,755,612,922  99.88  82.69  

文化支出 467,146,000  295,051,000  180,363,012  61.13  38.61  

農業支出 1,507,616,000  998,011,000  483,777,467  48.47  32.09  

工業支出 485,074,000  308,969,000  123,996,497  40.13  25.56  

交通支出 2,569,714,000  2,199,216,000  935,771,099  42.55  36.42  

其他經濟服務支出 1,062,373,000  712,009,000  180,755,809  25.39  17.01  

社會保險支出 31,834,000  25,489,000  21,985,716  86.26  69.06  

社會救助支出 36,048,000  33,258,000  24,497,368  73.66  67.96  

福利服務支出 564,004,000  456,450,000  345,490,592  75.69  61.26  

國民就業支出 144,001,000  107,747,000  52,622,036  48.84  36.54  

醫療保健支出 514,558,000  445,967,000  366,232,518  82.12  71.17  

社區發展支出 92,948,000  63,400,000  9,733,773  15.35  10.47  

環境保護支出 728,017,000  498,595,000  288,991,915  57.96  39.70  

退休撫卹給付支出 488,684,000  488,684,000  471,025,856  96.39  96.39  

退休撫卹業務支出 2,030,000  2,030,000  1,919,630  94.56  94.56  

警政支出 589,174,000  485,241,000  415,600,330  85.65  70.54  

補助支出 80,413,000  60,310,000  60,309,750  100.00  75.00  

其他支出 156,748,000  42,780,000  9,015,797  21.07  5.75  

第二預備金 92,396,000  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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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重要施政成果 

一、 暢達交通網絡，建構海空運輸便利島 

 

(一) 主要道路拓寬及興建計畫 

1. 環島北路(高陽路口至洋山路口)道路拓寬工程已於 105 年 2 月

22 日開工，本府已定期列管督促工程進度。 

2. 環島北路(洋山路口至成功路口)道路拓寬工程已於 105 年 8 月

31 日決標，預定於 105 年 11 月上旬開工。 

3. 環島南路五段道路拓寬改善工程已於 105 年 03 月 1 日開工，

依約執行中。 

4. 環島西路二段(救國團至金門大學路口)以不使用私有土地面

積及移除最少路樹為前提，進行規劃設計，已於 105 年 8 月

13 日開工。 

 

(二) 推動交通建設，解決民生問題 

1. 辦理重大節日期間加強公共運輸服務，於台灣西部五機場及

金門機場成立「金門鄉親服務處」與「聯合補位單一窗口」，

並適時協調民航局及航空公司加開臨時加班機，協助辦理疏

運，合計春節、清明、端午及中秋期間加開 122 架次臨時加

班機、軍機 56 架次及專船 2 航次，協助現場 11,121 位候補鄉

親順利往返台金兩地。 

2. 辦理「水頭港大型旅客服務中心新建工程」，於 105 年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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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召開基本設計審查會議，俟完成基本設計修正後提報交通

部核轉工程會審查。 

3. 刻規劃於採購招標所現址建置多功能停車場，將提供 300 格

停車位以紓緩金城城區停車困難，並提供商場或辦公室等設

施。 

4. 辦理大小金交通船興建，汰換屆齡交通船，保障大、小金門

居民及旅客安全行的權利，預訂 106 年 9 月打造完成。 

5. 依據「購買台金客輪可行性評估計畫」結論，向交通部爭取

推動台金客輪建造。 

6. 辦理「金廈跨海纜車系統可行性評估暨先期規劃」委託技術

服務案（評選中），為後續金廈觀光纜車政策形成之參考。 

 

二、 健全醫療照顧，建立健康醫療服務島 

 

(一) 導入醫療資源，提升服務品質 

1. 本府自 102 年起編列醫療照護發展基金，用以改善本縣金門

醫院軟硬體設備，及羅致優秀菁英蒞金服務，以有效紓緩地

區醫療資源缺口，減少轉診及緊急傷病患後送，提高民眾對

醫療滿意度，落實醫療在地化。 

2. 續辦第四期 103-105 年「金門地區醫療給付效益提昇（IDS）

計畫」。105 年 1 至 9 月份計支援急診醫療 1051.5 診次、駐院

專科醫師 65 人次、專科門診 625 診次、其他醫事人員 58 診

次、神經外科專案支援 12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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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爭取衛生福利部 105-108 年度「醫學中心支援離島及醫療資

源不足地區醫院緊急醫療照護品質服務獎勵計畫」，由北榮及

林口長庚支援急重症醫師，現階段北榮支援兩位醫師(外科及

加護病房科)及長庚醫院支援 4 位醫師(兩位急診科、1 位外科

及 1 位加護病房科)。 

4. 增購核磁共振掃瞄儀(MRI)，為鄉親提供舒適精確的核磁共振

檢測，免去往返台灣檢查的舟車勞頓之苦，已於 6 月 28 日啟

用。在儀器操作上，目前有 3 位放射師，餘 12 位放射師將陸

續完成操作訓練。在影像判讀上，除金門醫院各專科醫師，

另有 1 位放射科醫生，也和北榮影像中心連結，若量太多時，

北榮放射科醫師亦會透過影像上傳協助判讀。 

 

(二) 落實基層保健制度、確保縣民身心健康 

    各鄉鎮衛生所下鄉巡迴，辦理 30 歲以上縣民「整合式篩檢

暨健康管理照護計畫」，截至 9 月辦理各社區巡迴篩檢計 20 場

次，篩檢人數計 4,623 人次，落實疾病早期發現、早期治療，降

低死亡率。 

 

(三) 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落實在地老化目標 

    結合行政院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落實居家式照顧服

務，本縣並延伸到宅評估，本期（4~9 月）提供居家護理、居

家復健、復健醫師到宅訪視、外籍看護工病症失能表到宅評估

等服務計 129 人次，暨喘息服務 178 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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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動節能減碳，打造綠色能源低碳島 

 

(一) 增加水資源再利用，改善飲用水質 

1. 為有效增加可利用之雨水，經評估金沙溪及前埔溪流域每年

尚有豐沛水量溢流出海，已委託專業技術團隊對金沙水庫出

海口等流域進行整體評估與規劃，初步評估可於金沙溪流域

及前埔溪流域蓄存約 245 萬噸的雨水，同時亦可滯洪減災，

並已向中央爭取經費補助辦理。 

2. 榮湖等 5 座水資源回收中心，已完成擎天、太湖及榮湖場之

放流水均回收作為花木、農作澆灌使用約 2 千(噸/日)，金城場

放流水每日約 4,500(噸/日)，正規劃、施作供花木澆灌、農塘

蓄存、濕地營造，補注地下水資源。 

3. 辦理各鄉鎮公共污水下水道及用戶接管工程，截至 105 年 8

月底，下水道用戶接管普及率約為 36.83%（以四人為一戶計

算）。 

 

(二) 賡續推動大陸引水，加速推動金門自來水擴建 

1. 金門自大陸引水計畫：海底管線工程已於 104 年 12 月 30 日

完成發包，截至 105 年 9 月工作進度已完成細部文件審查(晉

江側)核定，海管佈管作業已完成 6 公里(全長 16 公里)。 

2. 加速推動「金門自來水擴建計畫」，預計分 5 年執行，主要工

作項目為新建每日處理 2.5 萬噸原水之洋山淨水場乙座及配

合大陸引水之岸上受水、導抽水工程相關管線與供配水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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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洋山淨水場已於 105 年 8 月辦理公開閱覽，9 月辦理上網

公告；配合大陸引水之岸上受水池已於 105 年 9 月 13 日決標、

導抽水工程於 105 年 7 月 22 日決標。 

 

(三) 推動新能源政策，打造綠色能源島 

1. 推廣使用節能家電並提升鄉親的認同和參與，補助鄉親購置

節能家電，每台補助 3,000 元整。截至 9 月 30 日已受理申請

2,393 件，共 3,038 台。 

2. 推動節能減碳診斷計畫，函頒「金門縣 105 年度家戶節能診

斷試辦補助要點」，受理申請 93 件，並於 9 月 10 完成家戶現

勘作業，刻正撰寫減碳診斷報告書。 

3. 推動社區參與行政院環保署「低碳永續家園評等與分級認

證」，全縣計 5 個鄉鎮、37 處村里，目前已輔導 3 個鄉鎮 27

處村里參與，其中金城及金湖鎮、8 個村里已取得銅級認證。 

4. 協助料羅里等 16 個村里或社區，共計完成「推廣室內使用或

汰換節能燈具」、「雨水貯留再利用」、「推動牆面植生或綠籬」

與「寺廟節能燈具使用推廣」等 28 個低碳行動項目。 

5. 辦理太陽光電系統規劃、擘劃陽光屋頂百座，促進縣管公有

建物有效利用。全案完工後每年約可產生 638 萬度電力，節

省 159 萬公升燃油、236 萬公斤燃煤或 105 公斤燃氣，二氧化

碳年減 337 萬公斤，相當 9.1 座大安森林公園 1 年的碳吸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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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構安全家園，推動居住公平正義島 

 

(一) 因應颱風災害，推動災後復原 

1. 105 年 9 月 14 日、15 日「莫蘭蒂」颱風肆虐本縣，造成 38

人受傷、停電 2 萬 4,196 戶、停水 2 萬 366 戶、停話 1 千 300

餘戶、行動基地台損毀 27 處、樹損 500 萬餘株、主次要道路

中斷數十餘條、全縣災損約 21 億元等重大災情。 

2. 除動員全體救災人員外，並協調台灣相關單位車輛、機具、

人員來金支援，於 8 天內恢復水電通訊及道路交通。 

3. 後續訂定重大政策方向，推動災後復原重建工作，相關內容

請參閱〈金門縣莫蘭蒂颱風災害處理專案報告〉。 

 

(二) 嚴正交通執法，加強酒駕取締 

    為維護道路交通安全，本期計取締酒後駕車 93 件暨未戴安

全帽、超速、未繫安全帶、闖紅燈等違規合計 1,276 件。並適時

宣導民眾拒絕酒後駕車，「酒駕零容忍」之社會共識逐漸形成。 

 

(三) 加強兩岸三地查緝金門高粱偽劣假酒犯罪 

本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會同桃園市、臺中市、嘉義縣及

高雄市警察局查獲各式侵權酒品 1,626 瓶、包裝盒 1,592 個等證

物。將持續執行「打假」工作，務期斬斷偽劣酒產製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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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置環島道路錄影監視系統，輔導民間裝設監

視器 

    建置汰換「環島道路錄影監視系統」，預定新建 17 處 84

鏡頭，並採用高解析度攝影機及整合建置平臺，即時掌握各治

安要點，達成影像監控整合 e 化。另輔導民間裝設涵蓋公共區

域監視器鏡頭 137 支。 

 

(五) 推動居住正義政策，興建平價住宅 

1. 提出興建經濟住宅構想，規劃以可供開發之尚義住宅區優先

落實，第一期預估興建兩棟，分為經濟住宅戶及社會住宅，

落實居住公平。 

2. 推動慈湖住宅計畫，解決古寧村開發管制及舊屋修繕困難等

問題，並兼具維護傳統聚落風貌之功效。目前本府同時辦理

估價、研議適法且合理之處分方式（如仿早期和平新村方

式），期能創造最大綜效。 

3. 選定金沙鎮高陽路段斗門劃測 621 地號之閒置公有土地作為

公有土地住宅社區優先規劃區，朝向綠色低碳住宅社區發

展，期塑造符合金門地理及氣候條件，與環境永續之新式住

宅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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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推動住宅補貼政策、以利縣民安心成家 

1. 受理 105 年度「住宅補貼」租金補貼申請案件 200 案、購置

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69 案及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3 案。 

2. 完成縣籍青年安心成家住宅補貼法制作業程序，推動補貼縣

籍青年購屋貸款利息補貼一百萬元兩年免利息，目前補貼案

件計 18 件。 

3. 提供青年前二年兩百萬零利率貸款利息補貼，辦理迄今已核

准 109 案，且目前計 50 戶補貼中。 

 

五、 永續社福服務，促成銀髮友善養生島 

 

(一) 提升老人福利照護，推動本縣長期照顧計畫 

1. 為整備本縣長期照顧服務資源，發展照顧支持體系，確保本

縣失能長者得到應有照顧及獲得多元連續性的服務。 

2. 辦理失能老人居家服務、獨居老人送餐服務、社區日間照顧、

入住機構、輔具補助、交通接送，本期計 3,294 人次。 

3. 設置社區關懷據點，建立多元社區照顧服務型態，提供獨居

老人在地初級預防照護服務。 

 

(二) 推動完善托育服務，促進就業家庭安心生養 

1. 辦理公私協力平價托嬰中心，提供多元托育服務，105 年度

5-9 月委託金門縣私立小家秝托嬰中心辦理，托嬰中心收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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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計 315 人次。 

2. 辦理托育費用補助，105 年第 2 季補助 1,043 人次。 

3. 推動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已核發 59 張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

書，輔導加入社區保母系統及收托 75 位嬰幼兒。 

 

(三) 推動職業訓練，培訓就業專長 

1. 本年度規劃辦理職業訓練班計有室內配線操作、堆高機操作

及多媒體應用設計等訓練班，訓練人數 62 人，於結訓後全程

參與者核撥生活津貼。 

2. 配合本縣推動低碳島相關計畫，委託國立金門大學辦理低碳

觀光導覽解說及房務餐飲培訓班，結訓人數 22 人。 

3. 鼓勵失業長達兩年之失業者重返正常職場，補助就業促進獎

助金，每月一萬元，期限為一年。 

 

(四) 辦理金門縣民國四十七年以前參戰自衛隊員三

節慰助金發放作業： 

1. 為感念本縣民國四十七年以前參戰自衛隊員參與八二三戰役

之犧牲奉獻，關懷渠等晚年生活，以示政府照護之意，於每

年春節、端節、秋節各核發合於資格者慰助金新臺幣二萬元。 

2. 民國 105 年度端、秋節慰助金發放作業，總計發放 10,940 人

次，充分落實政府照護、關懷榮民之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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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優質教育文化，營造閩南文化創意島 

 

(一) 照顧縣籍學生，落實教育機會均等 

1. 執行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及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交通圖

書券計畫、學生就學津貼計畫、高中職學生減免學雜費，計

嘉惠 21,557 人次。 

2. 提供學童免費營養午餐，自 104 年 5 月起國中提升為 45 元，

國小及幼兒園提升為 40 元，幼兒點心費提升為每日 30 元。 

 

(二) 改善教育軟硬體設施，營造優質學習環境 

1. 爭取行政院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國民中小學老舊校舍整建

計畫經費，整建中正國小等 4 處校舍。 

2. 爭取教育部補助改善國民中小學教育設施計畫，整修金寧中

小學等 6 校 9 項設施。 

3. 105 年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本縣提出「在地關懷、全球

視野」之願景，以「植基本土、紮根素養、站在巨人的肩膀

看世界」為目標，期使本縣教育能與國際接軌，並促進教師

專業的分享與實踐，凝聚教師共識，激發教學熱忱，達成「精

進效能、提升品質、共創榮景」的理想境地。 

 

(三) 成立金門傳統音樂館，推廣傳統音樂 

    於「邱良功古厝」西側宅院設置「金門傳統音樂館」，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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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樂府傳統樂團」進駐推廣傳統音樂，目前課程有：「每週

一，月琴烏克麗麗進階班」、「每週二，月琴烏克麗麗入門班」、

「每週三，二胡班」、「每週四，南管琵琶彈唱班」、「每週五，歌

謠班」、「每週六，南管交流」，紮根發展金門音樂。 

 

(四) 營造書香社會，建構閱讀環境 

1. 整合地區各公共圖書館資源，擴大圖書借閱範圍，提供鄉親

友善圖書借閱環境。 

2. 採購行動圖書車，打造行動圖書館，將圖書館服務範圍延伸

至學校、社區，並結合「通閱」（流通可借閱）服務，增加民

眾借、還書便利性。 

3. 結合台灣兩岸華文出版品與物流協會，共同辦理《文化行銷‧

閱讀金門》書展。 

 

七、 豐富觀光內涵，營造觀光休閒樂活島 

 

(一) 辦理大陸地區旅遊營銷活動，提升陸客來金旅

遊人潮 

1. 105 年度規劃 5 期專場旅遊推介會，累積 61 名官方領導、520

名旅行商及 68 名媒體業者參加。截至 105 年 8 月回訪場次計

27 團共累積 1961 人次來訪金門旅遊及遊程踩線；網路媒體露

出 40 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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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與海峽旅遊博覽會組委會合作，延伸至金門辦理「金廈

旅遊節」活動，邀請大陸地區各省市旅遊局、重點旅行商及

媒體等近 400 人於 105 年 5 月 6 日至 7 日來金門進行兩天一

夜踩線遊程。 

3. 105 年 9 月 23 日至 25 日赴廈門辦理「2016 中國（廈門）國

際休閒旅遊博覽會─金門館」，並召集金門地區觀光產業（旅

行社、旅宿業、特產業及免稅業）等 16 家參展。 

 

(二) 增建旅遊設施，拓展觀光景點 

1. 為形塑觀光遊憩區群聚效應之遊憩帶，結合帶動周邊產業發

展，賡續辦理 5 鄉鎮遊憩帶規劃案。 

2. 爭取交通部觀光局補助「金門縣烈嶼鄉軍事體驗園區整備計

畫」等 3 案。 

 

(三) 多元活動宣導，行銷金門特色 

1. 落實「一鄉鎮一主題」活動，輔導各鄉鎮辦理金寧「石蚵小

麥文化季」、金城「412 迎城隍活動」、金湖「海灘花蛤季」及、

烈嶼「芋頭節」、金沙「高粱老街風獅爺文化季」，以及「中

秋博狀元餅」等觀光加值活動，提升金門曝光率。 

2. 強化媒體聯繫服務，健全媒體溝通管道，適時發布新聞訊息

供媒體披露報導，有效宣導縣政建設成果。 

3. 發行「金門縣政季刊」，以施政理念及成果為主軸，記錄島民

鄉土人文、民俗風情、休閒旅遊、產業發展等多元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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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105 年度金門縣政府電視媒體宣傳委託案」，藉由全國

性電視、報紙、雜誌、廣播及網路等媒介的曝光，以行銷金

門縣優質的觀光、農特產業及在地文化等，藉此提高本縣知

名度、強化施政效果。 

5. 接待美、加、德、瑞士等國際單位及國內外媒體，分別抵金

踩線、採訪及拍攝旅遊節目，多元行銷金門縣政建設及觀光

旅遊發展。 

 

(四) 爭取內政部「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經費，

挹注「烈嶼：邊境小鎮的再生」 

    本府提報之「烈嶼：邊境小鎮的再生」獲內政部核定

104-107 年四年計畫 25 項子計畫，總經費 6.4 億元，逐年爭取

各計畫經費，本府亦成立推動小組每季召開管考會議採滾動

檢討方式，以利推動。 

 

八、 升級特色產業，繁榮地方並促進就業 

 

(一) 推動地方產業升級計畫、輔導地方特色產業 

1. 爭取經濟部補助辦理「金門縣地方產業升級發展計畫」(地方

型 SBIR)，規劃地方特色產業發展為輔導對象，105 年度帶動

地方產業創新研發 6 件，鼓勵地方產業投入技術、服務創新

服務，促進地方產業發展，提昇產業經濟收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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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推動烈嶼鄉地方特色產業發展，及地方特色產業發展之企

業經營管理輔導及人才培育，爭取經濟部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補助計畫，總經費新台幣 800 萬元整，帶動地方業者發展 20

家以上，輔導具潛力之地方特色產業。 

 

(二) 加強推動餐飲業輔導及品質提升計畫 

1. 實質輔導餐廳 GHP（良好作業規範）認證作業，根據評核結

果將 GHP 認證餐廳評定為「優級」及「良級」兩級，該評核

證書（標章）之有效期限為 2 年。 

2. 整合本府建設處、衛生局及環保局資源，共同推動餐飲業輔

導及品質提升計畫，建立良好的衛生作業環境，針對大型餐

廳、團餐、小餐廳、小吃業者等，補助內外環境及設施之衛

生環境，包括汰換餐具、防止病媒蚊侵入之設備、良好通風

排氣設備、採光設備、消毒設備等餐飲品質提升計畫。 

 

九、 傾聽民意、務實內政，精進簡政便民 

 

(一) 舉辦縣長親民日─鄉親逗陣來開講活動 

1. 為瞭解民瘼，解決各種民眾問題，自 7 月 3 日起每 2 週巡迴

各鄉鎮舉辦「縣長親民日–鄉親逗陣來開講」活動，與民眾

面對面接受民眾陳情並說明、溝通意見。 

2. 計有 7 月 3 日金城東門場、7 月 16 日金沙農會前場、8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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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烈嶼 7-11 店前場、8 月 21 日金湖新市里場、9 月 3 日金寧

廣濟廟前場，五場活動共計有 368 件民眾服務案。  

3. 各場次民眾服務案，本府將持續列管追蹤辦理清形，並定期

回報。 

 

(二) 推展戶政便民、創新服務 

1. 持續與 18 縣市辦理「縣市跨域合作戶籍登記行政協助」，受

理「出生(含認領養登記)、原住民身分登記」2 項戶籍登記案

件，簡政便民，嘉惠兩地民眾。 

2. 宜蘭縣、雲林縣、南投縣等囿於戶政事務所編制人力等因素，

不克配合。刻正爭取內政部公告「異地辦理」，屆時全國即可

同步辦理。 

3. 戶役政資訊系統結合可攜式行動裝置及行動網路，針對年滿

65 歲、中症肢障等行動不便或家有 6 歲以下幼兒者，提供戶

籍登記、國籍變更、文件核發或確認當事人身分等到府服務。 

 

(三) 主動關懷，到府辦理稅捐減免服務 

1. 依防災中心、縣府相關單位等通報、媒體報導，或村里辦公

處提供受災戶名冊，並透過村里長或各社區發展協會成員分

送稅捐減免相關宣傳資料，主動派員赴各鄉鎮實地勘查受災

情形，輔導納稅義務辦理稅捐減免。 

2. 即時發布新聞稿，在本府全球資訊網、稅務局網站及金門日

報、FB 及 LINE 群組週知鄉親，因颱風導致房屋、車輛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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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泡水、 土地流失或娛樂業之受災戶，可申請相關稅捐減

免，讓鄉親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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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未來重點施政工作 

一、 颱風莫蘭蒂重創金門，古蹟和歷史建築受損嚴重，初勘共有

105 處受損，已成立緊急應變評估小組，分區會勘評估搶修經

費，向中央爭取補助。 

二、 研提林業 5 年復育計畫，配合地區觀光發展需求，辦理道路與

造林區栽植更新，逐步改善地區行道樹環境與營造具特色道路

之道路景緻，漸進完成地區行道樹與造林區林木復育工作。 

三、 整修受莫蘭蒂風災損壞之羅厝、新湖、復國墩等漁港。 

四、 召開青年政策委員會，激勵青年參與公共事務之信心及參與意

願，以擴大公共政策的參與層級。 

五、 積極籌建東半島「養生照護園區」及西半島「醫療照護園區」，

促進老人社會福利長期照顧業務之推動及相關產業之發展，平

衡東、西半島醫療資源分配。 

六、 賡續推動金門自由經貿計畫，研析金門自由經濟發展條件與方

向，爭取適合發展產業之法規鬆綁，打造金門產業亮點。 

七、 結合五鄉鎮五亮點計畫，賡續推動城鄉風貌與鄉村整建計畫，

建構具在地文化特色、樂活、友善之優質宜居城鄉。 

八、 推動智慧城市規劃，科技多元化運用，擘劃智慧城市願景。針

對智慧觀光、智慧教育、智慧政府、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

慧醫療、智慧生活等議題推動業務智慧運用。 

九、 積極推動水資源開發，確保地區水質水量靈活調配與水質改

善，並賡續辦理自「大陸引水」工程，因應未來人口成長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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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需求，解決地區水源不足問題。 

十、 持續向大陸及台灣中央爭取政策開放及簡化陸客來金落地簽

辦證申請，爭取多元觀光客源，助益金門觀光產業發展。 

十一、 策辦各項表演團體演出，帶動地區藝文欣賞風氣，提昇

民眾生活樂趣，並以「週週有展覽、月月有表演」為目標，落

實公民美學。 

十二、 推動本縣三城區「都市更新」計畫，建置金門地區辦理

都市更新之完整機制，優先推動作為都市更新示範地區。 

十三、 推動辦理自然村專用區新建建築融合傳統建築風貌獎

助，提升聚落景觀風貌。 

十四、 提升金門地區購物、旅遊、住宿、餐飲及觀光從業人員

等軟硬體品質，帶動金門觀光發展。 

十五、 辦理「金門地區軍事資源釋出評估暨規劃運用計畫」，追

踨掌握民國 100年至 104年奉准釋出營區所在之土地管理單位

及撥用單位營區之管理使用現況。 

十六、 推動弱勢家庭脫貧方案，增進新知及受教機會，提昇競

爭力；並加強弱勢家庭關懷訪視，推展單親家庭外展服務。 

十七、 辦理垃圾轉運後送台灣焚化處理工作，並持續推動本縣

垃圾轉運大陸處理。 

十八、 賡續推動污水下水道設置、水污染源稽查管制、截流井

運作維護及河道湖庫清淤等，以減輕湖庫優養化情形。 

十九、 持續針對金門地區進行標準監測井設置與地下水監測作

業，以保障民眾用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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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加強金門商港建港工程建設與營運管理，提供港區完善

軟硬體服務，提升觀光門戶意象。 

二十一、 營造英語遊學環境，培育學生對英語的學習興趣與基本

溝通能力，涵養國際觀以提升地球村競爭優勢。 

二十二、 加強各項醫療照護均衡發展，每年編列公務預算 2 億元

予「金門縣醫療照護發展基金」，全面提升整體醫療照護品質。 

二十三、 辦理各項文化景觀、歷史建築、古蹟維護修復工程及活

化再利用作業。 

二十四、 健全機關組織，配合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及員額成長

率，適時研修各機關組織規程暨員額編制，提昇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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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語    
 

    
福海

就任即將滿二周年，回顧這二年本縣施政，莫不以民意為依

歸，尤其是鄉親關心的醫療項目，更是縣府團隊努力的重點工作，

其中，特殊需求者牙科醫療服務示範中心於104年4月14日啟用，為

離島首創；婦幼兒樓層於104年6月9日啟用，打造五星級婦產科病

房；教學醫院評鑑、部立金門醫院三方共營、心導管室(CCL)、兒童

發展復健中心、人工生殖認證以及核磁共振掃瞄儀(MRI)也接續逐一

啟用或通過，讓鄉親關心的醫療品質更臻完善。 

  凡是鄉親關心的事，就是
福海

想做的事。所以
福海

將106年定位為

行動年，翻轉金門的重要建設將次第展開，我們將以更堅定的行動，

加速金門的蛻變。期望為金門建構更幸福宜居的環境，也為金門未

來的百年發展奠定基礎。 

    誠摯企盼議員先進續予支持指教，共同為策進縣政建設與縣民

福祉再創新境。報告完畢，敬請指教，並祝各位 

議員女士、先生 

健康愉快，萬事如意! 

大會圓滿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