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金門縣政府縣長議會施政成果報告 

壹、 重要施政成果(資料時間 110年 4月至 110年 9月止) 

一、育成培力，團體永續  
(一) 社區育成，培力永續 

1. 積極運作社區培力育成中心及結合專業加強輔導:為提升

公所及社區能量與人才培訓，招標委託長榮大學社會力研

究發展中心推動社區技能學堂，辦理課程及輔導服務，藉

以加深社區學習效益、厚植計畫人力。同時陸續輔導社區

參加本縣及中央評鑑，提升社區能量及優勢。 

110年 4 至 9月止社區培力育成中心成效 

辦理項目 已完成成果 

1.辦理課程:  5  場次 受益: 5 公所 300人次 

2.社區發展協會輔導諮詢 6案 

3.輔導社區撰寫企劃專案申請補助 2案 

4.輔導 2 績優社區評鑑線上及實地訪視 8次 

5.鄉鎮公所社區策略工作坊 1場次，20人次 

6. 評鑑輔導說明會 1場次 1場次，40人次 

7.本府與鄉鎮公所社區業務聯繫會報 1場次，25人次 

8.小旗艦培力課程 (3案，3 鄉鎮) 
6場次，312人次 

並已輔導核定 3 案計畫 

9.縣府與鄉鎮公所社區業務線上交流 1場次，15人次 

2. 聯合社區(小旗艦)實施計畫續航:

鼓勵績優社區以母雞帶小雞、團隊

合作方式，培力社區朝自主成長，

俾利福利社區化，繼 109年核定 2

案執行成效良好，110年輔導提報

核定補助內容詳如下表:預計自 8月至 11月中辦理 135場次

活動及課程，受益人次約高達 2,445人次。 

110年度聯合社區(小旗艦)計畫 

計畫名稱 參與社區:金湖

下莊、信義新

村、山外社區；

躍動金湖、攜手啟航〜太武『山』『下』又『義

村』(共 58 場次健走、婦女成長及兒少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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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續航 躍進樂活(共 33場次婦女培訓、樂

齡服務、志工培訓及親子彩繪) 

金沙忠孝、斗

門、何厝、大洋

社區；金寧榜

林、盤山、古寧

頭、安岐 

福利共經營，幸福躍金寧!(共 44場次歇腳椅

關懷、村內故事及大手牽小手活動) 

(二) 建置公所社區聯繫平台，合力推動各項發展 

持續辦理縣府與公所、社區聯繫會報，傳達社區發展工作政

策與方向，提供雙向互動的溝通平台，並增進聯繫溝通。並

辦理公所培力輔導課程，增進敏感度與專業知能，共同研習

俾提供社區優質服務。另貼心更新建置之『網站~社區大補帖』

相關資料，提供各類計畫及會務參考範本，方便公所及社區

運用及檢視。 

(三) 輔導興辦社區福利服務及充實社區活動中心內部設施設備 

1. 補助鄉鎮公所興(整)建社區活動中心及加強運作活用 

依「金門縣政府補助鄉鎮公所興 (整)建社區活動中心補助

要點」，期與老幼身障等照顧服務結合，提供多元及在地化

服務，朝多功能使用規劃。110 年度共 3 公所提報 5 社區

活動中心興建案，於 6 月 2 日召開審查會，全數分年度核

定補助 5案 2,120萬元，目前分別趕辦細部設計中。 

2. 補助本縣立案且會務正常社區發展協會活動或設備經費 

補助本縣立案且會務正常社區發展協會活動或設備經費， 

108年迄今年度補助案詳如下表，109年度及本(110)年度

因疫情曾暫停辦理各項活動，故申請案減少。 

108-110 年 9月核定補助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活動及採購設備案 

  補助別 

 

 

年度 

一般性活動補助類 
福利類 

(優先補助類) 

社區活動中心 

內部設施設備 

件 

數 

金額(元) 件

數 

金額(元) 件

數 

金額(元) 

108年 214 1,890,000 5 45,000 4 534,550 

109年 198 1,840,000 4 25,000 6 878,780 

110年 

9月止 

62 455,000 3 25,000 1 67,900 

(四) 推展志願服務，創造祥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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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加強志願服務推廣及精進志工所需知能，成立志推中心加

強辦理各項志工制度建立、宣導活動、慰問、保險及訓練活

動、績優志工及團隊表揚、志工電子月刊發行及協助志工招

募等，期志工永續，並鼓勵銀髮族、青年投入志工。因應疫

情部分期間志工暫緩服務，另創新推動志工 e起來 (線上學

習)推動計畫，並將配合志願服務法實施 20週年於 10月後

辦理系列活動。 

 

 

 

 

 

 

2. 現

已

成立 126個志工隊，其中社會處轄屬 82個祥和志願服務隊，

另 11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成立 44個志工隊，實際參與及保

險志工人數約 4,812人次，其中 65歲以上高齡志工 1,532

人，占總志工人數 31.84%，服務內容主要是參與長者關懷、

居家訪視、共餐及社福機構服務及配合業務推動等。 

(五) 團體輔導，公民自主 

1. 依人民團體法、工商團體法規及合作社法輔導本縣社會團

體會務立案及運作，目前已立案之團體數詳如下表: 

金門縣立案運作團體統計表  

項次 類別 數量 備註 

1 一般社團 

公益類(協會、學會等) 444 至 110

年 9月

止 

自由職業 17 

宗親會 192 

2 職業團體 
商業團體(公司、行號) 34 

工業團體(工廠) 1 

3 社區發展協會 117 

4 合作社 14 

總計 819 

志願服務 110年 4月至 110年 9月成果統計 

類別 場次 參加人數 

宣導及推廣活動 3 210人 

志工教育訓練(含線上課程) 6 506人 

各項會議 1 26人 

各類自辦活動 2 84人 

合計 25 82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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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身分

73%

特定身分

27%

臨時工進用人數比例

2. 持續輔導會務運作，籌劃及辦理人民團體輔導相關課程、

建立專人預約輔導及網站建置參考樣本，使組織正常，促

進公私協力。 

3. 另為活絡人民團體，補助本縣立案且會務運作正常之人團

辦理活動，110年 4月至 110年 9月共補助辦理一般性活

動計 23案，補助經費共新台幣 32萬元整。 

 

二、培訓地區人才、提升本縣就業 

(一) 為解決地區失業者就業問題，特配合地方需求，開辦職訓班

別，培訓地區人才，以符合就業市場所需，期將人才留在本

縣服務，110年 4月至 110年 10月開設班別如下： 

1. 「照顧服務員培訓課程」－配合本縣人口結構快速趨向高齡化，

110年度規劃上半年及下半年各辦理 1班「照顧服務員培訓班」，

上半年班於 4月 13日開辦，計培訓照顧服務員 33人，受訓時

數 100小時。期培訓人員投入照護服務體系後，可更完善發展

本縣長照制度，達到守護鄉親健康之目的。 

2. 「中式麵食(水調和)創業班」-為加強地區失業長就業與創業

能力，具備獨立創業之技能，規劃於 7月 2日起開辦「中式麵

食(水調和)創業班」，因疫情之故，延至 9月 24日開辦。期透

過該課程，培養參訓者具備中式麵食開業之技能，除能投入就

業市場，亦可選擇獨自創業，累積職場競爭力。 

(二) 為協助本縣失業民眾就業，落實公法救助精神，編列臨時工 
   350名之經費，賡續辦理「短期臨時工實施計畫」。 

(三) 與勞動部合作推動「安心即時上工計畫」，自 109年 4月份

起即申請 500職缺供受疫情影響之縣民短暫至本縣公部門

上班，另於 110年 1月起增加 300職缺，持續協助有需求之

民眾短暫工作，以紓解經濟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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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並自 110年 1月起每小時工資調漲到 160元、每月最高

80小時、薪資最高可領 1萬 2‚800元，工作期間最長 6個

月。 

(四) 辦理身心障礙者就業輔導實施計畫，透過本府職業重建服務

窗口，運用個案管理的方式，協助地區有就業意願之身心障

礙者，連結各項職業重建相關資源，以能適才適性，並能促

使身心障礙者順利就業，達到有效參與社會之目的。110年

4月至 9月提供身障者就業服務案量，服務身障者計 15人，

成功推介 6人至職場上班，其中已達穩定就業者 4人。 

(五) 持續輔導縣民參加職業訓練，強化工作技能，以降低本縣失

業率。另鼓勵本縣失業民眾赴台參加勞動部、青輔會、農委

會、退輔會等中央單位所屬職訓中心（共計有 11處訓練中

心）開辦之各類職訓班，並於大型活動場合積極宣導職業訓

練政策。 

三、幸福照護，完善社福體系 

(一) 推展老人福利服務，完善在地老化服務 

1. 設置社區關懷據點：輔導本縣各社區發展協會、社會福利團

體設置據點，提供社區老人關懷訪視、電話問安、老人共（送）

餐、健康促進、諮詢及轉介等服務，希望透過社區居民的自

主參與，建立多元的社區照顧服務型態，提供獨居老人在地

的初級預防照護服務，截至 110年 9月底共設立 34個據點

（金城鎮前水頭、東門、庵前、後豐港、小西門社區；金湖

鎮瓊林、山外、料羅灣、尚義、正義、下莊、塔后、西埔、

信義新村、新市社區；金沙鎮碧山東店、西園后珩、忠孝新

村、大洋及斗門社區；金寧鄉盤山、安岐、湖南、古寧頭、

榜林、昔果山、湖峰社區；烈嶼鄉東坑、東林、青岐及羅厝

社區；金門縣長青會、溫馨之家關懷協會、金門縣銀髮族協

會）。 

2. 推動定期老人共餐服務：制訂「金門縣政府補助辦理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老人共餐服務實施計畫」，培植在地社區照顧關

懷據點提供長者營養餐飲服務（週一至週五中午），以增進

長者身體健康，並鼓勵長者藉由定點用餐與其他長者互動，

增加社會參與機會。透過支持性補助方式團體，鼓勵民間單

位投入社會福利服務。截至 110年 9月，每月參與共餐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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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2,019人，每月約 4萬 4,418服務人次。 

3. 設置長照巷弄站─C據點：鼓勵長者參與各項延緩失能與老

化等健康促進活動，使長者得以健康老化、活躍老化，110

年 9月份計成立 16個巷弄長照站，有金城鎮前水頭社區發

展協會、金門縣長青會、金湖鎮金沙鎮碧山東店社區發展協

會、金寧鄉盤山村社區發展協會、金寧鄉昔果山社區發展協

會、金寧鄉古寧頭社區發展協會、金寧鄉榜林社區發展協會、

金湖鎮下莊社區發展協會、金湖鎮料羅灣社區發展協會、金

湖鎮山外社區發展協會、金門縣溫馨之家關懷協會、烈嶼鄉

上岐村青岐社區發展協會、金沙鎮大洋社區發展協會、金城 

鎮塔后社區發展協會等 16個社區。 

圖二 

 

4.失能獨居長者送餐服務：為協助經濟弱勢、失能及乏人照顧之

獨居老人獲取營養餐飲服務，補充日常營養以確保其身體健康，

辦理該項服務，經評估符合失能等級且獨居之長者，將由本府與

公所協助連結送餐資源，110 年 4 月至 9 月共補助 28 人，計補

助金額新臺幣 32萬 4,330元。 

5.提供縣籍長者安養護照顧：本縣大同之家收容安養、養護老人，

目前安養老人 76 人、養護老人 26 人，合計 102 人；松柏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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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長期照顧中心委託財團法人高雄市華仁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經營，現長期養護老人計 107 人。補助設籍本縣年

滿 65歲以上失能長者入住機構安置費用，110年 4月至 110年

9月補助人數共 230人，補助金額計新台幣 366萬 7,399元。 

6.推動各項福利服務：為保障轄內長者口腔健康提供假牙補助、

協助獨居長者申請緊急救援系統，提供失智長者愛心手鍊服務，

並為失能無法沐浴長者提供到宅沐浴車服務等，使在地長者獲

得及時舒心服務與照顧。 

(二) 強化身心障礙者支持服務，保障其各項權益核發本縣身心障

礙者居家生活津貼：依身心障礙等級每月發給新台幣 2,500 元至

4,500元不等身心障礙者居家生活津貼，110年 4月至 110年 9月

65歲以上申領人數 1,167人，合計核發金額新台幣 2,081萬 2,504

元。110年 4 月至 110年 9月 65歲以下申領人數 1,998 人，合計

核發金額新台幣 3,585萬 7,500元。 

1. 提供縣民輔具資源專業服務：110-111年委由財團法人伊甸社

會福利基金會辦理本縣輔具資源中心，110 年 1 月至 110 年 8

月提供各項服務 3,922人次(包含諮詢、協助申請補助、評估、

追蹤檢核、維修輔具、二手輔具回收與再利用、教育訓練、巡

迴定點服務等)。於 108、109年分別購置兩台輔具巡迴專車，

以提高服務的可近性與便利性，大小型的輔具專車可深入社區

提供到宅服務，亦可將輪椅等大型輔具攜至民眾家中進行評估

使用，免於行動不便民眾多次奔波之苦。 

2. 設置本縣身心障礙服務中心：本府委託社團法人金門縣康復之

友協會承辦「金門縣 110年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中心委託專業

項  目 
109年度 4月至              

109年度 9月 

110年度 4月至              

110年度 9月  
增減數 增減比率 

65歲以上 

人數   
1,109 1167 +58 +5.2％ 

金額 19,533,500 20,812,504 ＋1,279,004 +6.5％ 

65歲以下

人數 
2,058 1,998 -60 -2.9％ 

金額 36,804,500 35,857,500 -947,00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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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全案委託經費為新台幣 250萬元整，110年度第二季、

第三季辦理績效如下: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活動辦理 2 場次參

與人數計 35 人、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舒壓團體活動辦理 2

場次計 28人、家庭照顧者訓練 1場次 15人；婚姻與生育輔導

共 3場次，50人，受益共計 128人次。 

3. 辦理住宿式照顧服務：本縣福田家園自 107 年 3 月 31 日起委

託財團法人晨光社會福利基金會經營管理，由各類專業人員組

成專業服務團隊，提供身心障礙者生活照顧、教養服務、休閒

活動...等專業服務，本府核准收容人數為 130 人（日間服務

20人、住宿式服務 110人），統計截至 110年 8月，日間服務

使用人數 2人，住宿服務使用人數 103人，共計服務人數 105

人獲得照顧服務。 

4. 提供各項支持服務：針對不同障別之服務對象提供個別化服務，

包括視障重建服務、自立生活支持服務、聽語障手語翻譯服務、

生涯轉銜及個案管理以及日間作業設施活動等各項服務。 

5. 協力合作創新推動身障各項服務： 

(1) 透過公私協力合作，透過公私協力合作，本府補助金門縣長期

照顧服務關懷協會共同推動本縣身障者家庭托顧服務，110年

度已媒合 1人數服務使用者使用服務。 

(2) 為發展並提供本縣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在地多元化支持服

務，並減輕身障家庭之主要照顧者的照顧壓力及精神負荷，本

府於 109年委託社團法人康復之友協會辦理「金門縣身心障礙

者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計畫」，依縣轄各身障家庭照顧者之需

求，提供相關資源聯及各項舒壓課程，以強化本縣身障家庭之

照顧能量。本計畫 110年 4至 9月辦理績效統計共辦理照顧者

支持與訓練、家庭照顧者支持性團體、家庭照顧者紓壓活動、

宣導等活動共 5 場次，受益 40 人次，活動宣導達受益 250 人

次，累積個案管理服務案 12人，提供關懷訪視服務受益達 180

人次。 

(3) 本府補助社團法人金門縣身心障礙者家長協會辦理「布建身心

障礙者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本計畫服務地點設於金湖社會

福利大樓 2樓，110年 4月至 9月執行服務含社工員、教保員

及生活服務員共 3 人，接受服務人數 15 人；110 年核定補助

除原金湖據點-晨曦家社區日間照顧服務中心持續辦理外，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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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於庵前社區活動中心，布建金城據點-晨心園社區日間照

顧服務中心(目前進行變更建築物使用類別中)，以利有需求者

使用服務。 

(4) 社區式照顧服務除日間照顧外，另推展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

除分別 105 年於金城地區布建一處康心日間作業設施及金湖

地區布建一處慢活共融館外，輔導本縣康復之友協會於金寧地

區設置一處「FUN 心日作坊」，並於 110 年 7 月開始服務。康

心日間作業坊執行成效 110年 4月至 110年 9月執行成效服務

人數 18 人，服務人次 2177 次，在案人數 18 人；慢活共融館

執行成效服務人數 5人，服務人次 398次，在案人數 5人；FUN

心日作坊執行成效服務人數 3人，服務人次 43人。 

(5) 為解決因交通因素，而無法接受服務的成人身心障礙者，並整

合醫療、教育、就業及福利服務資源，對成人身心障礙者提供

社區化小型化的服務，本府已於 109年委託社團法人康復之友

協會辦理「金門縣成年心智障礙者及重度以上肢體障礙者社區

居住與生活服務計畫」，以提高生活品質，幫助成人身心障礙

者有機會在社區內獨立生活。本計畫已於109年7月1日開辦，

110年 4月至 110年 9月服務人數 4人，服務人次 431次，在

案人數 4人。 

(6) 為了解未接受正式服務之身心障礙者之需求，主動進行關懷服

務，提升身心障礙者支持系統網絡，預防因資源無法介入而發

生問題，本府於今(110)年度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

會辦理「金門縣身心障礙者主動關懷服務方案」，了解轄內身

心障礙者之需求並提供福利諮詢及協助連結社會資源，以提升

本縣身心障礙者之生涯轉銜及個案管理服務品質，110年 4月

至 110年 9月止，服務人數 295人，服務人次 356次。 

 

 

服務單位 服務內容 服務對象 110 年 4 月

-110 年 9 月服

務人次 

備註 

金門縣晨曦家社區日

間照顧服務服務中心

(社團法人金門縣身

增加其生活自

理能力、增進

人際關係及社

18 歲以上評

估符合之身心

障礙者 

  1,350人次 109年 2月

開辦，該據

點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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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障礙者家長協會) 交技巧訓練、

休閒生活與健

康促進、社區

適應等。 

服務人數

上限為 15

人。 

 

康心日作坊 作 業 活 動 為

主，文康休閒

活動為輔 

15 歲以上評

估符合之身心

障礙者 

   2,177人次 105年開辦 

慢活共融館 作 業 活 動 為

主，文康休閒

活動為輔 

15 歲以上評

估符合之身心

障礙者 

    398人次 109年開辦 

FUN心日作坊 作 業 活 動 為

主，文康休閒

活動為輔 

15 歲以上評

估符合之身心

障礙者 

43人次 110年開辦 

溫心社區家園 支持身障者居

住在社區的一

般住家中，提

供社區生活經

驗及學習自我

決策並為決策

負責任。 

18 歲以上評

估符合之身心

障礙者 

   431人次 109年開辦 

(三) 社會救助主動關懷，維持弱勢基本生活 

1. 輔導具有工作能力且有工作意願之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及臨時遭

遇急難者以工代賑，使其自力更生，以免貧窮延及下一代。110年

4月至 110年 9月全縣共計核定以工代賑計 101人。 

2. 配合推動社會安全網推動急難紓困方案，落實扶窮濟急政策，減少

家庭不幸政策主張，運用通報系統，及早發現遭逢急迫性變故致生

活陷於困境之民眾，及時協助紓困，110年 4月至 110年 9月核定

23件，核發金額新台幣 29萬元；推動本縣急難救助方案，凡戶內

人口死亡無力殮葬而無遺產者、或戶內人口遭受意外致生活陷於困

境者、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者，罹患重病、失業、失蹤、入營服役、

入獄服刑或其他原因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困境者，110年 4月至 110

年9月給予急難救助共26人，救助金額共計新台幣51萬6,000元。 

3. 推動積極性脫貧服務方案，辦理低收入戶家庭子女課輔費用補助、

補助低收入戶就學子女家戶購置電腦計畫等，幫助經濟弱勢子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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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習能力，110 年 4 月至 110 年 9 月補助 13 家戶各乙組電腦，

計補助金額新台幣 28 萬 6,000 元整；並提供暑期工讀導航計畫，

讓弱勢子女可藉由工作機會，增加家庭所得與資產，110整年度提

供 28 個工讀機會，應用經費共計新台幣 105 萬 6,400 元整；108

年起實施低收入戶網路服務費實施計畫，減少低收入戶數位落差之

情形，110年 4月至 110年 9月共核定補助 96戶。 

4. 落實本縣低收入戶婦幼福利政策，健全產婦及嬰兒健康照        

護，108年 7月 1日起開辦「金門縣低收入戶產婦及嬰兒營養補助」

預期約可增加服務 8人次。 

項  目 
109 年 10 月至 110

年 3月 

110年 4月至 

110年 9月 
增減數 

以工代賑核定人數 101 101  

低收入戶生活補助核定戶數 77 74 -3 

低收入戶端節慰問戶數 180 180  

急難救助 34 26 -8 

低收入戶網路服務費補助戶數 110 96 -14 

急難紓困 33 23 -10 

合計 535 500 -35 

四、落實新住民關懷，活絡組織服務 

(一)、結合民間團體共同辦理對新住民家庭友善的活動，建立良好社

會支持網絡。 

      結合本縣新移民公共事務協會於母親節前夕辦理「感恩母親節

-環境生活美學」活動，約計百位新住民參加，活動規劃新住

民婦女權益相關知識宣導及舒壓多肉植栽手作，協助新住民及

家庭成員藉活動感恩母愛並傳遞祝福，也提昇自我權益的認識。

透過辦理相關友善活動的交流分享，鼓勵新住民與外界多接觸，

促進建立生活圈，可從而得以心靈的安慰與精神紓壓，提高自

信心與社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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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辦理新住民朋友及其子女相關輔導措施，培力多元文化學習

及適應能力。 

1.舉辦「新暖陽光，代間共學~喘息服務課後照顧班」： 

為協助新住民家庭教養與照顧，由金門縣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承辦，開辦「新暖陽光，代間共學~喘息服務課後照顧班」，結

合烈嶼鄉新住民照顧關懷服務據點，提供孩子良好的課後學習

環境，減輕新住民家庭照顧學童的壓力。 

    2.辦理新住民學前親子正音及本土語言啟蒙班 

      辦理新住民「ㄅㄆㄇ小學堂暨逗陣來講金門話」學前啟蒙教育

班，共計辦理 9天 27小時之課程，指導 25位大、小朋友正確

注音讀音、符號辨識，正確拼音、發音，間也規劃導讀金門在

地閩南話，透過趣味性的設計有助於新二代也能對金門話產生

興趣。研習活動由淺入深，循序漸進認識韻文、拼法、唸讀和

認讀詞語、短句，以及基礎書寫等，奠定中文學習之基石，以

銜接未來國校小生活，並有助於新住民在金門生活及學習之適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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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婦女福利服務推動，建構性別友善環境 
(一)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協助單親等急難家庭紓困：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生活津貼：補助每人每月依行政院所定基

本工資百分之十，新臺幣 2‚400元整，110年 3月至 110年 8

月底補助 310人次，補助金額計新臺幣 81萬 2,215元整。 

(二) 婦女生產補助，以提升本縣生育率： 

為提高本縣出生率，110 年 3 月至 110 年 8 月總計補助 501

人次，補助金額計新臺幣 1,094萬元。 

(三) 設置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本府設立「金門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並委由社團法人金門

縣婦女權益促進會辦理，提供法律諮詢、心理諮商與輔導、

轉介、法律訴訟與協助、婚姻諮詢、親職教育、受虐婦女保

護關懷等服務，110 年 4 月至 110 年 9 月計提供法律諮詢 9

人次、心理諮商 8人次，一般福利諮詢 83人次；期間因遇疫

情三級警戒，活動辦理稍受影響。 

(四) 辦理婦女福利服務專業人員教育研習，增進專業知能： 

1. 110年 5月 10日、9月 1日辦理外聘督導計畫-外聘督導：中

心工作人員及相關資源連結方案，進行團體督導，針對執行

進度及問題…等進行討論，並整合各方資源，給予意見。共

計辦理 3場次，15人次參加。 

2. 110年 4月 11日辦理專業人員訓練方案-專業課程:新移民之

族群融合:因隨者異國婚姻普遍化，新住民人數日漸增多，專

業人員可能對於不同族群的認知不夠，以至於時常會產生一

些偏頗的判斷與刻板印象，透過課程讓專業人員可以了解新

住民的文化內涵，建構多元文化社會。共計辦理 1場次， 10

人參加(男性 1人，女性 9人)。 

3. 110 年 9 月 3 日辦理專業人員訓練方案-專業課程:「安心挺

你」紓壓課程:近年來，社工執行專業的場域及對象日漸多元，

在服務過程中，心情自然產生波動，日復一日聽著沉重悲傷

經歷，面臨的不單只有一般的工作壓力，負面情緒與能量帶

來的影響更是不容小覷，因此透過課程講師分享紓壓方式與

保持自樂觀正向的技巧，並且透過媒材覺察自我，促使專業

人員服務能量持續，提升專業人員身心健康，進而提供穩定

服務品質。共計辦理 1場次，25人參加 (女性 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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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性別意識培力-點亮性別之眼： 

1. 110年 7月 31日及 8月 1日針對職業婦女辦理：女性操持家

務的辛勞是眾所認同的，當教育水準提高後，男女性都在職

場打拼，而社會上一般還是認為家務工作是女性的天職，工

作、家庭蠟燭兩頭燒的煎熬，此情況是許多職業婦女心力交

瘁的經歷，進而導致家庭糾紛。因此透過活動辦理，讓職業

婦女帶著其家人一同參與，讓男性成員可以了解家務分工以

及性別分工的重要性，並在課堂中教導男性成員做簡易三明

治，提高男性成員入廚房的意願，減輕女性成員的壓力。共

計 2場次，42人參加 (男性 12人，女性 30人)。 

2. 110年 8月 15日針對新住民婦女辦理：據跨海聯姻：探究離

島金門縣新住民的生活適應與關懷需求研究顯示，金門現在

有 59%的新住民目前有工作。而沒有工作的新住民主要原因

是照顧小孩，其次為料理家事與照顧老人或病人。而近年來

由於性別意識抬頭，為了扭轉性別刻板印象，因此本次請金

門縣選舉委員會專人來教導新住民婦女了解選務工作，藉此

培訓新住民婦女，將來或可協助選務工作，擔任選務人員，

同時強化女性學習工作經驗。共計辦理 1場次，22人參加 (男

性 8人，女性 14人)。  

3. 110年 8月 21日針對原住民婦女辦理：不同的部落對族群傳

統與性別意識有著不同的堅持，但現今原住民族群意識高漲，

性別意識如何提升，以及對傳統堅持的同時是否也應重新檢

視族群傳統，透過課程分享各自部落是否有甚麼性別不平等

的傳統，除了正視族群特有的文化脈絡，在性別的議題上，

檢視部落現況是否增進對性別意識的提升，應該有所改變還

是維持現狀，透過課堂討論與反思，打破部落的性別禁忌。

共計辦理 1場次，20人參加 (男性 5人，女性 15人)。 

4. 110 年 9 月 12 日針對單身婦女辦理：藉由談論性騷擾防治，

進而帶領單身女性認識自身的身體界線，別人靠近你時，需

按照自己的意願與需求，接受邀請或提出需求，以維護自身

的身體權益，了解性騷擾性侵害及性霸凌相關事件的樣態，

以提醒單身女性避免不適當的接觸，以提早預防，避免日後

衍生相關法律問題。共計辦理 1場次，21人參加 (男性 3人，

女性 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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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烈嶼鄉關懷服務方案： 

110 年 3 月 3 日至 5 月 12 日，每周一、三下午 14 點至 17 點，

及暑假 8月 23日至 27日，上午 9點至 12點，辦理課後輔導班，

因疫情關係，5月中旬至 6月停辦，課程主要是陪伴新住民弱勢

家庭國小生課後完成作業與讀書，有問題就向課輔老師發問，

針對自己對課業的不明白來解惑，並在寫完功課後給予試卷，

讓孩童學習新知識，並且每個月會設計一項活動，讓孩童在完

成功課後，可以學習興趣培養活動，例如「DIY手作物品、團康

活動」等活動。原預計共辦理 45 場次，因疫情關係，5 月中旬

至 6月停辦，實際共辦理 32場。計 389次受益（女性 160人次，

男性 229人次）。 

(七) 婦女團體培力： 

110 年 3 月 20、21 日，辦理【地方婦女組織領袖培力課程】本

次活動將根據地方婦女團體需求設計一系列活動，活動將以工

作坊方式進行。講師利用輕鬆有趣的互動方式來進行，引發成

員的興趣，促進成員的互相認識與溝通介面，激發成員的想像

與創造力，整合不同意見、形成共識，藉此使成員可以自主表

達、學習與成長。共辦理 4場次，計 81人次受益(女性 81人次)。 

(八) 婦女專題宣導講座/活動： 

1. 110年 5月 15日，辦理婦女專題宣導講座/宣導【有愛無礙-成

就一個家】【有愛無礙-當媽或不當媽】講師利用互動式的方式

帶領成員進入思考，藉由相關影片及實際例子，使身障婦女找

回自己的權益，並有相關正確觀念，促使建立自信、健康、肯

定自我價值。 

參加對象為身障婦女及其家庭成員，共計辦理 2場次 40人次受

益（女性 36人，男性 4人）。 

2. 110年 8月 15日及 9月 12日各辦理 1場次婦女專題宣導講座/

宣導【幸福好孕紓壓】，場次 1透過輕鬆互動的方式，帶領成員

在面對焦慮時，應該如何面對，並分享紓壓方式與保持自我樂

觀正向的技巧，且藉由媒材教導成員在心情鬱悶時，該如何運

用幫助自身紓解壓力。場次 2 則透過布材與針線，帶領成員縫

製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作品，藉由媽媽親自縫製給予孩子圍兜

兜的母愛，給孩子最溫柔的呵護與陪伴，並透過手作物品，沉

澱身心，達到舒壓放鬆的情境，然而，也藉由活動中成員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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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間的互動，藉此結交興趣相同的成員，互相資訊分享、成果

交流，使成員心靈上能夠獲得互相支持。 

參加對象為懷孕婦女及其家庭成員和產後二年內媽媽，共計辦

理 2場次， 40人次受益（女性 33人，男性 7人）。 

3. 110 年 8 月 28 日辦理 2 場次婦女專題宣導講座/宣導【樂齡玩

很大】，分別至信義新村社區及忠孝新村社區辦理，進入當地社

區增加中高齡婦女可近性，講師利用案例分享，引起成員共鳴，

並邀請成員分享自身服藥之經驗及習慣，提升成員參與討論的

意願，並藉由分享及討論的過程產生共鳴與互動，並導正成員

不正確之觀念，以提升其用藥安全，並搭配趣味性闖關活動，

藉由闖關活動來增進成員手眼協調能力、記憶能力、反應能力

以及平衡能力，提升成員的參與度以及團隊合作。 

參加對象為中高齡婦女及其家庭成員，共計辦理 2場次，40人

次受益（女性 31人，男性 9人）。 

(九) 婦女福利服務與性別平等相關活動： 

1.110年 3月 13、14日，辦理知性課程【我與我在一起工作坊】，

上午先透過講師的講解了解自我的感情世界以及適合自己的伴

侶類型，學習建立穩定親密關係的方法，培養親密關係的基本

觀念及能力，下午進行健身活動，利用課程鍛鍊或加強肌肉緊

實，除了可以訓練肌肉促進血液循環和新陳代謝，可有效消除

腦力疲勞，提高學習和工作效率。 

參加對象為金門縣 18 歲以上至 35 歲單身婦女，共計辦理 2 場

次， 30人次受益（女性 30人）。 

2.110 年 5 月 1、2 日，辦理家庭生涯規劃【收納整理斷捨離】，

因全職媽媽為現代家庭之家務主要負責人，故鮮少有休閒時間，

本次想透過此活動使全職媽媽能更有方法及效率地進行家務整

理，使其能空出屬於個人的時間。藉由親子整理師帶領學習如

何有效整理家務，透過打掃整理過程中，家庭關係的身心整理，

勇敢在清理舊物之中，也面對自己人生的歷史問題、心理舊帳，

逼自己斷捨離一些負能量的感情。 

參加對象為全職媽媽及其家庭成員，共計辦理 2場次，47人次

受益（女性 47人）。 

3.110年 8月 7日，辦理文康休閒【「植」得幸福】藉由園藝治療

的課程方式，讓女性身心障礙者透過與植物培養親密關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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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身心障礙者飽受情緒困擾的身、心、靈，並利用植物生命

內在豐富的質地、氣味、色彩與成長變化，能激發記憶與思考，

喚醒身心障礙者對外在環境的覺察，進而湧現健康意識與幸福

感。 

參加對象為身障婦女及其家庭成員，共計辦理 1場次，20人次

受益（女性 17人，男性 3人）。 

4.110年 8月 21日及 8月 22日，辦理文康休閒【「原」創力】利

用輕鬆自在的方式帶領成員面對壓力，學習覺察、辨認與接納

情緒與壓力，提升個人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的能力與態度，並

透過原住民手工皮線編織課程，使成員在忙碌的生活中，藉由

屬於自己家鄉的媒材，回憶起家鄉的美好，使其暫忘壓力，獲

得喘息的機會。 

參加對象為原住民婦女朋友及其家庭成員，共計辦理 1 場次，

21人次受益（女性 12人，男性 9人）。 

5.110年 8月 26日及 8月 27日，辦理親職教育【E世代親子溝通】，

透過課程協助父母了解在 3C時代中如何與孩子正確地互動，以

及了解 3C產品對親子關係的影響，並增進家庭互動，建立親子

間良好的關係，以生動易懂的方式來協助家長了解孩子使用 3C

產品的正確觀念，並且從中討論了解子女發展及教養子女的知

識等問題，增進管教子女的知識能力。透過親子口金包來讓孩

子鍛鍊其協調能力，培養其專注力，而藉由家長的陪同與參與

可讓孩子有一份安全感和支持，讓父母與孩子間的關係更親

密。 

參加對象為農漁村婦女朋友及其家庭成員，共計辦理 2 場次，

70人次受益（女性 70人）。 

6.110 年 8 月 27 日及 8 月 31 日，團體方案【銀髮健健美】透過

講座以健康與運動為主要課程，並協助中高齡婦女學習日常保

健觀念、飲食知識，並且搭配簡易健身，讓長輩能夠了解如何

去調整自身體態與改善身體健康，甚至在之後可以跟其他長者

一同相約出去一起運動。 

參加對象為中高齡婦女朋友及其家庭成員，共計辦理 2 場次， 

47人次受益（女性 31人，男性 16人）。 

7.110年 8月 11日至 9月 8日，辦理【性別平等海報巡迴展之「百

女圖-當代女子一百貌(下)」】，為推動並落實性別平等，利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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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描繪當代女性百種樣貌，那些關於女性生活中日常的，微小

的、私密的、詼諧的、幽默的小事件，藉此傳達女性生活中隱

含的性別角力與矛盾,並看見不同身分別、不同生命階段女性對

自我力量的形塑與認同，並結合作家本人親自解說與成員探討

相關性別平等議題。 

海報展，計 261人次受益（女性 188人，男性 73人）。 

參加對象為職業女子，計 20人次受益（女性 20人）。 

參加對象為熟齡女子，計 20人次受益（女性 20人）。 

(十) 委託及補助團體(機構)辦理相關婦女及家庭支持活動： 

1.110年 5月 6日補助金門縣新移民公共事務協會辦理「110年感

恩母親節－環境生活美學〜舒壓多肉植栽手作」，計 1場次，計

67人參加。為協助加強新住民婦女權益之重要性，透過課程宣

導與交流分享，使新住民能瞭解更多福利資訊及生活知能，提

升自我防護的觀念，改善生活環境，以保障所有新住民婦女享

有更完善之權益。 

2.補助財團法人福建省金門縣沙美基督教長老會辦理系列活動

「咦？不是你去刷馬桶？兩性情感智慧自我成長培訓課程」，每

月進行 2 次，因應疫情期間調整為線上視訊方式進行，經由學

習，培養健康的兩性互動，勇敢誠實面對彼此，並提供挫折的

解答與爭執的化解之道。 

3.補助社團法人金門縣婦女會辦理「鳳凰展翅〜中高齡婦女權益

研習營」，透過專題講座，讓學員了解性別不平等對婦女的衝擊，

建構性別平等社會友善環璄，目前因應疫情暫緩辦理。 

 

六、推動完善托育服務，促進就業家庭安心生養 
(一) 緣起與背景說明: 

為協助家長兼顧就業及育兒問題，推動國家與社會分擔家庭

照顧嬰幼兒之責任，積極營造有利生育、養育之環境，保護

家庭與就業安全，以利國民婚育，降低少子女化衝擊，維持

人口年齡結構之穩定，並避免婦女因婚育離開職場。 

(二) 執行時間：110年 4月 110年 8月。 

(三) 執行過程： 

1. 辦理中央 0-3 歲托育費用補助：補助 1,051 人次，補助金額

計新臺幣 450萬 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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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本(110)年委託金門縣嬰幼兒托育協

會辦理，提供托育人員電話諮詢 60人次，托育人員在職訓練

共計 3場次，132人次參加。 

3. 辦理托育資源中心:本縣托育資源中心設於社會福利館，110

年委託金門縣嬰幼兒托育協會辦理，總計服務 2,416 人次，

托育資源外展服務車巡迴服務共 128人次。 

4. 金門縣金湖公辦民營托嬰中心委託本縣嬰幼兒托育協會承攬，

目前收托嬰幼兒 71人。 

5. 金門縣金城公辦民營托嬰中心於 110 年 5 月 7 日開幕委託社

團法人新北市嬰幼兒托育協會承攬，目前收托嬰幼兒 25人。 

6. 金門縣后頭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於 110 年 8 月 4 日完成立案，

委託本縣嬰幼兒托育協會承攬，目前收托嬰幼兒 10人。 

7. 金門縣東沙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於 110年 7月 27日完成立案，

委託社團法人新北市嬰幼兒托育協會承攬，目前收托嬰幼兒

8人。 

 

(四) 具體效益: 

推動地方托育服務，促進就業家庭安心生養，輔導完成托育

人員專業訓練民眾加入托育行列並增加就業機會。 

(五) 結語： 

為滿足托育資源之需求，已將托育費用補助延長至 3歲，並

於 8月加碼補助銜接嬰幼兒上幼兒園之前的托育需求能獲得

補助，減輕就業家庭需求並同時提升居家托育人員就業機會，

達到地區優生優養目標。 

 

貳、未來施政目標與展望(以不超過十項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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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區標竿效益，培力提升精進，空間優化結合推動社福措施；

提升志工質量，再造人力運用，團體健全發展，共建祥和健康

社會。 

二、 強化勞基法令宣導、勞工安全衛生等勞動條件檢查，期能打造 

  本縣友善職場環境，以維護勞資雙方權益暨身心健康。 

三、 辦理符合地區特色之職訓，期透過專業訓練，提升失業者工作 

  技能，使其能於職場發揮技能，結訓後亦透過就業中心資源連 

  結，促進充分就業。 

四、 完善在地老化措施，積極推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輔導據

點辦理定期老人共餐，配合長期照顧計畫成立據點巷弄站，廣

設服務站提供長者在地服務，鼓勵長者參與各項延緩失能與老

化等健康促進活動，使長者得以健康老化、活躍老化。 

五、 推動各項無障礙服務並配合中央政策推動強化社會安全網，包

括身心障礙者輔具器具補助、生涯轉銜及個案管理以及日間作

業設施活動等個別化服務，推動各項個人照顧服務，積極增加

家庭托顧、日間照顧等服務措施，以落實個人全人化連貫性資

源整合服務。此外，針對生活陷困民眾提供急難紓困及急難救

助服務，掌握時效，做到及時關懷紓困，落實對弱勢族群照顧

服務。 

六、 持續推動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措施，規劃辦理新住民生活適應

及就業相關課程研習，輔導其順利融入我國生活環境，並推廣

縣民對多元文化之認識，共創和諧安樂之多元文化。 

七、 擴大鄉親服務平台及深耕僑務工作，宣導本府施政成效，讓旅

外鄉親了解在地資訊，廣納多方建言，凝聚鄉親共謀發展。 

八、 配合準公共托育制度，提供質優量足之托育資源，並將「性別

友善觀點」融入各項權益保障與福利服務，以達到性別平權。 

九、 配合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加強脆弱家庭及保護性個案支持與

服務。 

 

參、年度重點工作(以不超過十項為原則)： 

一、 賡續引進專業團隊，研擬分級輔導，加以策略提升，持續增加

社區培力工作坊課程及實地輔導。強化績優社區參加全國評鑑，

續航推動小旗艦計畫。另辦理縣內及赴台逐級觀摩制度建置標

竿學習。同步提升志工量能及活化活動中心空間，邀請社區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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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動各項社福措施及講座活動等，提供就近在地化服務，讓

志願服務與社區共同成長永續發展。 

二、 強化勞基法令宣導、勞工安全衛生等勞動條件檢查、外勞查察

管理，推動性別工作平等及防制就業歧視，營造友善職場環境，

維護勞工權益暨身心健康。運用金門大學、金門高職設備及結

合地區產業特色，規劃多元職業訓練，提昇縣民就業機會。另

提供職訓津貼申請，符合條件之縣民每日補助新台幣 800元，

另符合就業獎助金申請資格者，每月補助 1萬元，為期 1年。 

三、 推動短期臨時工就業計畫，釋出 350個短期臨時工工作機會，

提供失業者短暫性就業，以紓解家庭經濟壓力，並提升本縣勞

動參與率。 

四、 本年度預計新增至少 3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新增至少 3處長

照巷弄站，提供各項家庭訪視、電訪關懷、健康促進及共餐服

務服務。建構銀髮族友善環境，輔導據點積極新增至少 3處老

人定期共餐服務，延緩失能及老化等課程，以增加老人社會參

與以及活躍老化之機會。 

五、 結合民間團體，推動各項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委託伊甸社會福

利基金會，強化本縣身心障礙者輔具資源服務，推動各項個人

照顧服務，積極推動家庭托顧、日間照顧等服務措施。 

六、 設置北、中、南旅台服務中心，建構旅台服務平台，並協助健全

旅台金門同鄉會組織發展，服務旅台鄉親及協助縣政宣傳，並加

強僑胞鄉親聯繫服務，凝聚僑社向心力。 

七、 結合民力資源建置新住民支持網絡，藉由輔導新住民協會申請相

關資源，辦理新住民親職教育講座、多元文化宣導、技藝研習

及生活適應輔導等活動，擴大公私部門協力相互合作。 

八、 賡續佈建公共托育家園、托嬰中心及托育資源中心，提供家長

育兒多元選擇及幼兒成長資源，同時擴大宣導性別平權理念，

加強性別平等教育，提升婦女地位並建立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

網絡，強化婦女福利服務網絡輸送系統。 

九、 在金湖地區擴增 1處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服務據點，提供金湖地

區脆弱家庭近便性之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