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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動態消息 

臺中市社福績效中央考評 10 項特優  全國唯一  勇奪第一  

生福利部日前公布全國各縣市社會福利績效考核結果，臺中市在

受評的 10 項目均取得「特優」佳績，是全

臺唯一 10 項均為特優的縣市，榮登全國第一；

社會局表示，今年推出的托育一條龍、TDM（團

隊決策會議）政策獲得評審青睞，是這次兒少福

利服務、家暴及性侵害防治項目進步為特優，並

拿下大滿貫的關鍵；未來市府將加強照顧失能老

人，並以東京、首爾為目標繼續推動。   

衛生福利部每年進行「中央對直轄市與縣 (市 )政府執行社會福利績效

考核」，由衛生福利部、行政院主計總處、財政部、專家學者與民間團

體組成評審團，從公益彩券運用管理、社會救助、兒童及少年福利、婦

女福利、老人福利、身心障礙福利、社區發展、社會工作、志願服務、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等 10 個項目進行評比。   

評鑑結果在日前公布，臺中市在所有項目都拿到「特優」佳績，在老

人福利項上更拿下滿分 100 分佳績，為全國唯一 10 項「大滿貫」第一

的縣市，較去年的 8 個特優、2 個優等更加進步，也首度擠下資源豐富、

蟬聯多屆冠軍的臺北市；而在此之前於天下雜誌辦理的「幸福城市」調

查中，臺中市在「社福力」項目上亦受評比為全國第一。   

今年 7 月上路實施的托育一條龍，將以往單純發給津貼方式改造，引

進社會投資觀念，不僅減輕家長負擔，更創造就業機會；而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防治中心今年推出 TDM（團隊決策會議）政策，針對兒童受到家

庭暴力、遺棄個案，改變過去社工員單打獨鬥，改由家防中心邀請律師、

專家學者、監護人、里鄰長、社工員等人進行團體決策，討論出對兒童

的最佳處置方案，並進一步落實。   

社會局表示，今年雖已獲得評比的大滿貫，但進步的腳步不會停歇，

未來將學習日本、韓國在兒童與老人照顧的強項，並引進北歐國家的經

驗，在托老一條龍 721 政策上，加強照顧 10%的失能老人，落實臺中為

友善老人城市。同時漸次完備家暴防治及兒少福利措施，透過社政、醫

療衛生、警政、勞政、教育及司法等相關網絡單位間之跨域合作與資源

整合，未來無論在托幼、托老及婦女、身障者福利服務上將更加精進，

以民眾需要為導向，並以社會投資概念為基礎，將臺中打造為第一的社

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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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線社照中心、首輛到宅沐浴車啟用，整合資源提供多元服務  

線地區長輩有福了 ! 台中市海線社區照顧服務中心 15 日啟用，整

合日照中心、長青學苑、失智老人家屋、大人食堂等服務，是台中

第一個提供多項資源的綜合服務中心，估計每日可服務 188 位長

輩；此外，台中第一輛到宅沐浴車也同步啟用，可到家為長期臥床長輩

洗個舒服的澡。市長林佳龍表示，市府持續推動 721 托老一條龍政策，

期望透過各項老人友善設施，將台中打造為適合養老的城市。  

社會局於 15 日舉辦海線社區照顧服務中心及到宅沐浴車啟用典禮，

開場由長輩們身穿肥料袋製成的漂亮舞衣，帶來一段精彩舞蹈，接著由

林市長、社會局長呂建德、市議員楊典忠、王立任、顏莉敏、尤碧鈴等

人進行啟動儀式；隨後林市長也到社區照顧服務中心二樓參訪中心各項

資源，並與長輩開心聊天，阿嬤們看到市長就笑呵呵，還紛紛稱讚他「真

緣投！」，氣氛歡樂。  

「將台中打造為適合養老與養生的城

市！」林市長表示，海線社區照顧服務中心

裡有台中第 18 處老人日間照顧中心，並提

供大人食堂、長青學苑、失智失能老人照護

等全方位服務，由 5 個民間社福單位進駐

提供服務，估計每日可服務 188 位長輩；

在這裡，不只照顧長輩，更給了長輩們愛與

溫暖，讓他們活得快樂、有尊嚴。  

林市長說，海線社區照顧服務中心原為台中縣清水鎮老人安養中心，

後來因營運不佳成為閒置空間，經市府重新修復後開館，為長輩們提供

良好照顧，看到這邊的長輩們都笑呵呵，他也感到開心。  

此外，市府推動 721 托老一條龍政策，根據統計資料顯示，本市約有

7 成長輩身體健康，2 成長輩處於亞健康狀態，1 成屬於中重度失能。透

過 721 托老一條龍政策，希望鼓勵 7 成健康長輩在長青學苑及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終身學習；2 成孱弱長輩則透過日間托老服務，降低失能速度

與程度；剩下的 1 成失能失智長輩，則提供多元整合的長期照顧服務，

期待透過政府和社會的力量，把老人照顧做到最好。  

社會局指出，海線社區照顧服務中心有 2 層樓，1 樓有身心障礙者日

間照顧中心、失能老人日間照顧中心，也設置供老人共餐的大人食堂，

還有長青學苑提供休閒教育課程；2

樓則是照顧失智症老人的團體家屋，

提供 24 小時的照顧服務，這也是台

中市第 2 處失智症團體家屋，目前全

國共有 7 處團體家屋，本市即有 2 處，

數量是全國第一。  

台中第一輛到宅沐浴車 15 日也正

式啟用，照顧臥床的重度失能長輩，

只要經過預約，沐浴車就會前往長輩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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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由專業護理人員、照顧人員為長輩們服務，範圍為全台中市；沐

浴車其實已自 11 月開始提供服務，服務約 10 位重度失能的長輩；社會

局呂局長在啟用典禮上，也躺上沐浴車的浴缸上，由專業人員示範解說

為長輩洗澡過程，讓大家對沐浴車有更深入的瞭解。  

 

      訊息分享  

中部燒燙傷重建中心開幕 整合資源為患者提供「全人」服務 

仙塵爆事件從 6 月份至今已有 6 月餘，是台灣人無法忘記的災難，傷者

也需要經歷漫長且疼痛的復原路程，為提供燒燙傷患者整合資源，陪伴一

起走過復健路，臺中市政府募集愛心善款，委託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成立的「中

部地區燒燙傷重建中心」於 11 月 29 日啟用，提供個案「全人」照顧、復原所

需相關服務，並促進傷者社會參與。 

為協助傷患就近治療並為中部民眾建立起完整的醫療照護網，市府發起勸募，

成立中部地區燒燙傷重建中心，希望藉此幫助更多人。各界的愛心累積到 11 月

已募集約 2600餘萬元的善款，各界後續仍可陸續捐款，幫助燒燙傷患者走出困

境；中部地區燒燙傷重建中心位於台中市西屯區安和路 168 號 2 樓之 5，室內

空間約 101 坪，採用無障礙空間設計，中心專業團隊人力包含社工、心理師、

治療師、生活服務員等，由專業社工員長期陪伴傷者，以個案管理方式服務。 

燒燙傷中心整合了各單位的資源，提供

包括醫療、復健、身體上、心理上、日後

重返職場等服務，為患者進行「全人」照

顧，且地理位置鄰近 74 號快速道路及國

道高速公路，交通便捷，連結中部其他縣

市通行便利。服務個案區域包括臺中市、

彰化縣、南投縣、苗栗縣、雲林縣等 5 縣

市，服務對象除八仙塵爆中部地區 40 位

民眾，其他因各類意外遭致燒燙傷個案也可納入服務，希望將燒燙傷重建服務在

台中落地扎根，讓經歷重大創傷的燒傷朋友能獲得完善的照顧，家屬不再需要帶

著患者南北奔波。 

臺中市政府感謝各界善款，後續仍會持續投入相關資源及協助，期望重建中心

能成為患者溫暖的家，幫助患者走出陰影，勇敢站起來。 

     社福常識+  

導盲犬是視障者「雙眼」拒絕進入可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開罰  

日傳出客運司機拒載導盲犬事件，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提醒，拒絕

導盲犬進入公共場所觸犯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將限期請業者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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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改善，未改善可處最高 5 萬元罰鍰，並命令接受 4 小時講習。導盲

犬的功能就像視障者的眼睛，是協助安全行走的工作犬，而非一般寵物，

導盲犬於工作中會配戴「導盲鞍」，由寄養家庭或專業訓練人員訓練中

的導盲犬及幼犬，則會身著紅背心，並配戴識別證件，具有進出公共場

所的權利。  

市府呼籲廣大民眾尊重視障者權益，公共場所、公共建築物、營業場

所（包括餐廳）、大眾運輸工具及公共設施之負責人、業者、使用人等，

皆不得拒絕工作或訓練中之導盲犬及幼犬自由出入，或附加出入條件，

如收取清潔費、限制於店內特定空間等，若有違反，將依違反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要求限期改善，若屆期未改善者，將處以 1 萬

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接受 4 小時講習。  

 

     綜合宣導  

臺中市府推動 721 政策及愛鄰守護隊  橫跨預防準備與長期照顧  

年人口及長照需求人口逐年增加，臺中市政府成立「愛鄰守護隊」，

希望強化鄰里通報功能，主動發掘弱勢民眾需求，協助轉介相關

照顧資源；同時積極推動「721 政策」，盼透過良好制度，讓 7 成老人

都能健康樂活、預防成為被照顧者，另外 2 成孱弱老人提升復原力、強

化生活自理能力，1 成失能失智老人也能獲得完善照顧。   

因高齡化、少子化、疾病年輕化，台灣失能人口越來越多，市府擬增

加預算推動「愛鄰守護計畫」，包含整合社福、醫療、心理、健康促進、

預防照顧等各項服務，盼儘速達成「一里一守護」的目標。今年市府先

在南區試辦「愛鄰守護隊」，強化鄰里系統功能，發掘弱勢民眾的需求，

提升關懷服務的主動性，並規劃明年將拓展至 15 區 298 隊，並配合辦

理志工教育訓練。   

另市府同時積極推動「臺中 721 計畫」，目的是活躍老化、健康促進，

鼓勵 7 成健康銀髮族在長青快樂學堂及社會關懷據點終身學習；讓 2 成

孱弱老年人透過日間托老服務，降低其失能的速度及程度，延緩照護資

源的投入；剩下的 1 成失能失智長輩，則使用社會互助方式，提供他們

多元整合的服務。  

市府全力推動愛鄰守護及臺中 721 政策橫跨預防準備與長期照顧，期

能藉此建立起全人式關懷照護網，提供民眾安居樂業，老有所終的宜居

生活環境。  

     社福講堂  

失智照護 將是台灣未來難題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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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我想念我自己」因對阿茲海默症患者深刻的描述，讓失智老人的問

題再度受到重視；臺灣也曾以「被遺忘的時光」和「昨日的記憶」兩部影

片，敘述失智老人的困境。 

所謂失智症並非單純正常的老化或記憶減退，而是一種大腦功能喪失的疾病，

症狀有記憶力減退、認知功能退化，同時出現情緒、妄想、幻覺等干擾行為，重

度或末期的失智症患者將無法自我照顧，生活上必須完全仰賴他人協助。 

引發失智症的原因很多，大致可分為可逆性的失智症如代謝失調、創傷、毒物

（酒精、重金屬、有機毒素）、感染、自體免疫疾病、藥物、憂鬱、常壓性水腦

症。不可逆的失智症為中樞神經系統的退化性疾病，如阿茲海默症、巴金森氏症

及血管性異常現象。此外，三高是失智症的危險因子，而肥胖導致老年失智的風

險更增加 2～3 倍。 

台灣失智症現況 

據台灣失智症協會統計，台灣老年失智症盛行率為 5％，至 2012 年底為止，

失智老人人口已逾 20 萬，估計 20 年後將達到 50 萬左右。照護失智症患者所

負擔的經濟成本，除了醫療上的直接支出，主要在於間接的照護費用。在台灣，

每人每年至少需支出 50 萬元照護費用，在長達約 10 年的照護過程中，經常造

成家庭經濟困窘、失和、社會關係隔絕等身心多重壓力。另一方面，專業照護機

構的工作人員對失智症的認識也顯不足，以致照護品質受到影響。 

台灣失智症協會調查統計，國內還有約 1 萬 2 千名早發性失智症患者，由於

正值中壯年卻得被迫退出職場，迥異的行為、脾氣，讓家屬備受煎熬，不但能使

用的照護資源少，且遭到社會排擠，有些日照中心甚至拒收早發性失智症患者。 

照護模式 借鏡日韓 

現今，藥物尚無法治癒老人失智症，因此為失智老人設計溫馨的居住環境，提

供適合的照護模式，成為目前失智症照護的主流。 

日本近年來仿照瑞典極力推動「團體家屋」（group home），目前已成為照

護失智老人的主要照護服務機構型態；韓國則制定「失智症管理法」、發放福利

券幫助低收入戶者獲得照顧與治療，擴大居家照護與機構照護專門化，同時建置

國家級失智症登錄管理資料庫，全國設有 4 所大型失智症中心、各地區有社區

保健所直營或委外經營的失智症諮詢中心。而日、韓照護預防計畫得以順利推行，

歸功於長照保險制度上路。 

失智海嘯來襲 台灣準備好了沒？ 

根據世衛統計，目前全球有超過 4750 萬名失智症患者，而且每年新增病例高

達 770 萬，面對這個失智海嘯，美國「對抗阿茲海默症（US against Alzheimer's）」

創辦人弗拉登格柏（Trish Vradenberg）警告，部份亞洲國家人口下降，愈來愈

多人依賴健康照護體系，恐將拖垮國家財政。 

相較於日韓，台灣失智照顧機構明顯不足，法令與保險制度亦不健全，日照中

心只要跨出臺北市的 12 家，到了新北市就只剩下 4 家，全臺總共不過 69 家，

資源稀少且城鄉分配不均，雖然政府鼓勵試辦團體家屋，但成本太高，少有業者

願意投入。失智海嘯正在追擊，迫使台灣必須積極面對問題，唯有積極做正確的

事，發展適合台灣本土的照護模式，才能建立對每個人都友善的社會。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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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蘋果，轉載自外交部 NGO 國際事務會雙語網站> 

台灣失智症人口逐年攀升:                     台灣失智人口推估  (仟人 )  

民國年 103 年 105 年 110 年 115 年 120 年 125 年 130 年 135 年 140 年 145 年 150 年 

全國總人口 23,433 23,478 23,504 23,313 22,907 22,269 21,412 20,376 19,201 17,939 16,628 

失智總人口 239.76 263.74 321.47 388.47 475.04 575.03 689.33 794.35 861.04 904.15 931.70 

失智總人口佔

全國總人口比 
1.02% 1.12% 1.37% 1.67% 2.07% 2.58% 3.22% 3.90% 4.48% 5.04% 5.60% 

失智人口佔每

100 位台灣人 
1.02 人    2.07 人  3.22 人  4.48 人  5.6 人 

表中 1 0 3 年依實際人口推算， 1 0 5 年之後依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

計（ 1 0 3 - 1 5 0 年）」及失智症盛行率推算。 ( 9 3 1 7 0 5 人 - 2 3 9 7 6 0 人 ) / 4 7 年 / 3 6 5 天

= 4 0 . 3 人 /天  

台灣未來的 47 年，失智人口數將以平均每天增加 40 人的速度在
成長，政府及民間都應及早準備。       <資料整理自台灣失智症協會網站> 

 

 

      衛福勞政小天地  

天冷請您多留「心」-六招「護心」、「保暖」要訣 

季來臨各地氣溫下降，經常出現攝氏 12-13 度以下的低溫，提醒民眾低

溫容易誘發心臟病、中風急性發作，呼籲民眾注意「朝 5 晚 8」，一天之

中兩個時段最危險，清晨 5 到 6 時，以及晚上 8 到 9 時，尤其是有心血管高風

險族群，像是民眾有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腎臟病，或是有抽菸、肥胖者，

曾有中風、心絞痛等，不適合清早外出運動，最好等早上 8-9點以後；晚餐後不

要立即外出或運動，應至少隔 1 個小時待食物消化後，再行運動。不論何時，長

者外出一定要做好保暖，戴帽子和圍巾尤其重要，手套、襪子及保暖衣物也要記

得穿戴。 

有三高及心血管疾病患者，於低溫來襲期間更需要遵從醫囑，規律服藥來控制病

情，同時提供下列「護心、保暖」要訣，幫助民眾遠離低溫的威脅。 

六招「護心」、「保暖」要訣分享: 

第一招：監測血壓及控制病情: 除規律服藥、定期回診和飲食控制之外，別忘記

要定期量血壓，並做好血壓監測。 

第二招：夜間與清晨起床及出門要注意保暖:提醒民眾晚上睡覺時，要先備妥衣

物放床邊，不管是半夜起床上廁所或是早上起床，記得先添加衣物保暖

後再進行活動。注意手腳保暖外，頭部的保暖也很重要！出門除手套、

襪子及保暖衣物，戴帽子和圍巾也很重要。 

第三招：氣溫回升再出門運動: 清晨外出運動要注意禦寒保暖，避免太早出門，

最好等太陽出來、氣溫回升後再外出運動，並建議結伴同行。 

第四招：泡湯注意事項: 心血管疾病患者泡湯溫度勿超過 40℃，且應避免長時

間泡在溫泉中，以免四肢血管擴張，周邊血流量遽增，引發心血管或腦

血管急症。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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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招：避免大吃大喝及情緒起伏太大: 避免天冷就大吃大喝或情緒起伏太大等

情形，建議多喝水、多攝取纖維素預防便秘，且應避免突然用力、緊張、

興奮、激烈運動等。 

第六招：出現心臟病及中風徵兆，請立即就醫，爭取黃金 3 小時搶救期。 

(一) 心臟病徵兆： 

突然發生胸悶、胸痛、手臂疼痛、呼吸困難、噁心、極度疲倦、頭暈等症狀，

很有可能就是心臟病急性發作，應立即就醫接受治療；有冠狀動脈疾病病

史者，在送醫前，可先使用醫師開立的舌下含片，做緊急救護。 

(二) 中風徵兆：牢記「FAST」口訣，以辨別中風四步驟，把握「急性中風搶救

的黃金 3 小時」： 

1.「F」就是 FACE：請患者微笑或是觀察患者面部表情，兩邊的臉是否對稱。 

2.「A」就是 ARM：請患者將雙手抬高平舉，觀察其中一隻手是否會無力而垂

下來。 

3.「S」就是 SPEECH：請患者讀一句話、觀察是否清晰且完整。 

4.「T」就是 TIME：當上面三種症狀出現其中一種時，要明確記下發作時間，

立刻送醫，爭取治療的時間。               <本文擷取自國民健康署網站> 

      便民服務-綜合宣導  

「臺中心旅行-友善指引手札」規劃友善旅遊路線  無障礙體驗大臺中  

中市是身障者的友善之都，為落

實遵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讓

所有行動不便市民，也有機會親近臺中

美景，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今年特別委託

財團法人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

心設計「臺中心旅行-友善指引手札」，

提供入口動線、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

無障礙廁及景點等資訊，並規劃「藝文建築之旅」、「山城文化之旅」兩

條路線，讓長輩及身障者可以事先瞭解友善環境資訊，輕鬆安排合宜的

旅遊路線，以後不論是長輩或身心障礙朋友們，在臺中都能一起走出戶

外，到處走走逛逛，好好玩臺中。  

指引手札規劃包括臺中公園、國立台灣美術館、921 地震教育園區、

清水服務區等知名景點，並貼心規劃「藝文建築之旅」及「山城文化之

旅」兩條路線，最重要提供景點的友善環境資訊，如入口動線、身心障

礙者專用停車位、無障礙廁所等資訊，使身心障礙者能夠事先掌握友善

環境資訊。手札並貼心附贈明信片，走逛之餘還能寄明信片與親友分享

旅遊的樂趣，另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加碼贈送，民眾只要於 105 年 1 月 31

日前將明信片從旅遊地寄回社會局，皆可獲精美小禮品一份。  

落實「行無礙」及「身障友善環境」是市府重要的施政目標，今年陸

續進行無障礙生活體驗，友善餐廳探訪，旅遊路線規劃等計畫，跨局處

臺 

 

http://www.taichung.gov.tw/dl.asp?fileName=51241150345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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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全方位的通用友善生活環境，在各大重要活動，例如台灣燈會、台

中國際花毯節、新社花海等活動都安排了無障礙接駁，讓身心障礙者也

能充分參與。此外，市府目前正積極推動 4 年 500 公里路平專案，建立

人行道無障礙環境，讓身障人士穿越馬路時，可藉由無障礙斜坡道，直

接走上無障礙人行道，享有行動自如的權益。   

「臺中心旅行-友善指引手札」可直接向社會局或至台灣大道市政大樓

或陽明大樓聯合服務中心索取，聯絡電話 (04)2228-9111 分機 37319 施

先生。  

      便民服務--樂活焦點  

泰迪熊嘉年華活動邁入第 3 年，今年主展區在臺中公園，展期自 104

年 12 月 12 日起至 105 年 1 月 14 日止，展出 76 隻不同造型的可愛

泰廸熊座，12 月 21 日加入 12 隻「隱藏版」泰迪熊分布於中區舊城的

不同街角巷弄內與大家見面，歡迎民眾透過尋找隱藏版泰迪熊走訪舊

城區各景點，發掘舊城新樂趣~ 

 

 

 

 

 

 

 

※※※※※※※※※※※※※※※※※※※※※※※※※※※※※※※※※※※ 

~今年耶誕及跨年邀您來臺中同歡~ 

   104 年 12 月 11~27 日府前廣場讓大型聖誕樹及旋轉木馬陪你夢幻過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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