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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計畫緣起與目的 

一、計畫緣起 

新北市幅員遼、地貌多元，所面臨的災害類型眾多，因轄區靠山瀕水、易致土

石流及水患等災害發生，且除水患及土石流等災害外，亦有海嘯及核子事故等較為

特殊之災害潛勢。另，新北市部分都會地區人口稠密，遭遇地震災害，將會產生嚴

重之災損。因此，有必要持續蒐集、更新全巿災害潛勢相關資料，並強化基層防救

災能量、健全防災體系，以確保巿民生活環境之安全。 

全民防災之理想，為新北市政府消防局防救災工作推動之重要目標，為提升一

般民眾防災意識，使民眾能於重大災害發生之第一時間，自救並救人，減輕災害造

成之損失。消防局近年積極推動防災社區工作，實地到社區輔導民眾建立正確防災

觀念、認識社區環境潛在危險因子加以因應、成立防救災編組及辦理防救災演練。

透過公部門與社區民眾之共同努力，提升基層社區之防救災能量。消防局至 105年

為止，雖已輔導 13區共 18處社區或里執行防災社區工作；惟新北市幅員遼闊，實

有必要持續推動相關計畫，落實防災深耕之目的。 

為持續提升新北市防救災能量，新北市於 99 年至 105 年配合內政部之補助，

推動「災害防救深耕計畫」及「災害防救深耕第 2期計畫」，計畫之各項成果，對

於區公所防救災能量，在質與量方面皆有所提升。惟前述計畫於 105 年執行完畢

後，內政部尚未有後續之計畫補助，為持續精進新北巿各項防救災作為，特規畫「新

北市推動區級災害防救及防災社區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延續既有之各項防救災

成果，並深化推動強度及細緻度，藉由服務案之執行，繼續精進新北巿各項防救災

作為。而服務案中工作項目之一，是推動 2 處防災（韌性）社區──中和區內南里

及林口區嘉寶里。 

二、目的 

深化社區民眾防災意識，輔導民眾認識社區災害潛勢及建立防災編組。平時，

針對社區環境可能致災地點進行處置因應；災時，透過防災編組自救救人，進一步

達到全民防災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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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工作項目與執行方法 

106年所推動之防災社區分別為中和區內南里與林口區嘉寶里，本成果報告為

中和區內南里防災社區成果報告。其工作項目如下所述： 

一、 防災社區工作團隊組成與指導會議 

防災社區之落實，透過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區公所、里（社區），以及專業團

隊等四方密切合作，才能達成目的，而組成防災社區工作團隊。此外，透過工作指

導會議，與里長及社區人士晤面，對防災社區日後操作的活動時間、內容、方式與

目的等事項，進行事前溝通協調，讓未來彼此合作更順暢，使後續活動更為順利，

增加計畫達成的效果。 

二、 防災社區啟動與啟蒙 

透過啟動與啟蒙，以淺顯易懂的文字或示意圖，將複雜的專業知識或防救災資

訊，轉換成居民容易吸收的常識，並且用居民較為親近與生動的方式，讓民眾對於

社區所面臨的災害有基本的瞭解。此外，向民眾傳達防災社區的重要性，希望藉此

建立防災意識，提高與參與意願，將更助於推動後續各樣相關的防災社區活動。 

三、 社區防救災資料庫建置，並提出該社區應備之防救災裝備器材建議清單 

第一步，說明災害經驗的重要性，由專家與民眾共同商討社區曾經發生過的災

害與相關議題。第二步，說明災害弱勢族群對於災害間的關係，並分組進行社區內

獨居老人、幼童、行動不便等弱勢族群調查，以協助社區民眾找出社區內的災害弱

勢族群，建立社區弱勢族群清單。最後說明防救災資源在防救災過程中的重要性，

並分組進行社區內防救災設施、設備、專業人才的調查，以協助民眾調查社區內的

防救災資源，建立社區防救災資源清單。 

四、 社區災害環境診斷 

說明災害發生之原因，以及環境安全的檢測方法。以分組作業的方式，由專家

與社區民眾實際勘查社區內環境，找出較危險與較安全的區域，並分析易致災因子。

之後，在專家的協助下，由居民彙整災害環境踏勘過程中所記錄的議題與照片，繪

製成為社區環境診斷地圖。 

五、 防救災議題與對策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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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組作業的方式，在專家的協助之下，由社區民眾根據災害環境診斷結果，

分析、整理社區的防救災議題，並討論其解決對策。說明疏散避難的時機、避難據

點與疏散動線的選定原則，再由專家的協助下，針對社區之災害類型與地理環境特

性，分組討論並進行疏散避難規劃。 

六、 社區防救災組織建立、任務分工與運作、防災計畫研擬 

介紹國內外社區防救災組織案例。整合社區內相關之防救災組織，並根據先前

調查與討論的結果，規劃社區防救災組織任務分工與組織架構。將社區內易致災的

區域、弱勢族群與防救災資源分布位置、疏散路徑與避難點等相關資訊標明在社區

地圖上，繪製成社區防災地圖。在一系列課程講授與工作坊操作後，藉由社區居民

共同參與方式提出適合社區的防災計畫，以建立社區推動防災之程序、人力編組等

機制，並建議社區與地方公部門、消防單位之互助、防災網絡系統或模式，協助社

區建立社區防災態勢。 

七、 社區防救災、救護訓練與演習 

針對社區週遭自然環境之災害特性與需求，邀請鄰近消防分隊辦理救災救護技

能訓練，以提升居民災害發生時，緊急救護與應變的能力，並藉由訓練過程，增進

社區之防救災與應變能力。 

八、 外縣市之防災社區參訪行程 

遴選外縣市具防災經驗且優良之社區，辦理示範社區參訪，藉由參訪汲取該社

區的經驗，促進防災社區的推動。 

九、 舉辦社區防救災演練 

將針對該防災示範社區週遭自然環境之災害特性與需求，事先安排醫療救護、

災害應變及搶救等操作訓練課程，於演練當日，依據社區之實際狀況，由社區居民、

轄區區公所、消防分隊等相關人員，進行災害情境演練。 

十、 辦理社區防災工作成果發表 

將本年度推動社區防災之相關活動及成果製作成影片，邀請示範社區居民出席，

由專家學者及里長（或社區主委）與居民分享，藉以提昇其參與認同感及成就感，

以激發其持續投入社區防災之自我防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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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防災社區推動理念及方法 

一、防災社區推動理念 

全球暖化影響氣候與環境的變遷，使得極端氣候出現的頻率加劇，不僅提高災

害發生率，也提升災害的強度，從 2004年南亞大海嘯、2005年美國Hurricane Katrina

颶風、2006年美國印第安那州下冰雹、2008 年中國四川汶川大地震、2010年海地

大地震、2011年日本 311地震、2012 年澳洲水患、2013年菲律賓海燕風災、2014

年東南歐國家波士尼亞、塞爾維亞及克羅埃西亞等國遭遇 120年來的最嚴重洪澇，

2015 年尼泊爾強震、巴基斯坦暴雨災害及加勒比海馬修颶風等，細數傷亡人數及

財產損失，令人咋舌！ 

相同的，臺灣也面臨同樣的狀況，各種天然災害威脅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再加

上地震與土石流的潛在威脅，更是隨時潛伏在社區居民身邊。如 1999 年南投 921

大地震及 2009年莫拉克風災都令人記憶猶新，甚至 2015年 6月 14 日午後，雙北

一場瞬間暴雨，造成多處災情，除了臺北市信義路 6段 76巷一處邊坡，因為雨勢

過大，造成 20 立方米的土石崩落，而緊急撤離周邊住戶；另外，新北市中永和、

三重、中和等區也都有淹水災情。同年，8月 8日的蘇迪勒風災造成新北市中和及

烏來兩區重創，更讓烏來區形成孤島。而 2016 年的梅雨遲遲未到，但幾波強降雨

造成桃園機場癱瘓、南部地區發生土石流。同時期，6 月 1 日臺北氣象站在 14 時

46 分測到 38.7oC，創該站 120 年來的 6 月新高溫；而遲至 7 月才形成的第 1 個颱

風─尼伯特造成臺東縣嚴重受創。2017年第一道梅雨鋒面與西南氣流會合，形成短

時間強烈降雨，造成新北市、南投縣、雲林縣及高雄市部分地區重創，顯見因氣候

變遷之故，臺灣也躲不過「非高溫，就是容易致災的強降雨」之天氣型態，讓如何

防災益顯重要。 

為因應易致災的險峻天候發生，所導致之重大災害，近幾年來，政府相關部門、

學術單位及民間組織團體紛紛重視災害防救的重要性；然而，以災害情況或救災形

式可知，災害發生時要完全依賴政府部門或外界協助救災是有其困難的！此時，社

區防災的自救，有助於降低災害的損失與提升重建復原的效能。 

依據日本出版《兵庫縣南部地震火災調查報告書》的調查結果，在 1995 年阪

神大地震的災後救援時期，民眾「自助:互助:公助」的比例為「7:2:1」（吳秉宸，

2011）。由此可見，在大災害來臨時，政府救災系統很難在第一時間伸出援手，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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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民眾能在危急的情況下相互救助、彼此幫忙，則會讓損失降低許多；不只如此，

若社區民眾有所認知，提早減少或消除可能導致災害的一些因素，則災害就更不易

發生，或即使發生災情也會減輕許多。 

依此，政府希望藉由把災害防救體系落實於社區中，使社區在災時能第一時間

依靠自己力量減輕災害帶來的影響。藉由防災社區的推動，不但能促使社區於平日

即規劃、執行減災的工作，減少災害發生的機會；萬一發生災害時，也能立即進行

應變，減輕災害的損失，並且還能在災後迅速推動復原重建的工作。 

然而，防災社區不能只是依賴政府，單就政府從上而下（top-down）的主導方

式，仍需有賴民眾由下往上（bottom-up）的參與配合來推動，成功的關鍵因素是社

區民眾與組織幹部的參與。而最終目標，也是希望防災社區能夠永續發展，即具備

強烈的社區意識，在協力團隊力量淡出後，仍然能夠自動自發地進行從平時、災時

到災後的各項防救災工作（劉怡君、陳海立，2007）。有鑑於此，推動防災社區是

必須的。防災社區推動概念，如圖 1所示。 

 

圖1 防災社區推動概念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二、自主防災社區推動方法與功能 

為提升社區民眾對災害防救之意識，站在傾聽者與促成者的角度，教導社區民

眾災時應採取的緊急應變及避難行動等防災知識，建立屈尺里防救災組織及體系。

藉以運用社區工作團隊，以專業方法整合社區內、外資源，建立社區防救災網絡，

進而凝聚「救災」從「防災」做起的共識，激發社區居民確實建立「自救而後人救」

的觀念，防災社區推動示意，如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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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防災社區推動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1.4任務分工與預期成果 

協力團隊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協力團隊）在防災社區的

推動上，僅是輔導與促成者的角色，必須社區居民能自主防災，也要市政府、區公

所、相關政府單位人員的參與才能永續的推動。因此，於防災示範社區遴選後，須

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協助、督導，逐步進行防災社區制度的建立及防災教育的宣導

才能有成效，所須的支援與任務分工如下： 

一、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一) 計畫統一辦理的窗口，辦理本計畫規劃建議及督導事宜。 

(二) 提供講師傳授防救災社區之消防常識與技能，消防救災及救護知識技能之

講授與操作，配合社區提供演練相關硬體資源。 

(三) 對參與本案講習訓練之社區民眾，以新北市消防局之名義發給訓練者學習

時數證明，並註明救災救護課程訓練時數。 

(四) 計畫進行時，協助邀請市府、區公所、相關政府單位人員參與培訓課程。 

二、主辦單位：中和區公所 

(一) 辦理與規劃區級社區防災的工作，持續關心、宣導與推動社區防災工作。 

(二) 推薦高潛勢地區且有意願、表現優良之社區，參與防災示範社區的選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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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供歷年社區防災宣導與演練的資料，參與社區訪視訪評的績效評比。 

(四) 共同參與觀摩防災示範社區的操作與培訓，將演訓的經驗推廣各里社區，

強化社區防災工作推動的成效。 

三、防災示範社區：中和區內南里 

(一) 防災社區工作團隊組成，參加防災社區的營造會議，配合協力團隊調查社

區現有資源及演訓教育措施等相關活動。 

(二) 參加籌組社區防救災組織，社區災害環境診斷，災害潛勢的掌握，脆弱度

與弱勢族群的調查，建置社區防救災資料庫，防救災議題與對策研擬等訓

練課程。 

(三) 參加規劃社區災害管理工作，疏散路線及臨時收容所設置，防災資源彙整，

繪製社區防災地圖。 

(四) 參加社區防救災、救護訓練與演習。 

四、協力團隊：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 

(一) 依據防災指標進行新北市社區防災工作之推動，同時於推動完成後，針對

推動過程中改善事項，持續增修本市本土性防災社區指標。 

(二) 協助社區成立防災工作團隊，參與防災社區的工作會議，配合社區需求，

協助調查社區現有的資源，參與演訓教育措施等相關活動，提供輔導與建

議。 

(三) 參與社區編組工作人員會議，提升社區防災意識，協助宣導文宣製作及活

動辦理事宜。 

(四) 輔導社區防救災組織建立，協助社區災害環境診斷、災害潛勢的掌握、脆

弱度與弱勢族群的調查、建置社區防救災資料庫以及議題對策的檢討。 

(五) 協助社區防救災、救護訓練與演習、繪製社區防災地圖、撰寫社區防災計

畫、永續推動方案等，協助掌握社區災害管理工作進度與成效。 

(六) 遴選外縣市具防災經驗且優良之社區，辦理示範社區參訪，藉由參訪汲取

該社區的經驗，促進防災社區的推動。 

(七) 針對位於高危險潛勢區域之社區辦理社區防災工作之講習，激發公部門與

市民建立防災共識，提升社區防災與減災能力。 

(八) 擬定推動社區防災業務相關人員（包括市政府、區公所、相關政府單位）

與社區人才之培訓機制，藉由系統性的教育講習及工作坊操作等課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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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其對於社區防災之認知、推動實務與操作流程的熟悉程度。 

五、預期成果 

本工作項目之推動，新北市政府結合社區防救災體系，整合政府與民間的資源，

由協力團隊規劃合適的社區防災推動策略，以期激發民眾建立防災共識，提升社區

防災及減災能力。本計畫預期效果如下： 

(一) 進入社區深層宣導，讓民眾瞭解政府部門推動防災工作之決心，藉由此社

區之防災工作推動、輔導後，作為新北市爾後推動社區防災工作之模範。 

(二) 增進市府、協力團隊、各區公所與社區工作夥伴災害防救工作交流，藉此

提昇整體之防災應變之知能。 

(三) 結合社區防救災體系，建立社區防救災輸送網路，協助居民掌握環境災害

的潛勢，進行社區內防救災設施、設備、專業人才、防災臨時避難、收容

所、儲備品的調查，並協助與輔導社區完成建立社區弱勢族群、防救災資

源清單與相關的資料庫。 

(四) 促使民眾建立防救災意識並提升社區抗災、避災、減災之能力，增強鄰里

組織與社區居民之防災社區理念與共識，強化鄰里與社區的防救災組織，

透過專業社區防災的操作方法，協助社區居民完成防災地圖的繪製、防災

計畫的研擬與聯合防災的演練。 

1.5防災社區操作執行時程 

防災社區主要執行項目，包括：社區防災概念啟蒙啟動、社區環境現況踏勘、

對策討論、防災社區組織建立、社區災害防救計畫研擬、社區說明與溝通、防救災

地圖繪製、資料庫建置、工作坊活動，以及防災社區活動成果發表。本（106）年

度推動防災社區時，同時納入校園防災。中和區內南里與興南國小結合，讓基層防

災得以更紮實。本（106）年度辦理中和區內南里社區防災工作項目與時程，如表

1所示；執行進度如表 2所示。 

表1 防災社區執行時程 

項次 辦理日期 項目 辦理情形 

1 106.03.03 拜訪內南里曾里長及中和區公所 已完成 

2 106.03.24 

1.防災社區工作團隊組成與指導會議 

2.曾金禧里長、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中和區公所及協

力團隊現勘歷史災點 

已完成 

3 106.04.14 防災社區的啟動與啟蒙：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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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辦理日期 項目 辦理情形 

1.社區防災概念啟蒙 

2.內南里所面臨的災害威脅 

3.防災社區的重要性 

4 106.05.20 

社區環境踏勘、防救災對策與議題討論研擬： 

1.里內環境現勘 

2.社區環境診斷地圖製作 

3.防救災對策討論與研擬 

已完成 

5 106.06.22 

社區防救災組織建立、任務分工與運作、防災計畫研

擬： 

1.社區防救災組織建立、任務分工與運作之說明 

2.持續調查社區防救災資源，以利防災計畫研擬 

已完成 

6 106.06-10 

1.持續建置社區防救災資料庫 

2.協助防災社區組織編組 

3.撰寫社區災害防救計畫 

4.弱勢族群調查 

已完成 

7 106.07.19 社區防救災技能訓練 已完成 

8 106.08.27 外縣市防災社區參訪交流：宜蘭市梅洲社區 已完成 

9 106.09.05 召開防災社區演練籌備會 已完成 

10 106.09.28 防災社區演練第 1次預演 已完成 

11 106.10.14 防災社區演練第 2次預演 已完成 

12 106.10.15 防災社區演練第 3次預演及正式演練 已完成 

13 106.10.15 防災社區年度成果發表會 已完成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2 中和區內南里防災社區工作推動工作項目執行進度 

月份 

工作項目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拜訪中和區公所及內南里里長            

防災社區工作團隊組成與指導會議            

防災社區的啟動與啟蒙            

社區災害環境診斷            

防救災議題與對策研擬            

期中報告            

建置社區防救災資料庫建置、提出

該社區應備之防救災裝備器材建議

清單 

         

  

指導社區防救災組織建立、任務分

工與運作、防災計畫研擬 
         

  

舉辦社區防救災技能訓練            

外縣市之防災社區參訪行程            

防災演練            

期末報告            

成果報告            

累積進度（%） 5 10 15 30 45 60 75 90 95 97 1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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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內南里社區概況 

2.1內南里自然環境 

內南里位於中和區東南方位置，右上方為平原地形，主要道路為興南路二段貫

穿，其餘皆為丘陵地形，里內多為住宅區，地方特色為中和最高的山 302公尺及最

靈驗的烘爐地土地公廟。內南里位置圖，如圖 3所示 

 

圖3 中和區內南里位置圖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 

2.2內南里概況介紹 

一、里界 

北界中興、外南、福南里，西界橫路里，東界頂南、華新里，東南及南興中和

為鄰。（資料來源：新北市智慧里長服務網） 

二、歷史沿革 

內南里原為頂南勢角庄地區，清乾隆 13 年，漳州人呂德進向擺接堡大墾戶李

餘周承嶺認墾。因地區南方大山之麓，突入平原，故曰南勢角庄。日本治臺，日明

治 30年（清光緒 23 年，1897），隸臺北縣擺接堡南勢角區。日明治 34 年（清光緒

27年，1901），廢縣為廳，隸臺北廳枋橋之廳南勢角區。日明治 38 年（清光緒 31

年，1905），更改區制，廢南勢角區，隸漳和區。日明治 42年（清宣統元年，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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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立枋寮區。日大正 9年（民國 9年，1920）廢廳為臺北州，本里隸臺北州海

山郡中和庄。光復後，民國 35年 1月 23日改制，因別頂南村，乃約內南。（資料

來源：新北市智慧里長服務網） 

三、人文景觀 

內南里山明水秀風景優美，加以交通便捷吸引外來人口居住，為進入新北北市

票選第一名烘爐地南山福德宮必經之地。本里兼顧都會的便利與郊區的清靜，人口

稠密。（資料來源：新北市智慧里長服務網） 

四、社區組織 

內南里自 101年成立黃金資收站以來，結合了一群無私奉獻的環保志工，美化

及綠化里內環境，創造美好內南里，並加強里內獨居老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身障者及單親家庭關懷服務，並協助申辦各項津貼，亦為老人共餐之里。（資料來

源：新北市智慧里長服務網） 

里內亦設置守望相助隊，主要任務為夜間巡視里內環境，發現異常人事物隨時

通報。隊員定期參與訓練課程，並成立消防安全組，成員共 12名，平時進行消防

幫浦演練，每逢颱風來臨時，成立防颱應變小組，如民國 104 年蘇迪勒颱風來襲

時，興南路三段 399 巷民宅遭到土石崩塌損毀，守望相助隊協助清理家園。 

五、人口統計 

人口統計方面，該里於 106年 9月有 39 鄰，1,838戶，男性有 2,717 人、女性

有 2,629人，共 5,346人；其中，0-14歲人口為 598人，15-64歲人口為 4,028人，

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為 720人，佔該里人口比例 14%，已超出 7%的高齡化社會標

準，如表 3及圖 4所示。 

表3 內南里人口統計概況 

鄰數 戶數 男 女 0-14歲 15-64歲 65歲以上 人口總數 

39 1,838 2,717 2,629 598 4,028 720 5,346 

百分比 11% 75% 14% 100%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106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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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中和區內南里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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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內南里災害潛勢 

3.1水災災害 

興南路二段 399 巷 98 弄路口附近遇強降雨，如時雨量達 60mm 即有積淹水

現象。區公所為解決該路段每逢大雨淹水問題，工務課、內南里長及里民會勘現

場，並針對排水溝進行拓寬清淤工程；現已完成排水溝進行拓寬清淤工程，近期

未再發生淹水事件。如圖 5所示。 

 

興南路二段 399巷 98弄路口遇強降雨，

即容易積淹水 

 

興南路二段 399巷 98 弄路口遇強降雨，

即容易積淹水 

 

現場會勘 

 

排水溝進行拓寬清淤工程已完成 

圖5 中和區內南里興南路二段 399 巷之歷史災害 

資料來源：中和區內南里防災公園評選簡報 

3.2 坡地災害 

內南里多為丘陵地形，雖無土石流潛勢溪，但多為坡地，如遇大雨，易造成

土石鬆動滑落。民國 104 年 6月，興南路二段 399巷後方山坡土石滑落，致民宅

損毀；民國 105年 4次颱風警報發布時，里長積極進行預防性疏散撤離住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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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105 年 1 月 20 日，興南路二段 399 巷 98 弄 40 號前，發生石頭崩落，幸無人

車受傷或損毀。相關災害，如圖 6。 

 

興南路二段 399巷山坡土石滑落 

 

土石滑落致損毁民宅 

 

土石滑落致損毁民宅 

 

土石滑落致損毁民宅 

 

興南路二段 399巷 98弄 40號前發生石

頭崩落 

 

會勘石頭崩落現場 

圖6 中和區內南里坡地災害狀況 

資料來源：中和區內南里防災公園評選簡報 

3.3 火災災害 

民國 105 年 11 月 19 日早上 8:00，中和區興南路二段 114 巷 10 弄 5 樓建物

發生火警，2名住戶輕微嗆傷；民國 106年 7月 18日早上 4點 50分，興南路二



                                                                       

                                                              第三章 內南里災害潛勢 

15 

段天義宮發生火災，造成隔壁 1人嗆傷。相關災害，詳圖 7。 

 

興南路二段 114巷火災事件。 

 

興南路二段 114巷火災事件。 

 

興南路二段天義宮發生火災事件。 

 

興南路二段天義宮發生火災事件。 

圖7 中和區內南里火災災害狀況 

資料來源：中和區內南里防災公園評選簡報（上）、曾金禧里長提供（下） 

3.4 地震災害潛勢 

一、地震情境設定 

參考 2013 年消防署委託研究計畫《大臺北地區發生大規模地震可能面臨之

問題及整備作為評估報告》，並運用國家地震工程中心之臺灣地震損失評估系統

（TELES）作為想定狀況，如表 4所示。相關圖示詳圖 8~圖 13。 

表4 中和區地震情境設定狀況 

項目 參數 

震央位置 經度 121.589 度、緯度 25.139 度（臺北市士林區） 

地震規模（芮氏規模） 6.9 

震源深度 8公里 

破裂長度/寬度 56公里 / 20公里 

斷層傾角 50度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委託研究報告《大臺北地區發生大規模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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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大臺北地區地震模擬震央位置圖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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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震模擬潛勢圖 

 

圖9 新北市地震模擬潛勢圖（地表最大加速度）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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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新北市地震模擬潛勢圖（房屋全倒與半倒棟數）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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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新北市地震模擬潛勢圖（日間時段傷亡人數）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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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新北市地震模擬潛勢圖（夜間時段傷亡人數）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繪製 

 

 



                                                              第三章 防災資料庫建置 

21 

 

圖13 新北市地震模擬潛勢圖（通勤時段里傷亡人數）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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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內南里防災社區推動說明 

4.1拜訪里長及中和區公所 

為使計畫順利推動，協力團隊人員於防災社區相關活動開始辦理之前，於 106

年 3 月 3 日假內南里巿民集會所，先行拜訪曾金禧里長與中和區公所業務承辦人

（詳圖 14），三方先行認識，同時說明計畫目的。 

 

協力團隊拜訪社區 

 

協力團隊拜訪社區 

圖14 協力團隊拜訪中和區內南里社區活動照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4.2防災社區工作團隊組成與指導會議 

防災社區之落實，必須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中和區公所、中和區內南里，以及

協力團隊等四方密切合作，才能達成目的，故組成了防災社區工作團隊。而為使里

長瞭解防災社區工作項目、活動時間及應配合事項，並對相關事項達成默契，遂於

106年 3月 24日假內南里巿民集會所，辦理「106年防災示範社區工作指導會議」。

與會人士包括：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含局本部、第七大隊及南勢分隊）、中和區公

所、內南里曾金禧里長及協力團隊。 

會中，針對防災社區活動日期、訓練課程，以及向民眾活動宣導事項達成共識，

至於防災社區參訪地點與日期，以及演練與成果發表之日期再協調日期，視曾里長

意願決定擬參訪之社區。會議情形，詳圖 15；會議紀錄，詳附錄 1（中和區內南里

防災社區工作團隊組成與指導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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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劉聖宗技正（中）說

明推動防災社區的目的 

 

曾金禧里長（左一）感謝各單位協助里

內推動防災社區 

 

工作團隊組成與工作指導會議概況 
 

工作團隊組成與工作指導會議概況 

圖15 中和區內南里防災社區工作團隊組成與指導會議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4.3防災社區啟動與啟蒙 

推動居民參與社區防救災工作，與一般學術或工程性之做法有不少差異；因此，

首要講求引發民眾的興趣，進而提升對防救災工作參與之熱忱，以利於居民在未來

建立自主性。 

啟蒙啟動活動，由協力團隊柯凱元博士透過「國內外重大災害」、「中和區內南

里里環境介紹」、「歷史災害及災害潛勢」、「什麼是防災社區」、「為什麼要有防災社

區」、「防災社區怎麼推動」，以及「防災應變實例」等內容，並搭配 100 年 3月 11

日東日本大震災、103年 7月 31日高雄氣爆及 105年 2 月 6日臺南強震等國內外

重大災害影片，以喚起民眾對災害之警醒。同時，藉由 103年金山區三界里防災社

區成果影片，使民眾瞭解防災社區輔導團隊將如何進行防災社區之推動；並透過國

家災害科技中心所製作的《防災社區》宣導影片裡，報導「臺東縣嘉南村」和「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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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文山區忠順社區」如何經由輔導，讓社區更安全。 

本次活動，主要目的讓民眾知道計畫推動目的、流程步驟，亦明白經由防災社

區組織的力量，才能於危急時將自己的損失降到最低。另外，活動中亦透過有獎徵

答，加強與民眾的互動，以提高學習意願。活動流程詳表 5。同時，為瞭解活動成

效，課後請參加人員填寫意見調查表，以瞭解活動成效；依據統計，有 90 %瞭解

天然災害威脅的嚴重性、96%認為有成立防災社區的必要及 97%願意繼續參加防

災社區活動；其餘，詳附錄 2（一、中和區內南里防災社區啟動與啟蒙意見調查統

計）。 

活動與會人員，除了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含局本部、第七大隊及南勢分隊）、

中和區公所、內南里民眾及協力團隊等，還有萬里、樹林、中和、永和及板橋等區

公所前往觀摩。所有參加人員共有 95 人，各單位參加人數統計，詳表 6；另，為

瞭解女性參與狀況，有關參與人員性別比例統計各為 57%與 43%，亦詳表 6 及圖

16。當天活動辦理情形，詳圖 17。 

表5 中和區內南里啟動啟蒙活動流程 

106 年新北市推動區級災害防救及防災社區計畫 

中和區內南里防災示範社區推動工作_「防災社區啟動與啟蒙」活動流程表 

活動日期、時間：106年 4月 14日（星期五）19:30~21:30 

活動地點：內南里巿民集會所旁的福神宮前廣場（中和區興南路二段 242巷 5號

旁） 

活動內容：防災社區啟動與啟蒙 

時間 活動內容 參與人員 

19:30~19:45 報到 1.公部門： 

(1)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2) 中和區公所 

2.社區幹部： 

中和區內南里曾金禧里長 

3.社區居民： 

中和區內南里里民 

4.協力團隊： 

國立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

研究中心 

19:45~19:55 長官致詞 

19:55~21:00 內南里防災社區啟動與啟蒙 

21:00~21:15 雙向交流 

21:15~21:25 填寫課後意見調查表 

21:25~21:30 全體大合照 

21:30~ 午餐、賦歸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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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中和區內南里啟動與啟蒙參加人數及性別統計 

單位 人數 男 女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2  1  1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七大隊  2  2  0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七大隊南勢分隊  2  2  0 

區公所 

中和區  3  1  2 

萬里區  1  1  0 

樹林區  2  1  1 

中和區  1  1  0 

永和區  2  1  1 

板橋區  1  1  0 

中和區內南里 76 41 35 

臺灣大學  3  2  1 

合計 95 54 41 

百分比 100% 57% 43%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16 中和區內南里啟動與啟蒙參加人員性別統計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內南里曾金禧里長介紹來賓詞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許恕逞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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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區公所李漪萍課長感謝大家參與 
 

協力團隊柯凱元博士授課 

 

里民上課情形 

 

里民認真上課 

 

里民認真上課 
 

里民詳閱上課書面資料 

 

里民填寫課後意見調查表 
 

全體人員合影 

圖17 中和區內南里啟動與啟蒙活動照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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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社區災害環境診斷及防救災議題與對策研擬 

社區環境踏勘與防救災對策討論及研擬，係藉由踏勘使里民瞭解社區中的歷

史災害、易致災因素，同時檢視避難處所之安全性、合宜性，並調查社區中的防救

災資源，讓民眾對於自身所居住的社區能夠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以及分析可能造成

災害之原因，以提出改善建議或因應對策。 

一、環境踏勘（初勘） 

於 106年 3月 24 日於防災社區工作團隊組成與工作指導會議結束後，由里長

帶領團隊工作人員進行歷史災點與社區環境之踏勘和檢視，初步瞭解社區中的易

致災因子、災害發生原因、狀況，並予以紀錄、拍照，以利於課程中討論。勘查結

果，如表 7所示；踏勘情形詳圖 18所示。 

表7 中和區內南里社區環境踏勘結果彙整 

項次 地點 勘查結果 

1 興南路二段 399巷 98弄 
遇強降雨時，時雨量達 60mm即會淹水→已進

行清淤，並完成排水溝拓寬之施作。 

2 
興南路二段 399 巷 98 弄 40

號前 
105年 1月 20 日，發生石頭崩落，撞歪欄杆。 

3 
興南路二段 399 巷 98 弄 52

號 
附近路面容易塌陷。 

4 
興南路二段 399 巷 98 弄 76

號 

104年 6月後方山坡土石滑落致民宅損毀→民

宅已修復，並於每次颱風警報發布時，里長即

積極進行預防性疏散撤離住戶。 

5 
興南路二段 242 巷 19 弄 26

號 
因上方側溝水漫淹，易造成地基掏空。 

6 
興南路二段 142 巷 31 弄星

光花園旁 

側溝裡被堆置木柴，影響水流入涵洞，曾里長

已清除。 

7 興南路二段 114巷 10弄 
105年 11月 19日上午 8點，一棟 5樓建物發

生火警，2名住戶輕微嗆傷。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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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勘興南路二段 399 巷 98 弄前的易淹水

路段（已興建排水溝） 

 

105 年 1月 20日興南路二段 399巷 98弄

40號前，發生石頭崩落 

 

興南路二段 399巷 98弄 52號附近路面容

易塌陷 

 

會勘興南路二段 399 巷 98 弄 76 號（因

蘇迪勒風災致土石滑落破牆而入） 

 

蘇迪勒風災後所施作之擋土牆 

 

會勘狹小巷弄 

 

興南路二段 142巷 31弄 85號後方側溝草

木叢生，嚴重影響水流 

 

興南路二段 142巷 31 弄星光花園旁側溝

遭人堆置木柴，影響水流入涵洞 

圖18 環境踏勘活動照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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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環境踏勘與防救災對策討論及研擬 

為使活動順暢，團隊已先於 3月 24日，由里長帶領團隊工作人員進行歷史災

點及社區環境勘查和檢視，初步瞭解社區歷史災害及目前可能發生的災害，並災害

發生原因、狀況，進行紀錄、拍照，以利於本次民眾勘查路線之規劃。 

本次活動於 106 年 5 月 20 日（星期六）下午辦理，活動主要分為 3 個部分，

依序為「社區環境踏勘」、「社區環境災害診斷地圖製作」，以及「防救災對策討論

與研擬」；活動流程，如表 8所示。活動與會人員，除了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含局

本部、第七大隊及南勢分隊）、中和區公所、內南里民眾及協力團隊等，還有八里、

永和及板橋等區公所人員前往觀摩。所有參加人員共 82人，各單位參加人數統計，

詳表 9，而男女比例各為 45%與 55%，詳圖 19。 

表8 中和區內南里社區環境踏勘與防救災議題對策及研擬活動流程 

106 年新北市推動區級災害防救及防災社區計畫 

中和區內南里防災示範社區推動工作 

「社區環境踏勘及防救災議題對策與研擬」活動流程表 

課程時間：106年 5 月 20 日（星期六）時間：13:30~18:00 

活動地點：內南里巿民集會所旁的福神宮前廣場及內南里周遭地點 

活動內容：社區環境踏勘及防救災議題對策與研擬 

時間 活動內容 參與人員 

13:30~14:00 報到 

1.公部門： 

(1)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2)中和區公所 

2.社區：內南里曾金禧

里長及里民 

3.協力團隊：國立臺灣

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

究中心 

14:00~14:15 長官致詞 

14:15~14:45 

 說明災害發生之原因及環境安全檢

測方法。 

 講解踏勘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項。 

14:45~16:00  分組實地勘查社區環境。 

16:00~16:50  災害環境診斷地圖製作。 

16:50~17:50 

 分組討論社區防救災議題。 

 防救災對策討論與研擬。 

 各組成果分享。 

17:50~18:00 全體大合照 

18:00~ 賦歸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9 中和區內南里社區環境踏勘及防救災議題與對策研擬參加人數統計 

單位 人數 男 女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4  3  1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七大隊  2  2  0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七大隊南勢分隊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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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人數 男 女 

區公所 

中和區  4  1  3 

永和區  1  0  1 

板橋區  1  0  1 

八里區  1  1  0 

中和區內南里 60 27 33 

臺灣大學  7  2  5 

合計 82 37 45 

百分比 100% 45% 5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19 中和區內南里社區環境踏勘及防救災議題與對策研擬參加人員性別統計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一) 社區環境踏勘 

社區環境踏勘，係由協力團隊的博士和里民們一起詳細檢查社區的環境，找

出可能會發生災害的問題點，以及社區內的防救災資源點，同時讓里民對於自身

所居住的社區能夠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出發踏勘前，協力團隊柯凱元博士進行活動事項簡報（如圖 20），再依事先

規劃之 2條路線，由曾里長、里民巫義煙先生及工作團隊，分別帶領里民及區公

所人員，以步行方式勘查。踏勘之路線，以興南路二段 242巷與 142 巷周邊路段

為主，包括狹小巷弄、草木叢生的側溝及山溝內雜物堆積。過程中，透過里民分

享社區中過去曾發生過之災害狀況，讓參加踏勘的人員更瞭解當地受災情形，並

共同檢視社區環境。而其餘地點，則以事先勘查之照片，輔以簡報說明。活動情

男

45%

女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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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詳圖 21。 

 

中和區公所柯慶忠區長致詞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張易鴻簡任技正致詞 

 

協力團隊柯凱元博士說明內南里歷史災

點及現況情形 

 

參加人員專心聆聽 

 

上課全景 

 

所有參與人員合影 

圖20 說明中和區內南里歷史災點、現況情形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參與人員出發環境踏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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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勘興南路二段 142巷 31 弄附近 
 

觀察民房上的茂密林木 

 

民房上的茂密林木 

 

牆壁與道路的縫隙造成民房地下室積水 

 

踏勘狹小巷弄 
 

踏勘星光花園附近 

 

踏勘星光花園附近 

 

踏勘側溝 

圖21 中和區內南里社區環境踏勘活動照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二) 社區環境災害診斷地圖製作 

社區環境踏勘後，即由民眾開始製作環境災害診斷地圖，準備的用具有社區

航照圖（如圖 22 與圖 23）、勘查照片、便利貼、圓點標籤紙、線 tone（或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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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帶）、剪刀及筆等，相關用具詳如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所示。 

 

圖22 中和區內南里社區航照圖（1） 

                                          資料來源：本計晝繪製 

 

圖23 中和區內南里社區航照圖（2） 

                                          資料來源：本計晝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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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製作社區環境災害診斷地圖所需用具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其製作步驟分為以下三個部分，里民製作狀況詳圖 25所示。 

1.團隊引導社區民眾，將照片貼於社區航照圖，並利用圓形標籤貼紙把拍攝位置

標示於地圖上，兩者間以彩色膠帶連結。 

2.針對每張照片於便利貼上寫下其現象、所發生的災害及問題等。 

3.團隊針對便利貼上之內容，引導民眾進行討論與整理。 

活動中，製作環境災害地圖時，參與民眾熱烈討論，一邊在地圖裡貼上災點

照片，一邊討論當時災害狀況。 

 

柯凱元博士說明環境診斷地圖之製作 
 

里民指出災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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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民以照片在航照圖上尋找位置 

 

里民討論災點的狀況 

 

柯凱元博士指導環境診斷地圖製作 

 

里民剪裁照片 

 

里民討論社區災害概況 

 

以照片核對航照圖上的位置 

 

里民說明災點狀況 

 
完成社區環境診斷地圖 

圖25 中和區內南里社區環境災害診斷地圖製作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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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防救災對策討論與研擬 

防救災對策討論與研擬，係針對社區曾發生的歷史災害、目前的災害威脅及

社區現況，如水災、坡地崩塌、地震及火災等狀況，以「家庭」、「社區」、「政府」

三方角度，共同思考解決、因應之對策。由團隊引導民眾討論，以海報、便利貼

及筆等工具，讓民眾自己動手將其想法寫於便利貼上，貼在對應的海報格子內，

討論結果如表 10。討論完畢後，各組推派 1 位，針對各組之環境診斷地圖、防

救災對策討論與研擬海報，發表心得及成果分享。課程結束前，工作人員利用問

題回答及贈送小禮物，以提高里民學習意願，強化學習成效。活動情形，詳圖 26。 

表10 中和區內南里防救災對策討論與研擬結果 

災害種類 家庭對策 社區對策 政府對策 

水災 

民眾垃圾袋不要亂

丟，因排水孔最容易

受垃圾袋阻塞，變成

積水不退。 

1.清理水溝。 

2.有大型廢棄物應通報。 

3.不要堆放物品。 

4.定期巡視清理。 

5.守望相助。 

6.動員里民清理山溝內雜草。 

7.請里民發揮公德心，不要亂

丟垃圾。 

8.山溝有埋設水管，注意是否

被樹木遮住。 

1.協助疏洪，以防淹水。 

2.山溝被腐木阻斷排水

系統，請政府協助清

理。 

3.水溝積了淤泥，請政

府協助處理。 

坡地崩塌 
宣導里民勿亂開墾

山坡地 

1.發現坡地崩塌，應立即通

報。 

2.做好山坡地水土保持，不要

濫砍樹木。 

1.提供正確資訊，隨時

注意。 

2.請政府隨時注意山坡

地形的改變。 

地震 

1.宣導正確防護動作

_趴下、掩護、穩住。 

2.地震停後，須找適

當空間避難。 

3.出門時，除了冰箱

電源外，其餘電源

應關閉。 

1.加強防護正確動作的訓練

及演習。 

2.瞭解土壤液化的相關知識。 

1.老屋改建或都更。 

2.宣導安全防護，如人

身如何保護與正確的

逃生方式。 

火災 

1.熟知滅火器使用方

法。 

2.汽車不要停放在防

火巷內。 

3.巷弄過於狹小，阻

礙消防車進入，里

民不要置放盆栽花

木，以免讓巷弄變

得更小。 

1.滅火器使用_拉、瞄、壓。 

 

2.巡守隊發現火災，立即通報

相關單位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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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協力團隊林永峻博士引導里民討論對策 

 

曾里長（右）與里民逐一寫下對策 

 

里民分享討論結果 

 

里民分享討論結果 

 

林永峻博士指導面臨地震時如何自保 
 

里民示範保護動作 

 

有獎徵答，里民踴躍舉手搶答 
 

曾里長贈送里民搶答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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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分隊說明滅火器操作口訣 

 

曾里長感謝所有人的參與 

圖26 中和區內南里防救災對策討論與研擬活動照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同時，為瞭解活動成效，課後請參加人員填寫意見調查表；依據統計，有 82 

%瞭解社區災害威脅的嚴重性、94%認為有成立防災社區的必要及願意繼續參加

防災社區活動；其餘，詳附錄 2（二、中和區內南里社區災害環境診斷及防救災

議題與對策研擬意見調查統計）。 

三、結語 

在社區環境踏勘及防救災對策討論與研擬活動中，里民參與程度高，討論非常

熱烈，共同關心社區問題。此外，社區診斷地圖製作、防救災對策討論與研擬，由

里民親自動手做、動腦想，團隊僅引導里民討論在各種災害議題中，家庭、社區、

政府各自應該如何為災害應變。唯有民眾自身投入，參與各項事務，才能將防災社

區帶動起來，使里民眾能夠自主性運作防災組織，而這自主防災社區的宗旨。同時，

工作人員利用問題回答及贈送小禮物，以提高里民學習意願，達到防災社區扎根之

目的。 

4.5防災社區防救災組織建立、任務分工與運作及防災計畫研擬 

一、防救災任務編組建立 

編訂因地制宜的防救災組織架構，需考量下列兩點因素，分別為「任務分工」，

即根據社區部分的防救災對策來決定各組的工作項目，以及「民眾專長」，係考量

里民的防救災專長、住家分布等進行組織架構的調整。依照任務分工將社區防救災



                                                      第四章 內南里防災社區推動說明 

                                                                     

39 

組織分成巡視預警組、整備搶救組、通報疏散組、關懷救護組及行政後勤組等 5個

組別，其較佳的適任能力如下所述，而各組別在平時、災時之任務，說明如表 11

所示；社區編組人力，已由社區先行選定，如表 12所示。 

(一) 巡視預警組：以具有基本災害認知者為優先，組員須瞭解社區環境。 

(二) 整備搶救組：以對設備設施有概念之年輕力壯者為佳。 

(三) 通報疏散組：以熟悉社區環境者為優先。 

(四) 關懷救護組：以具有基本救護技巧為優先。 

(五) 行政後勤支援：組員需具備良好協調能力及溝通協調能力。 

表11 中和區內南里防救災組織任務 

編組 平時任務 災時任務 

巡視 

預警組 

1.掌握平時災害潛勢區域和危險地

區狀況。 

2.平時的社區巡邏檢查工作。 

3.定期清除排水道內之阻塞物。 

4.組織訓練，強化組員對社區環境的

熟悉度和確保防災工程設施的機

能。 

1.發布颱風、土石流及豪雨等警戒時，

前往災害潛勢區域和危險地區監測

現場狀況。 

2.負責社區災害發生時情況的掌握、預

警以及事故發生後的社區巡邏警戒、

回報。 

3.劃設警戒區以防止民眾進入。 

整備 

搶救組 

1.訓練居民逃生避難的能力。 

2.應定期維修及檢查社區內的公共

及救災設備，並且整理大型機具設

備資料。 

3.社區內主要通訊設備強化。 

1.整備搶救裝備器材。 

2.負責聯絡區公所應變中心與協助搶

救受困民眾。 

3.負責找人支援來協助救援，使傷亡程

度降至最低。 

4.主要通訊設備確保，採取有效通訊管

制措施，妥善分配通訊資源。 

通報 

疏散組 

1.避難收容據點管理和緊急物資存

放。 

2.掌握社區內人口組成和弱勢人口。 

3.社區人力資源整合和調度。 

4.配合疏散演練。 

5.協助規劃並熟悉災害避難路線。 

1.負責社區民眾的疏散和強制撤離。 

2.掌握交通阻礙情形與規劃疏散撤離

路線。 

3.管制災時交通與警戒區之出入通行。 

4.維持疏散撤離秩序與協助強制疏散。 

關懷 

救護組 

1.平時應管理及準備緊急救護之器

材。包括擔架、醫藥箱等相關醫療

器材，並列冊管理。 

2.掌握並瞭解社區內脆弱人口分布

情形，以便在災害發生時能夠先於

搶救。 

3.持續每年 1次定期舉辦演習，推廣

及訓練社區居民緊急救護之相關

知識。 

4.協助避難收容處所管理和緊急物

資整備。 

1.引導公部門醫護團隊進入社區，並協

助醫療受傷居民。 

2.協助受災居民之緊急醫療救援，與運

送至醫療單位之事宜。 

3.協助居民心理輔導，及情緒之穩定。 

4.協助避難收容處所開設。 



                                                        第四章 內南里防災社區推動說明 

40 

編組 平時任務 災時任務 

行政 

後勤組 

1.掌握瞭解社區人口狀況、民生物資

供應業者資料。 

2.推估災時，所需食物、飲用水、藥

品醫材及生活必需用品種類、數

量。 

3.儲備地點適宜性、儲備方式完善性

之檢討。 

4.協助避難收容處所管理和緊急物

資整備。 

1.協助避難收容處所開設與分組分工。 

2.協助政府公部門物資的調度及發放。 

3.瞭解社區防災組織各組需求並提供

支援。 

4.協助災民進出管制與秩序維持。 

5.協助疏散避難收容之各類文書。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12 中和區內南里防救災組織編組 

指揮官 曾金禧 內南里里長 

編組 組長 副組長 組員 

巡視預警組 王玉瑞 吳青山 吳  力、葉士利、林武騰、莊建森、王健春 

整備搶救組 楊坤通 連聰富 
蕭正山、王崑地、許清燎、曾煥彬、林火旺 

李偉恩 

通報疏散組 巫義煙 李清春 林建成、黃世耀、楊聰明、楊朝日、呂國元 

關懷救護組 高雪玉 洪秀鉉 
余妙如、吳林明鳳、夏黃里梅、王卓麗幸 

林玉霞 

行政後勤組 張碧蓮 陳月菊 
盧梅香、范姜梅、王  絲、林  雪、呂素貞 

江彩霞、陳清風（攝影）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為使里民對於防災社區防救災編組及其平時與災時的任務有所認識，106年 6

月 22日，以「防災社區防救災組織建立、任務分工與運作及防災計畫研擬」為主

題，由協力團隊柯凱元博士分別進行介紹，活動流程如表 13 所示。本次活動前，

該里因第二波梅雨，於 106 年 6 月 17 日晚間 8 點多，興南路二段 399 巷 98 弄 76

號上方往竟南宮有土石崩落；當晚 9點多，又接獲興南路二段 114巷 23弄海砂屋

地下室大量出水，緊急向區公所申請支援抽水機抽水（詳圖 27）。藉此，讓與會里

民瞭解社區有防災編組的重要性，以團隊力量一起守護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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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南路二段 399巷 98弄 76號上方往竟南

宮有落石 

 
興南路二段 399巷 98弄 76 號上方往竟

南宮土石崩落 

 

中和區公所派員清除路障及落石 

 

中和區公所派員清除路障及落石 

 

興南路二段 114巷 23弄海砂屋地下室大

量出水 

 

興南路二段 114巷 23弄地下室大量出

水，以抽水馬達支援抽水 

圖27 中和區內南里 0617 災情狀況 

資料來源：中和區公所及曾里長提供 

防災社區防救災組織建立、任務分工與運作及防災計畫研擬活動之與會人員，

除了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含局本部、第七大隊及南勢分隊）、中和區公所、興南國

小、內南里民眾及協力團隊等，還有永和及坪林等區公所人員前往觀摩。所有參加

人員共 108人，各單位參加人數統計，詳表 14，而男女比例各為 49%與 51%，詳

圖 28。同時，為瞭解活動成效，課後請參加人員填寫意見調查表，而依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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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70%的人表達願意成為防災編組成員；其餘，詳附錄 2（三、中和區內南里防救

災組織建立、任務分工與運作及防災計畫研擬意見調查統計）。 

表13 中和區內南里防救災組織建立、任務分工與運作及防災計畫研擬活動流程 

106 年新北市推動區級災害防救及防災社區計畫 

中和區內南里防災示範社區推動工作 

「防災社區防救災組織建立、任務分工與運作及防災計畫研擬」活動流程表 

課程時間：106年 6 月 22日（星期四）時間：18:30~21:00 

活動地點：內南里巿民集會所旁的福神宮前廣場（中和區興南路二段 242巷 5號旁） 

活動內容：防災社區防救災組織建立、任務分工與運作及防災計畫研擬 

時間 活動內容 參與人員/講師 

18:30~19:00 報到 1.公部門： 

(1)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2)中和區公所 

2.社區： 

(1)內南里曾金禧里長 

(2)內南里里民 

3.學校：興南國小 

4.協力團隊：國立臺灣大學氣候

天氣災害研究中心 

19:00~19:10 長官致詞 

19:10~19:50 
防災社區防救災組織建立、任務分工

與運作說明與討論 

19:50~20:10 防災社區防救災組織編組成員說明 

20:10~20:50 
1.說明防災計畫之研擬 

2.調查社區防救災資源 

20:50~21:00 全體大合照 

21:00 賦歸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14 參加中和區內南里防救災組織建立、任務分工與運作及防災計畫研擬人數及性別統計 

單位 人數 男 女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2  1  1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七大隊  3  3  0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七大隊南勢分隊  2  2  0 

區公所 

中和區  3  1  2 

永和區  1  0  1 

坪林區  1  1  0 

興南國小  1  1  0 

中和區內南里 89 42 47 

臺灣大學  6  2  4 

合計 108 53 55 

百分比 100% 49% 51%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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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參加中和區內南里防災社區防救災組織建立、任務分工與運作及防災計畫研擬性別

統計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二、防災計畫研擬 

臺灣近年來持續發生重大災害，以致民眾死傷及財物損失持續攀升，並成為政

府與民眾揮之不去的夢靨。因此，藉由防災社區的推動，不但能促使社區於平日即

規劃、執行減災的工作，減少災害發生的機會；萬一發生災害時，也能立即進行應

變，減輕災害的損失，並且還能在災後迅速推動復原重建的工作。 

而防災社區應該具備下列三個特性：1.有能力降低災害發生的機會；2.能夠承

受災害的衝擊、降低災害損失；3.可以在災後迅速復原重建，並且持續地發展。也

就是說，一個具備社區意識、強而有力、能自主進行從災前、災時到災後各項工作

的社區，就可以被稱為「防災社區」。同時，社區組織或民眾為了成為防災社區所

進行的各種努力與工作，就可以被稱為「防災社區」。 

鑑於防災社區是透過社區內的居民參與及組織的建立來推動，而且必須持續

且長久的運作，故應訂定一套目標，即「防災社區後續推動規劃」。此規劃分為短、

中、長之期程，以使社區能自主性地持續運作，透過居民的互動，進行防救災的學

習與訓練、災害環境檢視、減災對策的研擬、社區組織的建立、防救災設施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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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備等手法，來改善居住環境的安全，強化社區整體的防救災能力，建立一個安

全的居住環境，並邁向永續社區的目標。 

課程中，針對弱勢民眾、里內重要設施、防救災專業人員，以及防救災設備，

如通訊與照明設備、大型救災機具、救災（生）器材與設備及警戒器材等進行介紹，

讓里民對防救災所需注意之人、事、物和防災救設備有初步認識，並請里民填寫防

救災設備及人才調查表（調查資料，詳第五章內南里防救災資料庫）。防災社區防

救災配備用具建議如表 15所示，活動情形如圖 29。 

表15 中和區內南里緊急救災基本配備建議表 

編號 內容 數量 供應原則 

1 對講機 
 

視實際需要酌量購置或配置 

2 安全帽 
 

3 救生衣 
 

4 救生繩 
 

5 救生浮板 
 

6 救生圈 
 

7 照明設備 
 

8 防水防爆手電筒 
 

9 電池 
 

10 擴音喊話器 
 

11 收音機 
 

12 哨子 
 

13 醫療用品 
 

14 警示指揮棒 
 

15 圓鍬 
 

16 十字鎬 
 

17 短柄鏟 
 

18 電鋸  

19 警戒繩 
 

20 手套 
 

21 發電機 
 

22 滅火器 
 

23 汽油、柴油等物質配備  

24 防災避難地圖  家戶都有 

25 防災背包  家戶都有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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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由協力團隊柯凱元博士分享 

 

曾里長說明梅雨災害時的緊急處理情形 

 

上課情形 

 

里民觀看編組宣導影片 

 

里民認真上課 
 

里民認真上課 

 

填寫防救災設備調查表 

 

填寫意見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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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民分享上課收穫 

 

課後合影 

圖29 中和區內南里防救災組織建立及計畫研擬活動照片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4.6社區防救災、救護訓練與演習 

防救災技能訓練，主要著重於基本救護及滅火器操作，除了提升面臨災害時自

救的能力，平常亦是自救救人不可或缺的救護技能。本訓練課程於 106 年 7 月 19

日於內南里巿民集會所旁的福神宮前廣場辦理。訓練項目包括：消防知識課程（火

災認識及防止）、救護包紮、CPR、AED、哈姆立克等技能訓練，以及滅火器實作

訓練。活動流程如表 16所示。當天課程，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七大隊南勢分隊

邱伯奇隊員主講，以及第七大隊、南勢分隊與南勢義消救護分隊協助上課。課程中，

隊員們分組指導里民實際操作，讓更多里民親身學習救護技巧。 

活動與會人員，除了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含局本部、第七大隊、南勢分隊及南

勢義消救護分隊）、中和區公所、內南里民眾及協力團隊等，還有永和區公所人員

前往觀摩。所有參加人員共 121 人，各單位參加人數統計，詳表 17；男女比例各

為 43%與 57%，詳圖 30；活動情形，詳表圖 31。同時，為瞭解活動成效，課後請

參加人員填寫意見調查表，而依統計結果，有 98%的里民表達有成立防災社區的

必要性。另，其餘統計結果，詳附錄 2（三、中和區內南里防災社區社區防救災、

救護訓練與演習意見調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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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中和區內南里社區防救災、救護訓練與演習流程 

106 年新北市推動區級災害防救及防災社區計畫 

防災示範社區推動工作 

中和區內南里防災社區社區防救災、救護訓練與演習流程表 

課程時間：106年 7 月 19日（星期三）18:30~ 21:00 

活動地點：內南里巿民集會所旁的福神宮前廣場（中和區興南路二段 242巷 5號

旁） 

活動內容：防救災技能訓練 

時間 活動內容 參與人員/講師 

18:30-19:00 報到  

19:00-19:10 長官致詞  

19:10-20:50 

防救災技能訓練（消防分隊）： 

 消防知識課程（火災認識及防

止） 

 基本救護：包紮止血、CPR、

AED、哈姆立克訓練 

 滅火器宣導及實作訓練 

 移動式泵浦操作 

1.公部門： 

(1)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2)中和區公所 

2.社區： 

(1)內南里曾金禧里長 

(2)內南里里民 

3.學校：興南國小 

4.協力團隊：國立臺灣大學氣

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 

20:50-21:00 意見交流、大合照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17 中和區內南里參加社區防救災、救護訓練與演習人數統計及男女比例 

單位 人數 男 女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3  2  1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七大隊   2  2  0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七大隊南勢分隊   3  3  0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七大隊南勢義消救護分隊   4  2  2 

區公所 中和區   4  1  3 

永和區   2  1  1 

中和區內南里 100 40 60 

臺灣大學   3  1  2 

合計 121 52 69 

百分比 100% 43% 57%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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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中和區內南里參加防救災技能訓練人數統計及男女比例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內南里曾金禧里長歡迎與會人員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蔡武忠簡任技正致詞 

 

南勢分隊邱伯奇隊員授課 

 

隊員教授 CPR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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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指導 CPR按壓方法 

 

里民依著隊員指導學習 CPR按壓方式 

 

隊員分組指導里民實際演練 CPR救護 

 

隊員分組指導里民實際演練 CPR救護 

 

隊員教授 AED救護使用方法 
 

里民圍著隊員詢問救護相關資訊 

 

隊員示範哈姆立克救護 

 

隊員指導里民哈姆立克救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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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示範三角巾的包紮救護 

 

里民實際演練三角巾包紮救護 

 

隊員解說滅火器使用方法 

 

曾里長實際演練滅火器操作 

 

上課情形 

 

課後合影 

圖31 中和區內南里防救災技能訓練活動照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4.7參訪宜蘭巿梅洲防災社區 

外縣巿防災社區參訪，主要瞭解相關防災社區操作之案例，從中學習相關經驗

外，也以實地觀察體驗環境來提高社區交流的互動機會與空間。今年參訪社區是宜

蘭縣宜蘭市梅洲社區，參訪時間為 106 年 8 月 27 日（星期日），並製作 1 本參訪

手冊（封面如圖 32），供參加人員參考。手冊內容，詳如附錄 3；活動流程，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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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所示。 

 

圖32 中和區內南里防災社區參訪手冊封面 

資料來源：本計畫編製 

表18 中和區內南里參訪宜蘭巿梅洲防災社區流程 

106 年「新北市推動區級災害防救及防災社區計畫」 

防災示範社區推動工作 

中和區內南里參訪宜蘭巿梅洲防災社區 

活動時間：106年 8 月 27 日（星期日）06:40~19:00 

活動地點：宜蘭市梅洲社區活動中心（地址：宜蘭縣宜蘭市金同春路 48 號） 

活動內容：參訪宜蘭縣宜蘭市梅洲社區自主防災社區 

時間 活動內容 負責人/講師 備註 

07:00~07:15 

甲車：內南里人員集合 

曾金禧里長 集合地點：內南里巿民集

會所 

聯 絡 人：曾金禧里長 

07:15~09:30 
甲車車程 

 抵達地點：宜蘭縣宜蘭市

金同春路 48 號 

07:15~07:30 乙車：消防局、其他區公

所、臺灣大學 

臺灣大學 集合地點：板橋火車站北

二門 

07:30~09:30 
乙車車程 

 抵達地點：宜蘭縣宜蘭市

金同春路 48 號 

09:30~09:40 整隊 臺灣大學  

09:40~10:40 宜蘭市梅洲社區環境巡禮 
宜蘭市梅洲水患

自主防災隊 

宜蘭市梅洲社區 

10:40~10:55 休息 臺灣大學  

10:55~11:10 長官致詞   

11:10~12:00 宜蘭巿梅洲防災社區運作  宜蘭市梅洲水患 梅洲社區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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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防災隊 

12:00~13:30 午餐 臺灣大學  

13:30~14:20 宜蘭市梅洲社區防救災組

織運作 

宜蘭市梅洲水患

自主防災隊 
梅洲社區活動中心 

14:20~14:50 心得回饋與社區互動、交

換紀念品 
全體人員 梅洲社區活動中心 

14:50~15:00 大合照 全體人員 梅洲社區活動中心 

15:00~16:00 宜蘭縣員山鄉參訪 全體人員  

16:00~17:00 回程車程   

17:00~18:00 晚餐   

18:00~19:00 快樂回溫暖的家   

備註： 

1.行程表內時間供參考，一切依實際狀況為準。 

2.請自備散步輕便防滑鞋、雨傘或輕便雨衣、個人隨身藥品、健保卡等。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梅洲里位於宜蘭市西北邊，里內無高山坡地，為地勢平坦之平地地形。歷史災

害主要以淹水災害為主，如 97年 9月辛樂克颱風，因漲潮及地勢低窪，造成環北

和路梅洲堤防旁、鎮平路（鄰近鎮平宮）、津梅一路淹水；100年 10 月 4日豪雨，

造成雪峰三路與慈航二路十字路口淹水；101 年 8月蘇拉颱風，造成地勢低潌的民

權路三段 18巷中山橋下淹水。淹水主要位置，多位於活動中心周邊，因大量降水

造成河川溢堤，而近年整治後已較少淹水事件發生。 

梅洲自主防災社區成立於 101年 5月，103 至 105年皆蟬聯經濟部水利署自主

防災社區評鑑全國特優，顯見梅洲社區在自主防災上長期的經營深耕與努力。該社

區每年舉行自主防災複訓，為組織成員複習防災知識以及社區動員之教育訓練，藉

此加強社區成員與民眾自主防災觀念。該社區自主防災推動情形，如圖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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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宜蘭巿梅洲防災社區推動情形 

資料來源：宜蘭市梅洲社區 105 年度防災社區現地訪評簡報 

透過此次參訪，內南里民眾瞭解到梅洲社區水患自主防災隊隊員們向心力強，

每遇警報發布，皆在指揮官指定的時間內，抵達梅洲社區活動中心集合，以進行防

救災之運作。依隊員表示，防救災運作已落實在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熟稔自己的

任務，而最重要的是，指揮官猶如「桶箍」般帶人要能帶心，讓隊員們願意付出。 

活動與會人員，除了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中和區公所、內南里民眾及協力團隊等，

還有永和區公所人員前往觀摩。所有參加人員共 53人，各單位參加人數統計，詳

表 19；男女比例各為 55%與 45%，詳圖 34；活動情形，詳圖 35。同時，為瞭解活

動成效，課後請參加人員填寫意見調查表，而依統計結果，有 98%的里民表達有成

立防災社區的必要性。另，其餘統計結果，詳附錄 2（四、中和區內南里參訪宜蘭

巿梅洲防災社區意見調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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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參加中和區內南里參訪宜蘭市梅洲防災社區人數及性別統計 

單位 人數 男 女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2  1  1 

區公所 中和區   2  1  1 

板橋區   1  0  1 

中和區內南里  42 25 17 

臺灣大學   6  2  4 

合計  53 29 24 

百分比 100% 55% 4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34 參加中和區內南里參訪宜蘭市梅洲防災社區人員性別統計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梅洲社區詹何輪副指揮官說明當時防災社

區推動過程 

 

詹何輪副指揮官導覽社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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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一起隨著詹何輪副指揮官進行社區

巡禮 

 

長長隊伍漫步林蔭下 

 

走過跨河的棧道，拂過徐徐涼風 

 

大家一起向前行 

 

梅洲社區環境景觀 
 

社區巡禮結束後全體合影 

 

曾金禧里長感謝梅洲社區此次經驗分享 

 

吳文龍指揮官分享梅洲社區水患自主防災

隊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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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認真觀賞梅栦防災社區成果影片 

 

大家專注聆聽分享 

 

防災隊員分享吳指揮官如何帶領隊員 
 

曾金禧里長（左）與吳指揮官互贈禮物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劉聖宗技正（左）與吳

文龍指揮官互贈禮物 

 

參訪活動結束後全體合影 

圖35 中和區內南里參訪宜蘭巿梅洲防災社區活動照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4.8防災社區防災演練 

防救災演練目的，主要是為落實防災社區之成果，重點在於災害發生時之危機

處理與應變搶救，讓演練者就應變時各小組與各成員之職責與任務加以演練、熟悉，

並透過演練瞭解與組員和其他小組，以及其他參演單位之間的協調、聯繫、合作之

重點事宜；而且透過防災演練的進行，不僅日後可加以檢討和修正，也讓社區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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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疏散方向、路線與安全避難處所。 

內南里之歷史災害，主要以土石崩落的坡地災害為主；歷年來，里無雖較大的

災害發生，然而面對氣候遽變的現今，民眾皆需有防災意識，以應變不時之需。為

此，內南里防救災演練之災害類型，除了綜整里內曾發生過的災害，再加上想定的

地震災害狀況進行演練，讓社區防救災小組熟悉應變，而於第一時間達到自助之目

的。為使演練活動能圓滿完成，正式演練前，召開防救災演練籌備會，並進行 3次

預演，各次活動日期、地點，詳如表 20。 

表20 中和區內南里防救災演練籌備、預演及演練時程 

項次 活動時程 日期 地點 

1 籌備會 106.09.05 內南里巿民集會所 

2 第 1次預演 106.09.28 內南里巿民集會所 

3 第 2次預演 106.10.14 內南里巿民集會所 

4 第 3次預演 106.10.15 福神宮前廣場 

5 正式演練 106.10.15 中和區南山溝分洪道管理中心旁籃球場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一、防救災演練籌備會 

防救災演練籌備會於 106 年 9 月 5 日在內南里市民集會所召開，出席人員有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含第七救災救護大隊南勢分隊）、中和區公所、興南國小、內

南里防救災編組成員及協力團隊等共 32人，各單位出席人數及性別統計如表 21、

圖 36 所示。透過籌備會議，協力團隊柯凱元博士說明演練類型及各種假設狀況，

並對演練的時間、地點與各單位配合事項逹成共識。籌備會情形如圖 37。防救災

演練籌備會會議紀錄，詳如附錄 4。 

表21 中和區內南里防救災演練籌備會人數統計 

單位 人數 男 女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2  1  1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七救災救護大隊南勢分隊  2  2  0 

中和區公所  4  1  3 

中和區興南國小  1  1  0 

中和區內南里 21 12  9 

臺灣大學  2  1  1 

合計 32 18 14 

百分比 100% 56% 44%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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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中和區內南里防災演練籌備會參加人員性別統計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防災演練籌備會情形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劉聖宗技正致詞 

 

協力團隊柯凱元博士說明防災演練籌備 

 

籌備會情形 

 

討論演練相關事項 

 

參演里民先熟悉演練腳本 

圖37 中和區內南里防災演練籌備會活動照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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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災演練預演 

為使民眾瞭解防災社區之運作，並加強民眾的防災意識，參演人員除需要配合

的公部門單位之外，悉數由里民親自演練，共舉辦了 3 次預演。106 年 9 月 28 日

第 1次預演，於內南里市民集會所舉辦，中和區公所及內南里民眾出席預演，由協

力團隊柯凱元博士，帶領以紙上推演方式進行。 

106年 10月 14 日下午第 2次預演，原定於中和區南山溝分洪道管理中心旁籃

球場，進行實地預演；但因卡努颱風外圍環流與東北風的「共伴效應」，降下大雨，

而臨時改於福神宮前廣場預演，所有參演單位及人員悉數出席。10 月 15日的第 3

次預演（正式演練），則冒雨於藍球場進行。歷次預演及正式演練之各單位出席人

數及性別統計，如表 22、圖 38 所示（其中第 3 次預演含正式演練）。活動情形詳

如圖 39。 

表22 中和區內南里防災演練歷次預演、正式演練人數及性別統計 

出席單位 第 1次 

（106.09.28） 

第 2次 

（106.10.14） 

第 3次（含正式演練） 

（106.10.15）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1  1  1  1  6 2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

七大隊及南勢分隊 

─ ─  9  1 15 1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

和分局南勢派出所 

─ ─ ─ ─  2 
（進行交管） 

0 

中和區公所  1  3  1  3  3 4 

永和區公所（觀摩） ─ ─ ─ ─  1 0 

八里區公所（觀摩） ─ ─ ─ ─  1 0 

中和區興南國小 ─ ─  0  1  1 0 

中和區內南里 20 18 20 12 35 31 

中和區德行里（觀摩） ─ ─ ─ ─  0 1 

中和區嘉慶里（觀摩） ─ ─ ─ ─  1 0 

中和區連城里（觀摩） ─ ─ ─ ─  1 0 

臺灣大學  2  2  3  8  3 8 

合計 24 24 34 26 70 47 

總計 48 60 117 

百分比 50% 50% 57% 43% 60% 4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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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次預演 

 

第 2 次預演 

 

第 3次預演（含正式演練） 

圖38 中和區內南里防災演練歷次預演及正式演練人員性別統計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1060928_第 1 次預演 

 

在內南里巿民集會所進行第 1次預演 
 

參演人員詳讀腳本 

 

協力團隊柯凱元博士提醒演練注意事項 

 

專注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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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演人員詳讀腳本 

 

中和區公所李漪澕課長與會陪伴 

1061014_第 2 次預演 

 

第 2次預演在福神宮進行 
 

演練內南里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協力團隊柯凱元博士指導參演人員 

 

操作移動式泵浦 

 

演練地震自主應變 

 

演練協助興南國小載送傷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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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隊員指導參演人員操作 CPR 
 

練習演練結束後的集合 

1051002_第 3次預演（正式演練前） 

 

演練場地 

 

演練場地 

 

消防隊員挪放油盤位置 

 

中和區里長聯誼會謝森儒會長(中)擔任司儀 

 

預演車輛行進動線 

 

預演救護車行進動線 

圖39 中和區內南里防災演練 3次預演情形活動照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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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式防災演練 

經過籌劃及預演，106年 10月 15日上午辦理正式演練，以颱風與地震兩種災

害，共假設了 13個狀況，如流程表 23裡所示。演練當天，雨勢依然不斷，所有人

冒雨演練而更形逼真。在所有參演單位共同合作下，演練過程十分順利，獲得在場

長官與民眾的讚賞；同時，讓觀摩民眾清楚瞭解災害狀況從發生至結束，全盤的處

理流程，並落實縱橫向聯繫，以讓各項防救災資源都發揮相乘效果。假如日後遇有

類似災害發生時，社區能於第一時間內自助，將災害影響及損失降至最低。 

演練當天，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李清安副局長、蔡武忠簡任技正、張易鴻簡任技

正、羅億田科長、中和區公所柯慶忠區長，以及頂南里、德行里及嘉慶里蒞臨全程

檢閱。演練結束後，與會的李清安副局長除感謝所有參演人員的努力外，也特別就

演練的各個狀況，提醒社區自助的重要性，並再次傳達防災社區是最佳的自助之道，

提醒社區必須於災前做好防災整備工作，同時運用已建立社區組織及資源，於災時

能迅速進行救災工作。防災演練腳本，詳附錄 5 中和區內南里防災社區防災演練

暨年度成果計畫書，流程詳如表 23所示，參演及出席人數與性別統計，詳如表 22，

活動情形詳如圖 40。 

表23 中和區內南里防災演練假設狀況及演練流程 

時間 流程 內容 

09:50~10:00 報到 長官、貴賓 

10:00~10:10 開    幕 演練說明 

10:10~10:25 
颱風災害 

演練 

【演練狀況一】 
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發布，里長進行警

報發布與宣導 

【演練狀況二】 颱風期間的動員與整備 

【演練狀況三】 颱風期間的監控警戒及通報 

10:25~11:00 
地震災害 

演練 

【演練狀況四】 民眾於地震時的自主應變 

【演練狀況五】 地震後的動員與整備 

【演練狀況六】 協助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物資整備 

【演練狀況七】 興南國小發生多人受傷而請求支援 

【演練狀況八】 協助疏散民眾 

【演練狀況九】 巡視社區災況、救護及載送受傷民眾 

【演練狀況十】 
避難收容處所登記作業與物資發放

及關懷 

【演練狀況十一】 緊急以 CPR搶救昏迷的收容民眾 

【演練狀況十二】 撲滅地震後引發的小火災 

【演練狀況十三】 災情彙整及恢復平時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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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流程 內容 

11:00~11:15 演練完畢 長官講評、頒發感謝狀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新北巿政府消防局長官與中和區公所柯慶

忠（右二）全程檢閱防災演練 

 

防災演練流程 

 

中和區災害應變中心成立 

 

中和區內南里災害應變中心成立 

 

指揮官向巡視預警組提醒歷史災點位置 

 

架設雨量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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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備搶救組鋸斷路樹，以維交通順暢 
 

整備搶救組操作移動式浦泵 

 

民眾於地震時自主應變 
 

跑出戶外避難的民眾檢視防災背包物品 

 

行政後勤組協助避難收容處所開設 

 

興南國小有家長被地震掉落砸傷 

 

通報疏散組協助受傷家長送醫 

 

通報疏散組引導民眾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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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視預警組發現地面龜裂而圍起封鎖線 
 

關懷救護組為受傷民眾包紮 

 

民眾進到避難收容處所 

 

民眾在避難收容處所報到、登記及領物資 

 

關懷救護組有人為休克民眾進行 CPR，有

人緊急通報 119 

 

消防隊員接續處理及送醫 

 

因地震引發火災 

 

整備搶救組進行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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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參演人員於演練結束後集合 

 

中和區公所柯慶忠勉勵所有參演人員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李清安副局長勉勵大家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李清安副局長勉勵大家 

 

致贈中和區公所感謝狀 

 

致贈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感謝狀 

 

致贈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四大隊感謝狀 
 

致贈中和區興南國小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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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贈中和區內南里辦公處感謝狀 

 

全員大合照 

圖40 中和區內南里防救災正式演練情形活動照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4.9防災社區年度成果展 

106 年 3 月 3 日首度拜訪內南里曾里長，4 月 14 日辦理防災社區啟動啟蒙，

至 10 月 15 日辦理防災演練，歷經 8 個多月的教育訓練、參訪及演練，年度成果

展於 10 月 15 日防救災演練結束後，緊接於福神宮前廣場舉辦。出席人員有新北

市政府消防局李清安副局長、張易鴻簡任技正、內南里曾金禧里長，以及內南里民

眾等共同與會。 

成果展之前，協力團隊對各項課程及活動製作 A0 格式海報，包括：拜訪里長、

工作指導會議、啟蒙啟動、環境踏查與防救災對策討論與研擬、防救災教育訓練、

防救災技能訓練、觀摩交流、內南里社區概況、防災社區的好處，以及成果展流程

等共 8 張（如圖 41），並陳列於活動會場，亦製作了約 10 分鐘的回顧影片，讓社

區民眾回顧今年參與防災社區的身影。 

成果展由協力團隊柯凱元博士透過影片，回顧內南里推動防災社區系列的課

程與活動，並透過與會者彼此交流經驗與想法，持續的溝通討論，以提升效益，進

而促使防災社區的推動落實。會中，李副局長亦一再強調防災社區對社區防救災的

重要性，期望社區能持續防災社區的工作。而部分里民亦於防災演練預演時表示，

對災害更加認識，也瞭解災害來時要如何應變。活動流程詳如表 24，活動情形詳

如圖 42。 

表24 中和區內南里年度成果展流程 

時間 主題 主講人/主持人 

11:15~11:30 
回到內南里巿民集會所旁福神宮前廣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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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主講人/主持人 

11:30~11:45 長官致詞  

11:45~12:00 
防災示範社區成果影片欣賞與成果回

顧 

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

心 柯凱元博士 

12:00~12:15 參與經驗分享  

12:15~ 午餐及賦歸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防災社區的好處 

 

內南里概況及災害潛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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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作業─拜訪里長、團隊組成及工作指導會議、

環境踏勘 

 

防災社區啟動與啟蒙、社區防救災救護訓練、演

習 

 

社區環境勘查與防救災對策討論與研擬 

 

防救災組織建立、任務分工與運作及防災計畫研

擬、社區防救災任務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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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社區參訪交流 
 

防災社區年度成果展流程 

圖41 中和區內南里年度成果及成果展流程海報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年度成果展由協力團隊柯凱元博士主持 

 

窗戶上掛著六個多月來努力的成果海報 

 

觀賞內南里防災社區成果影片 

 

內南里防災社區成果影片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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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民高雪玉分享心得 

 

里民黃世耀分享心得 

 

里民陳月菊分享心得 
 

李清安副局長再次強調防災社區的重要 

 

張易鴻簡任技正期勉所有人繼續努力 

 

曾金禧里長感謝各單位半年多來的協助 

圖42 中和區內南里防災社區年度成果展活動照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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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內南里防救災資料庫之調查與建置 

防救災資料庫之調查與建置之目的，主要提供社區瞭解社區的內外部防救災

資源，以利災前與災中之調度運用及應變。防救災資料庫建置內容，包括：弱勢

人口、疏散避難、防救災資源清冊、防救災組織任務與編組人力及防救災技能人

士等內容。其中，脆弱人口含獨居長者及身障之人口；防救災資源含社區內外部

的防救災資源與機具。資料庫內容，詳附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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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內南里防災社區短、中、長期持續推動計畫 

臺灣近年來持續發生重大災害，以致民眾死傷及財物損失持續攀升，並成為

政府與民眾揮之不去的夢靨。因此，藉由防災社區的推動，不但能促使社區於平

日即規劃、執行減災的工作，減少災害發生的機會；萬一發生災害時，也能立即

進行應變，減輕災害的損失，並且還能在災後迅速推動復原重建的工作。 

而防災社區應該具備下列三個特性：1.有能力降低災害發生的機會；2.能夠

承受災害的衝擊、降低災害損失；3.可以在災後迅速復原重建，並且持續地發展。

也就是說，一個具備社區意識、強而有力、能自主進行從災前、災時到災後各項

工作的社區，就可以被稱為「防災社區」。同時，社區組織或民眾為了成為防災社

區所進行的各種努力與工作，就可以被稱為「防災社區」。 

鑑於防災社區是透過社區內的居民參與及組織的建立來推動，而且必須持續

且長久的運作，故應訂定一套目標，即「防災社區後續推動規劃」。此規劃分為短、

中、長之期程，以使社區能自主性地持續運作，透過居民的互動，進行防救災的

學習與訓練、災害環境檢視、減災對策的研擬、社區組織的建立、防救災設施與

設備的整備等手法，來改善居住環境的安全，強化社區整體的防救災能力，建立

一個安全的居住環境，並邁向永續社區的目標。有關防災社區後續推動規劃如下

述： 

6.1短期計畫 

短期計畫是屬於非結構性之手段，主要藉由防災社區的建置，讓民眾參與及

付出，以促使防災社區能更加順利地推動，並於未來災時應變與平時減災準備做

最有利的措施（詳表 25）。另，必須加強防救災編組成員之安全設備，才能於災

害來臨時，確實執行自主防災社區的各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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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中和區內南里防災社區後續推動短期計畫內容 

項次 名稱 說明 

1 環境踏勘 透過環境踏勘，找尋社區內容易發生災害的高

風險地區。 

2 防災地圖建置 地圖上標記曾發生災害之地點或可能會發生

災害的地區，以提醒民眾注意社區內易發生災

害之處。 

3 瞭解社區人口分布與組成 透過人口調查，深入瞭解社區中脆弱人口所居

之處，以利災害發生時優先撤離。 

4 擬訂避難逃生路線 針對容易受災之地區，擬訂避難逃生路線，以

利災害發生時，提供民眾逃生方向。 

5 社區組織建立 1.透過平時組織之建立，以在災害發生時提供

協助。 

2.防救災編組如下（任務詳表 11）： 

（1）巡視預警組 

（2）整備搶救組 

（3）通報疏散組 

（4）關懷救護組 

（5）行政後勤組 

6 相關防災宣導 1.透過各種講座，協助民眾瞭解平時如何減

災、災時怎麼避難的重要性；尤其對於脆弱

人口，如獨居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之宣導。 

2.位於校園避難收容處所宣導校園內的避難

設施。 

7 購置防救災所需基本配備 建議配備，詳表 15。 

8 舉辦防災救護訓練活動 舉辦 AED、CPR及包紮等研習活動。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6.2中、長期計畫 

防災社區之推動，除了透過社區民眾的參與外，未來在平時減災準備與災時

應變上，可以藉由硬體的工程或設備協助防災社區之運作更加順利，及解決在歷

史災害中發生的問題，以確保社區安全。內南里防災社區後續推動中長期計畫內

容，詳表 26所示。 

表26 中和區內南里防災社區後續推動中長期計畫內容 

項次 名稱 說明 

1 增加及更新原資料庫內容 將每年新編定的清冊及相關調查資料納入資

料庫中，定期更新。 

2 應變能力加強 強化緊急應變能力與自救互助能力，以落實、

執行各項防救災工作。 

3 災害防救應變演練 每年進行 1~2 次的災害防救應變演練，以使

民眾熟悉災害發生之際如何自救及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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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說明 

4 推動社區營造 組織動員，提升社區意識認同，並配合他項社

區事務，共同推動社區營造。 

5 三方互動模式 建立社區、專業團隊及地方政府的互動模式。 

6 擬定災後收容管理辦法 於災害來臨時有效取得受災人數及收容場所

內所需物資數量等資料，便於人員管制、資源

配給，有助於政府組織能快速瞭解收容場所內

所需資源。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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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成果與建議 

本（106）年度協助推動防災社區工作上，由協力團隊規劃，新北市政府消防

局及中和區公所提供協助，針對中和區內南里推動防災社區計畫。相關預定工作皆

已完成，包含啟動與啟蒙、社區環境踏勘、社區災害環境診斷、防救災議題與對策

研擬、社區防救災組織建立及防災計畫研擬、社區防救災及救護訓練教育訓練、社

區參訪及綜合演練等課程項目之操作，用以加強社區防災的能力。防災推動工作成

果及建議如下述。 

7.1 成果 

一、防災社區工作團隊組成與指導會議 

(一) 106年 3月 24 日於內南里巿民集會所辦理。 

(二) 防災社區工作團隊組成，並對推動防災社區之活動日期、訓練課程，以及向

民眾活動宣導事項達成共識。 

二、啟動與啟蒙 

(一) 106年 4月 14 日於內南里巿民集會所旁之福神宮前廣場辦理。 

(二) 參加人數共 95 人，其中里民有 76人。 

(三) 透過課程讓里民瞭解什麼是防災社區及為何要有防災社區。 

三、社區環境踏勘及防救災對策討論與研擬 

(一) 106年 3月 24 日進行歷史災點及社區環境初勘。 

(二) 106年 5月 20 日於內南里巿民集會所之旁福神宮前廣場辦理。 

(三) 參加人數共 82 人，其中里民有 60人。 

(四) 透過課程瞭解自己居住的環境，對社區面臨的災害烕脅共同研商解決方法。 

四、防救災組織建立、任務分工與運作及防災計畫研擬 

(一) 106年 6月 22 日於內南里巿民集會所旁之福神宮前廣場辦理。 

(二) 參加人數共 108 人，其中里民有 89人。 

(三) 透過課程瞭解防救災組織之任務、分工及防救災計畫研擬。 

五、防救災技能訓練 

(一) 106年 7月 19 日於內南里巿民集會所旁之福神宮前廣場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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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加人數共 121 人，其中里民有 100 人。 

(三) 課程著重於基本救護及滅火器操作，以提升面臨災害時自救的能力。 

六、參訪 

(一) 106年 8月 27 日參訪宜蘭市梅洲社區。 

(二) 參加人數共 53 人，其中里民有 42人。 

(三) 藉由參訪從中學習相關經驗，以實地觀察體驗環境來提高社區交流的互動

機會與空間，並透過參訪臺北市政府消防局防災科學教育館，加深對災害之

認識。 

七、防災演練 

(一) 106年 9月 5 日在內南里巿民集會所舉辦防災演練籌備會。 

(二) 預演 

1. 第 1次：106 年 9月 28 日。 

2. 第 2次：106 年 10月 14 日。 

3. 第 3次：106年 10月 15 日（正式演練前）。 

(三) 正式防災演練：106年 10月 15日於中和區南山溝分洪道管理中心旁籃球場

舉辦。 

(四) 參加人數共 117 人，其中里民有 66人。 

(五) 以「颱風災害演練」和「地震災害演練」，共假設了 13個狀況。 

八、年度成果展 

(一) 106年 10月 15日於內南里巿民集會所旁之福神宮前廣場辦理（緊接於防災

演練後）。 

(二) 製作各課程活動海報及回顧影片。 

(三) 分享心得。 

7.2 建議 

一、對防救災觀念不熟稔的里民，透過一連串的訓練課程和演練而有了相當

程度的概念，如未持續進行習慣與觀念養成，將使成效打折扣。因此，除

了第 1年的訓練外，社區應年年參加相關複習課程及防災演練。 

二、社區自行辦理防災演練，建議可如防災演練預演模式，召集防災編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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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室內進行演練，透過年年練習，讓大家能熟悉防救災相關工作。 

三、防災編組成員未必認識社區的每 1 位住戶，建議可將社區分區劃定，讓防

災社區編組成員認養責任區，以加強社區防救災組織成員對社區之瞭解

及社區住戶之掌握。 

四、協力團隊已彙整的防救災資料庫應定期更新，建議 1 年更新 1 次，或社

區可依實際需要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