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的一年，衛生福利部將秉持「促進全民健康與福祉」的施政理念持續努力，不只守護新生

命、關心弱勢族群，對於年長長輩，也能將心比心，給予最完善的照顧。
文／陳時中

健全兒童照顧體系 
營造優質生養環境

衛生福利部為營造優質托育環境，除了對家庭

式、機構式托育，採行高規格的管理、稽查與考

核外，同時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積極推動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服務，以結合家庭式、機

構式托育特點，讓民眾在社區中便能以較低廉

的價格，享受優質的托育服務，迄今已核定成立

89處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依各縣市施行辦法、時

程，將陸續運作，未來將逐步擴增至120處，提

供育兒家庭社區化且近便性高的托育照顧服務。

此外，為強化我國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積極推

動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國內法化，在跨部會

的合作下完成公約首次國家報告，並辦理國際審

查會議，依結論性意見進行法令、政策的檢討，

並將建立結論性意見推動管考機制，以澈底落實

《兒童權利公約》精神，打造適合兒童成長及發

展的環境。

建立完善健康福利環境 
讓幼有所養、老有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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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家庭育兒負擔 
協助弱勢族群自立脫貧

為了讓父母能夠安心養育子女，本部也提供育

兒津貼、托育費用補助等，減輕家庭育兒負擔；

對於經濟弱勢的孩童，更需要積極扶持，甫於去

（2017）年開辦之「兒童與少年未來教育及發展
帳戶」，即是藉由政府、經濟弱勢家庭及民間組

織共同合作，為孩童設立個人帳戶，並結合民間

資源，透過社工輔導、提供實物資源與理財教育

等措施，幫助經濟弱勢家庭的孩童累積資源，讓

他們擁有更好的人生發展機會。

對於社會中某些家庭因為貧窮、失業、酒藥癮等

問題，更需要及早介入協助，提供服務，以避免

家庭後續發生暴力、殺子後自殺等更大的危機。

今（2018）年，建構社會安全網是本部重點工作
之一，介入焦點將由以往的「個人」轉變為以

「家庭」為中心，依照個別家庭的不同需求，由

政府介入關懷，以「風險預防」、「單一窗口」

及「整合服務」原則，強化跨體系效能與服務串

聯，並增設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提高服務的可近

性與預防性，使安全防護網絡深入臺灣各角落。

佈建優質長照體系 
擴增照顧服務能量

因應高齡化社會，在2017年推動「長期照顧十年
計畫2.0」（以下簡稱長照2.0），以資源佈建、
系統整合為目標，共建構了80個A級「社區整合
型服務中心」、199個B級「複合型服務中心」與
441個C級「巷弄長照站」。並期望在今年完成
350個A級、1000個B級與1500個C級照顧服務據
點，讓長者們都能夠在社區中就地安老。

2018年是長照服務起飛的一年，服務量能與時效
都將較以往進步。隨著「1966」長照服務專線的
啟用，讓民眾能以更簡單且容易記憶的號碼，快

速、方便地申請長照服務；此外，在出院準備銜

接長照服務部分，對於有長照需求之出院病人，

有別過往出院後約21天長照服務才進到居家，現

已縮短約一週內即做好銜接準備，未來將朝醫

療、長照資源之有效銜接、整合，以達到無縫接

軌長照服務之目標。

天災無常 人間有愛

在今年2月6日深夜，花蓮發生芮氏規模6.0大地

震，並導致統帥飯店、雲翠大樓倒塌意外，造成

多人受傷，強震發生後幾日仍餘震不斷，在民眾

驚慌失措之際，第一線醫護人員仍堅守崗位，抱

持著救人第一的理念，不眠不休地投入救護行

列，也有許多醫院團隊與熱心醫護人員主動前往

災區支援，看到大家齊心救治的景象，令人非常

動容。本部於事發隔日，即派遣南區國家災難醫

療救護隊（成大醫院）前往協助，並配合花蓮縣

政府成立現場醫療站，同時動員志工進行受災戶

的關懷服務工作，並依「從優、從寬、從速」原

則，協助花蓮縣政府完成死亡及重傷救(慰)助金

發放。

對於災難過後，部分民眾可能發生創傷後壓力

症候群，本部也積極與衛生局結合，由心理衛生

專業人員至各收容處所提供關懷及心理支持服

務，並提供救災人員及志工關懷輔導，同時由安

心專線0800-788-995提供24小時免費心理諮詢，

以協助民眾渡過此重大創傷經驗，未來，本部也

將持續與各部會配合行政院規劃，協助花蓮重

建之路。

同心協力 促進全民健康福祉

面對接踵而來的挑戰，變革勢在必行。我們將傾

聽各界聲音，秉持為民服務的精神，以宏觀的視

野，與時俱進，落實衛生福利部「健康、幸福、

公平、永續」的核心價值，提供民眾全面及整合

性之衛生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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