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苗栗縣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第四組第 1次推動小組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1年 3月 23日(星期二)14時 

 會議地點：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201會議室 

 會議主席：蔣主任意雄                       

 出席人員：                              紀錄:張潔 

    蔣委員意雄                 蔣委員意雄 

    張委員蕊仙            廖科長秀慧代 

    楊委員文志                 徐科長桂媚代 

    林委員勤妹                 另有要務請假 

    孫委員旻暐                 孫委員旻暐 

    黃委員寶中                 黃委員寶中 

    社會處                柳社工師慧萍、黃約用人員再玉 

    教育處                詹輔導員雨涵 

    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     徐社工員珮詩、謝專案人員𠡓𩊴 

    勞工及青年發展處          張科員家維 

    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鄧職能治療師善宇 

    衛生局                     趙約僱人員佳吟 

    原住民族事務民中心         田課長維嘉、石課員庭瑜、林課員采晴、 

                               詹專案人員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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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前次推動小組會議紀錄檢視： 

黃委員寶中：請問本縣目前長照巷弄站(C據點)有幾個？因應防疫，多數據點仍

未開放，是否有替代方案？如採分批或分區域進行，建議執行策略方法應明確列

出。 

長照中心回應:本縣目前 C據點含(文健站、社照 C、醫事 C)總數為 131處。因疫

情影響，C據點皆於 5月中旬停止開放，社區開班受到影響，疫情趨緩後各巷弄

站已陸續恢復開課。 

 

參、 跨局處議題討論： 

苗栗縣政府 110-111 年度性別平等促進推動小組跨局處整合計畫 

第四組：強化高齡者共同社會參與意願暨在地健康老化活動規劃方案 

計畫目標 執行策略 報告及配合單位 本次委員建議事項及單位回應 
 建構性別友善環境-

悅讀性別分享站 

1.建構多元、尊重、關

懷的人我關係與無

性別歧視高齡友善

環境，推展實質性別

平等。 

2. 透 過 悅 讀 親 近 性

平，將性平意識推廣

至社區使高齡者於

生活中避免產生性

別歧視，進而規劃消

除社會、文化及生活

中既有的歧視。 

3.宣導尊重關懷的性

別意識，培養高齡者

批判省思與具體實

踐的行動力。 

 

1.設置「性別好書」

專區，以置入性方

式對到訪高齡者

進行印象強化。 

2.利用閒置空間張

貼性平海報（性別

友 善 資 訊 布 告

欄），並宣導「消

除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CEDAW）」。 

3.購入「性別書籍或

繪本」，並辦理講

座以導讀方式探

討性別議題，加深

高齡者辨識多元

性別之能力。 

4. 與 社 區 據 點 合

作，以「趣味性別

桌遊」之互動方

式，深化性別意

識。 

5.吸引男性參與措

施，提供夫妻同行

參與課程並以獎

勵方式增加男性

高 齡 者 社 會 參

與，提升正確性別

觀念。 

辦理單位: 

社會處 

 

協辦單位: 

教育處 

一、 孫委員旻暐： 

1. 性別平等促進推動小組跨局處整合計

畫有涉及配合單位，如教育處等，建議

將配合的議題及工作成果列入，更顯現

出跨局處整合精神。 

2. 在 110 年度辦理活動情形成果部分，在

參與的比率上呈現女性比男性多。考量

這是跨局處整合計畫，是否我們在 111

年度開始能結合相關局處共同去推動

計畫？另外是否在 111年度辦理時可以

去思考如何拉近男女之間的落差，如何

可以邀請不同性別的一起來參加，或針

對參加的前 10 對給予小獎品以茲鼓

勵。如此在 111 年度的計畫就會有具體

的改善策略，也會有不同的成果表現。 

 

教育處回應： 

執行策略部分會後將相關成果一併配合填

報提供。 

 

主席裁示： 

針對各計畫目標，相關單位如有涉及各項

執行策略，應提供相關成果，以符合跨局

處合作機制及精神。 

 

二、 孫委員旻暐:有關社會處辦理性別平

等活動經費建議補充編列及執行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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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處回應： 

1. 有關 110 年度推動計畫內容，在上次的

會議已經有過討論，社會處也針對上次

會議委員建議的事項也做了一些調

整。原來也有準備 111 年度計畫執行策

略想要請教委員，可是資料被刪掉了，

所以我認為檢討 110年度的計畫方案沒

有特別大的意義。 

2. 針對孫委員的建議，目前高齡者社會參

與的男女比率大概維持在 3：7 左右，

我們也希望能激勵更多的男性來參

與，今年也會觸及到夫妻一起參與，也

會鼓勵女性邀請另一半一起參加，也會

準備一些小禮物，或者是讓一起參加活

動的夫妻及其子女用手拿牌板拍照與

打卡，來增加一些趣味性，今年規劃有

3 到 5 場次，也會邀請跨局處一起辦理。 

 

三、 黃委員寶中： 

1. 這是兩年期的計畫，以社會處為例，在

執行策略第 2 項及第 4 項未顯現成果，

建議在 111 年度剩餘的這幾個月完成。

其他局處如教育處的樂齡學習中心或

是社區據點，有辦理相關活動也可以寫

進來，可增加跨局處工作績效及精神。 

2. 110 年我們第四小組的補部分。在每項

計畫目標及執行策略的有關的，各相關

局處只要把一些文字補上即可 

3. 是不是在 111年度把剩下這幾個月把他

完成，其他局處如教育處樂齡學習中心

或社區據點有辦理相關活動部分，也可

以把他寫進來，亦可增加跨局處工作績

效及精神。 

4. 110 年我們第四小組的補部分。在每項

計畫目標及執行策略的有關的，各相關

局處只要把一些文字補上即可。 

 

主席裁示： 

訂定的計畫目標及執行策略做得到的才可

以寫，而且要有對應。有關性別預算部分，

只要跟性別平等活動成果都要列出。 
計畫目標 執行策略 報告及配合單位 本次委員建議事項及單位回應 

 樂齡健康生活—提

高社會參與率及身

心靈成長 

1.樂齡長者從職場上

的 主 流 角 色 退 休

1.藉由各樂齡學習

中 心 的 課 程 規

劃，如晨光志工增

能培訓、樂齡爺爺

奶奶校園故事列

辦理單位:教育

處 

 

協辦單位: 

勞青處 

一、 孫委員旻暐： 

1. 活動計畫目標及執行策略規劃辦理場

次很多，有關性別課程議題要如何導

入？本計畫與性別的關係在哪裡？目

前只看到性別的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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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往往需要良好的

自我調適，透過本縣

各樂齡學習中心的

學習活動，如參加志

工培訓、貢獻服務課

程等，提供高齡者參

與社會互動與再貢

獻社會之機會，再次

發揮自己的才能，找

尋自己退休後的人

生意義。 

2.「老化」是每個人一

生當中都會經歷的一

個過程，但可以藉由運

動保健及心靈成長等

相關課程，學習如何促

進身心健康、延緩老化

的速度，以維持樂齡長

者的生活品質。 

車，讓長輩進入教

室與學生敘說繪

本故事；也安排以

志工服務為主的

成長課程，利用所

學服務社區，如環

保淨山活動、成立

行動劇團至社區

進 行 各 式 宣 導

等，預計辦理17場

次，參與人數約

600人。 

2.由各樂齡學習中

心規劃系列保健

運動及心靈成長

課程：如肌耐力訓

練、毛巾健康操、

活化記憶力、正向

思考人生觀等健

康 老 化 發 展 課

程，營造健康快樂

有尊嚴的老年生

活，預計辦理300

場次，參與人數約

6,000人。 

 

 

社會處 

教育處 

衛生局 

毒衛中心 

長照中心 

原民中心 

 

 

 

 

 

2. 在所有的樂齡講師的帶領之下，如果我

們的目標是身心靈成長，那在成長的部

分有哪些?在成果資料中看不太出來。

如果能夠透過前後測的比較來看，或者

透過他人的觀察的確有不同的改變，這

樣會比較具體，如果要回頭來回應當時

執行的目的的話，看不太出來有怎樣的

不同，應該可以再進行補充。 

 

教育處回應： 

核心課程部分也有性別平等概念，針對主

題來說是針對高齡者的需求因此提出此方

案。至於性別平等的部分，核心課程也有

提及，如果是有關樂齡者的性別平等部

分，之前也曾邀請長輩來宣導財產法等等

議題，後續也會持別拉出來呈現在課題上。 

 

二、 孫委員旻暐： 

這個就是我想要引導的，若想要做性別平

等相關課程，必須提出才會突出，因為我

們的題目應該要回歸在性別平等促進的整

個計畫，不是只有高齡的計畫而已。另外

想要校正「祖孫代間學習課程」的用詞，

目前較常來形容的是「老少共學」，如果確

定要做的是老少共學，建議更換用詞，感

覺會比較新穎。 

 

三、 黃委員寶中： 

1. 建議將不同族群(客家、原住民、新住

民、閩南)及鄉鎮別，把性別平等議題

課程帶入，對於性別議題也會不一樣，

應該要規劃設計。這樣對於課程的成果

部分解釋會比較合理。 

2. 另執行策略與規畫執行情形要對應，

110 年後面寫到在學校辦理，但執行策

略並未談到，前後不一致。建議數據也

要重新整理，如何把前面的策略將性別

議題框在一塊，未來應該把執行情形、

族群性別意識放進去，數據就比較好解

釋，不然執行情形跟規劃情形是無法對

應的，所以後面有談到學校，前面也要

提及，前後要呼應，建議數據要再整理。 

 

四、 孫委員旻暐： 

請問在執行策略第一項晨光志工增能培

訓、樂齡爺爺奶奶校園故事列車，可以

把這些講師的性別放進去，如幾個爺爺

或幾個奶奶，不見得講故事都是女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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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爺爺也可以講故事，可以放在成果

裡，針對性別的課程。 

 

教育處回應： 

1. 針對黃委員的建議，我們有不同族群的

課程，不同的鄉鎮也有不同的樂齡課

程，後續在這部分會統計數據，不同地

區的性別意識及概念如委員所提會有

所不同。後續也會將性別議題帶出並拉

進性平課程，不是只有單純的社會參

與，會將核心課程一起納入並做結合。 

2. 另外是老少共學部分，會與學校做結

合，從學生開始，學生回去會與爺爺奶

奶一起討論，討論後邀請爺爺奶奶一起

來樂齡中心上課或參與樂齡中心的課

程，與學校共同辦理老少共學的課程。 

 

五、 黃委員寶中： 

並非反對與學校做結合，只是成果裡只有

提到在樂齡中心去執行，如果後續辦理情

形從樂齡中心延伸至學校，要能說清楚，

而非前面沒交代，後面卻突然冒一個東西

出來，以樂齡中心為主軸，但延伸出去的

執行方式在成果是可以加以說明的。 

 

勞青處回應： 

有個問題一直想知道，當時有提出委員任

期與跨局處的議題是否能 match 在一起，

因為執行的時候，委員是上屆的，回去後

導向變得不同。 

 

六、 黃委員寶中： 

過去有提過，各局處業務承辦人也重新調

整，共同討論如何讓計畫符合規範，並不

是要增加大家的業務量。 

 

七、 孫委員旻暐： 

完整度能更好一些，縣府對於性平的重視

程度是否有拿出來的評鑑資料呈現對比，

相信苗栗的評鑑能做得很好。發現一個危

險的問題，原來題目不是討論出來，而是

上面定的，應該要各局處一同討論，落實

跨局處的概念，各局處要列出許多計畫出

來，整合後才會呈現真正的身心靈都具備

的計畫，而各局處也是在做自己相關的業

務。 

 

教育處回應： 

文健站等都有進行性別議題的推廣，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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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單位在下一年度提供的表格更加延伸

一點，因為我們也不知道我們確確實實該

做甚麼。 

 

八、 黃委員寶中： 

教育處剛剛提出的辦理情況，如何回應各

局處所提計畫目標底下的項目，大家重新

作排列就能達成跨局處的計畫目的，就像

樂齡中心年度執行成效，不管有沒有與性

別議題有關，成效部分提出哪個單位做了

什麼事，方能更有成效。 

 

九、 孫委員旻暐： 

請問爺爺奶奶說故事的部分有相關的補助

計畫嗎? 

 

教育處回應： 

我們會出樂齡故事集，在成果展也有呈

現，相關數據統計資料回去後再補充。 

 

主席裁示： 

請各局處提供自己業務成果資料，並請一

併填報。 
計畫目標 執行策略 報告及配合單位 本次委員建議事項及單位回應 

 增進中高齡者對既

有就業資源認識-生

涯職場轉換與就業

心態調適 

為因應高齡化社會來

臨，本處透過各類職業

訓練及研習宣導，增進

中高齡者對既有就業

資源之認識，同時改變

社會對中高齡者的偏

見，擴展中高齡者再進

入職場之道。 

 

 

 

1.開發臨時性、季節

性、短期性、部分

工時、社區服務等

就業機會及就業

媒合。 

2.提供勞動法令、職

涯發展諮詢服務

規劃、職涯探索及

職業心理測驗評

量，希望能幫助銀

髮 人 才 職 涯 發

展、瞭解就業市場

趨勢及職場適應

等目的。 

3.辦理訓練研習課

程，規劃辦理8個

班別，參訓人數預

計為240人，促使

銀髮人才瞭解就

業市場現況及趨

勢。 

4.敦促雇主聘僱專

業銀髮人才，傳承技

術及經驗，深入各工

辦理單位: 

勞青處 

 

協辦單位: 

社會處 

教育處 

衛生局 

毒衛中心 

長照中心 

一、 孫委員旻暐： 

1. 本計畫與性別平等有何關係呢？課程及

比例要呈現出來，除了辦理相關活動之

外，有什麼是與跨局處有關的，還有哪

些局處在辦理活動時有提供協助？不管

是直接的或者是間接的協助，可再去思

考一下。 

2. 很多時候我們都知道就業與失業的男性

居多，但是開課之後來上課的大都是女

性，男性反而偏少，該如何去突破這個

區塊，在未來的設計方面也可再思考。 

3. 開班後實際人數與預計人數落差太大。 

 

二、 黃委員寶中： 

1. 預設辦理狀況與後續停辦狀況不相

符。除了電腦文書處理使用班別之外，

其他事項都是女性就業率高於男性就

業率，當然可解釋是為了提升女性就業

機會所以開辦這個班，但實際上是協助

女性就業率高於男性，因此這裡可以寫

得更完善一些。 

2. 110 年的預定辦理不需再寫出來，呈現

實際辦理情況即可。公部門呈現辦理狀

況時，不須特別用表格呈現，以概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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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團體推廣銀髮人

才再運用觀念，提供

僱用獎勵及職務再

設計等資訊。 

性別呈現模式即可，代表增加女性就業

率，改善本來是男性就業率高於女性的

狀況，將協助性別平等、女性就業率提

升的部分予以強化。 

 

勞青處回應： 

1. 有關表格問題，是上次開會時委員建議

使用表格的方式來呈現，以便清楚知道

開了多少班。 

2. 在開立的班別上，因為沒有就業服務處

或其他合作廠商，需要較多的經費，來

參加的人也多半是新住民，因此開了較

多關於市場的課程，在這樣的呈現狀況

下，就有男女性人數的差別，有些男性

較會參加的課程，因受疫情影響而停

辦，因此呈現出來的結果感覺是男性與

女性的差異很大。 

3. 針對中高齡的表格會依照委員的建議特

別拉出來，並且更符合本次主題。 

 

三、 黃委員寶中： 

中高齡的表格有點文不對題。 

 

四、 孫委員旻暐： 

相信之前的委員會提出這樣的建議有他的

意義，但是將表格放進書面報告中並不是

很妥當。後續應該將要執行的工作項目列

出來。 

 

勞青處回應： 

若有辦活動大家配合一下即可適用社群媒

體宣傳出去，透過各局處力量可以先用互

相標註連結的方式，讓資訊更公開。 

 

五、 孫委員旻暐： 

針對 111 年有要跨局處配合的有哪些能夠

協辦？ 

 

六、 黃委員寶中： 

有沒有實際能夠幫上忙的想法？讓公部門

能夠依照流程執行。 

 

主席裁示： 

1. 請相關配合局處與勞青處一起合作。 

2. 原民中心有一些能夠執行的活動，但是

這個主題主要是針對年輕族群的。 
計畫目標 執行策略 報告及配合單位 本次委員建議事項及單位回應 

 營造性別友善環境-

健康促進性別暖心

1.以18鄉鎮市衛生

所為社區服務平

辦理單位: 

衛生局 

一、 孫委員旻暐： 

1. 功能量表測量在成果中能否呈現？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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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1.營造多元融合、相互

接納、包容與關懷及

無性別歧視的高齡

友善環境。 

2.推動高齡者參加健

康促進課程活動，宣導

性別平等觀念，提升性

別友善的意識，共同營

造性別平等的生活環

境。 

台，招募轄區長者

參與健康促進課

程（每週需提供至

少2次健康促進課

程，每次課程至少

2小時）; 為期20

週，每期課程需配

合進行前、後測

「ICOPE 長者功

能評估量表」篩

檢。 

2.運用同儕及親友

的相邀，將性別元

素融入，增加男性

長者參與健康促

進課程，並推廣性

別平等宣導，提升

正確性別友善觀

念。 

 

協辦單位: 

教育處 

社會處 

 

量結果可以稍微有簡單的著墨。 

2. 本計畫策略與性別議題有何差別？例

如來參與課程的男性及女性受到課程

的影響如何？跨局處的部分在哪裡？ 

 

衛生局回應： 

1. 在跨局處的部分，在業務推動上不只著

重在長者的健康與促進，裡面還融合了

社區的營造、社區整合支援工作、社區

營養推廣中心以及其他的供餐據點，結

合了許多單位，例如教育處、社會處、

文觀局等等均有列在裡面。 

2. 今年度健康促進站正在進行標案，大概

用 240 萬元的經費來做長者健康促進

站。另外我們也刻正撰寫一個計畫，這

個月底會核定下來，利用 ICOPE 找到需

要轉介的個案，至醫療院所或社區營養

中心，進行後續所需要的資源。社區營

養中心會在社會處的 C 據點，在今年度

看全穀雜糧類攝取是否足夠？ 

3. 我們沒有把上面所有的相關做法填報成

果，例如建造友善商店、友善社區，這

些都是給予長者更多包容關懷的地方。 

 

二、 孫委員旻暐： 

1. 目前辦理項目與性別平等沒有關係，除

了男女性的參與人數而已，需要給補

充，後續在 111 年度會如何做？需要補

足將會更完整。 

2. 經費的部分，除了社會處及剛剛提及

的，需不需要提出完整的經費項目？在

分工小組會議裡的案子需不需要列出

完整經費？如果需要是不是要比照其

他單位？ 

 

衛生局回應： 

在性別的部分可以看到供餐部分男女性別

的狀況，還有他們在吃的東西是不是有什

麼樣的差異，在健康促進站可看到出來參

與的人有哪些，在社區營養推廣也是如

此，現在推動的計畫中可看出在餐飲中性

別的差異，在參與活動中所呈現的狀況有

什麼樣的不同，也能夠讓我們知到後續該

如何推動。 

 

三、 孫委員旻暐： 

請問資料是在附件嗎？因為看到的資料都

只是人數而已，相信應該男女性之間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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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活動設計上對於男性還是女性會比

較好？又或者是兩性是差不多的？ 

 

衛生局回應： 

1. 附件沒有資料。因為剛剛有說到會在之

後辦理，才會寫在計畫中。 

2. 去年主要針對長者健康促進站在辦

理，但因為在要開始辦理的時候疫情爆

發，所以去年幾乎是沒有辦法開班的狀

況，等後續疫情減緩才開班，事實上開

班的人數也是不多的，因此去年能呈現

的也只有這些成果。 

 

四、 孫委員旻暐： 

1. 請問之前的計畫是不是有關於性別

的？這次辦理的成果中，運用同儕親友

相邀是不是在成果中能看到這樣的改

變？ 

2. 如何在第二年把第一年沒有做到的補

齊，第二年應該要先把原先有做好的再

做一次還是先補足沒做完的？ 

 

五、 黃委員寶中： 

1. 寫的計畫若是沒有辦法達成，不應該填

寫 18 鄉鎮。若各局處能夠幫忙，就可

一同推動，而不是只有同儕支持。今年

的變換執行該怎麼去做？辦理情況如

何？都應該要補上。 

2. 提醒衛生局要說明計畫，將要辦理的事

項寫上，要先為下一步做準備，錯誤的

資料需要進行修正。 

 

衛生局回應： 

本來是要做 18 個鄉鎮的，因為衛生所正在

進行疫苗施打的工作沒辦法開站，擔心今

年會發生一樣的事情，因此今年度全部用

標案的方式執行，例如健身房或社區據

點，這樣就不會因此而讓計畫停滯，今年

執行的地點也不會在衛生所辦理。 

 

主席裁示： 

1. 各單位需要補上辦理性別平等計畫的

執行經費。 

2. 資料提報呈現一定要準確。 

計畫目標 執行策略 報告及配合單位 本次委員建議事項及單位回應 

 心連心-串起在地長

者健康心希望 

推動社區高齡者心理

1. 增強生理功能，營

造健康狀態，增加

肌肉張力、促進平

辦理單位: 

毒衛中心 

 

一、 孫委員旻暐： 

1. 活動場次參與人數 500 人，是否可以像

其他局處寫出明確的辦理場次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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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 衡、保持體力之復

健功能之活動設

計。 

2. 配合心理健康宣

導單張，引導老人

自我察覺能力，增

加社會參與和人

際互動，降低心理

壓力惡化，避免憂

鬱及壓力造成的

影響。 

3. 於18鄉鎮市社區

辦理心理健康初

級預防活動，活動

融入性別平等、懷

舊故事、正念減壓

內容，營造在地老

化、健康老化及活

躍老化之環境。 

 

協辦單位: 人數？或者是否可以解釋一下。 

2. 請問這裡所有的 3 場次活動，都是以中

高齡為參與對象？像「正向思考好健

康」的部分呢？還有辦理的性別議題在

哪裏？ 

 

毒衛中心回應: 

1. 去年的 9 月份到 12 月份其實已增加 8

場次，目前已經執行 11 場次，我們預

估這幾個月之內應該會完成。 

2. 我們的課程都是針對老人，主要是社

區，還有相關的關懷據點、C 據點，還

有一些樂齡中心等等。我們的課程設計

本來就有導入性別平等及多元性別本

來就有導入在課程裡，也著重在一些減

壓、正向思維的部分，所以說我們的計

畫內容已經完全充分在做了。 

 

二、 孫委員旻暐： 

建議可以在辦理的課程內容上加上性別議

題 CEDAW、性別的家事分工或其他有關

性別議題的主題標示在成果中。 

 

三、 黃委員寶中： 

1. 18 鄉鎮市的活動名稱、場次，是否也

一樣可以在未來呈現的部分再去思考。 

2. 秘書單位可以將 110 年度辦理成果及

111 年度後續辦理情形也寫出來，因為

這是兩年的計畫，這樣一來可以將所有

的成果充分的呈現出來。 

3. 另外辦理活動的成果也要跟前面所寫

的計畫目標及執行策略要框在一塊並

且要對應，這是執行單位要去思考的，

不然到時候會圓不了也對應不來。 

 

主席裁示： 

請毒衛中心針對委員建議補充相關資料，

另請各局處辦理的事項也一併補充。 
計畫目標 執行策略 報告及配合單位 本次委員建議事項及單位回應 

 原民部落的性別平

等健康家園 

1.強化原住民部落高

齡者共同參與社會

活動之意願。 

2.利用文健站，宣導健

康及性別平等，增加

原住民族高齡者觀

念。 

1.以本縣文化健康

站15站作為計畫

主軸及實施起點。 

2.結合文健站之預

防及延緩失能課

程，各站至少辦理

1季（每3個月為1

季），開放並邀請

非文健站服務對

辦理單位: 

原住民族事務

中心 

 

協辦單位: 

社會處 

教育處 

勞青處 

衛生局 

一、 孫委員旻暐： 

1. 第一個部分，我們去看各個業務單位的

成果報告是要看性別平等及性別促進

成果，尤其是中高齡長者為對象。就報

告第 1項至 7項到底有那些事項是跟性

別平等或跟性別主題有關連的，如就目

前的文字來看，感覺第 7 項部分有，因

為有特別提到達到性平觀念普及化的

理想，但仔細一看第 1 至第 4 項又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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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之長者（不限原

住民）參與，並且

記 錄 參 與 前 後

KCL 測量表，俾

利分析其效益。 

3.推動55歲以上原

民長者夫妻共同

參與課程與活動

並獎勵。 

4.製作文健站延緩

失能課程族語（泰

雅語、賽夏語）文

宣單張，並張貼於

各文健站，以鼓勵

長者（不分性別）

皆可至文健站參

與延緩失能課程。 

5.利用文健站座談

會，每站各辦理1

場，共計15場次，

宣導性別平等相

關議題，包含延緩

失能課程族語文

宣。 

6.於文化健康站規

劃辦理推動都市

原住民族權益宣

導會2場次，讓原

民長者透過社會

參與了解自身權

益及健康診療相

關資訊。 

7.運用本縣3處原家

中心各辦理之原

住民族長者成長

團體，內容導入本

計畫設定目標，共

計3場次18單元。 

毒衛中心 

長照中心 

到跟性別有關的內容。我會建議把跟性

別議題有關的課程特別強調出來，這樣

子的話會讓我們更清楚知道這一門課

程跟性別有關。 

2. 剛剛報告提到辦理活動的預算，不可能

沒有使用到經費，但是剛剛報告所用的

詞是說原民中心並沒有特別編列性別

預算，沒有編列性別預算是一件很危險

的事情，就看對性別預算的概念是什

麼，特別列出一筆，這叫做性別預算，

是一個；還是只要做跟性別有關的事情

才算是性別預算，是第二個，如果能做

到第一個，當然這是最棒的一件事情。

比如像社會處可能有一大筆性別預

算，但是如果像相關的志工訓練或其他

課程裡面加一門跟性別有關的課程，那

就將他列出來，像其他局處如地政、財

稅都沒有性別預算，那他們有辦理性別

課程的講師費就可以列出來，所以說不

能說完全沒有性別預算。 

3. 可不可以舉出成果第 4 項跟性別有關

例子？其中有提到文化心靈的課程，所

以心理課程與健康促進課程裡面有什

麼是跟性平有關的？請補充說明。 

 

原民中心回應： 

1. 謝謝委員的建議與提醒，剛剛報告提到

性別預算的編列是委員所說的第二個

意思。府內也有請各單位填列相關性別

預算，原民中心也臚列了如文化健康

站、原家中心等相關性別平等經費。 

2. 第 4 項主要是族語宣導品的部分，這也

是為了回應 106 年起族語已成為國家

語言之一，而作為原住民族事務單位，

希望藉由族語的推廣來製作性平宣導

品，導入性平的概念，比如說家事不分

你我他等等。 

3. 文化心靈課程跟健康促進課程都是我

們文化健康站每天例行辦理的課程，是

希望透過這些課程，發送長者族語性平

宣導品，讓長者建立性平觀念。 

 

二、 孫委員旻暐： 

1. 如果沒有與性平相關的部分就不宜放

在成果報告中。 

2. 至於年度計畫沒有跟性別有關的也不

要列進來。 

3. 在前面的第五點有提到文健站要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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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的文宣品，與性平的關係在哪

裏呢？文宣品確實有做出來嗎？未來

檢視時就會請你們將文宣品拿出來看

是否真的有製作族語文宣品，這是我要

特別再提醒的地方。 

 

三、 黃委員寶中： 

放在年度工作中去執行與性別議題有關的

工作，寫了之後就要去解釋清楚。 

 

四、 孫委員旻暐： 

在執行策略第2項KCL量表執行情形也沒

有特別看到其結果。 

 

原民中心回應: 

針對(KCL)量表的部分，因中央疫情指揮

中心規定文化健康站自 110年 5月 17日起

至 12 月止停止長者到站服務，惟 110 年 1

月至 5 月 17 日前進行的服務情形，會後將

補齊資料，另 111 年度將繼續執行並呈現

成果資料。 

 

主席裁示： 

1. 關於心靈文化心靈課程，包含文化祭

典，文化祭典有些女性是不被允許參

與，可以從這裡發輝。 

2. 有關健康促進的部分，男性較不注重健

康，在原住民族的飲酒文化中，女性比

較少，女性比較注重健康。很多原住民

男性生病也不願意看醫生，有著賽德克

巴萊的精神，都是錯誤的觀念，所以都

應該有資料可以寫，我們可以往這個方

向去促進長者的健康。 

3. 請補充 111 年度的精進作法，另外跨局

處的部分，也請合辦單位補上辦理成果。 

計畫目標 執行策略 報告及配合單位 本次委員建議事項及單位回應 

 預防要及時，延緩失

能共下來 

強化長者參加預防及

延緩失能課程 

1. 結合本縣18鄉鎮

市長照巷弄站(C

據點 )為服務平

台，招募轄區長者

參與預防及延緩

失能課程。110年

度本中心 C 據點

含(文健站、社照

C、醫事 C)總數為

131處。 

2.據點依在地特色

與資源，提供具地

辦理單位:長期

照護管理中心 

 

協辦單位:衛生

局 

一、 孫委員旻暐： 

1. 在會議手冊第 19頁及第 23頁折起來看

一下，可以發現實施對象是一樣的，這

兩個可以整併並呈現同一個成果。 

2. 相關辦理的局處是衛生局及長期照顧

管理中心，就會有跨局處合作議題的存

在，也是比較明確的。 

 

二、 黃委員寶中： 

1. 提醒一件事情，執行策略中不要把長照

中心的計畫貼進來，應該摘要式及條列

式的列出來，越簡單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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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特色之實體健

康促進課程或預

防及延緩失能課

程，包含運動(肌

耐力)、纏繞畫、

園藝、音樂等課

程。 

3.服務單位，依在地

長者需求安排課

程內容，邀請鄰近

長者共同參與，並

搭配據點中午共

餐，提高長者參與

動機，以增加長者

之參與，並增強社

區據點長者自我

健康管理能力。 

4.已使用服務的長

輩運用同儕及親

友的相邀，增加長

者對預防及延緩

失能課程之參與。 

5.本課程預定110年

1月起開班持續至

110年9月30日，每

期十二週，每週一

次，每次二小時，

每一特約服務點

一年最高服務三

期。導入中央公告

之照護方案及師

資人才（含專業師

資、指導員及協助

員）。 

6.凡參加預防及延

緩課程之長者於

介入前後須依中

央規定之評估量

表 （ Kihon 

Checklist）評估，

據點服務人員須

於開班日前七天

起至開班日後十

四 天 內 完 成 前

測；於結束日前七

天起至結束日後

十四天內完成後

測。 

2. 從整體服務人數回推鄉鎮別，可了解到

男女性參與情形，亦可獲知參加人數性

別比率，對於活動設計參與比率思考，

提供未來推動方向及其延伸。 

 

主席裁示： 

大家都辛苦了，的確這個會議可以讓大家

學習不少，包括我本身在內，最後真的要

謝謝兩位專業的委員提供這麼棒的建議，

也感謝在座的局處同仁代表共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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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巷弄長照站如因

疫情等特殊因素

無法開放，為不可

預測之情事，乃以

防疫為第一優先。 

 

肆、 臨時動議：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