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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議長、李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感謝各位議員對本局各項業務支持與指導，使本局能持續推動市長的多

項健康亮點計畫。為維護市民健康與福祉，建構桃園智慧健康藍圖，本局以

公共衛生三段五級照護角度出發，優先著重「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運

用智慧科技及專業，持續辦理擴大肺癌篩檢計畫（LDCT），滾動式調整篩檢對

象，跨界整合推動智慧醫療 AI判讀，加速精準醫療品質，透過行動智慧科技

擴大遠距醫療服務，媒合精準醫療技術深入偏遠及醫療不足地區，縮短城鄉

醫療差距，結合智慧衛生所提供民眾就近、便利及有感的健康守護，持續整

合醫療照護體系進行全方位優化，強化緊急醫療量能及構築完整的防疫體系，

積極營造身心健康支持環境，完善長者照護品質及確保食品藥物衛生安全，

實現健康樂活幸福桃園之願景。 

肉品疑含瘦肉精及違法添加蘇丹紅辣椒粉等重大食安事件，造成民眾疑

慮，本局主動進行食品稽查，利用平台資訊，在第一時間追查並啟動預防性

下架，以減輕民眾擔憂。同時強化食品產地標示查核、進行乙型受體素抽驗、

執行食品中輻射監測計畫、加強高風險餐點其製程及販售環境衛生查核，建

立校園食品安全智慧遠端監控系統，並對幼兒園、餐飲火鍋業以及連鎖餐飲

業等業者提供實地輔導，守護市民食在安全實在安心。 

本局持續發展全方位醫療照護，規劃市立醫院建置方案，積極辦理用地

評估，強化沿海及偏鄉專科服務，提升原鄉醫療品質，持續擴充醫療量能，

針對兒童緊急醫療，整合本市緊急醫療資源，由林口長庚醫院、衛生福利部

桃園醫院及國軍桃園總醫院等 3 家醫院，提供 24 小時兒科專科急診服務，

偏遠地區孕產婦遠端胎兒監測，提升孕產婦及兒童緊急照護品質。 

此外，持續推動無菸桃園，輔導市民了解電子煙危害並針對違反菸害防

制法稽查取締。擴大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提供身心健康的支持環境，讓

市民邁向身體、心理和社會方面都處於安適美好的狀態。 

最後，通過跨局處跨領域合作，運用精準智慧健康科技，落實公共衛生

三段五級照護，實現、全人、全家、全社區的健康幸福目標。我們期望各位

議員能夠繼續支持本局的公共衛生推動工作，以下就現階段重要工作執行情

形及未來施政重點報告，敬請各位議座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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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現階段重要工作執行情形--年度重要施政作為 

一、 市民健康亮點計畫 

(一) 桃園市擴大肺癌篩檢計畫（LDCT） 

1. 全國之先 

為照顧市民健康，桃園率全國之先，受檢年齡最低，篩檢族群最廣，

自 112 年 3 月 1日起結合 17 家醫院，提供肺癌高風險族群低劑量電

腦斷層攝影(LDCT)，並運用廣播、電視、FB、LINE 官方帳號及海報

等多元管道宣傳。 

2. 擴大照顧 

為擴大照顧族群，滾動式調整篩檢對象，自 112 年 9 月起陸續開放

粉塵、重金屬物質職業暴露、油煙暴露 10年以上、重度吸菸者同住

家人擴大至每戶 3 人及增列 6 處工業區（日禕紡織報編工業區、大

興工業區、桃園許厝港段工業區、大洋工業區、太平洋電線電纜申編

工業區、華新麗華工業園區）等，並針對陽性個案進行追蹤管理，以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提高肺癌治癒率及降低肺癌死亡率。此外，市長

於 12 月 7 日至醫院關懷乳癌患者接受檢查，整體動線及流程順暢，

受民眾高度肯定，呼籲更多乳癌族群踴躍受檢。 

3. 智慧醫療 AI 判讀 

跨界整合 AI智慧醫療，導入肺癌篩檢工作流程中，提供了更加靈活、

智能且準確的方法，解決高度重複人力的工作，提升工作效率，有效

提升醫療品質；AI 智能影像分析，協助醫生發現微小的肺部異常，

提高檢測的靈敏度，即時反饋 AI 影像分析結果，加速醫師迅速診斷

及治療進程。 

4. 辦理成果 

112 年累計申請人數共計 2 萬 2,121人，1 萬 8,514 完成檢查、判讀，

其中陽性 1,241 人，87 人確診肺癌（早期 75 人、佔 86％）；113 年

累計至 1 月 31 日，申請人數 1,449 人，587 人完成檢查，254 人完

成判讀，其中陽性 19 人須進一步追蹤。 

5. 國內外學術交流 

於 12 月 9 日辦理「肺癌實證防治國際論壇」－桃園與美國國家衛生

院國際交流會，透過國際交流分享推動經驗，以為政策推動建議及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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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參考。並於同年 12 月 11 日與中央研究院及社團法人台灣人體生

物資料庫學會共同簽署「人體生物資料庫」合作備忘錄，提升影像醫

學對疾病的預測、預防與治療之價值。 

(二) 遠距會診服務 

1. 智慧雲端視訊 

運用現代科技與雲端視訊，打造智慧醫療服務系統及模式，建立以人

為中心的醫療與遠距照護服務，辦理偏僻地區的「桃園市醫療服務改

善計畫」、復興區遠距會診及「復興區孕產婦兒遠距照護計畫」，以提

升醫療之可近性，並藉此健全本市醫療服務網絡，強化醫療資源及量

能，提供零歲至高齡者的健康照護，邁向全民均健的目標。 

2. 強化沿海及偏鄉專科服務 

桃園市醫療服務改善計畫合併原沿海地區醫療網絡服務計畫(大園、

觀音及新屋 3 區)，自 112 年 7 月增加大溪區及部分沿海里別的蘆竹

區，運用現代科技於遠距專科會診，自 112 年 1 月至 12月共提供遠

距會診服務 67 人次。 

3. 提升原鄉醫療品質 

復興區由林口長庚醫院於復興區後山設置「華陵整合醫療站」提供每

日 3 個時段門診，並於 109 年 8 月開始提供眼科、耳鼻喉科及皮膚

科的遠距會診。113年 1 月將服務擴展至前山復興區衛生所提供眼科

遠距會診服務。 

4. 原鄉遠距孕產婦關懷照護 

為強化偏遠地區孕產婦兒照護，與宏其婦幼醫院合作，於復興區衛生

所建置胎兒監測器，以智慧先進的精準監測，將胎心音及子宮收縮波

形資料，傳送至遠端婦產科專科醫師，即時判讀，早期偵測危險徵兆，

守護原鄉媽媽寶寶的健康。 

(三) 智慧健康照護 

1. 智慧門診系統 

為提升衛生所便民服務品質、節省民眾候診時間，利用資通訊技術，

整合智慧健康照護系統，推動衛生所數位轉型、建置智慧門診系統及

病歷電子化，以提升醫療品質、精進公共衛生追蹤及管理，並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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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健康紀錄以便健康管理。 

2. 需求訪談、系統測試 

112 年 10 月完成 13 區衛生所需求訪談及召開 2 次專案討論會議；

113 年 1 月辦理智慧健康照護系統雛型展示暨教育訓練計 30 場次，

並進行復興區衛生所 eHIS 系統測試。 

(四) 市立醫院 

1. 用地評估 

本府已針對轄內 19處市有土地，依本市人口結構、交通網絡規劃及

鄰近醫療資源成長等情形，進行可行性評估作業，目前已完成 3 處

之評估，預計於 113 年下半年完成全部之評估。 

2. 原鄉醫院 

規劃於復興區公所現址設置門診、血液透析及復健等醫療服務；另於

現復興區農會承租之展示中心及毗鄰之停車場設置住院中心、簡易

急診及長照服務。已於 112 年 10 月委託辦理復興區醫院設立可行性

評估作業。另於 113 年 1 月 30日於復興區公所召開復興區市立醫院

可行性評估說明會，與當地居民意見交流。 

二、 建構優質防疫體系 

(一) 登革熱防治工作 

1. 疫情監測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全國登革熱確診病例數為 2 萬

2,993 例（本土 2 萬 2,843 例、境外移入 150 例），本市確診病例數

為 48例（本土 33例、境外移入 15例），本土 33 例皆有疫區旅遊史

或居住史，針對個案住家及活動地環境進行孳生源清除及緊急化學

防治作業。 

2. 積水容器孳清 

(1)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本府各局處動員孳清 1 萬

9,790 處，清除 3萬 7,049個積水容器；各區公所每週一日孳清

日並回報辦理情形，共動員 6 萬 7,189 人次，共巡檢 5,440 里

次，查獲 4 萬 5,855 個積水容器，現場輔導清除改善。 

(2) 112 年 9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本府衛生局及 13 區衛生所

共計巡查 516 個里別，清除 7,980 個積水容器，發現 768 個病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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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水容器，現場輔導清除改善。列管高風險場域共 273處（菜園

205 處、移工宿舍 58 處、髒亂點 10 處），另利用空拍機針對風險

場域進行拍攝，共計 406 處，已移請區公所及衛生所定期進行孳

生源巡查及清除工作。 

(二) 腸病毒防治 

1. 持續落實監測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全國腸病毒重症 1 例，桃園無

重症個案，每日利用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之傳染病通報系統及桃

園市學校暨機構傳染病通報系統監測學校、幼兒園、課後照顧服務中

心及托嬰中心腸病毒疫情，以保護學童的健康。 

2. 高風險行政區停課標準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本市平鎮區、觀音區、龜山

區、桃園區、龍潭區、中壢區、楊梅區及八德區經公告為腸病毒高風

險行政區，依規定該區內幼兒園、國小、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及托

嬰中心如 1 週內同 1 班級出現 2 例腸病毒感染病童，應停課 7 日

（1127 停課標準），累計停課 1,039班。本(113)年度截至 1 月 31 日

止尚無腸病毒高風險行政區。 

(三) 流感及新冠防治 

1. 流感防治 

(1) 監測流感併發重症疫情: 

112 年 9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流感併發重症通報病例共 55

例，確定病例 46 例，持續辦理疫情監測與疫情調查。 

(2) 加強重點族群流感疫苗接種 

配合中央計畫期程，自 112 年 10 月 2日起分階段開打，截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本市累計接種 61 萬 1,169劑公費流感疫苗，其中 65

歲以上長者接種率為 46.6%；國小入學前幼兒接種率為 74.2%；國

小至高中學生接種率為 77.2%。 

2. 新冠防治 

(1) 監測 COVID-19 併發症疫情通報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本市 COVID-19 併發症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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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 505例，全國 7,100例。 

(2) 廣設 COVID-19 疫苗接種站，增加接種可近性 

112 年 9 月 26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共開設 91 場次，COVID-19 

XBB 疫苗累計接種 15 萬 7,483 劑，全年齡涵蓋率為 6.5%，高於全

國平均 6.23%。 

三、 完善長者照護網絡 

(一)桃園健康 E 管家 

以本市醫療機構連結在地診所、長照機構等資源，構築完善之區域照

顧模式與合作網絡，建立社區共享型健康量測站服務據點，113 年度預

計設置 24 個服務據點(每 1 據點服務 4 個里，共計 96 里)，提供免費

血糖量測、長者醫護視訊關懷服務、複雜個案追蹤管理、慢性病衛教

指導、長照資源轉介及健康促進活動等服務，並透過數位照顧雲端整

合，讓民眾能一手掌握健康資訊。 

(二)長者口腔健康照顧 

提供設籍本市 1年以上之 65 歲以上長者，裝置活動假牙及活動假牙維

修費用，並與牙科院所共同推廣健口操活動，提升長者口腔健康識能，

本市長者活動假牙合約診所截至 113年 1 月 31 日止共計 167 家。 

(三)長照服務顧老無礙 

1. 積極布建社區政體照顧服務計畫，截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止共布建 51

家 A 單位（個案管理單位）、398 家 B 單位（複合型服務中心，另相

同機構提供不同類型長照服務合併計算，計有 544 家次）、383 家 C

單位（巷弄長照站及文化健康站）；提供居家式、社區式及機構式照

護資源。持續監測 A 單位服務時效、人力量能及服務單位對個案服

務提供及資源媒合情形，每年定期對服務單位辦理實地考核，以維護

服務品質。 

2. 截至 113 年 1 月底本市長照需求人口推估為 7 萬 4,365 人，推估機

構需求床位數約 1 萬 4,873 床；本市 159 家住宿式機構，總床數約

為 1 萬 1,904 床，需求涵蓋率為 80%。每年定期會同消防局、建管處

及專家委員共同前往機構進行實地督考或評鑑作業，其缺失情形除

要求機構改善，並複查追蹤至改善完成。 

(四) 失智照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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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強化本市失智照護服務網絡，先期透過本市 13區衛生所、照管中

心及醫療機構進行失智症宣導及 AD-8(極早期失智症篩檢量表)篩

檢，發現確診或疑似失智症個案則轉介共照中心追蹤納管。 

2.  本市 112 年成立 7 家失智症共同照護中心及 29 家失智社區服務據

點，113 年預計布建至 31 家據點。由共照中心執行個案管理、提供

協助就醫診斷、照護諮詢及資源轉介等服務，據點則服務失智症個案

及其照顧者，另辦理照顧者訓練課程及家屬支持團體服務，每年會同

專家委員實地輔導，以維護服務品質。 

四、 營造身心健康支持環境 

(一)  慢性病與癌症防治  

1. 糖尿病視力巡迴篩檢服務 

提供糖尿病個案免費視力篩檢服務，自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共辦理 8 場，驗光檢查服務計 114 人、眼壓檢查服務計 157

人、眼底檢查服務計 254 人，並衛教異常個案進一步至院所追蹤檢

查。 

2. 血壓腰圍健康服務站 

(1) 結合社區關懷據點、里辦公處及社區發展協會共 134 處，自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血壓量測服務計 12 萬 6,449 人

次；腰圍量測服務計 4 萬 2,334 人次，並衛教異常個案進一步至

院所追蹤檢查。 

(2) 血壓保衛站 

與 7-11 超商試行合作，先於桃園區及八德區共計 2 家門市放置

血壓量測設備，透過桃園健康 E 管家 APP 健康管理，鼓勵民眾定

期量測血壓。 

3. 癌症防治 

持續提供乳癌、子宮頸癌、口腔癌、大腸直腸癌之篩檢服務，為提升

本市子宮頸病變偵測率，加強對本市婦女健康之保障，辦理「HPV DNA

檢測」補助計畫，針對子宮頸抹片檢查結果屬輕度異常的個案，補助

人類乳突病毒(HPV)DNA 檢測 1 次，每案減免 900 元，並衛教民眾至

醫院進一步檢查及治療。此外，為鼓勵大腸癌篩檢陽性之個案接受大

腸鏡確診，持續推行無痛性大腸鏡檢查補助計畫，每案補助 3,000元，



8 

 

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二) 強化社會安全網跨網絡合作 

1. 強化精神疾病及自殺防治服務，精進前端預防及危機處理機制：擴大

心理衛生社工服務對象、補實關懷訪視人力、提升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加害人、自殺通報個案服務量能、強化藥癮個案管理服務。 

2. 自 112年 9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本市精神照護個案共計 7,227

人、精神疾病合併多元議題個案計 239 案，分別由衛生所公衛護理

師、社區關懷員及心理衛生社工依病患分級及複雜性定期訪視照護。

自殺通報個案計 1,787 人次、自殺關懷員服務共計 1 萬 614 人次。

另藥癮個案計 3,774 案，由個案管理員定期追蹤藥癮者之需求或困

境並據以提供服務，協助藥癮者復歸社會。 

3. 於社區協助疑似精神疾病個案評估與轉介，並運用社區滋擾事件作

業流程、各區衛生所及醫療院所成立（疑似）精神病患緊急護送就醫

之聯絡窗口，依個案狀況，協調精神科醫師到府關懷訪視，自 112年

9 月 1 日至 113年 1月 31日，共服務 17 人次。 

(三) 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1. 112 年已成立八德區、桃園區及蘆竹區等 3 處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113 年將增設平鎮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目前已著手設計空間及硬體

設備採購；另八德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將進行擴建。 

2.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聘有心理師等各職類專業人員，提供社區民眾心

理健康資源，並依各區需求議題規劃健康講座及宣導活動，自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年 1月 31日進行個案之心理諮商/諮詢、職能服務、

護理諮詢等共計 804人次及媒合 15-30歲青少年心理諮詢共計 3,245

人次；另依不同族群及主題辦理心衛宣導與團體活動共計 62 場次，

7,635 人次參與。 

五、 推動食安數位治理 

(一) 強化食安資訊透明即時更新 

依桃園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條例第 8 條規定，本府公告之食品業者

於食材揭露專區，揭露製售餐點之全食材原料、上游商及產地溯源等

資訊。優化平台擴充子系統功能 (網頁新增刪減節點)及增修中央

PMDS介接，使網頁管理更便利、食安資訊透明。另「查驗結果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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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標示、抽驗、GHP 稽查結果，提供民眾查詢，提供民眾便捷查詢

管道。 

(二) 揭露餐點食材產地溯源資訊 

110 年起推動食品業者自製餐點之食材產地溯源揭露計畫，並建置

「桃食安心資訊平台」，透過業者主動於平台公開自製餐點食材來源

資訊，民眾可隨時知悉食材履歷，更安心選購食用。 

(三) 建構校園食安智慧遠端監控系統 

1. 建構校園食安智慧遠端監控中心示範計畫，規劃「校園食安監控智能

巡檢管理系統」、「校園廚房影像監控與影像分析」、「架設自動化設備

數據回傳」、「食安監控戰情中心環境建置」。 

2. 協助校園與食品業者進行電子化衛生管理作業，落實人員確實到位

檢查及時回報應改善項目，導入 AI辨識，降低食品製程異常風險、

節省人工記錄及數據蒐集的時間成本。本計畫已於 113 年 1 月完

成公開徵求，並辦理後續招標作業中。 

貳、 現階段重點工作執行情形--各業務報告 

一、 醫事管理重點工作執行情形 

(一) 持續擴充醫療量能 

1. 為提升本市醫療資源及品質，積極輔導擴充及設立醫院，除衛生福利

部許可且已動工中聖保祿醫院(174床)、國軍桃園總醫院(143床)外，

本府已同意 3 家醫院擴充病床及新設立 6 家醫院，計增加 1,931 床

急性一般病床如下： 

(1) 擴充 3 家醫院病床，計 900 床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建第二醫療大樓(400 床)、聯新醫院中豐院

區(200 床)、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屋分院(300 床)。 

(2) 新設立 6 家醫院，共計 1,031 床 

國立清華大學桃園附設醫院(200 床)、長榮健康醫療社團法人八德

長榮醫院(150 床)、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桃園亞東

紀念醫院(482 床)、天祥醫院(86 床)、桃園博愛外科醫院(24 床)、

杏霖醫院(89 床)。 

2. 新設立/擴充醫院進度 

(1) 國立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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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5 月 12 日已通過衛生福利部醫事審議委員會審查，並獲原

則同意設立急性一般病床 200 床及精神急性一般病床 30床。該校

於 112 年 10 月 6 日與高雄醫學大學簽約，於 112 年 5 月 10 日申

請展延期限，經本府 112 年 7 月 10 日第 2 次醫事審議委員會決議

通過，112 年 8月 2日函轉衛生福利部審查。衛生福利部於 112 年

10 月 3 日衛部醫字第 1121668036 號函請該校依相關意見修正計

畫書後，再報本局核轉該部辦理。另有關土地撥用情形，內政部已

於 113 年 1 月 2 日函發核准備查函，本府地政局刻正辦理無償撥

用事宜。 

(2) 杏霖醫院都市計畫變更案 

經內政部 112 年 8月 22日函轉核定函予本府，本府公告自 112 年

9 月 8 日實施「變更楊梅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醫療專用區、保

護區及道路用地，部分鐵路用地為鐵路兼道路用地，部分公園用地

為道路用地)案」暨「擬定楊梅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醫療專用

區、綠地用地、停車場用地及道路用地)細部計畫案」。 

(3)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桃園亞東紀念醫院之都市計

畫變更案 

 111 年 12 月 23 日於內政部召開都市計畫審查請該院針對醫療專

用區域形狀規劃再討論。該院已針對醫療專用區域形狀規劃修正

後於 112 年 3 月 17 日送至本府都發局，112 年 9 月 15 日本府已

將修正計畫書提至內政部續審，內政部於 112 年 11 月 27 日請該

院針對本案變更工業區為醫療專用區應捐贈公共設施用地之計算

內容及法令依據補充說明。 

(4) 八德長榮醫院 

長榮健康醫療社團法人八德長榮醫院申請展延及變更計畫書案，

經本府 112 年 7 月 10 日第 2 次醫事審議委員會決議通過，112 年

8 月 2 日函轉衛生福利部審查，該部於 112 年 12月 20 日函准該法

人申請展延所屬八德長榮醫院之原則同意期限至114年2月12日。

該法人於 112 年 12 月底申請建造執照及申請容積率增加審議事

宜。 

(5)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建第二醫療大樓及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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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分院擴充案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建第二醫療大樓業經行政院 113 年 1 月 17

日原則同意，該院 113 年 1 月 31 日檢送行政院相關函文及醫院合

作計畫至本府衛生局，於 113 年 2 月 5 日函轉衛生福利部後續核

定。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屋分院因尚未完成「行政院各部會所屬

公立醫院新設或擴充許可流程」相關作業，於 113 年 1月 26日申

請展延衛生福利部原則同意函至 119年 2 月 18 日，本府衛生局於

113 年 2月 5 日函轉衛生福利部後續審核。 

(二) 醫療機構督導考核 

為提升本市醫療機構服務品質，辦理年度醫療機構督導考核，考核

項目包含醫事管理、藥事管理、健康促進、心理衛生、長期照護、感

染管制等，採書面審查或實地訪查，已完成 21家醫院實地督考及 14

醫院書面審查作業。基層醫療機構之督導考核，112年已完成 1,697

家診所實地訪查。 

(三) 緊急醫療網業務 

1. 輔導各網絡醫院執行「提升急重症及加護病房轉診品質計畫」，以提

供病患安全適切的轉診過程及良好的醫療救護品質。依循全國醫療

機構分佈概況劃分成 14個急重症轉診網絡，本市為北桃竹網絡，基

地醫院為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計 26家網絡醫院(含

本市 11 家醫院)。 

2. 兒童緊急醫療照護 

補助醫院提升兒科及新生兒（含早產兒）緊急醫療服務，整合本市緊

急醫療資源，由林口長庚醫院、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及國軍桃園總醫

院等 3 家醫院，提供 24小時兒科專科急診服務，提升兒童緊急照護

品質。 

3. 提升本市救護車人員及車輛品質 

辦理救護車定期檢查，稽查救護人員出勤、車輛裝備及收費情形，112

年完成民間救護車 40 輛查核均合格（含展延 20 輛）。另辦理本府消

防局所屬救護車輛普查作業，112 年完成救護車 144 輛自主檢查及

15 輛抽查均合格。 

4. 推廣急救訓練及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設置整備，自 1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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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辦理 CPR+AED 訓練 8 場次，計 1,912

人完訓。已完成 AED 設置計 1,484台。 

(四) 偏遠地區醫療業務 

1. 原鄉地區醫療升級 

(1) 復興區洗腎中心設置 

規劃於羅浮多功能辦公廳 1樓設置 7床洗腎床，已於 112 年 11 月

15 日決標，刻正辦理設計及建置事宜。預計 113 年公開徵求委託

醫療機構提供洗腎業務，照護復興區洗腎民眾需求。 

(2) 遠距會診服務 

偏遠山區復興區由林口長庚醫院自 91 年起承接健保署 IDS 計畫，

合作醫療院所計有:聖保祿醫院、高揚威診所及復興區衛生所共同

執行，於復興區後山設置「華陵整合醫療站」提供每日 3 個時段及

門診巡迴醫療服務，自 99年至 112 年 12 月提供 15 萬 8,109 人次

的服務。林口長庚醫院於華陵醫療站提供眼科、耳鼻喉科及皮膚科

的遠距醫療會診，自 109 年至 113 年 1 月提供 1,322診次。113 年

將服務擴展至前山，由復興區衛生所與林口長庚醫院合作提供遠

距會診，113 年 1 月提供眼科會診服務。 

(3) 強化偏遠地區孕產婦兒照護 

為強化偏遠地區孕產婦兒照護，與宏其婦幼醫院合作，於復興區衛

生所建置胎兒監測器，於 112 年 8 月 15 日開始提供服務，以智慧

先進的精準監測，將胎心音及子宮收縮波形資料，經由數位傳輸科

技，傳送至遠端婦產科專科醫師，即時判讀，早期偵測危險徵兆，

共計服務 2 人次，守護原鄉媽媽寶寶的健康。 

2. 偏遠地區就醫交通補助 

持續辦理復興區原住民就醫交通補助，112年度共補助 775 人次，共

計 67 萬 3,864 元。 

3. 原鄉復健品質提升 

107 年輔導復興區衛生所成立物理治療所，112 年服務計 418 人次。 

4. 提升沿海及偏鄉地區醫療服務改善 

為強化沿海地區醫療資源，108 年於本市大園、新屋、觀音等沿海地

區，建置以人為中心的巡迴醫療與遠距會診服務。112年 7 月起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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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蘆竹區及大溪區辦理醫療服務改善計畫，以行動門診(巡迴醫療服

務)、遠距會診、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居家醫療訪視及個案照護服務，

藉此提升醫療可近性，健全本市醫療服務網絡，強化醫療資源及量能，

以維護高齡者的健康品質與生活尊嚴，服務如下： 

(1) 行動門診(巡迴醫療服務)：於大園、觀音、新屋、蘆竹及大溪 5 區

每區 2 個據點，每據點每週 1 次巡迴醫療服務，每月至少辦理 1

場健康講座，藉行動門診深入社區，提升就醫可近性。112 年提供

民眾行動門診 360診次、服務 2,903 人次、藥事服務 1,038人次、

健康講座服務 1,794 人次。 

(2) 遠距會診：每週開設 2 次遠距會診，透過資訊化為沿海及偏遠地

區民眾提供專業醫療服務。112 年計服務 67人次。 

(3)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由醫院專業團隊至定點提供宣導講座，並提

供「預約式」之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服務，民眾可透過專線或網站預

約，由合作醫院專業團隊至定點提供諮商服務。112 年計宣導 983

人次。 

(4) 居家醫療訪視：若民眾向醫院申請居家醫療訪視，提供民眾須自

費的醫事人員交通費補助，減輕民眾負擔，112 年計訪視 241 人

次。 

(5) 個案照護服務: 112 年 7 月開始於大溪區及蘆竹區試辦，將服務

地區行動門診或醫院出院的慢性病民眾由服務醫院收案，透過專

業醫護人員可以協助民眾控制慢性疾病及自我照護，112年計服務

1,567 人次。 

5. 觀音區牙科醫療站醫療服務 

為提升觀音牙科資源可近性，以公、私部門合作理念，自 110 年起使

用觀音區衛生所現有空間，建置觀音牙科醫療站，並協調桃園市牙醫

師公會組成專業牙科醫療團駐診，每週二至週五上午 9時至 12 時提

供牙科專科診療及口腔保健衛教等服務，113年賡續提供服務。自 112

年 9 月 1日至 113年 1 月 31 日，計開診 83診次、服務 658 人次。 

6. 中醫巡迴醫療服務 

為提升中醫醫療資源可近性，本局 111 年起輔導中醫師公會組成醫

療團隊，提供中醫巡迴醫療服務(含：針灸、推拿、中醫調理、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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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療、內婦兒科等)，113 年賡續提供服務，並從原服務觀音區擴展

至復興區。112 年 9月 1 日至 113 年 1月 31日，觀音區計開診 12 診

次、服務 241 人次，復興區計開診 8診次、服務 52 人次。 

(五) 醫療資源整合及服務 

1. 推動桃園健康 E管家 

(1) 為照顧更多市民健康，健康 E管家服務據點自 108 年起陸續增設，

113 年度預計增至 24 個據點服務 96 里，將醫療服務主動引入社

區，做為醫養服務之單一窗口。 

(2) 自 108 年 5 月起至 113 年 1 月 31 日，共計收案 7 萬 9,857名體系

會員，遠距健康量測服務達 5,750 人、51 萬 9,077 人次，長者醫

護視訊關懷服務 1,465 人、主動關懷個案收案 774 人，健康促進

推廣講座辦理 3,440 場次、參與民眾 5 萬 5,225 人次，強化民眾

的健康識能及自我照護能力，建立與社區居民良好互動關係。 

2. 社區安寧療護網絡 

連結安寧病房、安寧共照、社區居家安寧及長期照護資源，並透過各

區衛生所深入社區宣導轉介安寧個案。目前有 3 家醫院設置安寧病

房（計 49 床）、14家醫院提供安寧共照服務。另有 38 家醫事機構提

供居家及社區安寧服務。 

3. 推廣預立醫療決定 

(1) 為尊重民眾醫療自主、保障其善終權益，本局積極輔導醫療機構

開設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門診計 22家，持續培訓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門診專業人員，提升本市專業量能。 

(2) 持續透過多元方式(社區宣導、電子看版、跑馬燈、廣播託播)宣導

推廣，提升民眾對宣導議題之認知，自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宣導計 202 場，計 2 萬 92 人次參與。 

4. 提升醫療爭議調處效能 

為讓醫療爭議案件發生時能夠即早獲得處理，提供醫病溝通管道，減

少醫療糾紛訟源，民眾如與本市醫療機構或醫事人員間，因醫療行為

致傷病、殘廢或死亡所生之爭議，經當事人提出調處申請，即協助雙

方安排調處，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調處計 40 案(調處

成功率為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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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健康促進重點工作執行情形 

(一) 菸害防制 

1. 輔導訪查各類禁菸場所及賣菸場所菸害防制法執行情形 

辦理菸害防制輔導稽查，自 112 年 9月 1 日至 113 年 1月 31日，共

計 3,660 家次，取締共計 421 件：其中查獲以無法辨識消費者年齡

之方式賣菸計 5 件；供應菸品、指定菸品必要之組合元件予未滿 20

歲者計 2件；於禁菸場所違規吸菸行為人計 117 件；未滿 20歲吸菸

者並執行戒菸教育計 103 件；未設置明顯禁菸標示或供應與吸菸有

關器物計 56 件；使用類菸品及指定菸品計 28 件；販賣具菸品形狀

商品計 1 件；輸入、供應類菸品及其組合元件計 3 件；刊載廣告類

菸品及其組合元件計 2 件；輸入未通過審查之指定菸品計 104 件，

均依法處辦。 

2. 落實逐步營造無菸環境 

自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本市新增公告丰格 109 社

區、文中匯社區、竹城真鶴社區及金捷市社區為本市指定公告之禁菸

場所，累計至 113年 1 月底已公告禁菸場所計 2,881處。 

3. 菸害防制多媒體宣導 

為營造本市無菸環境，降低吸菸率及二手菸曝露率，除透過新聞稿發

布，並運用本府社群媒體（LINE、Instagram、臉書、電子刊版與 CMS

系統）等多元推廣管道，刊登菸品危害、菸害防制及肺癌篩檢等相關

資訊，自 112 年 9月 1 日至 113 年 1月 31日，菸害防制訊息露出計

50 則。另結合本市各級學校與 13 區衛生所，聘請專業講師至校園、

職場及社區，以小班教學、團體討論等多元方式，進行菸害防制相關

衛教宣導，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共辦理 138 場次，

計 1 萬 2,742 人次參與。 

4. 加強青少年菸害防制宣導 

為降低校園二手菸暴露率，本市自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底

計有 130校申請活力無菸校園及 12 校申請戒菸班計畫，結合無菸議

題辦理拒菸活動，及加強宣導校園周邊菸品零售商拒售菸品予未滿

20 歲者；為降低家庭二、三手菸曝露率，針對幼兒園學童、家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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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辦理我家不吸菸拒菸連署、拒菸尖兵講座等活動，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年 1月底計宣導 147校。 

(二) 中老年健康促進及癌症防治 

1. 糖尿病視力巡迴篩檢服務 

提供糖尿病個案免費視力篩檢服務，自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日，共辦理 8場，驗光檢查服務計 114 人、眼壓檢查服務計 157

人、眼底檢查服務計 254 人，並衛教異常個案進一步至院所追蹤檢

查。 

2. 血壓腰圍健康服務站 

結合社區關懷據點、里辦公處及社區發展協會共 134 處，辦理自主

血壓及腰圍量測。自 112 年 9 月 1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血壓量測服

務計 12 萬 6,449 人次；腰圍量測服務計 4 萬 2,334 人次，並衛教異

常個案進一步至院所追蹤檢查。 

3. 乳癌防治 

針對 45 至 69 歲婦女每 2 年 1 次乳房 X 光攝影檢查，自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篩檢共計 1 萬 5,857 人，確診癌症共 162

人。 

4. 口腔癌防治 

針對 30 歲以上嚼檳榔(含已戒)或吸菸民眾每 2 年 1 次口腔黏膜檢

查，自 112年 9 月 1日至 113 年 1 月 31日，篩檢共計 1 萬 1,089人，

發現癌前病變計 32人，確診癌症共 15人。 

5. 大腸直腸癌防治 

(1) 針對 50 至 74 歲民眾每 2 年 1 次糞便潛血檢查，自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篩檢計 2 萬 1,332 人，發現癌前病變計

1,193 人，確診癌症共 94人。 

(2) 為鼓勵大腸癌篩檢陽性之個案接受大腸鏡確診，爰推行無痛性大

腸鏡檢查補助計畫，每案補助 3,000元，自 112 年 9 月 1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共補助 724 案完成確診，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6. 子宮頸癌防治 

(1) 針對 30 歲以上婦女，建議至少每 3 年 1 次子宮頸抹片檢查，自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篩檢共計 5 萬 4,998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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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癌前病變計 96 人，確診癌症共 103人。 

(2) 為提升本市子宮頸病變偵測率，加強對本市婦女健康之保障，辦

理「HPV DNA 檢測」補助計畫，針對子宮頸抹片檢查結果屬輕度異

常的個案，補助人類乳突病毒(HPV)DNA 檢測 1 次，每案減免 900

元，自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月 31 日，共補助 267 案，檢測

出 HPV 陽性 116 案(占 43%)，並衛教民眾至醫院進一步檢查及治

療。 

(三) 健康體位及健康飲食 

1. 健康體能 

為使民眾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營造健康生活氛圍，本市成立 33 處

社區樂活健走班，深入社區結合在地特色資源，活用在地公園、健走

步道、埤塘等體健設施，另設立 92處 333 無菸享瘦站據點，聘請專

業體能老師或運動志工帶領民眾運動，並公告本市運動資訊健康地

圖供民眾查詢，以養成規律運動習慣，112 年 9 月 1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共計辦理 3,651 場，計 6 萬 9,269人次參與。 

2. 健康飲食環境 

(1) 為使長者改善個人之飲食習慣，養成良好之飲食行為，本市社區

營養推廣中心自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年 1 月 31 日，提供長者個

別營養教育共計 153 人次。運用迷你營養評估量表於營養門診、

整合性篩檢第 2 階及社區夥伴於社區據點、社區診所進行營養風

險篩檢 95 人次，營養不良風險個案 2人，皆依個案狀況進行飲食

調整及衛教並結案。 

(2) 輔導本市餐飲業者推出符合我的餐盤健康飲食，自 108 年累計至

113 年 1 月 31 日輔導餐飲業者資訊加入本市「健康地圖」供民眾

參考，共計 130家，且依實際情況營業情況定期更新資訊。 

三、 食品管理暨檢驗重點工作執行情形 

(一) 重大食安事件辦理情形 

1. 台糖安心豚肉品疑含有瘦肉精事件 

本局 113 年 2 月 3 日接獲「梅花肉片」檢出瘦肉精成分西布特羅通

知，為守護市民健康，立即兵分多路前往本市販售疑慮梅花肉片產品

(有效日期 2024.06.10)之下游業者全聯公司、億客成生鮮超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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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部福利站、蜜鄰便利超市及愛心聯盟等查核，業者均已配合下架同

品項產品，並抽驗 20 件不同批號檢體，檢測乙型受體素 21 項，檢

驗結果均為未檢出。 

2. 全面啟動預防性下架蘇丹紅辣椒粉  

(1) 113 年 2 月 7 日接獲通報細粉紅辣椒產品，檢出蘇丹色素 3 號與

規定不符，該項產品於全聯福利中心販售，立即通知全聯總公司

即刻下架違規產品，經查本市下架違規產品共計 1,048罐， 

(2) 同年 2 月 8 日與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至龜山某倉儲與轄內販售處主

動抽驗紅辣椒粉產品 10件，檢驗結果有 4件檢出「蘇丹色素 3號」

不符合規定，隨即會同本府環保局、農業局、經發局、法務局消保

官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啟動聯合稽

查及全面預防性下架。封存檢驗不合格紅辣椒粉原料及不同批號

辣椒粉總計 2 萬 6,426.8 公斤，現場另發現同製造廠且顏色鮮紅

之紅辣椒片、紅辣椒碎，為保障民眾食品安全，針對疑慮產品予以

預防性封存 9,030 公斤並抽驗共計 5 件，待檢驗結果合格才可販

售。 

(3) 追查外縣市衛生局通報違規原料進口廠商之產品流向，除農曆年

前通知全聯公司販售商品含蘇丹色素 3 號外，年後陸續接獲各縣

市通知下游廠商，截至本年 2 月 21 日共有本市下游業者共 9 家展

開市售端稽查「蝦味先 香辣口味」產品，共完成清查 1 萬 3,426

家，總計下架問題批號產品 5 萬 7,676 包。下游業者共下架封存

101.55 公斤、59 罐辣油。 

(二) 精進「桃食安心資訊平台」管理 

1. 提升食安數位管理效能 

以數位服務精進食安管理，結合本局、經濟發展局、教育局等開放資

訊及介接中央「非登不可（食品藥物業者登錄平台）」、「非追不可（食

品追溯追蹤系統）」、「PMDS（產品通路管理系統）」、「智農平台（智慧

農業共通資訊平台）」，透過跨平台間的資料交換與服務應用，揭露食

材產地追本溯源縣市，朝向安心食品、追本溯源、風險預測及地產地

消的目標前進。截至 113 年 1 月 31 日，平台共計已登錄 8,728筆三

章一 Q 可溯源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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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數據整合分析 違規廠商無所遁形 

結合「食品藥物業者登錄平台」、「PMDS（產品通路管理系統）」及「市

政資料治理暨大數據分析平台」，進行勾稽比對分析，快速掌握登錄

情形，以完善的風險管理機制，鼓勵業者自主管理，並揭露食材來源

分布情況，利用數位化模式，評估分析供應商及製造商履歷，找出潛

在風險業者，進行跨局處食安聯合稽查，為市民嚴格把關從農場到餐

桌的食品安全。 

3. 桃食安心資訊平台之專區 

(1) 「食材揭露專區」登錄 

依據本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條例第 8 條規定，經公告之食品業者

應於桃食安心資訊平台揭露製售餐點之食材原料、上游商及產地

溯源等資訊供民眾查詢，已公告本市「公私立國中小、高中職之餐

食業者」、「連鎖大賣場、連鎖超市及便利商店業者」、「連鎖西式速

食、早餐及飲冰品業者」、「連鎖餐飲業者」、「連鎖食品烘焙業者」

應建立食品來源與流向之追蹤（溯）系統及生產履歷等事項，並於

平台公開食材來源，截至 113 年 1 月止，平台已登錄 3,544 家品

牌業者（1 萬 1,133家門市）、登錄 1 萬 4,398 道餐點及 9萬 1,098

項食材。 

(2) 「查驗結果專區」查詢 

為便利民眾查詢食安議題之食材產地資訊及查驗結果，設置桃食

安心資訊平台查驗結果專區功能。並提供日本食品標示、豬牛原

產地標示、放射性核種、肉品檢驗乙型受體素（含萊克多巴胺）等

抽驗結果，讓民眾更了解食品安全資訊，建立安心消費環境，增強

消費者信心。 

(三) 積極推動食品業者自主管理輔導計畫 

1. 辦理 113 年「食品製造業者 HACCP 建置與提升輔導計畫」 

針對需實施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之納管、特定、新設立工廠建置食品安

全管制系統共 16 家，將聘請專家學者實地輔導，對原物料之驗收、

加工、製造、貯存及運送等製程之重要管制點，提供專業輔導，追蹤

其改善狀態，使業者能精準鑑別每個產製過程風險危害並加以控管，

確實提升食品製造安全及品質，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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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113 年桃園市餐飲衛生分級及溯源揭露輔導計畫」 

以近 3 年即食食品抽驗不合格率最高之飲冰品連鎖店家、觀光風景

區活魚餐廳、漁港餐廳及實收大於 100 至小於 150 人之幼兒園等業

者為主要輔導對象，進行實地輔導環境衛生及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

核，教導落實自主管理，並於「桃食安心資訊平台」揭露食材資訊，

提供民眾安全外食環境。 

3. 辦理 113 年「食安志工作伙走 企業升級有辦法」攜手打造桃食安心

生活輔導計畫 

延續 112年擴大推廣「一企業 一食安志工」理念，辦理企業伙食管

理員續練，及帶領企業食安志工參訪績優食品廠，增加食品安全品質

管制相關知識，應用於平常員工伙食管理；另輔導供應企業伙食之餐

飲業者，廚房環境衛生及食材溯源，並於本市「桃食安心資訊平台」

揭露自製餐點食材產地溯源資訊，讓資訊透明化，企業員工食的更安

心，企業主業可至平台閱覽，參考選擇供餐食品業者，為企業員工餐

食把關。 

4. 啟動「113 年市集美食衛生查核及輔導計畫」 

(1) 因應 112 年市場內攤商越南法國麵包造成本市 422 人之食品中毒

事件，規劃 113年市集美食衛生查核及輔導計畫。 

(2) 針對本市傳統市場及夜市即食食品攤商，實行訪查販售之即食食

品樣態，再依風險等級分類別抽驗，加強高風險餐點製程及販售

環境衛生查核；辦理實地及線上衛生安全講習，結合 5 國語言餐

飲衛生自主管理手冊及影音檔，提升新住民對衛生安全知能，使

業者瞭解食品安全衛生管理相關規範。 

(四) 強化市售食品衛生查驗 

1. 後市場食品抽驗 

對市售六大類食品包含節慶時令產品、農產品、禽畜水產品、加工類

食品及民生生活產品進行抽驗，檢驗食品添加物、農藥殘留、動物用

藥、重金屬、食品微生物等項目，提供民眾安心採買之消費環境及保

障消費權益。 

2. 標示產地符合性暨乙型受體素抽驗 

(1) 持續針對源頭食品工廠、餐飲業、輸入販售業及傳統市場等處，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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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市場監測專案，由本府食安稽查人力現場確認豬、牛肉產地標

示，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查核豬、牛可食部位原

料原產地標示共計 2,722 件，不合格有 1 件（不合格率 0.04%），

已依法裁處。 

(2) 執行乙型受體素類（含萊克多巴胺）抽驗，並將查驗結果公布於桃

食安心資訊平台，112 年抽驗 510 件，全數合格；113 年截至 1 月

31 日已抽驗 53件，合格 37 件，其餘檢驗中。 

3. 持續執行「食品中輻射監測計畫」 

(1) 對產地日本及其他國之市售食品，檢測放射性物質，包含日本地

區食品及其他進口或國產食品採隨機抽樣，並以日本福島 5 縣生

產之食品及 9 大類產品(生鮮冷藏蔬果、冷凍蔬果、活生鮮冷藏水

產品、冷凍水產品、乳製品、嬰幼兒食品、礦泉水或飲水、海草類

及茶類等）為優先抽驗對象。 

(2) 112 年抽驗 835件，其中日本食品 399件、國產食品 282件、其他

進口國食品 154件，全數結果合格；113 年截至 1月 31 日抽驗 45

件，其中日本食品 18 件、國產食品 18件、其他進口國食品 9 件，

結果合格 24件，其餘檢驗中。 

(3) 查核日本食品標示，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查核日

本食品標示共計 2,530 件皆合格。 

(五) 跨局處合作強化校園午餐衛生管理 

1. 啟動開學前供膳場所查核 

112 年於開學前針對轄內校園供餐場所 128 家（114 家校園自設廚房

及 14 家團膳工廠）進行環境衛生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GHP)、食

品(材)貯存管理全面輔導，並於 9月開學後實地查核。 

2. 開學後啟動第 2波查核 

自開學後啟動第 2 波校園午餐供餐場所環境衛生 GHP 查核及抽驗食

材原料及餐點，112年 9 月 1日至 113年 1 月 31 日查核 94 家次（含

複查）及抽驗 53 件，皆符合規定。 

(六) 即時掌握食品中毒案件資訊 

1. 全面掌握食品中毒案件管理，接獲通報後經判定符合疑似食品中毒

定義即刻啟動調查，針對嫌疑食品作業場所環境執行衛生稽查及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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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食品、個案、廚工及環境檢體送予檢驗及疫情調查。依發生場域及

業務權責協調跨局處合作，並協助本市法務局啟動消費者保護管制

機制，受理消費者爭議及申訴案件，協商業者與民眾理賠事宜。 

2. 依檢驗結果與疫情調查進行綜合研判，倘檢出病原性微生物或經流

行病學調查判定為食品中毒事件，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5

條規定，同法第 44條可處新臺幣 6萬元以上 2億元以下罰鍰；另情

節重大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49 條規

定移送地檢署偵辦。 

四、 疾病管制重點工作執行情形 

(一) 傳染病監測與防治 

1. 登革熱防治 

(1) 疫情監測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全國登革熱確診病例數為 2

萬 2,993例（本土 2 萬 2,843 例、境外移入 150例），本市確診病

例數為 48 例（本土 33 例、境外移入 15例），經查本土 33例皆有

疫區旅遊史或居住史，針對個案住家及活動地環境進行孳生源清

除及緊急化學防治作業。 

(2) 積水容器孳清 

A.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本府各局處動員計孳清 1

萬 9,790 處，清除 3 萬 7,049 個積水容器；各區公所每週一日

孳清日並回報辦理情形，共動員 6萬 7,189人次，共巡檢 5,440

里次，查獲 4 萬 5,855 個積水容器，現場輔導清除改善。 

B.本府衛生局及 13 區衛生所共計巡查 516 個里別，清除 7,980 個

積水容器，發現 768 個病媒積水容器，現場輔導清除改善。列管

高風險場域共 273處（菜園 205處、移工宿舍 58處、髒亂點 10

處），另利用空拍機針對風險場域進行拍攝，共計 406 處，已請

區公所、衛生所定期進行孳生源巡查及清除工作。高風險場域抽

查  

(3) 醫療院所通報策略獎勵方案 

本市訂定「桃園市醫事人員通報蚊媒傳染病獎勵方案」，通報本土

病例 1 萬元、通報境外病例 5,000 元、民眾自主通報 2,000 元，

截止 113 年 1 月 31 日止共獎勵 15 案，其中 3 案為民眾察覺症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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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通報。 

(4) 跨局處會議 

截至 113 年 1 月底共辦理 2場登革熱防治跨局處會議，會中指示

各局處共同進行專案巡查，持續進行孳生源巡查及清除作業，加

強各權管場域孳生源清除作業。 

(5) 教育訓練及衛教宣導 

A. 運用多元化衛教宣導管道，如電台託播、各區基層座談會宣導、

發布新聞稿、公寓大廈張貼公告、跑馬燈、桃捷車廂、電台廣

播、電子報以及資源回收車、拍攝宣導短片等，提醒民眾清除

孳生源，預防登革熱。 

B. 112 年 9 月 19 日及 9 月 24 日與青年事務局共同辦理登革熱防

治教育訓練，增進社區民眾及志工登革熱防治知能，並至社區

進行孳生源巡查及清除作業。112 年 9月 25日針對新召募登革

熱防疫志工辦理教育訓練，並安排進行孳生源巡查及清除作業。 

C. 因應農曆春節與年假到來，出國旅遊人潮變多及南來北往互動

頻繁，且南部登革熱疫情仍持續，本局持續佈建 NS1 醫療院所，

本市共計 210 家，發文提醒院所如遇就診民眾出現登革熱疑似

症狀，應加強通報警覺，並立即給予妥適醫療處置。 

(6) 孳生源違規裁處情形 

112 年 6月 14 日公告本市防止病媒蚊孳生，預防登革熱、屈公病

及茲卡病毒感染症之孳生源清除防疫措施，辦理孳生源違規裁處

案件 239件。 

2. 腸病毒防治 

(1) 建置桃園市學校暨機構傳染病通報系統 

提供國小、幼兒園、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及托嬰中心通報腸病毒

個案，通報後由衛生所防疫人員進行居家電訪衛教，112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日，關懷追蹤計 9,553 位腸病毒通報個案。 

(2) 持續落實腸病毒疫情監測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腸病毒全國重症 1 例，本市

無腸病毒重症病例，持續執行疫情監測。 

(3) 辦理社區衛教健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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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5 歲以下幼童照顧者加強腸病毒重症前兆及勤洗手等衛教，

112 年 9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計辦理 36 場，共計 1,900 人

次參與。 

(4) 「桃園市腸病毒防疫措施」修正公告 

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腸病毒防治工作手冊」之停課建議及邀

集醫界專家意見參採修訂「桃園市腸病毒防疫措施」修正公告，自

108 年 12 月 25 日起執行，以「腸病毒 71 型」流行風險作為執行

停課之條件，112 年度本市平鎮區、觀音區、龜山區、桃園區、龍

潭區、中壢區、楊梅區及八德區檢出「腸病毒 EV71 型」經本局公

布為腸病毒高風險行政區，依規定該區內幼兒園、國小、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中心及托嬰中心自公布隔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如 1 週

內同 1 班級出現 2 例腸病毒感染病童，應停課 7 日（1127 停課標

準），113 年度截至 1 月 31 日止尚無腸病毒高風險行政區。 

3. 流感防治 

(1) 持續落實流感併發重症疫情監測： 

112 年 9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流感併發重症通報病例共 55

例，確定病例 46 例，持續辦理疫情監測與疫情調查。 

(2) 公費流感藥劑合約院所佈點： 

桃園市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合約醫療機構，截至 113年 1月 31日，

共計簽訂 372 家合約院所，持續增加合約院所佈點。 

(3) 流感疫苗接種 

配合中央計畫期程，自 112 年 10 月 2日起分階段開打，截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本市累計接種 61 萬 1,169 劑公費流感疫苗，其中 65

歲以上長者接種率為 46.6%；國小入學前幼兒接種率為 74.2%；國

小至高中學生接種率為 77.2%。 

4. COVID-19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1) 本市確診案例 

自 112 年 3 月 20 日起，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調整 COVID-19 疾

病通報定義：「符合 COVID-19併發症（中重症）條件之民眾需通

報並隔離治療，輕症或無症狀民眾如檢驗陽性則免通報、免隔離」。

自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本市 COVID-19 併發症累



25 

 

計確診 505 例，全國 7,100例。 

(2) COVID-19 口服抗病毒藥物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本市計 8,216 人次使用

Paxlovid 藥物，1,733 人次使用 Molnupiravir 藥物，為降低輕至

中症 COVID-19 確診者轉為重症需住院之風險，本市目前計 225 家

醫療院所（包括 28家醫院、108家診所與衛生所、89 家藥局）配

賦 Paxlovid藥物，52 家醫療院所（包括 27家醫院、25 家診所與

衛生所）配賦 Molnupiravir藥物；持續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公告及治療需求，積極配賦藥物予各醫療機構，提升 COVID-19

確診個案使用口服抗病毒藥物治療之可近性。 

(3) COVID-19 疫苗接種 

積極推動 COVID-19疫苗接種服務，於賣場、市場及火車站等人潮

聚集處及配合大型活動設置隨到隨打疫苗接種站，112 年 9 月 26

日至 113 年 1 月 31日共開設 91場次，COVID-19 XBB 疫苗累計接

種 15 萬 7,483 劑，全年齡涵蓋率為 6.5%，高於全國平均 6.23%。 

5. 愛滋病防治 

(1) 新增 HIV 感染人數 

112 年 9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本市新增 HIV 感染人數計 37

人（全國 389 人），持續辦理愛滋個案管理及接觸者追蹤調查。 

(2) 高危險族群之篩檢諮詢 

辦理警方查獲毒癮者、性工作者、八大行業、性病患者及感染者之

接觸者等高危險族群之篩檢諮詢，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篩檢諮詢計 2,058 人次；辦理一般社區民眾免費愛滋篩檢

服務，7,197 人次。 

(3) 辦理各對象愛滋防治衛生教育 

針對校園、職場、警方查獲毒癮者、性工作者等各對象辦理愛滋防

治衛教宣導，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參與人數計

7,302 人次。 

6. 結核病防治 

(1) 本市確診人數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本市確診計 220 例（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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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7 例），藉由關懷員每日到府送藥關懷，協助患者規則服藥。 

(2) 召開「結核病諮詢小組」會議 

112 年 9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辦理計 10 場，審查診斷、治

療疑義病例計 58 例。 

(3) 辦理高危險族群民眾免費 X 光篩檢 

112 年 9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辦理計 54 場，篩檢計 2,100

人。 

(二) 醫院（機構）感染管制稽核 

112 年度配合本局醫院督導考核計畫，並會同查核委員稽核醫院感染

管制，自 112 年 9 月至 12 月完成 15 家，113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無預警查核計 9家，查核成績皆達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之標準。

另針對人口密集機構自 112 年 9 月至 12 月已完成 40 家機構查核作

業，查核結果亦符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之標準。 

(三) 營業衛生管理 

1. 衛生管理與稽查 

辦理營業場所衛生稽查、游泳池及三溫暖業水質監測，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日，總計抽驗 162家次，抽驗件數為 240 件，其

中合格為 190 件，不合格為 50件，辦理複查作業至改善為止。 

2. 衛生管理人員教育訓練 

辦理各類營業場所衛生管理人員教育訓練，112 年 9 月 1日至 113年

1 月 31 日計 3 場次，116 人取得合格證明。 

(四) 外國人健康管理 

受理外國人健康檢查核備，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月 31 日完成入

國工作定期健康檢查計 4 萬 8,978名，其中 336 名初檢不合格，皆於

期限內完成複檢，不合格者依規定離境。 

五、 藥政管理重點工作執行情形 

(一) 藥品、醫療器材、化粧品衛生管理與消費者保護 

不定期與檢警調機關合作，針對市面疑似偽禁劣藥品進行抽驗及送驗，

並加強藥品、醫療器材、化粧品標示查核，確保產品合法性；監控各

網路平台、電台及電視頻道等通路，取締不法藥品、醫療器材、化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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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誇大不實之產品廣告，遏阻非法藥品、醫療器材及化粧品，維護與

保障民眾健康。 

1. 保障消費安全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稽查西藥製造、販賣業、中藥

販賣業、中西醫診所、藥局（房）、市場攤商計 772家次。 

2. 打擊不法藥品、醫療器材 

112 年 9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不法藥品、醫療器材裁處計 138

件，其中移送檢調單位偵辦計 1 件。查核轄內藥品、醫療器材計 2,086

件，劣藥、標示不符規定裁處 3 件，另移外縣市 10 件；化粧品標示

及產品登錄查核計 588 件，不合格件數 45 件，裁處 21 件，移所轄縣

市處辦 24 件，均依法處辦。 

3. 監錄違規藥品、醫療器材、化粧品廣告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監錄違規藥品、醫療器材、化

粧品廣告，查獲違規計 413件，均依法處辦。 

(二) 整合型友善藥事計畫 

1. 落實多元化及在地化專業的藥事服務環境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於本市 13 區新增及輔導成立

429 家「友善特色藥局」，並提供新住民、移工友善服務及無障礙環

境，拓展多元友善藥事服務，提升專業照護可近性。 

2. 提升安全用藥觀念的深度及廣度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安排藥師走進校園、社區辦理

126 場次用藥安全宣講活動，計 2 萬 331 人參與，以提升學童及民眾

的用藥安全知能，並舉辦「桃園市長者健康藥樂活知識競賽」及「桃

園市神農小學堂健康知識創意競賽」活動，分別有 66隊社區長者及

115 所校國小學童共 675 人參與活動，藉由寓教於樂方式讓民眾展現

學習成效，深耕用藥知識，不僅展現了用藥安全和健康知識無國界的

精神，更回應民眾多元化用藥安全需求。 

3. 提供友善藥事照護服務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持續推動醫院與藥局之專業藥

事能力，提供社區、居家及機構藥事服務模式，提供 165 人次之服

務，對領藥不便、偏鄉地區及服藥順從不佳民眾提供「送藥到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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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用藥叮嚀寶盒」，合計服務 234 人次，由藥師協助弱勢族群得到

更好的藥物治療效果，達到減少藥品濫用與浪費。 

六、 心理健康重點工作執行情形 

(一) 精神及心理衛生業務 

1. 充實本市民眾心理健康可近性  

(1) 本市於 13 區成立 25 處心理諮詢服務據點，由心理師提供免費心

理諮詢服務， 112年 9 月 1日至 113年 1 月 31 日，共服務 780 人

次，陪伴民眾緩解心理壓力及探索因應之道。 

(2) 發揮公共利益效益並融合資源使用，於八德區、桃園區及蘆竹區

等社會住宅，布建 3 處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增進民眾心理健康資

源可近性，並提供免費心理諮商及諮詢服務，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月 31 日，進行個案之心理諮商/諮詢、職能服務、護理諮

詢等共計 804 人次。 

2. 促進各族群心理健康宣導活動(含心理衛生與自殺防治) 

112 年 9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辦理青少年、老人、 家 庭 照

顧者、 身心障礙者與其家屬、 原住民及新住民等不同族群及主題之

心理健康促進相關宣導，共計 62 場次，7,635人次參與。 

3. 早期發現高風險個案 

辦理心理健康相關宣導及自殺防治守門人教育訓練時，推動民眾自

我心理健康評估篩檢，以期早期發現高風險個案，及時予以關懷，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共計篩檢 1 萬 6,933 人次，高風險

174 人皆已完成轉介並進行關懷訪視。 

4. 自殺通報暨高風險個案關懷訪視加強「通報」機制  

提供關懷協談及資源連結等服務，紓解個案情緒壓力，落實自殺高危

險族群個案管理，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自殺通報個

案計 1,787 人次、關懷服務共計 1 萬 614 人次，陪伴面對問題，以

降低自殺風險。 

5. 強化精神病患關懷訪視 

(1) 建立緊急護送就醫聯絡窗口 

於各區衛生所及醫療院所成立（疑似）精神病患緊急護送就醫聯絡

窗口，協助社區困難個案評估與轉介，協調精神科醫師到府關懷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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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112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共服務 17人次。 

(2) 分級定期訪視照護 

本市精神照護個案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為 7,227

人，由衛生所公衛護理師、社區關懷員及心理衛生社工依病患分級

定期訪視照護，112年 9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共提供 2萬 296

人次關懷訪視。 

6. 精神疾病及與自殺防治等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服務業務 

(1) 提升精神疾病合併多元議題之個案面對問題的抗逆力 

為強化本市社會安全網，以家庭為中心之概念，對於收案關懷個案

進行暴力風險評估、自殺風險評估、脆弱家庭風險評估、需求評估，

並追蹤訪視及提供適當資源連結與訂定處遇計畫等服務，強化個

案面對問題的抗逆能力。 

(2) 心衛社工及早介入精神疾病及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服務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精神疾病合併多元議題個案

共有 239 案，均已派案服務，合計服務 4,291 人次，訪視涵蓋率

為 100%，各類型案件服務數如下： 

A 類：精神合併保護性議題相對人：65案。 

B 類：精神合併自殺企圖行為人：86 案。 

C 類：精神合併自殺企圖及保護性議題相對人：4 案。 

D 類：自殺企圖合併保護性議題相對人：69案。 

E 類：離開矯正機關合併思覺失調、雙向型情感(性)疾患/結束監

護處分：15案。 

(二)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 

1. 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 

對於家庭暴力加害人按法院裁定之結果，辦理相關處遇計畫，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年 1月 31日止，新收 89 案。 

2. 性侵害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 

(1) 性侵害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 

針對性侵害加害人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辦理身心治療及輔導教

育，統計 112 年 9月 1 日至 113 年 1月 31日，新收 113案。 

(2) 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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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召開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小組會議，評估加害人處遇情形，112

年 9 月 1日至 113年 1 月 31 日止，共辦理 5 場次，完成評估討論

441 案，並依個案處遇狀況，安排其適宜處遇。 

(三) 毒品危害及藥物濫用防制 

1. 藥癮者追蹤輔導訪視服務 

(1) 提供電訪、家訪、關懷輔導或資源轉介服務 

針對出監、緩起訴或其他單位轉介藥癮個案，提供電訪、家訪、關

懷輔導或資源轉介服務，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追

蹤輔導個案計 3,774 案，訪視計 3萬 2,056人次。 

(2) 24 小時毒防中心諮詢專線 

衛福部委託本局辦理 24 小時毒防中心 0800-770-885 諮詢專線，

提供民眾免費電話諮詢服務，提供相關戒毒資訊並給予戒毒民眾

及其家屬心理支持，幫助民眾遠離毒害；112 年 9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共接獲電話諮詢計 1,104 通，服務計 1,412 人次；另

外本府毒防中心 112年 10月 18日至 11月 1日辦理為期 2週之反

毒特展，於展覽首日（10月 18 日）舉行開幕記者會，積極宣傳毒

防中心諮詢專線，活動媒體露出共 10則。 

(3) 藥癮治療補助方案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國軍桃園總醫院、臺北榮總桃園分院、居

善醫院、林口長庚醫院、周孫元診所、大溪區衛生所及觀音區衛生

所，提供藥癮者藥癮戒治及治療費用補助，112 年 9 月 1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替代治療計 820 人、服務計 5 萬 2,897人次，除替

代治療以外之藥癮醫療補助計 1,261人、計 2,985 人次。 

(4) 毒品講習心理師駐點服務 

由心理師於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課程期間，提供一對一面談服務，

使受講習者有機會獲得情緒支持與陪伴，減緩對成癮物質之依賴，

112 年 9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服務計 20 人次。 

2. 社區毒品危害及藥物濫用防制宣導 

(1) 辦理毒品危害及藥物濫用防制宣導 

針對本轄社區、學校或政府機關辦理毒品危害及藥物濫用防制宣

導 112 年 9 月 1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辦理 34 場，計 1萬 9,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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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參加；監所受刑人反毒及藥物濫用防制宣導，112年 9 月 1日

至 113 年 1 月 31 日，辦理 20 場，計 1,093 人次參加。 

(2) 辦理無毒營業場所研習 

邀請特定營業場所業者，並由專業講師講授毒品防制新知與相關

法令規定，112 年 9月 1 日至 113 年 1月 31日，辦理 1 場，計 19

人次。 

(3) 無毒社區健康家園 

主動出擊至社區中辦理毒品危害及藥物濫用防制宣導活動，112年

9 月 1 日至 113年 1月 31日辦理 8 場。 

3. 青少年藥癮治療服務計畫  

本計畫以心理師到校輔導由醫院（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敏盛綜合

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及居善醫院）提供青少年藥癮治療服

務，及心理師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駐點提供青少年藥癮治療服務，

112 年 9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合計服務 12 案。 

七、 長期照護重點工作執行情形 

(一) 長期照顧服務及個案管理 

1. 長照 2.0 服務申請 

民眾透過撥打 1966專線、網路 e 指通或臨櫃辦理，皆可申請長照服

務，自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計 1 萬 2,570 人申請，

經照專評估符合長照資格者計 7,782 人，後續由 A 單位個案管理師

與民眾討論擬定照護計畫及連結長照服務。 

2. 辦理長照人員教育訓練 

為提升長照人員服務品質及知能，定期辦理個案研討會及在職教育

訓練，112 年 9 月 1日至 113 年 1 月 31日，個案研討會辦理 9 場次、

共計 234人次參訓，在職教育訓練辦理 1 場次、共計 110 人參訓。 

(二) 充足長期照護資源及服務 

1. 布建長期照護資源及服務 

依據衛生福利部長照 2.0 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計畫，持續布建具

個案管理 A 單位、長照服務提供單位（B 單位）及巷弄長照站（C 單

位），截至 113 年截至 1 月底共布建 51家 A 單位（個案管理單位）、

398 家 B單位（複合型服務中心，另相同機構提供不同類型長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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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計算，計有 544 家次）、383 家 C 單位（巷弄長照站及文化健康

站）。 

2. 辦理長照 2.0 宣導 

(1) 透過多元媒體傳播宣導 

整合相關宣導資源，將 30秒長照廣告影片及長照宣導文字，透過

市府各局處電子看板、網站、跑馬燈、市府 Line@、衛生局臉書、

專網及本市各長照據點及社區鄰里、失智共照中心、失智據點、醫

療院所、文化健康站、區公所、衛生所及戶政事務所等處宣導。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觸及人次達 10 萬 6,130 人次。另

以網路 e指通網路媒介，提供 24小時線上長照服務申請，統計自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計 936 案透過網路媒介申請

長照服務。 

(2) 結合市府各局處及民間團體辦理宣導講座 

結合市府各局處（社政、民政、教育及藥政等）及民間團體辦理宣

導講座，包括長照 2.0 服務內容及資源、認識失智症及服務、聘有

外籍看護工家庭如何使用長照服務、住宿式機構補助及長照特別

扣除額等，自 112年 9 月 1日至 113年 1 月 31 日，計辦理 9 場宣

導，參與人數計 1,496 人。 

(三) 長期照顧服務單位品質管理 

1. 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A單位)品質監測及管理 

(1) A 單位服務量能及服務時效監測 

每週監測 A 單位人力量能，如個管師案管量超出規定上限，即啟

動該單位停止派案，並納入年度續約之參據，另停派案累計超出契

約規範天數將依規進行契約終止；每月至「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管

理資訊平臺」監測 A單位擬定照顧計畫時效，並針對服務逾期者，

請單位說明並記點，自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共計 3

家 A 單位擬訂計畫逾 3 日時效，共記點 3 點。 

(2) A 單位評鑑及督考 

已於 112 年 3 月 20 日至 6 月 9 日辦理 39 家 A 單位評鑑及 3 家 A

單位督考，評鑑等第「優良」計 25 家單位、「合格」計 14 家單

位；督考「不合格」計 3家單位，其中 1 家於 112 年 7月 21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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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申請終止特約，餘 2 家於 112 年 11 月 9 日偕同委員完成複查

且通過。 

(3) A 單位聯繫會議 

透過每季召開 1 次 A 單位聯繫會議宣達及討論長照業務，112 年辦

理 4 場，單位出席率皆 100%；113 年預計於 3月、6 月 9月及 12 月

召開。 

2. 專業服務 B 單位品質監測及管理 

(1) B 單位服務時效 

監測服務提供時效：A 單位派案後 3 個工作日內回復處理情形、5

個工作日內提供第一次服務，如查有逾時效之情事，請單位提出說

明，並依契約規定記點，截至 112 年 12 月，計有 12 家 B 單位未

於 3 個工作日內回復處理情形，5 家 B單位未於 5 個工作日內提供

第一次服務，共記 17 點。 

(2) 專業服務單位查核 

訂定「桃園市長期照顧專業服務單位品質提升查核作業」，定期辦

理 B 單位個案抽查及服務落實度問卷調查，如有異常及時請單位

回復改善說明。112年 7月 19日至 28日辦理完成 12家單位查核。

此次查核結果共計 11 家合格，1 家不合格，不合格單位已於 11月

20 日完成實地複查作業。113 年度「桃園市長期照顧專業服務單

位品質提升查核作業」預計於 2 至 3 月進行修訂，並於 7 至 8 月

辦理單位查核。 

(3) B 單位聯繫會議 

為增進 B 單位與照顧管理中心的溝通聯繫，每年辦理 2 次 B 單位

聯繫會議，113 年預計分別於 6 月份及 11 月份召開，並於聯繫會

議當天辦理長照相關課程，增進單位相關知能。 

(四) 護理機構及住宿式長照機構品質管理 

1. 辦理機構督導考核 

截至 113 年 1 月本市共 154家照護機構（含一般護理之家 47家、產

後護理之家 36 家與居家護理所 60 家、住宿式長照機構 11家）。本

局每年定期會同消防局、建管處及專家委員至機構進行實地督考或

評鑑，內容包括行政制度與經營管理、專業服務與生活照顧、環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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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與安全維護、權益保障及改進或創新等五大面向，查有缺失情形除

要求機構改善，並複查追蹤至改善完成。 

2. 強化機構公共安全 

112 年度爭取衛生福利部辦理之「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

備補助計畫」經費計 1,892萬元，補助本市 8家護理機構（7家一般

護理之家及 1 家精神護理之家），補助項目含公安修繕費（電路設施

汰換及隔間牆置頂）及公安設備費（自動撒水設備）計 13 項次，迄

至 112 年 12 月底已全數完工。108 至 112 年本市護理之家 119 火災

通報裝置及自動撒水設備已全數完設，達成本補助計畫之目標，以保

障及維護本市機構住民安全。 

(五) 住宿式服務機構使用者補助方案 

衛生福利部於 112 年 5 月 15 日公告 112 年度住宿式服務機構使用者

補助方案，補助資格調整為中、重度失能者「經由本局照顧管理專員

評估長照需要等級達 4 級（或身心障礙證明中度）以上者，且補助計

算期間實際入住機構天數，累計達 180 天以上」，補助額度由新臺幣

6 萬元調增至 12 萬元，並取消排富條款，另入住天數未達 180 天者採

按月補助。截至 113 年 1 月底補助 1,069 人，補助費用計 1 億 2,256

萬 4,576元。 

(六) 外籍看護工申審暨媒合業務 

1. 依勞動部「外籍看護工申審流程與國內照顧服務體系接軌方案」，由

本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辦理推介媒合，112 年 9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媒合共計 4,517 件。另外，為了能縮短民眾等待之空窗期，

提升「外籍看護工申審服務」作業效率，透過簡訊及電話簡化通知作

業流程，縮短辦理時間。 

2. 媒合醫療院所提供巴氏量表到宅評估服務之民眾，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月 31 日，計 36人完成評估。 

(七) 身心障礙鑑定及醫療輔具補助業務 

1. 為維護身心障礙者權益及減輕其生活負擔，指定本市 17家醫療機構

辦理身心障礙鑑定作業。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完成

9,015 件；另為癱瘓在床無法至醫療機構就醫之民眾提供身障到宅鑑

定服務計 20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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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申請身心障礙者醫療輔具核定

計 206 人次，已補助身心障礙者醫療輔具計 237 人次。 

(八) 失智照護服務 

1. 布建本市失智共照中心及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1) 失智共同照護中心計 7 家，提供協助就醫診斷、照護諮詢及資源

轉介，112 年 9 月 1日至 113 年 1 月 31日，收案計 3,127人；另

112 年共輔導失智社區服務據點並辦理專業人員教育訓練 7 場，

計 487 人次參與；照服員教育訓練 7場，計 291 人次參與。 

(2) 112 年度共布建 7 處共照中心及失智社區服務據點計 30 家，113

年預計布建 7 處共照中心及失智社區服務據點計 31 家，以提高服

務可及性及可近性。 

2. 資源連結及加強失智相關照護服務 

篩檢及照護服務：串連本市 7 家共照中心、13 區衛生所及轄內 21 家

失智症診斷醫院協助進行失智症之篩檢，提供疑似個案就醫及資源

轉介，7 家共照中心協助個案確診並提供個案管理服務、28 家失智

據點提供個案延緩失能課程及照顧者支持團體。 

(九) 老人假牙補助 

1. 補助設籍本市 1年以上之 65 歲以上長者申請裝置活動假牙，以提升

其口腔健康、外觀及改善社交生活，促進營養攝取，維護生活品質與

尊嚴。 

2. 自 112 年 9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本市合約醫療院數計 167

家，受理申請案件計 1,569件。 

(十) 64 歲以下（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口腔醫療照護補助 

1. 補助設籍本市 1年以上之 64 歲以下中低或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補

助項目包括，12 至 64 歲：活動假牙及固定假牙；未滿 12 歲兒童：

防蛀封劑、不銹鋼牙冠、成型乳門牙透明牙套、單（雙）側空間維持

器，以提升身心障礙者預防口腔衛生保健及牙科醫療照護。 

2. 自 112 年 9 月 1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本市合約醫療院數計 42家，

受理申請案件計 39件。 

八、 綜合企劃重點工作執行情形 

(一) 推動年度衛教主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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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桃園市擴大肺癌篩檢等本市亮點計畫，共同推廣年度衛教宣導議

題，包括：「生命教育（預立醫療決定、安寧緩和療護及器官捐贈意

願）」、「愛滋、淋病、梅毒、M 痘（Mpox）及結核病傳染病防治」及「兒

童發展篩檢及聯合評估服務」等議題，透過參與桃園市重大活動、桃

園市政府 LINE@託播、跨局處多媒體宣導、YouTube 及 Facebook 粉絲

專頁影音露出及英語學習雜誌刊登等方式進行多元宣導，期透過衛生

教育宣導策略，從小養成正確健康觀念，提升市民健康識能，進而改

變個人行為，主動採取更健康生活型態。 

(二) 衛生保健志工推動 

1. 本市衛生保健志工隊截至 113 年 1 月 31 日，計 37 隊，志工人數計

2,895 人，今年度廣邀青年志工投入衛生保健領域行列，透過年長志

工之經驗傳承，結合年輕志工之創意、衝勁與活力，為志工團隊注入

活化元素。 

2. 因應去年登革疫情嚴峻，本年度擬續辦理登革熱防疫志工招募計畫，

活化志願服務貢獻場域，提升整體志願服務之效能與品質，另亦持續

利用社群及多媒體進行策略行銷，透過推廣活動擴大志願服務參與

層面，讓更多民眾加入志願服務的行列。 

(三) 提升資通安全維護 

本局為資安 C 級單位，已於 106 年取得機房 ISO27001 證書，已完成

ISO27001 複評驗證，符合國際標準，因應國際標準改版，113 年賡續

執行 ISO27001 換證作業，導入個資安全管理制度，健全個資運用保

護管理，持續落實電腦更新與汰換，維持機房環控系統運營維護，更

新防火牆與防毒軟體設定，落實資訊設備及應用系統管理維護等作業，

確保各項設備與服務正常運作，以維護各項業務資訊及資料之機密性、

完整性及可用性；加強人員資安訓練，提升資安認知，建立資訊安全

事件緊急處理機制，配合及執行各種資安演練、資安事件通報及處理

等內控機制，確保本局各項資訊安全防護。 

參、 未來努力方向 

一、 提升沿海及偏鄉地區醫療品質 

(一) 持續於大園、新屋、觀音、大溪及部分沿海的蘆竹區，建置以人為中

心的巡迴醫療與遠距會診服務，積極規劃深化健康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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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桃園市民健康 E管家計畫，透過數位照顧雲端整合，提供醫護視訊關

懷服務，辦理醫療服務改善計畫、觀音牙科醫療站及中醫巡迴醫療服

務站，強化復興區醫療保健服務體系，提供偏遠地區巡迴醫療及復健

照顧，增進偏遠沿海地區民眾之福祉，將持續提供優質及建構完善的

醫療服務。 

二、 捍衛食品安全強化食安管理 

持續透過數位治理方式，運用「桃食安心資訊平台」向上向下管理，抵

禦違規食品流竄，即時更新食安新知強化消費者端資訊透明，拉近消費

者、業者、政府三方距離，提升民眾對食安信心，讓市民掌握餐點來源，

以保障民眾飲食安全。 

三、 策進長照服務涵蓋率 

(一) 藉由改善護理機構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落實機構對消防及公安之重視，

以提升消防安全，並增強機構人員應變救援能力，確保住民入住機構

之安全。另，積極配合中央推動住宿式服務機構使用者補助方案、居

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等，提供周全性與持續性的照護服務。 

(二) 辦理各長照服務單位評鑑及輔導查核，持續監測個案服務提供及資源

媒合情形，提升服務品質，並規劃建置智慧長照系統，營造智慧長照

環境，增加民眾使用長期照顧服務可近性與可及性，共同打造桃園智

慧樂齡家園。 

(三) 持續透過多元管道加強宣導長照 2.0各項服務，增加民眾使用長期照

顧服務可及性；積極配合中央推動住宿式服務機構使用者補助方案、

居家失能個案家庭醫師照護方案等，以提供周全性、協調性與持續性

的照護服務。 

四、 完備社會安全支持網絡 

陪伴精神、自殺及藥癮個案，以家庭為中心之服務，跨網絡連結個案所

需資源，協助個案復歸社會。此外持續補實社安網訪視人力及布建社區

心理衛生中心，提供民眾可近性之社區心理健康資源，營造市民心理健

康環境。 

五、 持續推動市立醫院建置計畫 

本府持續積極辦理偏鄉地區市立醫院規劃，已針對轄內 19處市有土地，

依本市人口結構、交通網絡規劃及鄰近醫療資源成長等情形，進行可行



38 

 

性評估作業，另規劃於復興區公所現址設置門診、血液透析及復健等醫

療服務，及於現復興區農會承租之展示中心及毗鄰之停車場設置住院中

心、簡易急診及長照服務，積極辦理復興區醫院設立可行性評估作業，

以照顧後山偏鄉民眾健康照顧及就醫需求，本局於 113 年 1 月 30 日於

復興區公所召開復興區市立醫院可行性評估說明會，持續蒐集地方需求

與建議，以利後續規劃 

肆、 結語 

感謝議座先進支持本市各項衛生亮點計畫，本局將持續以公共衛生三段

五級照護原則，推動各項健康政策；運用 AI 智慧與網路科技，提升精

準智慧醫療品質及遠端醫療照顧，並完善長者照護品質；以桃食安心平

台之數位智慧系統，溯源追蹤守護民眾食品安全衛生；布建心理衛生中

心，充實民眾心理健康；最後，健康乃是指身體、心理和社會方面都處

於安適美好的狀態，本局亦持續往此目標邁進，維護市民健康與福祉，

營造全人智慧健康幸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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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錄】衛生局各科室聯絡電話一覽表 
 

單位別 職稱 姓名 電話 傳真 

局長室 局長 劉宜亷 3340935#2280 334-2859 

局長室 副局長 余依靜 3340935#2282 335-3435 

局長室 副局長 黃翠咪 3340935#2283 333-9440 

局長室 代理主任秘書 葉潔瑩 3340935#2289 336-5518 

局長室 簡任技正 葉潔瑩 3340935#2289 336-5518 

局長室 專門委員 陳效君 3340935#2287 336-5512 

醫事管理科 科長 江玉琴 3340935#2300 337-0885 

疾病管制科 科長 陳牟美玲 3340935#2100 337-3605 

食品管理暨檢驗科 科長 薛惠文 3340935#2400 336-3160 

心理健康科 科長 陳純燕 3340935#3000 336-2516 

藥政管理暨稽查科 科長 吳家豪 3356076#2600 347-6629 

健康促進科 科長 林幸慧 3340935#2500 332-1073 

長期照護科 科長 余正麗 3340935#2700 332-1338 

綜合企劃科 科長 洪健翔 3340935#2200 336-4718 

秘書室 代理主任 尹姿權 3340935#2000 336-4637 

會計室 主任 唐玉鳳 3340935#2900 336-4254 

人事室 主任 陳秋名 3340935#2800 333-6169 

政風室 主任 施榮勳 3340935#2020 336-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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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附錄】衛生所聯絡電話一覽表 

 

單位別 職稱 姓名 電話 傳真 

桃園區衛生所 主任 李枝樺 3791888#14 2174034 

中壢區衛生所 主任 謝至剛 4352666#66 4352120 

平鎮區衛生所 主任 李孟臻 4576624#201 4576614 

八德區衛生所 主任 李育霖 3662781#303 3673782 

大溪區衛生所 主任 陳筱琪 3882401#100 3884811 

楊梅區衛生所 主任 黃修哲 4782248#200 4788157 

龜山區衛生所 主任 陳建安 3299645#323 3502343 

蘆竹區衛生所 主任 郭怡辰 3524732#202 3222878 

龍潭區衛生所 主任 林慧敏 4792033#200 4890890 

大園區衛生所 主任 黃友亮 3862024#521 3866765 

新屋區衛生所 主任 葉時源 4772196#21 4774474 

觀音區衛生所 主任 呂忠祐 4732031#201 4731042 

復興區衛生所 主任 林德文 3821265#309 3821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