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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四)中秋節放假一日
9/16(五)彈性放假   9/10(六)補上班

9月

民國105年07月至09月

本所辦公日曆 上班日 放假日 週六延時上班09:00-12:00

「愛」要及時，更要行動!內政部為鼓勵國人適齡結婚及生育，將於

105年7月至10月舉辦12梯次「幸福列車單身聯誼活動」，歡迎年滿20

歲以上設有戶籍的單身者踴躍參加，追求屬於自己的真愛。

活動採網路線上報名，須透過「內政部105年『幸福列車』單身聯誼

活動」活動網頁（https://www.ris.gov.tw/lovetrain）登錄報名或

由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www.ris.gov.tw）連結至該活動

網頁報名。

活動包括5場半天活動、4場1天活動、及3場2天1夜活動。內政部並

分擔參加者2成費用，期藉由多樣聯誼活動，以及相關行程、聯誼遊戲

的安排，製造參加者互動及交誼機會，冀能締結良緣。

(資料來源：內政部、桃園市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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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幸福列車」單身聯誼活動
內政部辦理單身聯誼活動，歡迎年滿20歲在臺設有戶籍單身者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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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育兒津貼該如何辦理?

我們之前一直設籍在桃園市，不過

後來遷出，還需要重新遷入桃園市

滿1年嗎？

Q

A 是的！針對父母雙方及兒童設籍且實際居

住桃園市滿一年以上之要件，認定方式是

以最近一次設籍桃園市之日期為起算日，

屆滿1年即可提出申請。

02

育兒津貼申請表。

申請人一方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申請人國民身份證影本。

申請人及兒童新式戶口名簿或三個月

內戶籍謄本，且應記載全戶人口及詳

細記事。

要帶什麼文件呢？Q
A

□

□

□

□

請攜帶以下文件：

照顧三歲以下兒童。

兒童及申請人均設籍並實際居住桃園

市，且自受理申請日向前推算，需連

續達一年以上。

兒童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

請問育兒津貼的申請資格？Q
A

□

□

□

申請育兒津貼者，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兒童未滿一歲，在本市戶政事務所完

成出生登記或初設戶籍登記，且戶籍

未有遷出本市紀錄。

兒童經完成收養登記未滿一年，且戶

籍遷入本市後，未有遷出紀錄。

□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兒童得不受設籍並實

際居住本市連續達一年之限制：

兒童之父母一方為無戶籍國民、大陸地區

人民或外國籍人士，不受設籍本市之限制。

申請人為兒童之父母雙方、行使負擔兒童

權利義務一方、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

童之人。

申請人是誰呢？Q
A

為分擔家庭育兒經濟負擔，市府特別籌編預算，針對3歲以下兒童開辦桃園市育兒

津貼，凡符合資格者，每名兒童每月補助3,000元，至兒童滿3足歲當月止。 

已公告於桃園市政府及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網站供民眾下載；另亦可至各區公所社會

課、各戶政事務所或里辦公處索取。 

申請表可在哪裡索取？Q
A

為實際照顧設籍且居住於本市之育兒家庭

，津貼於設籍規劃上參考臺北市育兒津貼

之作法。若您或您的配偶設籍外縣市，建

議逕洽當地縣市政府詢問該轄內福利措施

或考慮將戶籍遷至本市並實際居住，以享

本市相關福利。

為何限制父母其中一方未設籍桃園

市就不符資格？

Q

A

育兒津貼審核至核發約44個工作天，經審

查通過後會寄送核定通知單於申請人，登

錄資料後於次月三十日核發津貼至申請人

所提供之郵局帳戶，並採『按月給付』至

兒童滿三足歲當月止。

津貼什麼時候可以入帳？Q
A

申請窗口為兒童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社會課

及各戶政事務所。

要去哪裡申請？Q
A

是的！桃園市育兒津貼採「申請制」，必

須由申請人提出申請。

需要主動提出申請嗎？Q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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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延時服務的週六早上， 

  櫃檯前坐下一位50歲左右

的先生，向我說明來意。原來

這位先生的媽媽年邁不識字且

臥病在床，所以帶來一份由媽

媽蓋指印，有兩位見證人簽名

的委任書，前來申請印鑑證明

。然而，這位先生帶來的印鑑

章不論我用盡方法，用不同的

印泥、不同的蓋印力道，甚至

請幾位資深同仁幫忙核對，就

是跟原留印鑑卡有那麼些微的

差異。

我：「先生，抱歉！媽媽先

前登記的印鑑章似乎不是這顆

喔！」

先生：「應該是這顆沒錯啊

！那怎麼辦呢？」

由於印鑑章不符，依現行規

定，變更印鑑登記限由本人申

請，不得委託，但當事人重病

在床無法親自臨櫃辦理，因此

與民眾約好時間由戶政事務所

提供貼心到府服務。這也是我

這菜鳥公務員的第一次到府服

務。

猶記得老太太的媳婦領我們

踏進房間的那一幕，我向躺在

床上的老太太自我介紹，並詢

問她是否要辦理變更印鑑登記

，她微笑回答，要。

閒聊了幾句，本以為老人家

意識清楚，不想她卻指著陪同

菜
鳥
公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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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服
務
初
體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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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印鑑不得委託辦理

老太太認錯兒子女兒

我一起到府服務的替代役同事

說是她兒子，說我是她的女兒

，也把她媳婦錯認成其它人；

至此，老太太的媳婦明白，婆

婆此時意識並不清楚，無法辦

理。

我委婉地向她說明，依民法

規定，當事人因精神障礙或其

它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

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

其意思表示之效果，應向法院

聲請監護宣告，將來由監護人

代其為意思表示。

我問：「阿婆，躺這麼久會

不會不舒服？妳可以坐起來活

動活動嗎？」

老太太笑笑地說：「我自己

沒辦法啦！」

老太太的媳婦：「晚一點我

先生回來時，兩個人合力才有

辦法抬她坐輪椅，到時候會推

她去外面曬曬太陽。」

最後，我向老太太道別，她

面帶微笑地朝我搖搖手。或許

她始終認不得我是誰、不知道

我為何在那裏，但見她心情愉

快，感覺她的子女盡心照顧她

起居，雖然此行任務無法達成

，我是笑著離開的。

迄今尚短的公務生涯中，每

每遇到臨櫃的老先生或老太太

，總是讓我想起我的阿公跟阿

嬤，感覺特別親切，雖然可能

需要花較多時間說明或辦理，

但是聽到他們辦好時所道的一

聲謝謝，好似小時候阿公跟阿

嬤賞的甜滋滋的糖果般，那麼

令人滿足！

晚輩盡心照顧生活起居

須有意思表示能力

服務心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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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寶出生了～響亮的哭聲提醒您，要記得來戶政事務所報戶口囉！
桃園戶政有多種加值服務，讓您不用到處奔波，津貼健保一次辦好～

關於出生，戶政能為你做什麼？

你住的城市年輕嗎？內政部

統計去年底各直轄市、縣（市

）0至14歲的幼年人口與65歲

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比例，當老

年人口大於幼年人口，亦即指

標大於100時，代表老化情形

嚴重，老化最嚴重的縣市為嘉

義縣161.19，其次為雲林縣

131.10，而新竹市及桃園市的

指數最低，是全台最年輕的2

個縣市。 

對人口統計資料有興趣的民

眾，歡迎至內政部戶政司網站

（http://www.ris.gov.tw/）

瀏覽查詢。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寶寶出生後60天內，至戶
政事務所幫寶寶辦理出生
登記，登記寶寶的姓名、
戶籍地址等基本資料，也
就是俗稱的「報戶口」。

出生登記

寶寶的姓氏，爸爸媽媽
可以自己約定喔！可在
出生證明書下方以書面
約定姓氏，真的很方便
呢！

約定子女從姓

出生登記後，我們會核發
載有寶寶姓名與身分證字
號的新式戶口名簿，家中
又多添了一名生力軍！

戶口名簿

若您需要戶籍謄本，也可以在
戶政事務所一次申請完畢喔！

戶籍謄本

辦理完出生登記後，我們會主
動詢問您寶寶「依附投保」的
對象，並完成投保手續，您可
享受政府有感的便民服務。

健保投保

投保的同時，我們也會徵詢您
是否同意製作寶寶的無照片健
保卡，只要約7個工作天，健保
卡就會寄到家中喔！

無相片健保卡

桃園市育兒津貼，3歲以下兒童
每月可領取3000元，也可以在
戶政一次申辦喔∼不用再跑區
公所！

育兒津貼

辦完出生登記的同時，就能獲
得桃園市的祝福：2本童書，數
量有限，發完為止喔!

閱讀禮袋

寶寶出生前，設籍桃園市滿1年
的爸爸媽媽，辦理出生登記時
，可同時申辦3萬元生育津貼，
一次辦好好∼

生育津貼
桃園市
政府印

戶 口 名 簿

中 華 民 國

BANK

戶 籍 謄 本

圖文‧
桃園戶政 請 給 圈

Please give circle

老化指數攀升 新竹、桃園最年輕
104年全國老化指數為92.18，較103年增加6.48，老年人口成長迅速，且多分布在東部及南部區域。

區域 老化指數 排名 

嘉義縣 161.19 1 

雲林縣 131.10 2 

澎湖縣 129.22 3 

 

新竹縣 67.47 20 

桃園市 62.30 21 

新竹市 59.36 22 

表：內政部統計104年老化指數

（本表僅簡略介紹，詳細內容請參考各作業規定）

(表格省略，詳細內容請見內政部戶政司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