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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消 息 
 「守護祖產，全面出擊」歡迎參加繼承登記 13 區巡迴聯合宣導列車說明會  

     提升繼承登記申辦率，共同守護市民財產權

益，桃園市政府地政局協同國稅局及戶政事務所，

展開 13 區巡迴聯合宣導列車說明會，將提供有需要

了解繼承登記之市民一次到位的服務，自 106 年 12

月 20 日起至 107 年 1 月 23 日在全市 13 行政區分

區辦理。 

    蘆竹區於 107 年 1 月 12 日(五)上午 10 時在蘆

竹區公所 3 樓大禮堂舉辦，其他各行政區辦理時間

及地點可至地政局網站（https://goo.gl/BDH6Yj）

查詢，希望有需要瞭解繼承登記相關資訊的市民，

可以把握這次機關聯合服務的機會，就近參加在各

區舉辦的說明會，確保自身權益。 

  「2018 飛躍桃園直達美好」跨年晚會將於 106 年 12 月 31 日晚間 7

點在桃園藝文廣場熱鬧登場  

    桃園已於 2017 年正式進入捷運時代，而今年以「飛躍桃園直達美好」做為活動的

主題，象徵桃園機場捷運正式營運，展現飛躍進步、直達美好的旺盛動力！同時，今年

桃園跨年卡司電音女神謝金燕開場、韓國超甜美女神 Jessica 及原住民好聲音動力火車

雙壓軸演出，歡迎大家 12/31 相約桃園藝文廣場，一同迎接 2018 的到來！ 

    市府自從 2015 年 9 月發行桃園市民卡，發卡量迄今已達 90 萬張，大大提升市民

的生活便利性，桃園跨年再次結合市民卡推出刷市民卡抽機票活動，市民於 12 月 31

日下午 4 點至晚間 10 點，帶著市民卡到現場服務台感應登錄條碼(每卡限登入ㄧ次)，就有機會獲得歐洲線商務艙來

回機票及日本線(台北至東京)經濟艙來回機票，詳情可至桃園觀光導覽網(http://travel.tycg.gov.tw/)查詢。 

106 年 12 月 30 日(六)除預約結婚登記外，本所週六延時服務暫停一次。  

為因應元旦連續假期，106 年 12 月 30 日(六)， 除預約結婚登記外，本所週六延時服務暫停一次，如您身分證需

辦理掛失可撥打內政部服務熱線 1996。 

http://www.newluchu.gov.tw/introduce/hrtraff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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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民 措 施 
  活化數位檔案  創新應用價值   歡迎申請檔案應用  

   戶政檔案貴在資訊的流通與應用，因此蘆竹戶政同心協力專著於「活化數位檔案、創新應用價值」，建置申請書查

調系統，將民眾到本所辦理之出生、死亡、結婚、離婚之申請書及附件掃瞄建檔為 PDF 檔，讓查調檔案變得更輕鬆有

效率，大幅降低民眾候辦時間，便民更有感！目前本所已建妥 86 年至 104 年之身分申請書，並仍賡續建置中，以期

在檔案最原始完整的樣貌運用電子設備完整保存。 

   檔案貴在流通利用，歡迎您填妥申請書並附身分證明文件影本，親自或透過郵寄、傳真、網路等方式向檔案管有機

關申請檔案應用。 

檔案目錄查詢網址：http://near.archives.gov.tw/ 

 作業規定依據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26 日府秘文字第 10401649713 號函訂頒桃園市政府檔案應用申請注意事項 

 檔案申請閱覽作業流程  

   申請人以書面提出申請，本所收文經業務單位審核並陳核主管，文件不齊者通知補正；陳核不同意者駁回並通知申

請人後結案；陳核同意者通知申請人閱覽檔案，申請人不閱覽則結案。閱覽者由業務單位陪同閱覽，須影印資料者影

印後依規定繳款、歸還檔案並結案。   

 檔案收費標準  

收費標準可使用手機掃瞄右方

QR code 瞭解詳情，或參考桃園

市蘆竹區戶政事務所網站首頁-

便民服務-檔案應用-收費標準。 

 

 檔案應用小叮嚀  

本所網站並建有檔案應用專區，內載有檔案應用簡

介、相關連結、作業規定、作業流程及申請書填寫須知

等，歡迎對檔案應用有興趣的朋友多加利用參考，本所

亦於網站首頁提供書表下載及範例等，歡迎檔案達人隨

時給予本所鞭策指教，一起讓承載世代記憶的瑰寶，永

續美麗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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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令 宣 導 
  原住民回復傳統姓名登記  

申請人  

 一、姓名條例第 1 條第 2 項規定：「臺灣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之姓名登記，依其文化慣例為之；其已依漢人姓名 

     登記者，得申請回復其傳統姓名；回復傳統姓名者，得申請回復原有漢人姓名。但均以一次為限。」當事人提 

     出申請時，應注意次數限制。 

二、姓名條例第 13 條前段規定：「依本條例規定申請改姓、冠姓、回復本姓、改名、更改姓名、更正本名者，以 

本人或法定代理人為申請人。」當事人如為未成年人以其法定代理人為申請人，如為成年人則以本人為申請 

人。 

應備文件  

一、當事人國民身分證(未領證者以戶口名簿代替)、戶口名簿。 

二、當事人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相片 1 張，得免繳交相片之情形，請參照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製發相片影 

像檔建置管理辦法第 14 條規定(相片規格詳見國民身分證規格)。 

三、按臺灣原住民回復傳統姓名及更正姓名作業要點第 3 點規定，申請人應填具「臺灣原住民回復傳統(漢人)姓名及 

更正姓名申請書。」 

四、如未成年人由法定代理人單方申請，須另附他方之同意書。 

審查  

一、姓名條例第 15 條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申請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一、經通緝或羈押。二、受宣 

告強制工作之裁判確定。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未宣告緩刑或未准予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 

但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前項第 2 款及第 3 款規定不得申請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之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

起至執行完畢滿 3 年止。」年滿 14 歲者，戶政機關應確認當事人無前揭限制改名之情事。 

二、當事人之傳統姓名應符合其文化慣俗，倘有疑義，得依原住民族委員會 92 年 10 月 8 日原民企字第 092002928 

3 號函規定，應確認民族別，再請該族專家或耆老協助查明其傳統姓名之取名方式是否符合該族傳統文化。 

換發證件  

可參考原住民回復傳統姓名換發證件彙整表(http://www.ris.gov.tw/162；或可掃描下方 QR code 連結)，回復傳統

姓名者第 1 次得免費換發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等相關證件。 

                                                

本文圖片出處：原住民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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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政 焦 點 
 撥打 113 你我都心安  

什麼是 113？  

  113 保護專線是一支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服務專線，如果您或家人、

朋友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或性騷擾的困擾，或是您知道有兒童、少

年、老人或身心障礙者受到身心虐待、疏忽或其他嚴重傷害其身心發展

的行為，您都可以主動撥 113，並儘可能提供相關「人、事、時、地、

物」資訊，清楚地提供被害人所在地理位置、相關身分資訊，以及詳細

舉報內容，例如：被害人目前意識狀態、事件發生的原因、時間、頻率

等，與線上社工員進行討論，讓政府公權力及時提供您保護及協助。 

 

【服務對象】全國民眾 

【服務時間】24 小時全年無休 

【服務方式】市話、公共電話或手機皆可撥打之 24 小時免付費專線 

【網路對談】113 線上諮詢 https://ecare.mohw.gov.tw/ 

【服務內容】由專業社工人員於線上受理全國家庭暴力、老人保護、 

            身心障礙者保護、兒童少年保護及性侵害、性騷擾事件 

            通報或求助諮詢 

【特殊服務】除國語及閩南語外，提供英語、越南語、泰國語、印尼 

            語、柬埔寨語等 5 種語言的通譯服務 

 ☆若有立即人身安全危險，請您先直接撥 110 報警，以保障您的人身安 

   全。 

 

  安享晚年是大部分老人家的願望。能夠兒孫滿堂，享含 

貽之樂更被認為是難得的福氣，但對一部分老人家來說， 

身體衰弱及經濟依賴致使他們無法根據自己的意願行事， 

甚至受到虐待，造成身心受創之情事。在沒有社區支援 

下，虐老問題可能會被忽略。而老人家多本著「家醜不可 

外傳」的心理，或者害怕失去依靠，對受虐情況三緘其 

口，旁人難以協助。 

 

若懷疑老人受虐，除表達你的關懷外，也可以鼓勵老 

 人尋求援助，113 專線即是最好的例子，只要家庭間的 

 成員受到了虐待或是精神上的侵害，均可以撥打保護專 

線，進行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