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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於民國 107 年邁入「高齡社會」，65 歲以上人口佔比達 14%，預估 114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

在地老化和社區照顧是長輩長期照顧服務的重要面向之一。桃園市近年透過政策的推廣和軟硬體的建

構，以社區為單位，串聯起長輩的居家生活和社區生活，讓長輩能在自己最熟悉安心的環境裡，獲得

妥善的照顧以及衣食住行的協助，讓晚年生活幸福美滿。

本市預計 111 年至 113 年間，長照需求人數將達到 7 萬人，社會局持續推動長者福利與活躍老化，落

實在地安老、積極布建社區式長照機構（日間照顧、小規模多機能）並持續以「一國中學區，一日照

機構」之目標，提高服務可近性；賡續布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推動創新服務，預防延緩老年失能及

失智；另積極鼓勵高齡者運用專業才能與豐富生命經驗，投入志願服務工作。

桃園除了是適合青壯年築夢，更是長輩頤養晚年的城市，為肯定長輩一生對家庭與社會之貢獻，今年

起符合資格的桃園市民，即可享有每年三節各 2,500 元禮金。為更提高晚年幸福感，亦持續推動各項社

區活動，建立社區自主運作模式，促進長者社會參與，營造永續成長、健康的社區環境。

面對高齡社會，桃園致力讓長者安度晚年、有尊嚴地生活，因此任何高齡政策的推動都以貼近市民多

元需求為基礎，期盼每位長輩都能在這座有溫度的城市自在生活、走向安心幸福的人生下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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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以均衡日間照顧資源，並提升整體服務涵

蓋率。此外，本府也秉持重視多元文化的特性，於

原住民鄉鎮設立第一家微型日照中心，實踐「族人

照顧族人」的照顧模式。

日趨完善的長照資源及服務

長照 2.0 實施迄今，本局因應多元長照需求，持

續布建長照資源及服務，截至 111 年底，本市已

設立 63 家日照機構（59 個國中學區），已完成

45 個學區布建，學區涵蓋率達 76%。現行已超過

400 位具有長照人員認證與登錄的長照人員提供

日間照顧服務，累計達 1 萬 6,000 多名長者接受

服務，高達 26 萬人次受益，收托率達 83%。另

為提升長照服務品質，針對本市日照機構也會不

定期召開業務聯繫會議、定期進行抽案訪查，及

落實服務品質查核機制，本局將為市民們把關，

讓長者安心、家屬放心。
▲ 龍福社區長照機構 - 拉彩布伸展

▲ 上圖－中壢 1 號社會住宅公益棟大樓外觀 

下圖－龍福社區長照機構 - 窗邊沙發區

長照路上不孤單　市府資源伴你左右

隨著年齡的衰老，每個家庭都將面臨長照的議

題，對於照顧者家庭是一個漫長且辛苦的過程，

市府為了減輕家庭的照顧壓力提供了多元的長期

照顧服務，可以撥打 1966 長照專線或向本府衛

生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進行服務申請。其中日間

照顧服務，是針對家中有照顧需求的長者，白天

時接送至日照機構，由專業的照顧人員提供生活

照顧、健康促進與文康休閒活動、家屬指導及諮

詢、備餐與沐浴及喘息服務等，使長者獲得友善、

樂活且專業的照顧服務，家中照顧者也能減輕照

顧壓力。

結合民間服務能量　普及服務涵蓋率

為配合總統「一國中學區，一日照機構」目標，

以社區生活圈之範圍布建社區式長照資源，提升

資源之可近性及可及性，滿足長者長期照顧需

求，社會局除持續鼓勵民間團體以自有場地辦理

之外，還於未提供日間照顧服務之國中學區內，

積極尋找適宜之公有館舍或公益回饋空間納入社

區式長照機構，結合民間服務量能辦理社區照顧

多元社區日照　樂活在地安老
文：老人福利科 / 蘇禹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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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俱進　

減緩科技落差　友善數位生活
文：社會工作科大溪家庭服務中心 / 賴貴容

「幸福社區 - 3 溪我最行」  
帶領長者生活數位 e 化

身處於資訊發達的現代生活，3C 產品的普及已

深深影響到每個人的食衣住行等各方面，銀髮族

也不例外。3C 產品的使用已不再是年輕人的專

利，長輩們亦是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為了提升

高齡者手機使用能力，進而降低銀髮族網路數位

落差、增進人際互動能力與幸福感，本市大溪家

庭服務中心特別為了銀髮長輩們規劃「幸福社區 - 

3 溪我最行」一系列的活動，並結合在地資源 -

仁義里辦公處、基督教拿撒勒人會、僑愛教會等

社區好朋友的共同協助，提供場地並邀請長輩們

一起參與。

學習新知　提高銀髮族社交參與感

活動設計為 4 次課程，內容包含進階版手機拍照

教學、LINE 通訊軟體功能與運用、多媒體檔案

製作與編輯、Google 銀髮教學及生活應用等，總

共有 23 位長輩參與，每堂課的出席率均為百分

之百，而長輩年齡超過 71 歲以上有 10 位、65 ～

69 歲 8 位、60 ～ 64 歲 4 位、60 歲以下有 1 位，

平均年齡為 67 歲。透過活潑的活動及實際操作

與練習，讓長輩們均能輕鬆上手、熱烈參與，課

程結束後經操作測試，平均有 86% 的學員熟悉如

何運用 APP，完成地圖搜尋、通訊軟體使用及照

相與攝影技巧，不但強化自我實現的成就感，更

從課程中增加人際互動，也提升社會參與及社福

資訊接收的機會，說不定長輩們未來還能進階成

為「拍照大神」、「APP 達人」喔。
▲ 上圖－長輩們專心上課學習手機運用技巧／下圖－老師指導長輩

手機操作技巧



 / 聚焦．社福亮點 / 

06

老人三節禮金  
補助金額增加　提高幸福感

2023 年春節為 1 月 22 日，較往年早，桃園市張

善政市長為肯定所有長輩終其一生為家庭、社會

奉獻，積極照顧老年市民，老人三節禮金從 2,000

元調高至 2,500 元，並刪除排富條款的規定，讓

原來申報綜合所得稅率在 20% 以上的長者，也

都能享有禮金。

三節禮金加碼是市長對於長者表達之敬意，凡是

年滿 65 歲（原住民年滿 55 歲）、設籍本市達 6

個月以上且有居住事實的市民，即可享有春節、

中秋節及端午節的三節獎金 2,500 元；近日接到

許多長者來電表示，很高興今年三節禮金金額提

高，而且刪除排富條款相關規定。

致力打造銀髮友善環境  
全面照護長輩日常生活

另在高齡化時代，市府持續努力打造銀髮友善環

境，積極擴充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老人健保補助

領紅包！ 
桃園市加碼三節禮金

文／老人福利科　李秀端

▲ 市府及公所長官至百歲人瑞家裡送禮金

每人每月最高 826 元，減輕長輩或子女經濟負擔；

並鼓勵長輩持敬老愛心卡走出戶外，參加社區關

懷據點、長青學苑等活動；另外亦辦理老人假牙

補助及長照 2.0 等社會福利服務，將有限資源最

大效益化，對長輩的日常生活提供更全面的照護

與關懷，使桃園市達到活躍老化、健康樂齡的友

善銀髮城市。

▲ 張善政市長宣布，桃園市老人三節禮金從原本的 2000 元調高至 2500 元，同時刪除排富條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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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特色方案　支持樂齡服務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及桃園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積

極鼓勵高齡志工參與志願服務，從訂定高齡志工

服務計畫、蒐集不同服務領域高齡志工故事、拍

攝紀錄片及製作專刊、舉辦巡迴座談到高齡志工

工作坊等活動，期待藉由規劃不同之特色方案為

桃園市 65 歲以上的高齡志工服務，並號召更多

銀髮市民朋友們參與志願服務，讓高齡志工在樂

活服務的同時也能享有心理及社會資源的支持。

青銀人力互助　高齡者靈性照顧  

世代共融是社會願景，發展青銀人力互助的模

式，年輕人與長者透過互動交流激發出時代價值

是推展之目標，而高齡長輩在提供服務的同時，

亦有身心靈健康等自我需求，因此，未來將規劃

青銀共融之方案，例如：「青銀志工影音教學工

作坊」及「心靈擁抱一日體驗營」，期待透過青

年志工與高齡志工共學影片拍攝，培養高齡志工

銀髮友善幸福 
志願服務來建築

文：�桃園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姜孟含

學習現今智慧型手機簡易的 APP 軟體，以便自

行拍攝影片記錄生活；藉由一日體驗營調適高齡

志工身心，重構「身、心、靈」的幸福，並規劃

舉辦影片競賽「桃園志工服務日常」，鼓勵志工

們以自己為拍攝對象，記錄在地志工故事。

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桃園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透過志願服務人力供需之媒合與培

訓，與志願服務之多元諮商輔導及宣導等措施，強化志工組

織之運作能量與精進發展，增進志工學習成長與激勵，擴大

市民志願服務之參與，落實志願服務的精神。竭誠歡迎您一

起加入志工行列，響應桃園動起來，全民當志工，共創歡喜

的志工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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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新坡社福館　幸福老幼年華
文：觀音新坡親子館／呂婷茹

▲ 阿公帶小孫子共同體驗快樂島

觀音新坡社福館相關資訊 

地址：觀音區新生路 76 巷 5 弄 2 號 1、2 樓 

電話：（03）282-4288

起組裝雪花片、一起遊玩大型教具、完成平衡力

關卡，體驗旋轉的刺激感！

拓展老年交友圈　實踐幸福生活目的

祖孫造訪親子館除了增進彼此關係，也創造了與

其他家庭的交流機會，交換彼此的養孫經驗及養

育秘訣，發展出新的交友圈；有些長者加入親子

館志工團隊，發揮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共同

打造親子館優質的服務與環境，創造自己精彩的

老年生活，享受老幼共學及老幼相伴的「活躍老

化」幸福生活實踐。

另外，新坡社區發展協會於新坡社福館設立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服務時間為每週二、五上午 9 時

至 12 時。據點安排豐富課程，服務高齡長輩，

例如：環保手作課程、四色牌摺紙、社區環境瓷

磚拼貼等，並且不時與楊梅怡仁醫院共同合作，

結合銀髮健身房及醫療小管家，提供長輩多元醫

療資源。

觀音新坡親子館　 
創造老幼共學相伴環境　

對於「老」的印象曾是孤獨且灰暗的，但接觸親子

館後，才發現原來「老」也可以很充實、很快樂。

「老師，我這個小孫子出生之前，都只有我跟他阿

公在家，家裡好安靜，在他出生之後，家裡整個鬧

哄哄的，屋頂好像都要被掀掉了！」阿嬤跟阿公苦

笑說道，而臉上皺紋卻因洋溢幸福更顯柔和。

觀音新坡社福館位於觀音新坡社區內，除了提供

當地居民親子共遊的去處，更是讓長者添增與小

孫子美好回憶的地方。來館的祖孫，多為爸爸、

媽媽工作繁忙，將小孩托給阿公、阿嬤照顧，而

這甜蜜的負擔反而豐富了長者的生活。厚實的大

手與稚嫩的小手共同完成積木城堡，祖孫三代一

▲ 阿公協助小孫子認識雪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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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至 2 樓為親子館： 

1 樓提供 0 至 2 歲寶寶區與 2 至 6 歲體能區、益智區、閱讀區與扮演區。 

2 樓為多功能教室，提供親子共同創作藝術、親子手作的機會。 

3 樓為老人文康中心： 

作為長者安全友善的活動場所，設置多功能教室、簡易廚房與無障礙廁所，提供休

閒聚會空間。

4 樓由新坡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 

包括電話問安、關懷訪視和各式課程活動。

觀音新坡社福館  樓層介紹

▲ 左上圖－祖孫一起用積木搭建城堡／右上圖－祖孫一起完成平衡關卡／左下圖－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右下圖－長輩們製作手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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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婦女福利及綜合企劃科 / 張真瑀

性平好聲音　 
一齊唱出對性平觀念的重視 

舞台上傳來耳熟能詳的歌曲，銀髮長輩正唱著台

灣民謠「望春風」，觀眾沉醉在歌曲聲中。原來

今天是桃園市政府社會局舉辦「性平好聲音 K 歌

比賽」，邀請社區發展協會、老人會等長輩們一

同高歌一曲。

比賽有個小巧思，一展歌喉之後要說出對演唱曲

的「性平詮釋」。一位長輩在台上說著「在我們

的生活中潛藏著太多性別刻板印象，十七歲的女

生為什麼不能大方表示愛意、追求屬於自己的

幸福……我認為不分性別都應能夠追求自己的愛

情。」因時空變遷，過去較為傳統的性別刻板觀

念，在現今已開始翻轉。

當天還有多首生活中耳熟能詳的歌曲都有了性平

新解，像是《阿母的手》述說著過往女性承擔家

務與照顧重擔；《孤女的願望》描述女兒在重男

輕女的家庭中不被重視的處境；《酒國英雄》展

現出男人不能訴苦的壓力與偏見。原來在琅琅上口

的歌曲中，竟然有這麼多不合時宜的性別觀念！

從參與中探索內在對性平的聲音

活動結束後，參賽長輩的家人開心地跟我們分享：

獨 夜 無 伴 守 燈 下　 冷 風 對 面 吹

十 七 八 歲 未 出 嫁　 見 著 少 年 家

果 然 標 緻 面 肉 白　 誰 家 人 子 弟

想 要 問 伊 驚 歹 勢　 心 內 彈 琵 琶

「媽媽高齡 80 歲，準備歌唱比賽對她來說挑戰

十足，但她樂在其中 ! 全家非常支持她，準備過

程中媽媽也分享她年輕時離鄉背井打拼、一肩扛

起家計的故事，讓我覺得媽媽真的很偉大，如今，

媽媽能跳脫框架，成為快樂又自主的女性，是全

家人的驕傲。」

本次比賽由觀音區廣福社區發展協會呂福龍演唱

望春風獲得第一名、中壢區老人會李黃月霞演唱

孤女的願望獲得第二名、樂活銀髮族協會李玉雲

演唱阿母的手獲得第三名。社會局未來將持續透

過最受銀髮族歡迎的卡拉 OK 歡唱比賽，讓長輩

們在歌聲中愛上性平。

▲ 呂福龍先生精彩獻唱

「銀」得掌聲　唱出性平好聲音

▲  左圖－廣福社區發展協會呂福龍

獲得第一名／中圖－老人會李黃

月霞獲得第二名／右圖－樂活銀

髮族協會李玉雲獲得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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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希望　傳遞愛　

為響應聯合國訂定之「國際身心障礙者日」並推

動「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桃園市

政府社會局每年都會辦理國際身心障礙者日表揚

活動，透過表揚活動看見身心障礙者的潛能，並

感謝身心障礙家庭照顧者與身心障礙服務人員的

付出。

林爸爸是桃園市 111 年模範身心障礙家庭照顧者

的受獎者，今年 69 歲的他，頭髮已經發白，臉

上有著歲月刻下的痕跡，但在許多有視障者出現

的場合，仍常常看見他充滿活力與熱忱的服務身

影。是什麼樣的動機，讓他退而不休，積極投入

社會局視力協助員的服務呢？

原來，林爸爸的 2 名兒子，都於年幼時檢查出視

神經萎縮，成為視覺障礙者。從此，林爸爸陪伴

孩子展開漫長的就醫、陪讀及就業之路，在視障

輔助器材尚未普及的 80 年代，家中就添購擴視

機，讓孩子能夠順利閱讀書籍與報紙，獲取新知，

並購買各類科學、文學、歷史等錄音帶及光碟，

藉由有聲書讓孩子廣泛攝取知識。在林爸爸的積

極栽培下，兩子皆順利完成大學學業，現分別於

社會福利及按摩服務的領域中發光發熱。

因為愛所以發光

林爸爸努力在工作與家庭照顧中取得平衡，一路

克服困難與疲憊，用心的教養方式，不僅照亮兩

子人生中的道路，更於退休後投入視協員的服

務，將這份陪伴視障者的愛與耐心，擴及至更多

視障者，成為黑夜裡的一束光，點亮無數視障朋

友的「視」界。

文：身心障礙福利科 / 廖敏淳

▲ 林爸爸與家人的合影

黑夜裡的光
桃園市國際身心障礙者日表揚活動

▲ 陪同視障者參與活動▲ 用心投入視力協助員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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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異國文化表演　豐富現場表揚活動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為歡慶 12 月 18 日為國際移民

日，於 2022 年歲末舉辦慶祝活動，12 月 3 日、

4 日與文化局在桃園市桃園區陽明運動公園共同

辦理 2022 國際移民日暨新住民表揚活動，當天

分別表揚了 2022 年新住民傑出楷模、績優服務

人員、友善社區、企業與學校共 23 組得獎人員

或團體，又本次表揚活動結合了異國文化相關藝

文表演，讓桃園市民享受為期兩日的戶外「新」

嚮宴，也讓居住生活於桃園的新住民或移工朋友

們一解思鄉之情。

▲ 越南紗巾舞

文：新住民事務科 / 莊泳家

暖心暖情　同樂融融

12 月初的桃園市雖然沒有晴朗的天氣，但仍不

減來參加活動人們的熱情，周邊的市集攤販異國

風情的體驗，讓當天來的大小朋友們充分享受不

一樣的文化氛圍。小朋友們盡情享受跑跳空間的

公園大草坪、文化局舉辦的手作小教室還有兩天

的文化活動表演，讓桃園市民充分享受非常 chill

的週末假日。

2022 國際移民日
暨新住民表揚活動

▲ 新住民精彩表演 ▲ 小朋友們響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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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社會救助科 / 陳育銓

「特殊物資箱」 
提供更便捷的實物給付服務

王明鉅副市長與陳寶民社會局局長陪同蔡英文總

統、陳建仁行政院院長於 2 月 4 日前往北區安家

實物銀行實地視察。

目前桃園市南、北區各設置 1 間安家實物銀行總

行，分別委託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及中華安得烈

慈善協會辦理；另於各區家庭服務中心、身心障

礙資源中心等單位設置 25 間分行，為各區民眾

提供就近的實物給付服務。

其中，北區實物銀行總行於 111 年 12 月 15 日正

式開幕，可望提供桃園、八德、大園、蘆竹、龜

山、大溪、復興等地區的弱勢民眾更便利、即時

的物資領取服務。除現場領物服務外，北區總行

針對家中有重症、罕病患者、嬰幼兒、身心障礙

的脆弱家庭提供客製化的「特殊物資箱」，按照

家庭的不同需求，提供個別化的營養品並宅配至

民眾家中，讓有需求的家庭獲得及時幫助。

以關懷出發　提供立即支援服務 

72 歲的獨居長者林伯伯，於去 (111) 年 12 月急

性腦中風，雖手術後身體機能已復原近七成，但

▲ 王明鉅副市長陪同總統視察

▲ 左圖－社會局陳寶民局長簡報安家實物銀行／右圖－安家實物銀
行物資陳列貨架，擺放各種民生物資

/ 做好事公益平台 / 

捐贈聯絡窗口：社會救助科（03）3350628

網址

▲

平台操作方式

▲

發揮影響力　
北區安家實物銀行與您安心同行

上下樓梯及外出仍較為困難，後續須長期復健及

物理治療甫能逐漸恢復正常生活。但林伯伯透

露，因住院期間支付多筆醫療開銷，退休金已所

剩無幾，經濟陷入困境。醫院社工評估通報脆弱

家庭，由本局家庭服務中心開案服務，社工考量

林伯伯的身體狀況，向北區安家實物銀行總行申

請 6 個月的宅配「特殊物資箱」服務，提供林伯

伯低油、低糖的物資，減少其心血管負擔，讓林

伯伯能在復健期間安心養病，恢復身體機能也減

輕經濟壓力。

改善女性月經貧窮 
盼望結合民間力量

另為減緩女性因經濟困頓所產生的月經貧窮現

象，本市 27 家安家實物銀行提供生理褲、衛生

棉及護墊等生理用品，符合身分之弱勢家戶女性

皆可至各區安家實物銀行免費兌換。公部門的力

量有限，但民間力量無窮！歡迎有意願捐贈物資

的企業團體或市民朋友，善加運用「做好事公益

平台」，或與本市安家實物銀行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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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感；因此，書中以「老幼共學」的祖孫搭配，

由主角艾蜜莉和奶奶到森林中探險展開神祕的

「遺忘之屋」奇幻之旅。每個人的遺忘之屋大小

不一，收藏的事物、時光、記憶也截然不同，奶

奶的屋子很大，逝去的記憶幻化為翩翩飛舞的彩

蝶，隨著振動的翅膀而閃爍，奶奶重溫了人生中

許多精彩而美好的時光，也細細咀嚼每一段感動；

艾蜜莉的屋子則小很多，充滿著蹣跚學步時的回

憶，她很慶幸自己已將跌倒受傷的痛楚遺忘了，最

後在記憶保管員的提醒下，祖孫倆才恍然想起該是

時候回家了，至於回家的歸途則在地圖上。

全球平均每 3 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高齡化社

文：暐昕創意

繪本的世界廣闊而深邃，豐富的圖像與文字的結

合蘊含著無限的可能性，有時候我們可能得藉由

故事，才恍然發現自己的觀點有所變化，不只是

對小孩，對大人亦然如此。《遺忘之屋》雖以「遺

忘」為書名，但在故事裡，卻以「失而復得」的

方式，與那些被遺忘的物品、記憶再次相見。

唯有愛　擺脫腦海中的橡皮擦

乍看《遺忘之屋》的書名，可能會將「遺忘」與

「阿茲海默症」（俗稱失智症）畫上等號，但卻

忘了，遺忘並非是老年人的專利，無論是成年人

或是小朋友，難免也會有健忘的時刻。俗諺道：

「老人囝仔性」指的是老年人越活越逆齡的孩子

氣，許多日照中心因此開創樂齡勞作的課程，藉

由動動手指與四肢的活動，強化長輩們手腦並用

的靈活度。

在國外，借助兒童力量照顧銀髮族的「兒童照護

員」制度日漸盛行，透過孩童與長輩遊戲歌唱、

按摩，不僅能使長輩的日常更添希望與朝氣，也

讓小朋友從中習得敬老尊賢的相處之道，並獲得

：火桂月 Rachel Ip 

：蘿拉．修斯 Laura Hughes 

：葉嘉青 

：字畝文化 

：2022/04 

：繁體中文

原 文 作 者 

繪 者 

譯 者 

編 印 單 位 

出 版 日 期 

語 言

難免忘卻　加倍守護愛的記憶
不再被失去束縛　繪本《遺忘之屋》

字畝文化／授權提供，© Laura Hughes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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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儼然已是無可逆轉的趨勢，《遺忘之屋》以溫

柔搭配魔幻繽紛的筆觸描繪議題，並非著重於失

智所帶來的窘迫，當記憶湧現時，艾蜜莉與奶奶

臉上洋溢著歡笑，讓遺忘不再悲傷難堪，更添溫

暖。記憶是陳舊的倉庫也是橋梁，卻也如細砂隨

時從指縫流逝，現實生活中，或許吃銀杏真能減

緩腦力衰退，但事實是儲存記憶並無秘訣，因為

愛正是通往回家道路的唯一捷徑。



桃園市中路家庭服務中心

111 年長者楷模　得獎者

太陽西下後的大溪老街，在斜陽下散發著

淡淡韻味，深刻又濃郁的感受，宛如邱却

奶奶的生命之詩，充滿活力且耀眼奪目。

從事社會福利工作

多年，陳詩孟督導

仍然持續著初心，

走在社會缺少溫度

的每個角落，用愛

傳遞溫暖，發出點

點燭光。

陳詩孟督導

黃邱却女士

 / 探尋．社福推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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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幸福專訪
在我們不注意的地方，總有人默默用肩膀，暖心扛起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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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能更迅速獲得全面專業的照顧，這是家庭服

務中心的成立宗旨，也是身為督導的他目前最期

待，且不斷努力的夢想，對他而言，社工就像是

讓社會福利政策能妥善運行的重要螺絲，除了要

正確地將幫助傳遞給需要的民眾外，同時也是資

源統整、串接的重要媒介，是溝通的橋梁，也是

讓關懷能長久恆溫的重要窗口。

溝通從來不單只是說話

從事社福工作多年，陳督導始終認為社福工作最

大的挑戰是要學習如何「溝通」，面對不同的對

象都需要有相應的溝通方式，用詞、語調甚至是

語言都需特別觀察與修正，而除了對協助者的溝

通需多加注意外，如何讓不同單位在資訊上能對

等交流更是個難題，陳督導提到曾經在寒流時協

助一位獨居長輩就醫，但在跨領域服務及訊息傳

遞過程中，無法有效的傳遞及串接，醫院經過專

業評估與檢查後讓獨居者自行返家，最終發生了

無法挽回的遺憾。這樣的憾事在熱愛社福工作的

陳督導心中記下沉重的一筆，這也讓整合各類資

源，架設更完善的安全網成為陳督導社福人生中

最重要的志向之一，希望透過大家的力量，讓各

種幫助與溫暖能更沒有距離地進入每個需要照護

的場域，陪伴著每個即將失溫的心靈。

除了架構更全面的安全網，陳督導也期望各社福

單位可以發展有區域特性的服務與規劃，讓社會

服務的內容可以更準確地協助到不同族群所需，

期望在這個逐漸冷漠的社會中，讓關懷走入每個巷

弄與街區，成為鄰里互相照護的動力，讓愛開始發

光，照亮每個被陽光短暫遺忘的美麗靈魂。

圖文：暐昕創意設計／ Peter�Wang

桃園市中路家庭服務中心　 
陳詩孟督導

一直以來桃園都是個族群多樣的城市，不同族群

的交流與互動，讓桃園成為了一個文化豐富的國

際都市。然而，這樣的國際都市也更需要包容與

溝通的力量，才能了解不同族群各自所需、發覺

光照不到的角落，妥善地分配各種社會資源，為

城市中的每個靈魂，點上一盞溫暖燭光。但在廣

大的城市中要將溫暖傳遞到每個小小角落，並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需仰賴政府與社會福利單

位的各種努力，也因此我們來到桃園市中路家庭

服務中心，拜訪擁有社福實務經驗多年的陳詩孟

督導，期待從陳督導口中了解社福工作的種種艱

辛，也期望聽見躲藏在社會角落，更多不為人知

的暖心時刻。

政策運行的重要實踐者

中路中心是去（111）年 12 月 15 日最新成立的

家庭服務中心，也是桃園市的第 15 處家庭服務

中心。陳督導說到家庭服務中心的成立，是希望

以家庭為中心整合各社區網絡，讓需要協助的家

照亮社會角落的溫暖



樂於分享的生命力量

除了對生命的活力讓人感動外，黃奶奶的人生歲

月更是無比精彩的動人故事。奶奶年輕時還曾

是位幼稚園老師，在日治時期教育尚未普及的時

代，奶奶早上需教導孩童各種知識，到了晚上則

是陪伴年長者讀書識

字，在大時代的轉變

下，讓不同年齡層的

人都可以體驗學習的

樂趣，以自己的所學

幫助周遭的人，這樣

熱心的態度伴隨著奶

奶的日常直到今日。而對黃奶奶而言，子孫滿堂

可以說是她最大的驕傲，雖然後代分散在世界各

地，但卻都持續在不同領域中發光發熱，訪談期

間黃奶奶總是稱呼自己的子孫為「孩子」，話語

中滿滿是專屬母親的溫柔與慈愛。

對黃奶奶而言，生命始終充滿新奇與快樂。保持

對生命的好奇心，也讓奶奶更樂於與人互動，每

天都會出門的她，總是喜歡穿梭在大溪老街上找

朋友相聚，天氣好時還能看見奶奶活力旺盛地與

三五好友在公園一同跳著讚美操，為大溪的早晨

拉開美好的序幕。

黃奶奶的人生不只是長壽的典範，同時也是生命

熱情最有力的見證。在訪談結束前，黃奶奶一直

鼓勵現在年輕人要多多運動，擁有規律的生活，

按時吃飯、休息；這樣的關心充滿了長輩的溫暖，

也祝福著臺灣的年輕人，努力追求夢想的同時，

也要保有健康身體好好體會人生。

111 年長者楷模得獎者  黃邱却女士

在當今繁忙的社會裡，我們時常在工作中遺忘了

健康的重要性，健康與長壽成為退休者夢想般的

追求，然而伴隨著逐漸老化的肉體，這樣的追求

往往事與願違，只能成為一種無法實現的想像。

到底該如何才能擁有身心健康的樂齡人生呢？就

讓我們透過高齡 101 歲的黃邱却奶奶的人生態

度，來看見她所譜寫的美好生活篇章。

活力滿分從運動開始

拜訪當天，我們來到奶奶位於大溪老街的百貨

店，黃奶奶抱著一袋一袋的過往照片與資料，熱

情地歡迎我們，期待分享她百年人生的每個片

刻，不輸給歲月的活力在那刻起就充滿了整個空

間，同時也傳達出生命無限躍動的感動。作為一

位長者，黃奶奶的靈魂始終年輕，她用宏亮的聲

音告訴我們，培養這樣年輕靈魂的養分就是運

動。運動是奶奶最大的興趣，羽毛球則是眾多種

類中的最愛。黃奶奶笑著說到自己是在 60 歲時

才因羽毛球點燃自己對運動的熱情，當時每天六

點起床打球，短短 50 分鐘就可以打上千顆羽毛

球，直到今日，對運動的熱情依然伴隨著黃奶奶，

年紀過百的她仍然保持著每天活動筋骨，暖暖身

子的好習慣。

 / 探尋．社福推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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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暐昕創意設計／ Peter�Wang

不被歲月追上的年輕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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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年金有保 保庇5
年滿 歲、未滿  歲， 

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沒有參加勞保、 

農保、公教保、軍保的國民， 

只要按時繳納國民年金保險費 ， 

即享五大安心保障， 

確保本人或其遺屬的基本經濟生活！

生小孩

生育給付

死亡

喪葬給付

重度身心障礙

身心障礙 

年金給付

老年

老年年金 

給付

照顧家人

遺屬年金 

給付

1. 生育給付： 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得請領生育給付，給付金額按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當月投保金額一次發給2個月生育給付 

 (雙生以上按比例增給) 。

2. 老年年金：年滿65歲者可請領老年年金，不論參加年資長短，皆可請領。

3. 喪葬給付：被保險人死亡，支出殯葬費者可請領給喪葬給付，給付金額按被保險人死亡當月投保金額一次發給5個月喪葬給付。

4. 遺屬年金：政府幫你照顧家人，符合資格之遺屬可請領遺屬年金。

5. 身心障礙年金：重度以上身心障礙且經評估無工作能力者，可請領身心障礙年金。

 五大安心保障 ：

不用慌 ~ 只要在代收期限內，可持繳款單至銀行、郵局或便利商店繳納， 

也可以使用網路 ATM/ 網路銀行、全國繳費網、台灣 Pay、嗶嗶繳等方式繳納喔！

保險費有多元繳費管道，記得別再讓你的保費逾期啦 !

廣告

國民年金
五大保障

有夠好

保險費已經逾期了，還能繳納嗎？

25 65

詳細繳納 詳細繳納 

方式請掃 方式請掃 

QRcodeQRcode

活 動 預 告

3 月 4 日 10:00-14:00
桃園區
延平公園
( 婦女館旁 )

婦女福利及 
綜合企劃科
332-2101
分機 6467

永續女力．桃園女子向前行，倡議 SDGs 永續目標對

女性的影響，將以舞台表演及園遊會方式呈現。

桃園市 112 年
婦女節

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社會局各科室、

家庭暴力暨性侵

害防治中心

社會工作科
332-2101
分機 6409

為培植本市社會工作人員，接受社工系所申請社會工

作實習，於本局及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進行社

會工作實務實習。

社工實習生 
招募

第一梯（桃園假日班）：

3 月 18 日（六）及

3 月 19 日（日） 
第二梯（中壢平日班）：

3 月 20 日（一）及

3 月 27 日（一）

另行公告

桃園家防中心
陳社工
332-2111
分機 210

為社區防暴意識扎根，並提升一般民眾對於家庭暴力、

性侵害、性騷擾防治或兒少、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受虐議

題之敏感度，針對社區基層組織人員制訂系統性培力計

畫，期望透過建立正確防暴知能、發揮在地影響力，加

強向民眾宣導「暴力零容忍」觀念。

桃園市社區防
暴宣講師初階
培訓

預計 3 月底 09:00-12:00 桃園市轄內
社會工作科
332-2101
分機 6409

為肯定本市社工人員對市民提供社福服務之貢獻，特

辦理 112 年度績優社會工作人員表揚典禮，預計邀請

市長親自頒獎並與得獎人拍照。

績優社會工作
人員表揚典禮

5 月 6 日 09:00-12:00
( 暫定 )

另行公告
人民團體科
332-2101
分機 6336

於 112 年 2 月 15 日至 3 月 7 日開放本市立案的社會團體、

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或於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並於本市

設有分事務所單位推薦。

桃園市 112 年
模範母親表揚
活動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聯絡方式 活動內容



廣告

為擴大服務對象，落實國家一起養，自 112 年開始取消排富條款這項規定！

文件備齊並提出申請，每個家庭都能領取育兒津貼或托育補助哦！

年起

                 
您申請了沒？

112

提醒家長們

儘速提出申請，

以減輕育兒負擔。

托托育育 助助補補
取消排富條款取消排富條款

育育兒兒 貼貼津津 、、

諮詢單位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兒童托育科 

(03)332-2101 分機 6317、6318

★詳細資訊：申請應備文件及

★相關資訊，可掃描 QR Code 查詢。

申請方式
★ 育兒津貼受理單位： 

兒童戶籍所在區公所社會課。

★ 托育補助受理單位： 

本市準公共化托嬰中心及公共化托育

設施、本市各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第 1 名子女 第 2 名子女 第 3 名以上子女

5,000 6,000 7,000

公共化 

( 公設民營托嬰中心及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

準公共化 

( 簽約之托嬰中心及居家托育服務人員 )

第 1 名 

子女

第 2 名 

子女

第 3 名 

以上子女

第 1 名 

子女

第 2 名 

子女

第 3 名 

以上子女

5,500 6,500 7,500 8,500 9,500 10,500

7,500 8,500 9,500 10,500 11,500 12,500

9,500 10,500 11,500 12,500 13,500 14,500

育兒 

津貼

托育 

補助

一般家庭

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0-2歲0-2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