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河區公所舉辦 105年度土石流災害教育宣導暨實兵演練， 

防災整備多一點 、沒有最好要更好 

               

   去(104)年蘇迪勒颱風豪雨期間，白河區公所為緊急疏散撤離土石流

潛勢區域內之保全對象，兵分三路動員國軍、警消及志工及里長等，入

夜前請保全對象撤離至白河區活動中心安置收容，以確保災民安全無虞，

疏散撤離人數達91人，是歷年之最。面對極端氣候所帶來的威脅與挑戰，

氣候異常詭異，與日俱增，絕對不能掉以輕心。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

局臺南分局每年例行補助土石流行政區域舉辦土石流教育宣導暨實兵演

練。因此；白河區公所為能加強白河地區居住在土石流高災害潛勢溪流

的民眾，平時能加強自我保護措施及各項整備工作，當中央氣象局發布

土石流黃(紅)色警戒時，能主動配合區公所疏散撤離，遠離災害且能降

低社會負擔成本，達到雙贏目標。 

    白河區公所特別選定於 105年 4月 1日在仙草里大仙寺旁廣場舉辦

105年度土石流教育宣導暨實兵演練。白河區境內土石流潛勢區域計有

11條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於仙草里、關嶺里、六溪里及大林里等 4里，

保全戶有 43戶，在籍人數 125人，實際居住有 88人。為強化土石流潛

勢區域保全對象做好正確的防救災認知，邀請保全對象親身參與實兵演

練，以熟悉了解各級政府的用心，人命關天絕對不容許有所出錯，期勉

保全對象亦有同理心，颱風豪雨發佈警報後，不要死守家園，抗拒區公

所撤離美意，走為上策才是生命確保之道。 

    105年度土石流教育宣導暨實兵演練，以仙草里為示範演練對象，

由譚區長擔任指揮官，仙草里詹宗梧里長及保全對象共 17人擔任配合疏

散撤離，演練情境模擬想定包含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召開整備工作會議、

災區交通管制及受傷搶救、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維生管線、國軍協助災

後復建等，同時邀請民間志工「華山基金會」參與演練，演練過程角色

扮演完全由保全對象擔綱，一個人可能扮演多重角色，以加深保全對象

在面對災害時，應具備的緊急應變處置作為及疏散避難的觀念，提升保

全對象做好防災、減災、離災、避災的認知，且由詹宗梧里長負責協助

土石流潛勢區域內保全戶對象及分配各任務編組工作，讓里長親身指揮

擔任第一線救災任務，落實社區自主防災的目的。  



    白河區公所為能做好土石流實兵演練，經陳主秘及公所防災夥伴和

詹宗梧里長等，多次修正演練腳本，發現演練腳本情境與實際不符時，

一修再修期使演練能盡善盡美，達到教育宣導的目標。同時也經由演練

的機會增進市民間的互動交流，一舉多得。參加演練觀摩有水保局臺南

分局、市府災害防救辦公室執行秘書侯參議、水利局王科長、消防局張

專員等蒞臨指導，另南化區洪區長、楠西區蕭區長、柳營區李區長及東

山區董區長及各區災防相關人員參加觀摩。 

    土石流教育宣導暨實兵演練結束後，侯參議講評時指示，所有防災

的準備和演練，都是為了讓災民能對自身的安全，有多一分的自我保護

意識及準備，一切的演練最主要的目標就是保護自已，「自己的生命安全，

自己來保護自救」。今(105)年 0206無預警的地震，造成 117人罹難，大

地無情，區公所選定 4月 1日愚人節辦理土石流防災演練，不是要把保

全對象當『莊孝維』，這次地震市府團隊及各支援救災團體，就是發揮平

時演練的成效，在最短的時間動員人員、機具、車輛等，投入救災與時

間賽跑，降低人員的傷亡，並讓災民受到即時妥善的照護。最後以「防

災整備多一點，沒有最好要更好』，期勉防災夥伴做好應盡的本分，加強

戒備有備無患。(白河區公所  蔡金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