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府防救災團隊與白河區公所攜手合作，和關子嶺土石流 

社區住戶面對面進行座談，強化凝聚社區自主防災共識， 

高災害潛勢地區走為上策 

    面對極端氣候詭譎多變，颱風豪雨沒長眼睛，說來就來，又挾帶

豐沛的雨量，對於地方基層防救夥伴確實是嚴厲的考驗。今(105)年

到了中秋佳節颱風仍接二連三不斷出現，氣象專家稱此現象為「颱風

窩」，讓人聽了不寒而慄。臺南市境內 7個行政轄區有土石流潛勢溪

流計 48條，白河區轄內土石流潛勢溪流佔有 11條 (僅次於東山區

16條)。轄內有 4個里(關嶺、仙草、六溪及大林里)，位處於山區多

為山坡地，在地質上多為砂岩、頁岩互層，東邊又有觸口斷層，並鄰

近關子嶺溫泉區，山區地質破碎。每年梅雨季節或颱風來襲，如連續

降下大豪雨或短延時強降雨，就有可能發生山崩及土石流等災害之虞，

嚴重時土石流滑落或樹木傾倒，即造成 175線道交通阻斷，增加疏散

撤離的風險。 

    白河區關子嶺地區住戶居住位於土石流潛勢區域，保全戶設籍人

數計 30戶 75人，除温泉區人口居住集中外，餘散住於南寮部落或崩

山部落。白河區公所平時對該地區住戶即加強各項教育宣導，不斷透

過各種方式與住戶「搏感情」，主要目的就是要提醒再提醒，當颱風

豪雨來襲，最好的策略就是「走為上策」，區公所一定會做最好的收

容安置。今年梅姬颱風來勢洶洶，譚區長為考量該地區住戶生命安全，

下達進行預防性疏散撤離命令，但遭遇到住戶非理性拒絕，主觀上認

為颱風豪雨的威脅沒有氣象預報那麼嚴重，經白河區公所派員與楊和

男里長會同警察、消防人員協助，針對關子嶺地區分成 2組路線進行

預防性疏散撤離，在疏散撤離過程有的經苦口婆心勸導部份住戶會有

配合疏散撤離意願，少部份住戶仍抱有僥倖心理，常常低估災害對其

生命所構成的威脅，仍然堅持守護家園，不願配合提早撤離。 

     白河區公所於梅姬颱風過後，深切檢討，對於關子嶺社區住戶

不願配合提早疏散撤離，為防範未然認有再加強宣導「防災重於救災，



離災優於防災」的觀念，因此；結合市政府水利局防災團隊及白河區

公所於105年11月2日在關嶺社區舉辦「土石流防災教育宣導座談會」

與保全戶進行面對面雙向互動溝通。同時邀請成大防災研究中心針對

有關坡地災害及土石流的潛在威脅專題報告，再三強調成立自主防災

社區的必要性，自己的社區，自己的家園自己救，是最基本的概念，

另加強培訓防災專員是防災最前線，保護居民安全之重要角色。 

座談會面對面雙向互動溝通時，市政府災害防救辦公室侯俊彥

參議，特別分享多年來擔任災害防救業務，各區公所在進行疏散撤離

所面對的難題與困境，提出點滴心得與經驗分享，再三叮嚀保全戶生

命安全之重要性，「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1年365天，只有1、

2次配合疏散撤離，就能換回1年的平安，市政府千方百計就是要保護

住戶的安全。譚區長亦柔性勸導住戶在颱風警報發布後，藉此機會去

依親和親戚朋友或子女們聚會，加強親情互動。經過這次座談面對面

溝通意見交流後，確實提高保全戶避災離災的意願。另區公所在關嶺

里活動中心避難收容處所，已完成避難防災看板及避難收容處所指示

牌設置，期使這番積極的做法，能使防災、避災、離災及整備作為更

臻完善。(白河區公所  蔡金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