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 921國家防災日系列活動，結合有線電視網進行市民

開講，談 0206地震省思及地震防災居安思危 

回顧去(105)年 0206美濃地震所帶給臺南市民的衝擊，一場無預

警的地震災難事件造成無數的家庭因而失去歡樂，生還者擦乾眼淚與

悲傷，永不放棄的精神重啟生命，邁向新的人生之路，災後復原重建

工作亦逐步完成中。這場地震發生迄今已屆滿一周年，臺南市政府為

加強市民地震防災教育宣導，在 106年 921國家防災日前夕，希望透

過多元方式提醒市民加強防範，凡事都有可能發生，歷史會重演，「不

怕一萬，只怕萬一」，因此；市政府與有線電視網進行市民開講、舉

辦全民健走活動、與臺灣南區氣象中心共同辦理親子防災闖關遊戲、

邀請地震專家演講等，其目的就是要再次叮嚀市民時時要保持居安思

危有備無患的思維。 

臺南市政府災害防救辦公室與消防局共同規劃 106年國家防災日

系列活動，於 106 年 8月 9日下午在新永安有線電視網攝影棚進行

市民開講，以「0206地震省思﹣談地震防災居安思危」為議題，邀

請市政府消防局局長李明峯、東區區長吳明熙、高苑科技大學劉白梅

教授及永康區崑山里里長李忠信等 4位來賓參與座談。錄製節目影帶

將於 106 年 9月 1日至 9月 30日在有線電視網第 3公益頻道，每天

上午 8時至 9時及新永安有線電視網地方頻道每天下午 5時至 6時播

出，屆時歡迎市民鄉親準時收看，以自我提升防救災觀念及地震初期

緊急應變避難的做法，期盼每位市民都能做好準備。 

市民開講由節目主持人採議題問答方式進行，依與談貴賓之專

業背景及實務經驗進行回答，首先消防局李局長說明 0206美濃地震

發生後，經驗告訴他這次地震規模一定很大，隨即趕抵消防局救災救

護中心，因 119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有介接中央氣象局之地震速報系統，

第一時間即能掌握地震資訊如地震規模、震央位置與震源深度等。當

地震過後消防局所屬大隊及各分隊陸續回報災情，尤其永康區維冠金

龍大樓倒塌在永大路上，災情出乎想像中嚴重，第一時間即向市長報

告，市長抵達應變中心後立即指示成立 0206地震臺南市災害應變中



心一級開設，37區公所同步開設，隨即趕往維冠金龍大樓災難現場

成立前進指揮所，進行人命搜救、緊急救護、社會救助及後續各項處

置措施等。其次在人命搜救過程中，CCIO應變機制系統，充分發揮

高效能的救災效率，在今(106)年已取得國際 ISO 9001品質認證。另

外參考日本東京防災手冊及內政部消防署等，編撰臺南市市民防災手

冊，分別置於市政府防災資訊服務網、消防局及各公所網頁，免費提

供市民下載。 

東區轄內有後甲里活動斷層，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區域，0206美濃

地震轄內大智市場亦發生倒塌，一樓不見了，所幸無人傷亡，區長吳

明熙在接獲通報立即趕抵現場坐鎮指揮，當天下午 6時即完成災民的

疏散撤離及收容安置，依親或收容，確實做到災民的掌握與全力協助

災民需求。吳區長為加強各里防救災教育宣導，結合防災小尖兵志工

至轄內學校、社區宣導地震防災常識，及規劃避難收容處所、防災鄰

里公園等，最近轄區德光里進行社區韌性演練，利用假日由里長擔任

指揮官，進行各項疏散或緊急救護演練，防救災工作要確實落實在每

個社區，才能發揮最大功效而且才有意義。 

高苑科技大學劉白梅教授同時也是成大防災研究中心工作團隊

成員之一，該團隊平時參與市政府深耕計畫之推動，劉教授特別指出

依阪神地震的調查統計，當重大災難發生時，「自助：互助：公助」

比例是「7：2：1」。這項法則讓人們理解到，無論是地震、土石流或

風水災等，每個地方都可能無法倖免於各種災害的侵襲，各級政府救

災資源是有限的，很難全面照顧到每個需要援助的災民。面對災害威

脅時，如何輔導民眾自力救濟，互助合作，適度結合社會資源，教育

民眾不能過度依賴政府的救災預期心理，讓社區成為最好自救互救的

安全防護網，這個議題期勉市政府及區公所和協力團隊都能列入未來

推動防救災業務重要的課題。 

最後崑山里里長李忠信現身說明，該里社區志工平時訓練有素，

當 0206美濃地震發生後，立即啟動緊急應變與動員社區志工發揮互

助精神，全力投入災難現場的協助及救濟物質整理等，真的與時間賽



跑，歷經這次真實的救災經驗，社區志工深切感受責任重大。由於崑

山里落實水災自主防災社區在今(106)年榮獲全國特優表揚，李里長

常受邀至外縣市演講及經驗分享，如何凝聚社區防災共識，讓社區居

民一起能主動參與防救災工作，力量才能擴大，李里長名符其實是臺

南市 751位里長學習的標竿。 (災防辦公室 陳明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