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市區公所全方位推廣防災教育不遺餘力，防災全民動起來，

舉辦防災知識深耕教育講座及體驗 

   臺灣位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有感地震頻繁發生，

又因位於環太平洋熱帶氣候與副熱帶氣候之間，每年七至九月時常有

颱風過境，造成淹水、豪雨成災等，其次因梅雨季節所帶來之短延時

強降雨特性，隨時都要提高警覺戒備。以新市區地理環境而言，境內

地勢平坦，南側緊鄰新化斷層，區內水系以鹽水溪上游支流潭頂溪為

主，由東向西穿越本區匯入鹽水溪，近年來由於南部科學園區的開發，

土地利用的改變及排水系統的縮減而有淹水的災情傳出。儘管科技不

斷進步，里民對新市區災害的特性與認知及防救能力卻無法同步提升，

為建立全民防災共識並推廣防災基本認知，新市區公所於 106年 11

月 24日假文康育樂中心，以落實「全民防災、平安家園」為目標，

召集新市里、新和里、 大洲里、潭頂里及社內里里民及防災志工辦

理「防災教育訓練暨災害心理衛生講座」。 

   本次活動首先播放災難心理重建短片「重建的第一浬路」作為開

場，回顧 105年 2月 6日美濃地震，這場突如其來的地震摧毀了多少

個家庭，甚至來不及長大的小朋友，多少人的夢想因此停格，多少個

家庭生活從此失去了歡笑，更驚醒了所有人對於生命的體悟。紀錄片

中團隊將鏡頭視角除了投射災民亦聚焦於趕赴現場處理災情的志工，

不但親眼目睹最真實的災難現場，也是最接近感受傷心欲絕的生離死

別，內心衝擊之劇烈難以想像。在災難現場，不僅災民，所有救難人

員與救災志工，面對創傷，該如何找回平靜與失去後之安全感，是災

後心理重建最重要也是最艱難的一件事。透過本次課程，希望讓里民

與防災志工都能了解災難時心理的反應階段以及可能出現之症狀。因

此，防災志工或本身如有餘力者能夠以「一問二應三轉介」的方式協

助度過難關，一問即是要主動關懷關心受創傷者，二應則是適時聆聽

回應受創傷者的問題。三轉介則是尋求適當資源協助及轉介，讓受災

戶在漫長的心理重建之路，能夠重拾信心，面對未來。 

   防災知識深耕教育講座邀請臺南市政府消防局新市分隊教官為里



民解說災害來臨時之實用應變方法，課程著重於訓練地震與火災時之

應變能力。當地震來臨時不要慌張急於逃出門外，因為發生地震時身

體下盤因緊張走路不穩容易跌倒，且櫥櫃上物品容易掉落，容易被掉

落物體砸傷，所以要學會應用地震保命三步驟「趴下、掩護、穩住」

正確要領，躲在堅固物體（如桌子）下，抓住桌角，保護身體頭部，

簡單輕鬆容易學，一輩子受益無窮。 

   其次學習指導如何在火場逃生，教官表示逃生方向應為火勢燃燒

處的反方向逃生，如果逃生遇有濃煙，需採低姿逃生，利用頭正面向

下的機會，呼吸在樓梯踏板與立板間的僅存空氣。萬一在室內逃不出

去時，一定務必要做到將室內的大門關起來，「關門」絕對是關鍵，

可以將火勢阻隔在外，爭取更多逃生時間，在許多火災案例中，證實

「關門」是正確的也是有效的阻隔火勢，讓里民鄉親及防災志工上了

一堂寶貴的居家防火逃生課程。最後，透過雲梯車操作示範及演練，

讓里民了解火場救援的設備以及其限制，雲梯車雖然可上升自 15至

30公尺進行高空救援，因容易受道路寬度、現場地形、坡度、障礙

物（電線、招牌）等周遭環境因素限制，需配合現場狀況使用，針對

火場救援，教官建議里民鄉親為保護居家安全，要減少發生居家火警

的機會，平時除要隨時注意用火安全、注意居家用電負荷等，利用科

技預警產品，如加裝「煙霧偵測火災警報器」，萬一居家有火災煙霧

發生時，警報器聲響能及早通報，以避免火災擴大導致無法即時逃生

避難，或能採取初期滅火，以降低財物損失。 

    區長邱保華表示，災害來時最怕就是驚慌失措，因此透過防災深

耕教育講座及實務練，其目的就是要提升民眾緊急處理能力，以保護

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本次活動藉由教育宣導及演練，

瞭解災害防救的實際操作要訣，並希望透過在地防災種子逐步推動社

區，加強里民對於災害防救應變能力，提高防震防災警覺，熟悉各種

災害措施及避難方法，防災全民要依起來，才能達成落實「全民防災、

平安家園」的目標。 (新市區公所  鄭宇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