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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自主防災，大家「龍」總做伙來 

龍崎區公所結合臺南市政府水利局辦理土石流自主防災訓練管

理暨山坡地水土保持宣導，龍崎區由於地形關係，轄內家戶多為散居

型小聚落，再加上人口老化嚴重，居民對外聯繫能力相對弱勢，為了

強化防汛防災整備並讓民眾養成

居安思危、「等待他人救援，不如先

自救」的防災意識，區公所結合臺

南市政府水利局防災團隊於今

(111)年 6 月 28 日、7 月 6 日分別

在龍船里活動中心、崎頂里老人文

康活動中心舉辦「土石流自主防災

訓練管理暨山坡地水土保持宣導」共二場次防災教育訓練活動，邀請

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班員、保全對象及社區居民共同參與，透過自主

防災社區兵棋推演演練及宣導土石流防災相關疏散撤離措施，以確保

災時安全。 

本次訓練宣導活動首日場為 6 月 28 日龍船里「土石流防災兵推

工作坊」，為了工作坊的課目能夠順遂進行，事前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並於 5 月 26 日上午先邀集區公所

人員、里長及社區自主防災編組成

員及保全戶等進行環境踏查，帶領

民眾「做中學、學中做」從環境中

認識致災因子，檢視既存於周邊環

境之災害潛勢，透過專門人員的實

地解說，大家對自己所處的現況環

境可能遭受到何種類的災害，很快有了清楚的認識。6 月 28 日活動

當日下午 2 時龍船里里長余福雄帶領該里鄰長、龍船里自主防災社區

幹部、龍船里里民及萃文日照中心長者共計 50 餘人參加，以「在地

人關心在地人，自己的家園自己來守護」為出發點，課程內容包括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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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居民透過疏散避難地圖認識保全戶位置、土石流潛勢溪流位置、

歷史災害點位、自主巡查點位、自主集結點、疏散避難路線與避難收

容處所等位置，並透過不同的災害狀況想定，讓社區自主防災幹部依

現有人員整編疏散班、引導班、收

容班、行政班等組織，透過社區自

主防災行動，教導大家如何在土石

流災害當下作好安全疏散撤離，熟

悉應變方式及作為。 兵棋實作後，

並由屏東科技大學中複合土砂災

害防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林煥軒水

土保持技師介紹違反水土保持的實例及各區申請水土保持實例問題

Q&A，透過專業的講述讓每位學員對違反水土保持相關罰則及各類型

水保計畫有更一步認知，可謂收獲滿滿。 

7 月 6 日第二場宣導活動移地崎頂里老人文康活動中心，由蔣季

翰水土保持技師接棒授課，崎頂里里長黃怡婷帶領鄰長及崎頂里關懷

據點長者共計三十餘人參加聆聽，課堂中講師除了對土石流發生條件

與土石流潛勢溪流之警戒值、臺灣

重大土石流災害及土石流疏散避

難說明外，並對讓民眾申請水保計

畫時常感到頭痛的困難及問題，以

表解方式提供精闢且獨特的分析，

透過簡單易懂的說法，使課堂上的

長者都能清楚了解。 

課程結束後，臺南市政府水利局正工李育忠結論表示，這兩場土

石流防災宣導會，是臺南市政府水利局今年辦理「臺南市政府 111~113

年土石流自主防災訓練管理暨水土保持宣導等專案管理計畫」的第 8

場宣導會，感謝龍崎區里民都非常踴躍參加，能結合自主防災社區、

保全對象及長輩們一起來上課，是非常有意義，山區幅員遼闊聯繫不

易，颱風豪雨發布後，早一點撤離或依親，是減少傷亡最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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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課程達到全民防災理念，不僅能提昇在地民眾自主防災觀念與能

力，更可整合民間與政府之防災資源，落實社區自主防災，里民們也

透過土石流防災課程，更可自我提升應變能力，成為災害防救的第一

線尖兵，自主靈活應變發揮自助、共助、公助「三助」機制，達到「離

災優於防災、防災重於救災」之綜效。 

區長顏振羽向在座民眾表示，龍崎區轄內雖然只有 1 條土石流潛

勢溪流，但因全區位於山坡地保育區，丘陵帶土質又多屬易沖刷流失

的黃砂壤及白堊泥岩，容易造成流失，民眾平時應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切勿濫伐、濫墾；否則每當強大西南氣流造成連日豪雨或颱風來襲，

就會引發大量的土石崩滑、路基塌陷等循環性災害不斷，水土保持及

災害防治相當不易！本次非常感謝臺南市政府水利局到龍崎區辦理

土石流防災宣導會，黃偉哲市長就任以來相當重視防災工作，市長經

常說「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現在已進入汛期，災害更是難

以預期，不管災害來不來都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市政府一定做好準

備讓災害帶給民眾的損害降到最低，未來也將透過基層社區防救災能

量的加強，持續同步強化本市 37 區公所與市府之間災害防救任務合

作。防災工作需仰賴政府、民間的共同努力，透過社區自主防災意識

的建立，以自助及在地合作概念大幅降低災害帶來的影響，達到「自

己的家園自己保護」的目標。 

(龍崎區公所 民政及人文課 施梅寬課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