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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議長、林副議長，以及各位議員先進，大家好! 

貴會第三屆第四次定期會在今天開議，偉哲率領市府團隊前

來進行施政報告。 

首先，感謝各位議員先進對於本府的支持與指導，讓市政建

設順利推動，各項重大建設一一啟動，讓臺南一天比一天進步，

一年比一年更好。 

今年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底下，全世界皆受到疫情嚴

重衝擊，鎖國、封城之際，在臺灣，中央與地方政府積極的準備

與通力合作，全民高度的防疫警覺，讓疫情受到穩定控制，「臺灣

模式」更成為許多國家學習的典範。 

因應疫情衝擊，除了配合執行中央政府制定的相關紓困方案

外，對受影響的勞工、產業與企業，也積極推動相關因應作為，

讓產業與勞工減輕衝擊，進一步振興本市經濟，結合振興三倍券，

整合食、宿、行、愛、遊、購等主題推出加值優惠方案，在疫情

歸零時，也讓經濟活躍起來。 

本府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8 月 15 日之各項施政成果，已編製

成書面報告送達貴會，敬請各位議員先進參閱。以下謹就近期的

施政成果，擇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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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疫紓困振興，加速經濟轉型 

由於新冠肺炎在國際上疫情依然嚴峻，因應疫情發展，政府

自 8 月 17日起重新升級針對大眾運輸等 8類場所應配戴口罩，再

次呼籲大家：謹守防疫措施，戴口罩、勤洗手及保持社交距離，

並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在防疫創新作為方面，率先全國經由中央協助克服法規障礙

並多次與民營酒廠協調，邀集全久榮、坤展、天乾、隆田等在地

企業加入「國家酒精隊」，擴增防疫酒精產量，並逐步推行至全國。 

此外，市府積極協調「口罩國家隊」在地口罩工廠從疫情初

期每日產量僅約 14 萬片，至近期已達 400 萬片以上，再加入康那

香公司於 9 月 11日發表的高速口罩機，產能快 5倍，未來口罩產

能可增加 300 多萬片，不僅強化臺灣防疫，也為國際防疫貢獻，

點亮臺灣堅強的防疫實力。 

除新冠肺炎外，今年登革熱防治採取阻絕境外、全民參與及

科學防疫等 3大策略 10 大方案；同時，結合企業夥伴力量，全臺

首創「AI 登革熱防疫平臺」，透過 AI圖像辨識模型技術，實現 AI

科技防疫的目標，打造健康的智慧城市。截至 9月 21日，本市尚

無本土登革熱確診個案，境外移入病例為 5 例。 

由於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日前媒體民調臺南在防疫表現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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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92.38 分，勇奪全國第一，整體的健康施政滿意度也勇奪六都

第一，感謝市民的支持與肯定。 

因應明年元旦美豬、美牛放寬進口政策，本府超前部署於 9

月 7 日成立跨局處應變小組，針對所轄的通路市場、食安查緝和

源頭管制等，採取多面向滾動因應與追蹤管理，對於源頭及肉製

品進行抽檢，並完整規劃國產牛、豬肉認證標示、主題旅遊、食

農教育、產廠合作、通路區隔等五項政策，從產地到餐桌層層把

關，同時照顧臺南豬農權益、保護整體產業和民眾吃的安全等方

面，創造多贏。截至 9 月 21 日，採檢 293 處養豬場均合格；本市

兩處肉品市場共計採檢 118 場次也都合格；目前公(民)有豬肉攤

已張貼 559張，牛肉攤已張貼 52張國產肉品標示貼紙；另針對餐

飲、販售及製造等業別進行肉品原產地標示稽查輔導，已稽查輔

導 1,079家次，皆符合規定。 

針對本市各級學校營養午餐，本府宣示全面採用經農委會認

證可溯源、無瘦肉精、符合營養標準的國產肉品，且所使用的食

材資訊均須登錄於「校園食材登錄平臺」，打造「學童安心、家長

放心」的校園食安。此外，本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條例第 11 條之

1，在 2017年即明文規定本市境內的豬肉，不管來自那一個國家，

都不得檢出瘦肉精，本府嚴格執行，截至今年 9月 21日，共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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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肉 467 件，牛肉 161 件，檢驗結果皆符合規定，請消費者安心

食用；另學校午餐聯合稽查，共 17所國中小均使用國產肉品。 

為加速紓困振興，協助企業、勞工度過難關，本府協助廠商

申請資金紓困，核定貸款計有 6,081件，融資金額超過 302 億元；

針對營業額衰退 50%的艱困企業，共有 6,596件，核准補助金額超

過 31億元；因應農漁產業衝擊，獲中央核定經費超過 1.2 億元；

協助計程車業者油料及駕駛薪資補貼，共核定 1.8 億元。此外，

協助觀光相關產業轉型培訓，獲中央核定補助 8,320萬元。 

在擴大急難紓困方面，秉持「從簡、從寬、從速」原則，擴

大紓困對象，簡化申請程序，只要到案均一律先收件審查，臺南

成為全國第一個發放紓困金一萬元的縣市，核定通過計 3 萬 3,821

件，總核定金額約 3.9 億元，非常感謝第一線同仁的辛勞付出；

在防疫期間行政院關懷弱勢加發生活補助，目前總計發放約 21萬

人次、3.17億元；核發農漁民生活補貼，計有約 21.3萬人、29.5

億元。 

面對後疫情時代的「新生活、新日常」，本府推動宅經濟、帶

動數位轉型服務，餐飲業、零售業及市場業者媒合外送平臺及電

商平臺新増 1,195 店家參與。同時，配合中央振興三倍券及交通

部觀光局安心旅遊補助，本市推出「臺南好康券」、臺南好禮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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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活動等加值優惠方案，登錄消費金額突破 22億元，活絡臺南整

體商業發展。 

在加速經濟轉型方面，本府長期與中央部會、投資臺灣事務

所合作，協助企業解決「五缺問題」，並以一站式招商提供專人、

專責、專案的優質服務，協助企業解決各項投資問題，以加速各

項行政流程，加速投資設廠。此外，每月召開的投資會報，透過

跨局處協調加速投資進度，已完成 19 案投入量產，投資額共 198

億元，目前列管 97 案，投資額共 2,977 億元。 

許多科技大廠，包含在南科的台積電 18 廠已展開 5奈米量產

及 3 奈米廠規劃中；全球半導體微影技術領導者艾司摩爾(ASML)

設立「EUV(極紫外光)全球技術培訓中心」，加上在臺南科技工業

園區的 Google資料中心，讓臺南成為全球半導體重鎮，型塑半導

體產業新生態系。 

因應國際大廠進駐，市府除透過開發工業區、協助民間報編

工業區、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等措施，釋出工業用地超過 400 公

頃解決土地問題外，也積極規劃南科特定區開發區塊 A~E、I、N、

O 區，提供產業支援，建構完整的產業生活圈，健全整體發展。 

未來 5 年，中央將在臺南兩大產業重鎮-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

及南科園區投入超過 60 億經費，包含在南科規劃建置 5G 聯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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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沙崙園區持續投入智駕車測試運行經費並辦理沙崙 C 區第

二棟工程，及海底光纖纜線上岸後的纜線布建等，建構核心科技

產業廊道，引領臺南邁向產經重鎮。耗資約 20 億元的大臺南會展

中心，2018年正式開工，預計於 2021 年 4月完工，將結合產業加

工製造、行銷、餐飲與觀光，增加經貿收益並帶動經濟轉型，提

升國際競爭力。 

市府積極推動的陽光電城 2.0 計畫，截至 8 月底太陽光電同

意備案件數總計 6,980 件，設置容量 1,632MW，預估年發電量 21

億度，相當 7.7座曾文水力發電廠年發電量，約可供 58 萬戶年家

庭用電，年減碳量約 112 萬噸，相當 3,455 座臺南公園減碳量，

吸引投資金額超過 1,142億元，與總統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相呼應。 

二、守護希望家園，關懷世代照護 

落實環境治理，跨局處協力推動亮麗晴空，從源頭改善污染

排放，朝 PM2.5符合空氣品質標準的目標邁進。經統計 2020 年 1月

至 7月底本市空氣品質藍天日數比例為 85.2%，相較去年同期上升

7.2%，明顯改善。此外，盤點轄下抽水站、水質淨化場及水資源

回收中心等場站空間共計 52 處，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建構低

碳綠能永續城市。 

在環保科技執法上，運用科學儀器輔助稽查，針對破壞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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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偷排偷倒的不肖行為，24 小時全年無休，打擊環境犯罪，維

護市民享有乾淨生活的權利。市府守護城市環境不遺餘力，執行

績效獲得中央肯定，共榮獲 12個獎項，皆為最高等第，總計抱回

獎金 465 萬元，獲獎數量全國第一。 

「守護環境、守護市民」是偉哲對市民不變的承諾，對學甲

區爐碴案，偉哲主動要求將 7個卷證，提供臺南地檢署協助偵辦，

市府除主動協助司法偵查，並採取快速的行政措施、裁罰業者、

限期清理完畢。在此向市民報告，學甲爐碴清理進度，至 9 月 18

日已開挖、清運達 870餘公噸，環保局每日監督及管控。 

面對任何形式的暴力本府絕對零容忍，所有處置皆以兒童最

佳權益優先，透過整合跨局處建置及強化社會安全網，布建社區

安全網預防機制，提供社區基礎防護、整合社區服務及多元防暴

方案，讓需要幫忙的小孩，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社會救助與服務。 

在落實「幸福家園、弱勢優先」的施政主軸，由已故甘惠忠

神父所創立的「伯利恆兒童發展中心」於 8 月 27日揭牌，協助照

顧發展遲緩兒童，讓這群慢飛天使擁有自由翱翔的天空，目前透

過公私協力合作設置 3 處兒童早期發展服務管理中心，提供 0-6

歲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及其家庭早期療育服務。 

布建 370 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供關懷訪視、餐飲服務、



8 
 

健康促進及預防延緩失能照護等服務；設置 6 處失智共照中心及

40個失智社區據點(涵蓋率 108%)，提供失智者及協助照顧者多元

照護服務；成立 63 家日間照顧中心，數量為全臺之冠，分布於臺

南市 36 個行政區，目前關廟區日照中心已在規劃籌辦階段，將達

成區區有日照之目標，完成「在地安養、在地安老」長照環境的

最後一塊拼圖。另於六甲區公有土地上規劃設置 100 床住宿式長

照機構，是全國第一件民間參與投資興建長照機構促參有償 BTO

案，共同打造臺南成為高齡友善的宜居城市。 

為維護原住民族長者口腔功能健康，提供長者適切的服務及

生活照顧，本府與臺南市牙醫師公會合作，招募 61 間特約牙科醫

療院所，辦理「2020 年度原住民族長者裝置假牙實施計畫」，除與

本市現行假牙補助一致外，再增加施作單顆固定假牙補助，以維

持原住民族長者基本生活品質與尊嚴。 

三、加值觀旅農產，突破城市外交 

國慶焰火有史以來第一次在臺南安平區漁光島登場，包括主

舞臺的安平戀愛廣場、副舞臺的觀夕平臺、1661 臺灣船園區、四

鯤鯓(龍崗天橋停車場)，啟動 4 個舞臺同時競演。市府為擴大慶

祝，讓溪南溪北都精采，溪北地區有暖場活動，9 月 27 日在將軍

漁港舉辦「將軍火音樂節」，並施放 15 分鐘煙火；10 月 1 日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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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秋連假在新營南瀛綠都心舉辦「2020 南瀛國際民俗藝術節-

臺灣演藝」，歡迎全國民眾一起來臺南與國同慶。 

中央防疫旅遊在 5 月 27日全臺啟動，臺南率全國之先邀請日

本入境線控旅行社近 20 位主管來臺南親自踩點。並輔導 9 家觀光

工廠轉型升級為國際購物中心，並積極培訓日、韓語計程車司機，

打造臺南成為國際觀光友善城市。 

透過觀光資源共享及活動互推、里民活動互訪等合作送客計

畫，與桃園市、屏東縣合作，一同拼觀光、拼經濟，共同開創旅

遊新契機；6 月 25 日新增臺灣好行山博行線，串接左鎮化石園區、

山上水道博物館、大內南瀛天文館等山區三館；此外，黃金海岸

船屋已於 5 月底啟動試營運；「大魚的祝福」再傳捷報，榮獲「2020 

IES 美國國際照明設計大獎」；「河樂廣場」獲獎連連，榮獲 2020

建築園冶獎-公共建築景觀類及 2020國家卓越建設獎-卓越獎。 

2020 臺南七股海鮮節與夏日音樂節─將軍吼均創下歷年最高

參與人數；擁有好山、好水、好溫泉、好美食的「2020 關子嶺溫

泉美食節」於 9月 19日開跑，為期 1個半月，為臺灣溫泉節慶的

典範；疫後全球最長的一條藍色公路，全球第一艘復航郵輪「探

索夢號」環島郵輪從基隆港出發，將在 10 月 26 日首站停靠臺南

安平港，與四縣市規劃結合城市行銷的郵輪旅客專屬活動；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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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 11 月份的「臺南城市音樂節」、「臺南美食節」以及年底的聖

誕及跨年晚會活動，型塑臺南為安心旅遊的觀光首選城市。 

在農產行銷方面，2020 臺南國際芒果節於 6 月 26 日到 7 月

12 日舉行，並邀請日本媒體出席，吸引約 5.7 萬人次參加，銷售

金額約 1,173 萬元。今年續推「臺灣下單、海外取貨」服務，5

月更與農委會、外貿協會合辦國際視訊採購洽談會，合計有新加

坡、加拿大等 8國共 20 位通路進口業者採購，促成商機 1,305 萬

美元。 

由於臺南文旦種植面積為全臺第一，透過產銷調節「外銷、

內銷、加工」三箭齊發，已辦理 18場國內行銷活動，累計銷售金

額 515 萬元，並攜手農委會、麻豆農會、農產運銷公司開拓外銷

市場，不僅陸續銷往加拿大多倫多、新加坡、香港、澳門等地，

更打開睽違 20 年的日本市場，於 8 月 28 日啟運日本。此外，與

國內電商合作將臺南新鮮文旦直接宅配到新加坡、香港及澳門等

海外消費者家中，開啟海外直銷新契機，讓文旦產業從三級產業

朝向六級產業邁進，增加農民收益，活絡地方產業。 

臺南是虱目魚的故鄉，除積極外銷中東市場外，更與全臺超

過 1,000 家全聯合作，推出臺南虱目魚產地直送，今年 8 月銷售

額 1,704萬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6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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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新冠疫情讓大家的距離變遠了，但我們的心卻近了。本

市與 16 國締結 42 個國際姊妹市與友誼市，由於疫情關係僅 294

位外賓造訪臺南。偉哲致函慰問主動傳達臺南的關心外，同時展

開物產外交，並以真心行動實踐「Tainan can Help」的溫暖，捐

贈護目鏡和口罩等醫療物資給 22個美、日姊妹市、友誼市及友好

城市，提供醫療人員使用，並透過視訊會面與共同錄製影片，跨

海為彼此加油打氣，突破疫情限制連結國際，成就後疫情時代的

城市外交。 

此外，貴會郭議長信良今年 2 月訪美時牽線，臺南與美國加

州的西柯紋納市(West Covina)以線上商討締盟細節，並以「老派」

書信往返方式完成異地簽署意向書，於 5 月 11 日正式締結為友誼

城市，為臺南城市外交再現新突破。 

四、都市綜合治水，打造智慧城市 

在極端氣候影響下，本府秉持著謹慎的態度做好萬全的準

備，透過與水利署合作辦理智慧防汛網計畫，運用科技創新，物

聯網監測水情，在 25 個行政區布設 112 站路面淹水感測器，及 120

臺移動式抽水機裝設 IoT 模組，經由資訊推播，視覺化呈現，提

供值勤人員判斷，即時做預警調度，促進公民參與水利防災應變；

該計畫獲得 2020 IDC 亞太區智慧城市大獎，是全國第一個運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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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技術在防災的縣市。 

此外，本府近兩年已增建完成 4 座抽水站，目前施工中的抽

水站有 3 座(37cms)，設計中的有 4 座(70cms)，預計完工後，可

再增加 107cms抽水量。另為守護安定、南科園區不受水患傷害，

安順寮排水滯洪池提早竣工啟用，以確保週邊地區經濟發展。 

污水工程是先進城市的隱形清道夫，累計至 8 月底本市污水

下水道用戶普及率已達 21.44%，累計公共污水下水道接管戶數為

15 萬 116 戶；攸關市區排水功能，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雨水下

水道普及率約為 76.38%，建設長度約 721 公里。 

為澈底改善三爺溪水患問題，斥資 2.9 億元的萬代橋改建工

程於 8 月 5 日動土，可減緩上游淹水問題，而中下游整治工程也

已核定 31.55億元經費。而本府環保局更於 6 月 1日成立溝渠隊，

運用清溝車處理更高難度的清疏作業，並建置 GIS 系統記錄每一

條水溝的障礙情形，今年已清理了 1,554 公里溝渠，透過治水防

汛超前部署，建構臺南成為一個安全的「韌性城市」。 

在打造智慧科技新都上，市府與 5G 設備、技術、網路布建及

終端應用業者等 11 個單位，攜手合作成立「5G 臺南隊」，並積極

展開「5G 垂直場域」應用技術測試，讓臺南成為臺灣第一個將 5G

技術應用在公共領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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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運用科技將「智慧化思維」帶進城市，本府於 8 月 6

日成立全國第一個地方政府無人機隊，目前已超過 30個機關採用

無人機，超過 40項市政管理應用，並啟動多項相關科技驗證計畫，

包含污染源偵測、蚵棚管理、農噴試驗及 AI 城市巡檢等陸、海、

空市政業務。此外，打造國內第一座無人機模擬訓練中心(DSTC)，

已有 25 位警義消取得民航局核發的高級專業操作證，將成為我國

第一個擁有完整機隊與飛手資源的城市。 

在都會區狹窄道路，增設停車格有很大的限制，因此，除爭

取前瞻建設補助建置立體停車場外，另以公私協力方式，於 5 月

底完成 2,000 席智慧停車柱建置並營運，並建置 5,500 席地磁偵

測器，讓智慧化停車格總數達 7,500 席，占全市 1 萬 2,000 格路

邊收費停車格的 62.5%，比例為全國之冠，並運用智慧科技提高停

車格週轉率，同時降低車輛找車位排放廢氣時間，再結合收費無

紙化、查找便捷化、繳費電子化的「智慧路邊停車計費系統」，不

僅獲得市民近 9成的滿意度，更榮獲「2020 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 

五、拓展基礎建設，均衡城鄉發展 

為聯結生活圈道路系統之暢通，串連全國路網及構築海岸風

光的臺 61 線西濱快速公路-曾文溪大橋，日前獲得行政院正式編

列 66.36 億元；白河區南 94 線、東山區南 99 線、新市區南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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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路面改善工程及麻豆大排之大溪橋改善工程，共獲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經費 1.6 億元；永康區新灣橋改建工程及新營區延平路與

柳營區柳營路跨急水溪橋改建工程規劃，獲得內政部營建署核定

補助約 3.7億元。 

此外，耗資 1.4 億元、歷時 15 個月的「下營區黑橋改建工程」

於 9 月 7 日完工通車；近期完成佳里區南 19 線等 5條道路、柳營

區南 81 線(小腳腿往果毅後)及南 112 線(果毅後往荷蘭村)、橫跨

臺南市中心、串聯南北交通的西門路(府前路至健康路)及海安路

(成功路至民族路)及濱南路全線的路面改善工程。 

未來，串聯南科到臺南都會核心區的北外環道路完成後，將

成為臺南市第 4 條東西向快速主幹道，並對外提升為四橫三縱全

國重要交通路網，同時銜接樹谷聯絡道、新港社大道、南科聯絡

道路口轉向改善工程，及今年核定新增國道 1 號交流道等進行中

的重大建設，也將有效紓解南科發展所帶來的交通壅塞問題，往

返安平、新營兩地，可減短約 12 分鐘路程，安平到南科僅需 15

分鐘，讓臺南市 1 小時生活圈的目標順利成形。 

此外，開闢中的「沙崙綠能科學城聯外道路新闢工程」，將加

速科學城發展完善交通系統；「臺南市中西區和緯路五段延伸工

程」已獲中央補助 3.5億元，並於 8 月 19日動土；另「安平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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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港大橋」目前正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程序；而「小黃公車」已於

白河、左鎮、玉井、楠西、關廟及龍崎區建置 11條路線，不僅為

其他縣市效法，更創造市民、業者、市府三贏局面，實現城鄉共

榮發展的願景。 

溪北地區指標性建設、兼負國道客運及幹線公車轉乘的新營

轉運站，將於年底正式啟用；為積極解決用路人停車需求，永康

區東橋重劃區「東橋五路停車場」及北區小東路前鋒路口北側「中

興新城停車場」，已闢建完成並開放使用；而臺南市公共自行車

(T-Bike)系統，今年度新設 15站，並首度擴大服務至溪北地區，

在新營設置 4處租賃站，均已正式啟用，目前共有 74處租賃站及

2,104輛車營運中，已突破 286萬使用人次。 

為型塑城市桃花源，溪北第一座特色遊戲場鹽水區公 20 公

園、安平區港濱歷史特色遊戲場等 12座特色公園，均如期進行中。 

六、卓越適性教育，多元藝文平權 

適性揚才，本府推動偏鄉小校跨校整合創新經營模式，從 109

學年度起由 5 組、10 所試辦學校進行，透過 2 校 1 組進行跨校整

合及創新，逐年整合資源，讓有限資源效益最大化，培養孩子解

決問題的能力，讓每個孩子成為最好的自己。 

在永續安全的校園環境上，0206 地震受損校舍復原及重建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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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核定校數、棟數為全國最多，辦理進度亦為全國之冠，目

前補強工程 101 校 161 棟已全數完工，重建校舍 30 校 45 棟，已

24 校竣工，施工中 6 校，將於今年底全數完工；在 2020-2022 年

度部分，再爭取到 18 餘億元 15 校 16 棟重建及 83 校 124 棟耐震

補強工程，均依進度如期進行中。 

此外，偉哲與在地立法委員組成臺南隊，共同向中央爭取學

校硬體設施設備經費，日前獲教育部核定補助約 6.3 億元，辦理

國中小 154 校視聽教室優化、39 校學校電力系統改善、141 校兒

童遊戲場改善及 152 校午餐廚房精進計畫，為孩子打造舒適安全

的學習環境。 

今年是臺南文化首都城市發展關鍵的一年，臺南市美術館即

將突破 200 萬人次；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及左鎮化石園區，兩個

館區已吸引超過百萬人次參訪；臺南市立圖書館不僅迎來 101歲，

更將在年底迎接新總館落成；此外，原住民創意中心計畫辦公室

於 9 月 21日揭牌，將打造多元文化薈萃的地方文創新風貌。 

落實地方文化平權，平衡偏鄉與都市地區藝文展演接觸率，

合併前臺南市與臺南縣在購票參與藝文活動的比例是 8：2，現在

已經拉到 6：4，顯見藝文人口趨向平均。市府規劃投入約 7.5 億

元經費的「鹽分地帶文化中心」新建計畫，將帶動溪北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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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老屋保存上，兩年來中央與地方總體補助規模已達

9,500萬元。此外，耗資 1.5 億元的市定古蹟原日軍步兵第二聯隊

官舍群修復工程於 7 月 27日動土，因應古蹟修復期間，重新規劃

園區未來的營運管理，期待完工後成為一個景觀、文化、歷史的

亮點。 

邁入 10 週年的「2020藝術進區」於 9 月 5 日啟動，將藝術帶

到本市每一個行政區；另為期一個月的「2020臺南藝術節」，將於

10 月 31日開演，為市民帶來豐富的藝術饗宴。 

明年度總預算的編列，因「財政收支劃分法」尚未完成立法

程序，且自籌財源是六都最低，本府仍秉持「零基預算」精神，

就原有各項計畫及擬議新興計畫加以檢討，並以當年度能夠支付

數額為基礎覈實編列，歲入歲出差短從今年度 59 億元縮減為 45

億元，大幅減少 14 億元，落實恪守財政紀律的承諾，堅持讓每一

分錢發揮最大效益。 

為均衡區域發展，特別把農路改善、道路新闢等建設性預算

列為優先施政項目，其中，農路及農水路等相關預算共增加 2.25

億元；在道路新建及公園新闢預算比今年度倍增編列 5.43 億元；

且因應高齡人口增加，相關福利預算也大幅成長，以滿足市民的

各項需求，讓城市進步，讓市民過得更好，懇請貴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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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彎下腰」繼續努力、「捲起袖子」繼續打拼 

今年是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 10 週年，在六都之中，臺南客

觀環境最艱困，但面對歷史給我們的挑戰，逐步建立制度、規劃

城市願景、解決過去陳痾，均衡區域發展。 

市政是一棒接一棒，偉哲會與市府團隊「捲起袖子」繼續打

拼。持續招商引資創造就業機會、建立捷運化公共運輸系統、打

造科技與生態結合的永續低碳城市、創意行銷型塑臺南旅遊地品

牌、完善照護實現溫暖希望家園。 

最後，敬祝大會圓滿成功，各位議員先進身體健康、萬事如

意。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