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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生活適 

應輔導 

一、加強推廣

生活適應

輔導班及

活動，充

實輔導內

容、教材

與教學方

法，加強

種子教師

跨文化培

訓，鼓勵

家屬陪同

參與。 

內政部 陸委會 

教育部 

衛福部 

勞動部 

輔導會 

地方政府 

社會處

鄉親暨

新住民

服務科 

開辦新住民生活適應

輔導班2班次，計 59

人參與。  

透過生活適應輔導課

程的辦理，提升新住

民生活適應能力，減

少因適應不良所衍生

之社會問題。 

教育處 110年7月至12月未辦

理。 
110年7月至12月未辦

理。 

新住民

學習中

心 

新住民學習中心10

月至12月辦理成人

中級班72小時(金沙

圖書館)及成人高級

班72小時(金城國

中)，分別有15位新

住民參加。 

1. 新住民鄉親肯定

政府的用心，串

聯資源、搭建平

台以開發天賦優

勢。 

2. 2場次分別以家鄉

味及在地化小吃

交流聯誼，辦理

結業式。 

二、提供新住

民生活適

應輔導相

關諮詢資

料服務窗

口。 

內政部 外交部 

教育部 

陸委會 

衛福部 

地方政府 

民政處 提供電話諮詢56人

次、臨櫃諮詢3人

次、電話關懷38人

次，共計97人。 

 

教育處 110年7月至12月未辦

理。 
110年7月至12月未辦

理。 

家庭教

育中心 

『4128185』家庭諮詢

專線，均有受過專業

訓練之志工老師為民

眾服務，服務時間週

一~五上午09:00-12：

00、下午14：00-

17:00。 

舉凡有關親子關係、

婚姻溝通、性別交

往、人際關係、自我

調適、家庭關係等方

面的問題，需要專業

諮詢或需要有人聽聽

自己心聲者，透過專

業人員引導、關懷、

傾聽，讓家庭更美

滿。 

新住民

家庭服

務中心 

提供新住民諮詢，共

服務126人次。 

就新住民來電諮詢事

項提供相關資訊。 

新住民

學習中

心 

新住民學習中心建置

FB粉絲頁及LINE群

組(300位新住民鄉

親) 。 

325757分機508，於上

班時間供新住民鄉親

諮詢終身學習及證照

檢定、獎勵金申辦工

作。 

三、強化新住 內政部 地方政府 新住民 110年8月28日配合移 福利資源宣導週知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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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民家庭服

務中心及

移民署各

縣市服務

站功能，

成為資訊

溝通與服

務傳遞平

臺。 

衛福部 

 

家庭服

務中心 
民署辦理110年度新

住民做肥皂及護唇膏

活動宣導1場次，服

務25人(男8人、女17

人) 。 

新住民及其家庭運

用。 

新住民

學習中

心 

新住民學習中心以2

計畫案邀請少年隊及

移民署服務站保持橫

向整合。 

邀請少年隊和移民署

進行法令宣導並頒發

子女獎助學金，善用

夜間辦理以鼓勵新住

民多互動。 

四、加強移民

照顧服務

人員之訓

練，提升

對新住民

服務之文

化敏感度

及品質。 

各部會 地方政府 新住民

家庭服

務中心 

110年8月10日辦理

『110年度新住民輔

導人員暨志工教育訓

練』，共服務43人

（男7人、女36人）。 

促進從事新住民相關

工作人員經驗分享交

流，並增進參與新住

民服務工作，者之專

業知能與多元文化敏

感度，提升服務效

能。 

五、結合民間

團體之資

源，強化

移民輔導

網絡與溝

通平臺，

發展地區

性新住民

服 務 措

施，提供

新住民社

區化之服

務據點及

轉 介 服

務，強化

社區服務

功能。 

內政部 

衛福部 

 

陸委會 

地方政府 
社會處

鄉親暨

新住民

服務科 

110年7月至12月結合

金門縣婦女權益促進

會設置2處（大金

門、烈嶼鄉）新住民

社區服務據點辦理各

項福利性、聯誼性活

動等，建構多元文化

融合之友善生活環

境，共計服務人數

220人，服務人次

1,438次。 

結合民間資源，重視 

新住民學童學習，並 

提供孩子良好的課後 

學習環境，減輕新住 

民家庭照顧學童的壓 

力：另結合日照中心 

關懷長者活動，規劃 

代間共學，讓新二代 

從小培養利他表現及 

社會參與之素養。 

新住民

學習中

心 

1. 和縣內3個民間團

體對接，並於計

劃案執行邀請擔

任講座或技藝教

師。 

2. 法令宣導(夜間辦

理)、社區教育

(城中校慶、家扶

助學、移民節)善

用民間團體並開

發新住民天賦優

勢，收入亦回饋

善用民間協會功能，

落實資訊傳遞以互惠

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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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家扶弱勢學子。 

六、提供民事

刑事訴訟

法律諮詢

及通譯服

務。 

法務部 

內政部 

地方政府 社會處

鄉親暨

新住民

服務科 

1. 新住民法律諮詢辦

理4次，每次3小

時，共計服務14人

次。 

2. 法律問題課程講座

辦理2場次，每場

次小時，共計服務

68人次。 

1. 提升新住民自我保

護的預防犯罪能力

以及對於生活周遭

相關法律的認識與

理解。 

2. 藉由各樣生活常見

法律問題課程講座

與個案分享討論，

增進對於相關法令

的認識，協助解決

新住民目標性法律

問題。 

九、強化通譯

人 才 培

訓。 

各機關 地方政府 
 

新住民

家庭服

務中心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2名通譯志工:印尼籍

及越南籍志工於3月

至11月定點排班。 

建立通譯人才資料庫

為新住民服務，解決

語言隔閡困境，打造

友善居住環境。 

十、對設籍前

新住民提

供遭逢特

殊境遇相

關福利及

扶 助 服

務。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社會處

鄉親暨

新住民

服務科 

辦理「設籍前新住民

遭逢特殊境遇扶助」 

及「設籍前新住民社

會救助」，110年7至12

月共計補助補助5人

次，補助新台幣共計

5萬元。 

1. 協助與本縣縣民辦

理結婚登記之設籍

前新住民，當其遭

逢困境時能提供適

切的服務及扶助。 

2. 因應設籍前之新住

民因未納入社會救

助法之補助對象，

協助落入貧窮或遭

遇緊急事故之設籍

前新住民改善生活

並提供緊急協助。 

醫療生 

育保健 

一、輔導新住

民加入全

民健康保

險。 

衛福部 地方政府 衛生局 

 

提供新住民產後訪視

暨全民健康保險相關

資訊，共計17人。  

由各鄕鎮衛生所公衛

護理師進行新住民新

婚暨產後衛教訪視，

提供新住民加入全民

健康保險相關資訊。 

二、提供周延

之生育遺

傳服務措

施減免費

用之補

助。 

衛福部 地方政府 衛生局 產前遺傳診斷檢查補

助及優生健康檢查補

助，目前皆尚無個案

申請。 

配合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提供懷孕新住

民產前遺傳診斷檢查

及優生健康檢查補

助。 

三、提供新住 衛福部 地方政府 衛生局 「新住民設籍前未納 配合衛生福利部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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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民孕婦一

般性產前

檢查服務

及設籍前

未納入健

保者產前

檢查之服

務 及 補

助。 

 健保之產前檢查補

助」補助1人次，補

助新台幣860元。  

健康署提供「新住民

設籍前未納健保之產

前檢查補助」及衛生

教育，加強產前保健

識能。 

五、辦理新住

民健康照

護管理，

促進身心

健康環境

之建立，

製作多國

語版衛生

教育宣導

教材，規

劃辦理醫

療人員多

元文化教

育研習與

活動。 

衛福部 地方政府 衛生局 

 

1. 運用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製作多國

語版衛教手冊，對

新住民孕產婦及嬰

幼兒其健康照護需

求給予適切指導計

1人。 

2. 於110年11月6日規

劃護理人員專業訓

練辦理「婦女生育

相關照護暨提升純

母乳哺育教育訓

練」，計14人參

加。 

1. 提供新住民健康產

前、產後孕婦重點

衛教、提供孕產婦

諮詢資訊平台、兒

童發展篩檢重要

性、預防接種時

機、幼兒飲食與營

養、口腔保健等衛

教資訊。 

2. 規劃護理人員專業

課程對個案孕前、

孕中、產後哺乳等

階段照顧更為妥善

及如何介入及協

助。 

保障就 

業權益 

一、提供新住

民就業服

務，包含

求 職 登

記、就業

諮詢、辦

理就業促

進研習及

就 業 推

介。 

勞動部 

 

地方政府 勞動部

勞動力

發展署

北基宜

花金馬

分署金

門就業

中心 

1. 協助新住民求職登

記78人次及媒合就

業52人次。 

2. 適性課程及職涯諮

詢辦理3場次。 

1. 透過新的職涯發展

觀念，探索個人興

趣，建立自我價

值，以因應接納各

種不可預期的職涯

變動。 

2. 提供職涯諮詢、輔

導及規劃等服務，

協助個案自我了

解、提供求職技

巧、就業資源，釐

清職涯規劃及就業

方向。 

社會處

勞工行

政科 

1. 共推介75人次擔

任安心即時上工

人員，35人次擔

任縣府短期臨時

1. 安心即時上工及

縣府短期臨時工

皆為公法救助性

質，為民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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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工。 
2. 辦理新住民節慶

設攤活動6場次服

務365人。 

短期就業需求。 

2. 透過活動協助新

住民及大陸配偶

了解就業權益、

如何尋求就業服

務及參加職業訓

練等相關服務，

落實社會福利照

顧新住民及大陸

配偶，增強其謀

職技能，培養第

二專長，以因應

多變社會，並擴

展學習領域，發

掘潛能，增進自

信心，豐富心靈

生活 
二、提供職業

訓練，協

助新住民

提升就業

及創業能

力。 

勞動部 地方政府 社會處

勞工行

政科 

1. 辦理照服員乙班

結訓人數33人，

其中具新住民身

分者計溫○等16

人完訓並取得結

訓証書(佔參訓

人數48%)。 
2. 辦理低碳輕食－

微型創業丙級中

式麵食培訓班，

結訓人數27人，

新住民計王○等

6人取得結訓。 

鼓勵新住民參加培

訓課程，透過課程

陪訓期協助取得相

關證照，以提升就

業及創業能力。 

三、營造友善

新住民職

場環境以

消除就業

歧視。 

勞動部 地方政府 社會處

勞工行

政科 

110年10月1日配合勞

動部於行政院金馬聯

合服務中心多媒體簡

報室辦理「110年度

職場平權暨性騷擾防

治研習會」共計48人

與會。 

加強本縣各界對於性

別工作平等法及就業

歧視內容之認識與了

解，進而促進職場工

作平權，消除性別及

就業歧視，以協助事

業單位建立性騷擾防

治機制。 

提升教 

育文化 

一、加強新住

民及其子

女教育規

教育部 

 

地方政府 

 

金寧中

小學、

金城國

1. 金寧中小學於110年

8月28日辦理新住民

語教學支援人員職

1. 透過職前教育強化

教學支援人員專業

知能，確保教學品



金門縣政府110年7至12月新住民照顧服務措施辦理情形彙整表 

6 
 

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劃，培育

多元文化

課 程 師

資。 

中 前訓練，共7人參

加。 

2. 金城國中於110年8

月29日辦理教支人

員回流班，共8人

參加。 

3. 金城國中於110學年

度申請教育部新住

民語文教育輔導團

計畫，每月辦理團

務會議、增能研習

等課程。 

質。 

2. 增強新住民語文教

學支援人員教學能

力及精進新住民語

文教學策略。 

3. 促進課程發展及教

材教法研究，提升

新住民語文教學專

業的能力。 

新住民

學習中

心 

1. 110年11月6日執

行新住民子女教

育計畫-教師新

住民多元文化研

習。 
2. 110年11月12日

執行新住民子女

教育計畫-國際

日活動，各為40

人及60人以上參

加。 

終身學習理念，開發

新住民天賦優勢，以

多元文化新視野，策

略聯盟搭建新舞台。 

二、強化新住

民家庭教

育以提升

其教育子

女 之 知

能，並將

跨 國 婚

姻、多元

家庭及性

別平等觀

念納入家

庭教育宣

導。 

教育部 

 

地方政府 

 

金湖國

中、金

寧國

中、柏

村國小 

1. 金湖國中於110年8

月27日及110年11月

28日辦理新住民多

元文化日，共兩場

次，約60人。 

2. 金寧國中於110年10

月22及110年10月29

日辦理實施諮詢輔

導方案-小團體活

動，共2場次，約32

人。 

3. 柏村國小於110年11

月6日辦理職教育

研習共1場次，約40

人。 

1. 增進新住民家  庭

及其子女互動上之

基本能力，以提升

學生之生活表現，

進而協助人際互動

與生活適應能力。 

2. 藉由專業講師的引

導，帶領新住民子

女以遊戲及體驗活

動，覺察自我情緒

及探索內心，發展

更深刻的自我認

同。 

3. 建立新住民家庭及

其子女具體可行之

輔導模式，提升新

住民教養子女之知

能。 

新住民 110年9月至11月辦理 適時傳遞教育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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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學習中

心 

家庭水域活動及共學

閩南語文、走讀鄉土

文化，各為30人以上

新住民成員參加。 

的重要性及性別平

權、家庭成員多元

性、家務分工的觀

念。 

三、辦理新住

民之成人

基本教育

研習班，

以培養文

化適應及

生活所需

之語文能

力，並進

一步作為

進入各種

學 習 管

道，取得

正式學歷

之基礎。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新住民

學習中

心 

110年10月至12月辦理

成人基本教育暨新住

民教育班，中級班

72小時(金沙圖書

館)、成人高級班72

小時(金城國中)，

共計28位新住民參

加，2場次分別以家

鄉味及在地化小吃交

流聯誼，辦理結業

式。 

1. 提供基礎國字識

字，培養新住民基

本聽、說、讀、

寫、算的能力。 

2. 新住民鄉親肯定政

府的用心，串聯資

源、搭建平台以開

發天賦優勢。 

四、辦理新住

民成人基

本教育師

資研習及

補充教材

研發，並

將教材上

網資源分

享，以提

升教學品

質。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處 110年7月至12月未辦

理。 
110年7月至12月未辦

理。 
新住民

學習中

心 

和金大華語文中心共

同策劃華語文教學及

社區新住民學習需

求，今年開設2班。 

華語文教學及教材均

可和新住民學習中

心、金大華語文中心

對接，提供線上教材

資訊或相關影音資

源。 

五、補助地方

政府成立

新住民學

習中心，

辦理家庭

教育活動

或多元文

化學習課

程等相關

學 習 課

程，提供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新住民

學習中

心 

1. 申請教育部新住民

學習中心計畫，共

8場次活動，約170

人次參與。 

2. 針對七面向撰寫至

少10個子計畫。 

3. 110年11月12日於金

城國中校慶正式揭

牌並廣邀來賓及中

央黃委員、新北市

4位校長抵金給予

1. 結合現代化知識、

技能與科技運用，

提昇新住民家庭生

活品質。 

2. 課程規劃短期目標

著重在「社區教

育」、「語文學習課

程」、「人文鄉土課

程(含多元文化宣

導活動)」、「家庭

教育課程」、「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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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近便性學

習。 

指導。 常識課程」、「多元

培力課程(生活技

能學習)」、「其他

配合國家政策發展

需求開設之課程或

教育活動」。 

3. 以終身學習為理念

策略聯盟為方法學

習資源在地化證照

檢定在地化。 

六、結合地方

政府與學

校特色，

於寒暑假

辦理東南

亞語言樂

學計畫，

鼓勵學生

學習及體

驗東南亞

語文。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新住民

學習中

心 

1. 辦理新住民語文樂

學活動-語文課程

（越南語），共80

小時，近60人金城

國中學生參加。 

2. 辦理新住民語文樂

學活動-寒假營隊

(越南語)，共40小

時，30位新住民家

長及子女參加。 

1. 透國對母親原生母

語的學習，讓學生

能善用自身的語言

及多元文化優勢。 

2. 營造尊重多元、欣

賞差異的友善、溫

馨校園。 

3. 學習中心組織社

區新力添購東南

亞文物以便利教

育單位多元文化

教育工作。 
七、編製新住

民語文學

習內容教

科書。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處 110年7月至12月未辦

理。 
110年7月至12月未辦

理。 
新住民

學習中

心 

學習中心典藏東南亞

七語文教材及教具、

圖書繪本。 

1. 教材及教具皆配合

南投高商進行數量

申請郵寄。 

2. 圖書及繪本為地方

議員款贊助6萬元

添購。 

3. 未來持續以專案計

畫經費充實教材及

教具 

八、對新住民

及其子女

頒發獎助

學金，鼓

勵積極努

力向學。 

內政部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處 110年7月至12月未辦

理。 
110年7月至12月未辦

理。 
新住民

學習中

心 

1. 頒發3,000~5,000元

獎助學金共計5名

新住民子女，請移

民署劉視察及金城

國中家長會黃會長

公開表揚。 

1. 新住民家庭成員皆

感謝政府的政策美

意並以下一代成就

為榮。 

2. 深化全面提升國家

競爭力及國際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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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2. 頒發5,000元證照獎

勵金共計14位新住

民，為新住民鄉親

在新故鄉升學或就

業取得立基石。 

關係。 

協助子 

女教養 

一、將新住民

子女全面

納入嬰幼

兒健康保

障系統。 

衛福部 地方政府 

 

衛生局 1. 新生兒聽力篩檢

共計352人(含新

住民子女)，異常

人數8人(含新住

民子女)。 

2. 新生兒先天性代

謝疾病篩檢個案

共計219人；異常

人數7人(含新住

民子女)。 

全面將嬰幼兒納入婦

幼健康管理整合系

統，進行兒童發展篩

檢服務，疑似異常個

案追蹤，提升兒童生

長發育照護識能。 

二、加強辦理

新住民子

女之兒童

發展篩檢

工作。 

衛福部 地方政府 衛生局 本縣0-6歲兒童發展

篩檢共服務374人，

檢出疑似遲緩3人，

已轉介至金門縣早

期療育聯合服務中

心進行後續複測及

評估，持續追蹤關

心幼童發展狀況(含

新住民子女)。 

持續結合各兒童預防

保健醫療院所及各鄉

鎮衛生所辦理本縣0-

6歲兒童發展篩檢工

作，檢核項目包含身

體檢查、發展診視、

發展遲緩兒童鑑定及

早期療育諮詢等。 

三、對有發展

遲緩之新

住 民 子

女，提供

早期療育

服務。 

衛福部 教育部 

地方政府 

衛生局 早期療育服務共計

49人(含新住民家

庭)。 
 

本縣補助衛生福利

部金門醫院共計1間

聯合評估醫療所，

辦理疑似發展遲緩

兒童聯合評估確診

服務。 

教育處 110年7月至12月未辦

理。 
110年7月至12月未辦

理。 
四、加強輔導

新住民子

女之語言

及社會文

化學習，

提供其課

後學習輔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正義國

小、多

年國

小、中

正國

小、西

口國小 

正義國小、多年國

小、中正國小、西口

國小於110學年度辦

理「夜光天使點燈計

畫」，參加對象為國

小弱勢學童（含新住

民子女），約82人

次。 

提供經濟弱勢學童生

活照顧及協助完成作

業，彌補了家庭功能

的缺角，是經濟弱勢

學童成長中的重要支

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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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導，增加

其適應環

境與學習

能力。 

家庭教

育中心 

在學校建置執行「夜

光天使點燈計畫」，

共計4個據點(中正國

小、正義國小、多年

國小、西口國小) ，4

班，41人。 

協助新住民家庭子女

延長課輔及生活照

顧，對新住民家庭助

益極大。 

新住民

學習中

心 

配合臺北巨匠辦理36

小時數位資訊教育共

有30位新住民親子參

加連續12次夜間授課

(18:00-21:00) 。 

透過數位資訊教育文

化融合，傳遞善用3C

及管理3C為當今親子

學習力的關鍵之一。 

六、辦理教師

新住民多

元文化研

習，提升

教師多元

文 化 素

養。 

教育部 地方政府 烈嶼國

中 

烈嶼國中於110年11

月15日辦理教師新

住民多元文化研

習，共1場次，約40

人。 

1. 增進教師有關多

元文化融入教學

之能力，以提升

教學成效。 

2. 提昇本校教師學

習多元文化教育

知能及多元文化

教材編編印設計

之能力，進而將

多元文化教材融

入課程中。 

新住民

學習中

心 

1. 110年11月6日執

行教育部新住民

子女教育計畫-

教師新住民多元

文化研習。 

2. 110年11月12日

執行教育部新住

民子女教育計畫

-國際日活動，

各為40人及60人

以上參加。 

終身學習理念，開發

新住民天賦優勢，以

多元文化新視野，策

略聯盟搭建新舞台。 

七、辦理全國

性多語多

元文化繪

本親子共

讀心得感

想甄選比

賽，促進

親 子 共

教育部 地方政府 金鼎國

小、卓

環國

小、賢

庵國小

附設幼

兒園 

國教署委由臺東縣政

府辦理，甄選活動於

110年8月31日起開放

受理報名，分別為幼

兒園組、國小低年級

組、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國中

組共五組，本縣金鼎

為強化新住民子女多

元文化學習成就展

能，提升全民對多元

文化的體認與交流。

倡導多元文化繪本親

子共讀為起點，鼓勵

親子共學，養成學生

喜愛閱讀、認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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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學。 國小、卓環國小、賢

庵國小附設幼兒園入

選2名、佳作2名、甲

等1名。 

我，透過繪本學習，

培養學生知識的活

用，發展解決問題與

獨立思考的能力， 

新住民

學習中

心 

配合上級來文鼓勵

親 子 參 加 多 語 繪

本。 

倡導多語及母語應用

環境的重要性，多面

向語言刺激學子左右

腦部發育以開發新住

民子女天賦多元優

勢。 

八、提供新住

民兒少高

關懷學生

及跨國銜

轉學生之

協處情形

與脆弱家

庭訪視服

務。 

教育部 

衛福部 

地方政府 教育處 110年7月至12月未辦

理。 
110年7月至12月未辦

理。 

新住民

學習中

心 

落實學校單位3級輔

導機制並提供支持

引導性資源(城中34

位1級導師、3位2級

輔導教師與3級學生

諮商中心及衛教社

政資源) 。 

寒暑假及學期中辦理

家訪及目標重點家訪

以串聯橫向資源整

合。 

人身安 

全保護 

一、整合相關

服 務 資

源，加強

受暴新住

民之保護

扶助措施

及通譯服

務。 

內政部 

衛福部 

外交部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法務部 教育處 110年7月至12月未辦

理。 
110年7月至12月未辦

理。 
家庭暴

力及性

侵害防

治中心 

新住民通報案件計12

案，已提供受暴新住

民被害人諮詢協談68

人次、陪同驗傷診療

10人次，陪同出庭5

人次、聲請保護令10

人次、經濟扶助3人

次、轉介目睹暴力服

務2人次。 

1. 尊重新住民不同的

生活文化背景，參

酌其個殊性，聯結

不同網絡單位與服

務資源，提供適切

之保護扶助項目。 
2. 若經評估為高危機

之個案，召開跨網

絡會議，整合警

政、衛政、教育、

醫療等網絡單位之

意見，提供處遇服

務。 
二、參與保護

性案件服

務之相關

人員，應

加強並落

實家庭暴

力防治教

內政部 

衛福部 

外交部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法務部 警察局 辦理婦幼安全教育訓

練，員警計82人參

訓。(其中專責人員

計有婦幼業務承辦人

3人、家防官2人及社

區家防官5人共10

人，均全數參訓) 

於110年11月12、16日

分兩梯次辦理婦幼安

全教育訓練，課程內

容包含家庭暴力案件

實務與親密關係危險

評估量表的使用等相

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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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育訓練。 教育處 110年7月至12月未辦

理。 
110年7月至12月未辦

理。 
家庭暴

力及性

侵害防

治中心 

本(110)年度7-12月

已辦理6場次家庭暴

力安全防護網防治

網絡人員教育訓

練。 

參訓人員除保護性社

工人員，並邀請社

政、警政、衛政、教

育等家暴防治網絡人

員參與。 
三、加強受暴

新住民緊

急救援措

施，並積

極協助其

處理相關

入出境、

居停留延

期 等 問

題。 

內政部 

 

地方政府 

 

家庭暴

力及性

侵害防

治中心 

配合新住民服務中心

辦理生活適應輔導班

或活動時加強宣導。 

1. 針對新住民進行宣

導。 

2. 設置本縣保護專線

082-373000提供各

項諮詢及服務。 

四、加強新住

民人身安

全預防宣

導。 

衛福部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家庭暴

力及性

侵害防

治中心 

1. 110年9月26日辦理

110年度社區治安研

習觀摩活動，共服

務85人次。 

2. 110年10月30日辦理

110年金門女孩日｢

迎風展翅向藍天

｣，共服務200人

次。 

3. 110年11月5日辦理

更生振興市集，共

服務300人次。 

4. 110年12月5日辦理

110年推動性別暴力

社區成果展，共服

務120人次。 

5. 110年12月11日辦理

110年移民節｢移路

有你，幸福相遇多

元文化活動｣，共

服務400人。 

配合各網絡單位向新

住民宣導家暴相關議

題及保護令聲請流程

與中心可提供之服務

項目予新住民瞭解，

期使新住民能有效防

範家庭暴力事件之發

生及當暴力發生時如

何自救與請求相關單

位之協助，以維護人

身安全。新住民宣導

家暴相關議題及保護

令聲請流程與中心可

提供之服務項目予新

住民瞭解，期使新住

民能有效防範家庭暴

力事件之發生及當暴

力發生時如何自救與

請求相關單位之協

助，以維護人身安

全。 

健全法 

令制度 
三、每半年檢

討各機關

辦 理 情

內政部 

 

各主、協

辦機關 

社會處

鄉親暨

新住民

110年12月17日辦理

110年度第2次金門縣

新住民事務推動委員

透過委員會及聯繫會 

報，了解委員建議及 

各單位對於新住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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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形，並規

劃辦理整

體績效評

估。 

服務科 會暨新住民家庭服務

中心業務聯繫會報。 
務情形，並針對所遇 

之困難，提出交流討 

論。並經由網絡平台

資源分享，讓各網絡

單位了解新住民之服

務流程及可利用之資

源，促進新住民服務

之福利連結。 
落實觀 

念宣導 

三、運用各種

行 銷 管

道，協助

宣導國人

相 互 尊

重 、 理

解 、 欣

賞 、 關

懷、平等

對待及肯

定不同文

化族群之

正向積極

態度，並

鼓勵推廣

多元文化

及生活資

訊。 

各部會 

 

地方政府 家庭教

育中心 

配合相關活動，在家

庭教育中心網站公

告、新聞媒體發布新

聞稿、行文各單位有

設置之跑馬燈宣導，

共辦理4場次，計

1,406人次參加。 

協助民眾瞭解多元文

化訊息及生活資訊，

加強宣導國人對不同

文化族群之正向積極

態度。 

新住民

家庭服

務中心 

1. 110年10月23日

配合烈嶼鄉新住

民關懷服務據點

辦理生活適應輔

導班活動宣導，

服務15人(女

性)。 

2. 110年10月30日

配合烈嶼鄉芋頭

季辦理宣導活

動，共服務200

人(男58人、女

142人)。 

3. 110年11月5日配

合福建更生保護

會110年度更生

振興市集宣導活

動1場次，現場

以問與答方式服

務185人(男63

人、女122人)。 

1. 活動以隨機抽取

題目讓參與民眾

回答，達政令宣

導效。 

2. 將新住民相關福

利資源與政策法

令讓參加民眾回

答問題，藉以提

升新住民相資源

與文化知識，達

到寓教於樂效

益。 

四、推動社區

或民間團

體舉辦多

元文化相

關活動，

教育部 地方政府 金城國

中、烈

嶼國中 

1. 金城國中於110年11

月12日辦理新住民

國際日，共1場

次，約60人。 

2. 烈嶼國中於110年12

1. 透過適性教育，

激發學生對於學

習的渴望與創新

的勇氣，成為具

有社會適應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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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鼓勵學生

與一般民

眾參與，

促使積極

接納新住

民，並使

國人建立

族群平等

與相互尊

重接納之

觀念。 

月09日辦理新住民

多元文化或國際日

活動，共1場次，

約30人。 

應變力的終身學

習者。 

2. 透過學生分享各

國的生命禮讚，

彼此尊重，相互

欣賞，以促進社

會和諧，激勵國

家發展。 

新住民

學習中

心 

執行社區新力社區

共好之社區教育專

案計畫，以城中校

慶、家扶助學、移

民節多元文化活動

以終身學習、優勢

開發、弱勢回饋為

目標，共有800位以

上社區鄉親感受社

區新魅力共構友善

新家園。 

組織語文優勢、技藝

優勢、證照技能優勢

之社區新住民鄉親，

以庶民文物、家鄉美

食、舞蹈演出來回饋

新故鄉，並捐助2萬

3,000元予家扶中心以

助學弱勢學子，形成

正向良性循環共同關

注下一代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