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8年屏東地方檢察署社會勞動施行方案 

九月一日社會勞動新制上路，確定成為本署執行機構有25個公

益團體、24個政府機關（構）及42個學校共計91個單位，第一批核

准申請共有28位社會勞動人，預計依其專長、住居、性別及其他特

殊需求等分別派案至各機構。然屏東地區遭逢八八風災肆虐，受創

嚴重，適逢新刑事政策－社會勞動制度的推行，帶領社會勞動人進

行救災工作，除了突顯社會勞動制度的可行性，執行後所帶來的效

益更是別具意義。 

社會勞動人力資源適時適地彈性運用至災區，除了協助居民重

建家園，另可加強宣導社會勞動新制，往後政府機關（構）、公益

團體等若有人力的需求亦可隨時與本署觀護人室聯繫，成為本署執

行機構之一員，盼新制上路，社會勞動人提供勞動服務，從「監獄

消費者」變成「社會生產者」，創造產值、回饋社會，也間接為其

服務的執行機構節省人力成本；受刑人不必入監，可維持既有工作

生活同時兼顧家庭，也可避免其入獄後衍生新的社會問題。 

一、方案規劃 

（一）人員佈署 

社會勞動業務執行前，由 12位觀護佐理員組成『屏東地檢署

災後重建服務隊』，建立聯繫窗口，配合屏東縣政府調查各

地救災所需之人力，並自 98年 9月 2日起將初期 28位社會

勞動人中之 17位調至本署支援救災重建工作，觀護佐理員帶

領社會勞動人以「團進團出」之方式進行，有效規畫管理社

會勞動人力，增進工作效能。 

（二）交通方式 

此次社會勞動人協助救災之交通方式，初期由本署協調屏東

縣政府、後期則由本署自行提供救災專車接送，每日早上八

時統一於屏東地檢署門口集合，替經濟有困難無法負擔長程



車資或無法長途舟車但有意願想協助救災的社會勞動人解決

遠程之交通問題，也便於救災工作的彈性調度。 

（三）兩大主軸方案－「救災」與「重建」 

 1、方案一「成立救災服務隊」 

配合屏東縣政府、鄉鎮公所統籌規劃所需之人力，由本署觀

護佐理員帶領社會勞動人，共同投入清理及重建家園之相關

工作。自九月二日起至九月七日分別針對特殊災情之地區進

行優先救助。 

（1）佳冬鄉塭豐村 

時間：九月二日 

帶隊佐理員：王媛嬋、葉又誠、宋貴文、賴進勳、楊炳煌 

社會勞動人數：15人 

勞務內容：淤泥清運、居家關懷、防疫及社會勞動業務宣導 

佳冬鄉塭豐村中有許多年邁居民無力自行清理家園，

需要大量人力投入，除調派社會勞動人去協助清理淤泥清

潔環境，屏東地檢署更結合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屏東分會

、台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以及屏東縣觀護志工協進會三

會志工組隊進行居家關懷工作及發放慰問金，並透過預防

感染 H1N1之文宣(如下圖一）進行災後防疫宣導。 

 

 

 

 

 

 

 

 

               

圖一. 

 



（2）萬丹鄉灣內村 

時間：九月三日 

帶隊觀護人：吳芳儀帶隊 

佐理員：楊之晨、張文隆、吳宜霏、李正夫 

社會勞動人數：11人 

勞務內容：社區清掃、防疫及社會勞動業務宣導 

萬丹鄉灣內村本次風災受創嚴重，特別是在傳染疾病

的疫情更是屏縣之冠，因此本署特別規劃調派社會勞動人

前往社區做清潔工作，以期社區疫情能在整潔乾淨的環境

下獲得控制與改善。 

（3）恆春鄉墾丁南灣 

時間：九月四日 

帶隊觀護人：吳芳儀帶 

隊佐理員：楊炳煌、葉又誠、宋貴文、賴進勳 

社會勞動人數：11人 

勞務內容：災後淨灘、防疫及社會勞動業務宣導 

八八大水災後，屏東縣墾丁地區海邊出現漂流木，讓

原本美麗沙灘蒙難，造成路面及橋墩嚴重毀損，連旅遊度

假勝地墾丁也無法避免，造成遊客卻步，原本人潮湧擠的

街道頓時成了荒城。屏東地檢署出動社會勞動人投入墾丁

災區服務，淨灘及清除這些漂流木，讓沙灘恢復原來美麗

面貌，冀望再度吸引遊客目光，恢復當地觀光盛況。 

 

 



（4）高樹鄉大埔村 

時間：九月七日 

帶隊觀護人：吳芳儀帶隊 

佐理員：楊之晨、張文隆、葉又誠、李正夫 

社會勞動人數：13人 

勞務內容：農地重整、防疫及社會勞動業務宣導 

高樹鄉在本次風災中受創嚴重，但比起林邊、佳冬等

地，較不受到重視，農民苦無人力幫忙清理家園，屏東地

檢由觀護人吳芳儀及觀護佐理員帶領社會勞動人至高樹鄉

幫忙災民進行農地重整工作，主要工作為撿拾農田中散落

的鐵條支架，搬移毀壞的大型機具。  

2、方案二「成立重建服務隊」 

自九月十四日起至十月十六日止，社會勞動工作主要為配合

屏東縣政府結合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對安置處所（潮州鎮之

忠誠營區）協助災後相關安置事宜。忠誠營區係法務部部長

王清峰於視察來義鄉災民後，主動聯繫國防部，幾經協調擇

定做為災民安置所。由於忠誠營區腹地廣大，整理不易，需

要相當的人力來進行協助及支援，故屏東地檢署特規劃，每

日由觀護佐理員帶領社會勞動人加入忠誠營區重建工作，從

事整理環境、垃圾分類、及渠道挖通等勤務。出勤工作情況

如下表所示： 

 

 

出勤日期 帶隊佐理員 社會勞動人數 

九月十四日 王媛嬋、葉又誠  12  

九月十五日 楊之晨、張文隆  13  



九月十八日 宋貴文、楊炳煌 12 

九月二十一日 王媛嬋、葉又誠 13 

九月二十二日 張文隆、吳宜霏 10 

九月二十三日 楊炳煌、涂嘉棋  9  

九月二十四日 宋貴文、賴進勳  10  

九月二十五日 張文隆、楊之晨  8  

九月二十八日 葉又誠、賴進勳  7  

九月二十九日 李正夫、涂嘉棋  7  

九月三十日 張文隆、王媛嬋  9  

十月一日 張文隆、吳宜霏  9  

十月二日 楊之晨、宋貴文  10  

十月五日 葉又誠、王媛嬋  8  

十月六日 葉又誠、張文隆  8  

十月七日 涂嘉棋、李正夫  8  

十月八日 楊炳煌、葉又誠  8  

十月九日 宋貴文、賴進勳  8  

十月十二日 張文隆、王媛嬋  9  

十月十三日 楊炳煌、李正夫  5  

十月十四日 葉又誠、涂嘉棋  6  

十月十五日 張文隆、張文隆  7  

十月十六日 宋貴文、賴進勳  7  

 

 



四、方案執行紀錄 

方案一「成立救災服務隊」 

（一）佳冬鄉塭豐村 

當日法務部長王清峰於下午 4時，由法務部保護司司長費

玲玲、屏東地檢署檢察長邢泰釗等陪同下，特地前往視導

社會勞動業務支援災區的執行情形，佳冬鄉長賴憲和也在

現場陪同參加。  

 

 



 

 

 

 

 

 

 

 



（二）萬丹灣內村 

社會勞動人在大太陽下，沿街清掃，還不斷詢問哪裡還有

需要協助清理的區域，當地民眾也給予加油打氣。居民感

謝服務隊協助清理環境，而社會勞動人對於能夠深入災區

服務也抱持感恩態度。  

 

  

 



 

 

 

 

 



（三）墾丁南灣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觀光遊憩課課長蔡豊富表示，墾丁這

次風災慘遭肆虐，沙灘髒亂不堪，堆著漂流木，感謝屏檢

這群社會勞動人，頂著烈陽淨灘，讓沙灘及海洋恢復以往

乾淨又美麗的面貌。  

 

  

 



 

 

 

 

 



（四）高樹鄉大埔村 

今天受助的劉姓農民是屏東地檢署的受保護管束人，

也是本次風災中高樹鄉農業損失最慘重的一位。八八水災

荖濃溪潰堤，大水直接沖入田中，當地損失難以估計。社

會勞動人今日頂著烈陽在田中撿拾散落的鐵條支架，搬移

毀壞的大型機具，對於能幫助到災民，社會勞動人說：

「再辛苦也沒關係。」 

高樹鄉鄉民代表賴招雄也到場關心，並表示願成為屏

東地檢署之執行機構，運用社會勞動人力提供受災農民所

需。劉姓農民感謝屏東地檢署的協助，並對社會勞動人認

真工作的態度給予高度肯定，表示取之於社會，將來有機

會也願意擔任志工盡一己之力回饋社會。  
 

 



 

 

 

 



方案二、成立重建服務隊 

屏東縣潮州鎮─忠誠營區 

屏東地檢署由社會勞動人組成之「災後重建服務隊」在 9月 

7日完成了佳冬鄉、萬丹鄉、墾丁、及高樹鄉一系列的救災行動

後，自 9月 14日起這一群社會勞動人則是來到了屏東縣潮州鎮

忠誠營區繼續協助災後重建工作。 

一位李姓社會勞動人感慨地說道，「如果自己的一點小小心

力，卻能成就這麼多人，我感到相當大的欣慰」。而負責營區災

後重建業務的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對於屏東地檢署前來支援的社

會勞動人，都給予非常高度地肯定及極深地感謝。 

（1）執行前 

忠誠營區初期，百廢待興，僅數棟組合屋坐落在尚待整地的營區。  

 



初期房屋施工修繕及整地製造大量垃圾，社會勞動人協助分類。 

初期社會勞動人清理組合屋周圍環境，以助後續工程順利進行。  

 

 



（2）執行中 

社會勞動人協助營區環境清理，以利營地規劃運用。 

 

社會勞動人協助清掃營區公用廁所，以方便營區人員使用。 

 

 



社會勞動人協助營區垃圾清運工作。 
 

 

社會勞動人協助組合屋內部清潔整理，方便災民進駐。 

 

 



社會勞動人協助環境清潔打掃。 
 

 

社會勞動人協助排水系統工程施工。 

 

 



社會勞動人協助營區物資搬運。 
 

 

 

社會勞動人協助營區房屋修繕。 

 

 

 



社會勞動人協助排水工程填土整地。 

 

社會勞動人協助植樹工作，綠化營區。 

 

 



社會勞動人進行組合屋內部的清潔工作。 
 

 

韓主任觀護人國一（右一）於執行中多次前往關心社會勞動施行狀況。 

 

 

 



（3）執行後 

施工整地之垃圾已清運完畢。 
 

 

營區施工用地已整理完成。 

 

 



營區綠化工作已起步。 
 

 

協助重建工作完成，整體環境清掃完畢，呈現整潔清幽的新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