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訪問慈濟基金會參與 0206 地震賑災過程專員之訪問記錄— 

雖然花蓮 0206 發生這樣子的地震，其實這不是最大的地震，因為在 921 的地震過程當中，其實那個

強度比現在大一倍。 

 

第 1 題 當台灣發生災難由誰啟動緊急災害應變，主要負責單位? 

第 2 題 那發生災害前，這個單位平時都做什麼? 

0206 地震發生大部分的人都還在床上睡覺，因為我本身就是在基金會的部門，所以很快就收到

消息，而緊急應變中心還在基金會裡面並沒有一個固定的單位，因為我們的防災組織是緊急任務

編組，意思就是發生災難的時候，我們才會成立一個這樣的工作團隊來因應災害相關的運作。 

總指揮中心會裡面我們稱為防災緊急協調指揮中心，這個組織通常都在基金會裡面，我們指揮中

心會成立這樣的運作任務團隊，災害發生之後慈濟人要動員要準備物資等等的所有事情，以幫助

這些受災的鄉親，啟動賑災機制就是這個指揮中心就要緊急協調指揮人員來啟動。 

因此沒有固定工作或專責單位，目前基金會預計成立一個防災組，但目前都還在籌備中，所以目

前的運作都是採任務編組的方式，有事情發生的時候才會臨時組成一個團隊來因應災害的發生。 

地震發生的時候，會由召集人和協調組共同商議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召開協調會報，聯絡就

會由行政組會把所有要開會的訊息發佈在我們平常 LINE 的群組。 

群組會有二個團隊，一個是協調單位的群組，什麼時候開會，因應方向為何？ 

另外一個群組為整個防災組織的任務編組的群組，等於防災緊急因應小組的組織，裡面有很多的

功能，會同步的處理不同的工作，例如：行政組專門做訊息彙整，慈濟人有什麼樣的賑災行動，

會回報到行政組做相關資料的彙整。 

也有慈善組，慈善做最主要負責動員志工作關懷，服務外送茶水，送熱食等服務喔。 

物資組，熱食要如何準備，如何送，例如：0206 是一個很冷的晚上，可能需要有遇寒的衣物，

物質等等就是有物之主來協助這些工作。 

另外還有人文紀錄，慈濟人在做的同時會幫他們留下他們的足跡，為人文組專門負責整個行程過

程當中的紀錄。 

還有財務組，採買物資等等，交通等等都需要用到錢，有財物出來協助。 

再來是關懷組，關懷組就是在才能發生的時候，自己志工也可能是受災的一群關懷組，就可以針

對這些受災的志工來進行關懷。 

還有公傳組，就是公共傳播，他們會把自己人手作的關懷行動，變成一個沒禮新聞，讓外界知道

自己針對事件慈濟做了哪些事情，所以零零總總有很多的功能，整個任務編組及個別要做的事情

都要在平時就準備好，然後事情發生的時候可以在第一時間做關懷的行動，但是這個都要有時間。

物資可能平時放在倉庫，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如何在第一時間送到災區。 

回顧花蓮地震發生的第一時間，我記得是晚上的 11：50 分，在 5 分鐘之內我們就得知有花蓮市

有大樓傾斜的事情，我們在群組內馬上看到有大樓傾斜表示一定會有受災的人，而我在協調組，

所以馬上通知召集人要啟動任務編組，這個就是只要是應變中心的人，只要他在任何一個群組看

到，就要依據經驗判斷是否要啟動，因為一起動就可以有大量物資進駐。 

因為急難發生的時候，我們需要大量的志工可以動員，因此我們要知道有哪些志工可以動員，因

此我們平時就必須和志工聯絡感情，需要在平時就幫志工做好訓練，平時做好志工關懷….在平

時做好這些規劃。 

 

第三題：慈濟有許多的志工，當 0206 發生大地震時，如何串聯這些志工?如何將志工編組投入救災行

列？ 



平常在聯絡的時候我們就成立不同屬訊的群組， 在本會的指揮中心本來就設立不同的群組，緊

急運作的各小組跟各地的志工都會另外有一個群組跟各地的志工作聯繫， 所以各縣市也是會有

一個類似像本會這樣的群組，組織各縣市的任務編組的組織，在災害發生的時候可以馬上啟動運

作。在群裡面有基金會的同仁，也有志工，在指揮中心裡面的大群組是各功能都有的，只要一發

佈訊息的時候，各功能都會收到訊息，會和全省各地的志工串連在一起，告知本會已經啟動緊急

救災的運作機制，那現在要動員的人力是什麼，例如：總務志工的群組就會被啟動，他們就會開

始聯絡哪一個地方要做運物資的運送，例如：花蓮 0206 地震缺毛毯和志工，花蓮的總務志工就

會馬上清點現有的物資，有沒有缺。所以我們就會聯絡宜蘭志工，請問宜蘭目前有多少的福慧床

可以做調度？了解之後，我們發現一人的數量加進來就夠了，所以我們就會以調度宜蘭為主。如

果發現調度宜蘭不夠，我們就會往台北，所以 0206 是從台東，往北宜蘭跟台北，就近的物資集

結到花蓮來， 而我們和鐵路局有合作，當機難啟動的時候，我們可以即時啟動鐵路局的火車幫

助我們將物資可以運送到急難地點。 

所以我們在平常的時候就建立和台鐵的合作關係，啟動志工的方法，就是在平常就會有志工的

LINE 群組，比如，平常就會有一些活動訊息，比說他們要聯誼，他們要訪視，要參加祈福會活

動，他們在原本的群組裡面就有這樣的互動，當啟動急難救助的時候，基金會啟動急難救助的時

候，各組基金會的同仁就會根據他所連結的志工，就會評估完之後傳到志工的群組裡面，所以訊

息就會透過 LINE 群組很快的同步出去讓志工知道。 

 

而我們會根據經驗法則，例如宜蘭經常會淹水，所以我們都知道他們會比較需要熱食可以吃飯等

等，台東經常發生風災，所以可能就會需要福慧床，類似像這樣我們會根據前幾年發生的狀況，

準備相關的物資存放達到安全庫存的量。 

像福慧床，我們捐贈給一般的救災單位作，例如給花蓮縣消防單位 100 床的福慧床，100 床可以

在平常給救難弟兄使用，但如果在急難的時候，我們就緊急調度出來給災民使用。在 0206 地震

的福慧床，我們會看如果他們是需要繼續使用這些物質，例如他住的地方可能沒有床了，我們就

會將福慧床送給他，跟他未來的安身立命用那，如果他未來是有住的地方，可以離開的話，所以

他就會將福慧床歸還。 

而我們不會跟政府的資源做重複，因為政府的資源都會看補助的條款，有政府的補助的時候，我

們就會先避開，我們會針對他領不到政府補助的災民做關懷，但是我們會在第一時間，請給發生

的時候給予一些協助跟慰問金，讓他可以緊急使用這些生活物資。 

 

 

# 財務組平常的錢是放在哪裡？ 

平常的靜思堂都會有一些基本的財務存款，裡面他是一個最低額的基本現金，都鎖在保險庫裡面，

當緊急發生災難的時候，這個保險櫃就會被打開，將現金提領取出來可以做緊急使用。很多時候

我們的災難都發生在放假時間，不在上班時間，因此的的的靜思堂都會有一些現金存放在保險櫃

裡面，可以緊急應變使用。 

 

第四題基金會有許救災設備，0206 發生大地震時，這些設備如何派上用場? 

基金會有許多的救災設備，目前台灣有三台的行動餐車，正在製作的還有兩到三台， 0206 地震

我們使用的是火箭爐。我們最常使用到的救災設備是福慧床還有毛毯等等，但是行動廚房，還有

淨水設備，有淨水設備有兩種，一種是陸地上的淨水設備，另外一種是水中的淨水設備，還有火

箭爐。火箭爐是發熱的，可以烤火，通常會用在天寒地凍的時候，很冷的時候，在冬天的時候可



以取暖， 

災區水的供應，因為水很污濁的時候就需要淨水設備， 其實就會將我們的淨水車開到烏來，然

後開始製作潔淨的水，讓當地的居民可以使用 。 

但像泰國大區域的淹水，我們就會將淨水船開到河水中，淨水船開到淹水的地方直接在船上做淨

水，這樣說過濾後變成乾淨的水，提供給當地的居民使用，所以我們的救災設備，因應當地的災

情而使用不同的設備。 

在 0206 的時候我們帶了很多的福慧床去到小巨蛋，然後感覺上會沒有隱私，所以當時縣政府給

我們提出一個需求，告訴我們是不是提供一個屏風， 可是當時我們並沒有屏風，所以我們看到

這樣的需求，我們就開始做了屏風的研發，所以我們就根據災民需求，我們開始設計，已經研發

成功，預計會在下次使用。 

 

 

第五題災後基金會有哪些措施或方案，陪伴災民度過困境？ 

災後一般來說會有五安的服務： 

安身— 

災難發生後，慈濟志工緊急投入災區，提供熱食、發放生活物資、慰問金，隨即掃街、清理家園

等工作。為避免傳染病疫情的發生，慈濟人醫會醫護志工亦於各地舉辦義診。 

 

安心— 

慈濟志工訪視膚慰災戶，關懷受災民眾，協助災民療癒受創心靈，重建生命信心。展現大愛精神，

體認人苦我悲的情懷。緊急災難的部分，我們會有醫院的醫生或者是護理人員，或者是心理師會

到急難地點去照顧他們的身心健康 

 

安學— 

補助受災學子助學金與生活補助，讓孩子有一個安全的就學環境為部落和社會培養優秀人才。對

於學生沒有辦法上課，沒有辦法上學，我們會提供一些教聯會的老師去陪讀，僅供臨時的教室讓

他們可以在臨時的教室裡面去上課，這些都是我們在學習上面可以提供的服務。我們會提供教室，

但是如何使用者有學校規劃看他們要如何安排，課程如何安排老師。或是提供課後的輔導，由當

地的老師或者是教聯會老師會陪讀指導他們完成功課。 

或是急難發生的過程當中，可能家裡的存摺和現金都被大水沖走了會被地震埋了，所以我們就可

以提供一筆緊急助學金讓他們可以順利就學。 

 

安居--提供受災戶安全舒適，安身立命的住所。如八八風災過後，我們幫風災比較嚴重的地區整

個村都，被沖壞掉了我們幫他們蓋大愛村，讓他們生活可以安頓。 

 

安生--輔導災民生計，安定生活。擬協助與政府商議，讓災民租用或取得耕地，恢復經濟活力。 

 

安養山林— 

山林安養生息—天災及人為之破壞之後，如何復育山林，保護美麗的山河與賜予的土地。 

從安心的急難救援，到安身的大愛屋興建，到安生的希望工程與長期關懷，以三階段救災工作 

 

第 6 題請您說一說在基金會投入救災的想法? 



在慈濟裡面，我們比較不說救災工作，因為救災是指受過專業訓練的搜救對或是國軍弟兄，可以

救出人命的人員，而在慈濟裡面所扮演的是第二線，救災的工作是提供的一些已經被搶救出來的

人，送到醫院我們要去關心他，在以後我們要關心他們需要什麼樣的協助，我們要去提供給他經

濟上面的協助，我們要如何幫助第一線救災的人，他們很辛苦一定會累，我們扮演第二線，我們

來補給救災人員的體力，提供給他們吃的、喝的，我們的火箭爐最快就是提供給救難人員可以使

用，因為他們非常耗費體力，所以他們會流汗，流汗流得很激烈的時候，突然間坐下來，讓他們

下來休息的時候，身上衣服不會濕濕的。 

 

我們這些救災的設備，震災的設備都是為了要服務這些救災跟災民。急難發生時生活不方便，我

們要準備什麼給予他協助，健康受到影響時，我們要如何滿足他們的需求，他們受到驚嚇的時候，

產生災害症候群的時候，我如何協助，他們醫院有很多的醫護人員，心理師，護理師可以提供給

他們專業性的服務。 

志工沒有專業性，我們可以訓練他們，讓他們可以到救災的人身邊，試著讓他們把一些恐懼的心

情說出來。 

讓救災的人照顧好身體，我們必須補足他們的體力，讓他們好好休息，讓他的救災工作可以持續。 

 

 

黃玉琪專員分享 0206 地中華國小緊急收容所的狀況 

我是負責協助 0206 地中華國小的應變中心緊急收容所，6 號發生地震的時候，我們就直接進駐

在中華國小到最後一天，所有災民都離開現場，進入飯店之後，我們才離開中華國小，所以我都

在中華國小的收容安置中心。 

中華國小剛好是在三棟倒塌房子的中心，所以他又像是一個中心點，支援相關的所有物資跟關懷，

也有一些雲門翠堤的重災區，提供很多現場的服務，而我這邊是主要協助中華國小，跟災害現場

的後勤支援，中華國小就是災民，還有另外一類的人。他不是災民，但他可能是災害附近的人因

為停水停電生活受影響的人。 

 

在中華國小會有很多所在地，在你還有救災的人員，各縣市的時候就都會過來，一時也沒有辦法

安頓他們的居住，所以因此就會在中華國小提供教室，供那些救災人員，可以去住在中華國小裡

面。有許多的宗教團體或者是愛心團體會到裡面去關懷這些受災的居民，他們會受到干擾所以開

始有一些管制，希望讓災民的個人隱私權而且也可以好好的休息。 

 

在中華國小這一次的案子，有三個安置的差異性，有一類是在活動中心裡面收容，另外後來因為

有居民一直不敢進去建築物裡面，所以才開始產生了有帳篷，產出有需要個人隱私的，就出現教

室區。而後來總統來巡視之後，發現個人需要，所以後來國軍提供的個人帳供災民。 

 

在裡面有很多的狀況，需要我們在中華國小觀察狀況，例如，小朋友在外面玩，然後其實有很多

的遊民在外出現，所以我們可能需要有專門的志工在哪裡照顧學生的安全。 

 

在基金會投入救災的經驗，據我所瞭解中華國小有個很大的特色，是有 16 個單位在裡面，有各

種單位都想要清楚，如果透過彼此的分工合作，其實在的一天晚上的協調會問有沒有人要認養廁

所，所以我們必須在就在經驗中累積。在中華國小，我們有單位的協調與運作，所以我們在這樣

的過程當中如何去分工合作與協調。 



 

 

呂學正專員投入賑災工作的想法與心得-- 

這是一個充滿愛的大社會，但是慈濟是一個充滿愛心的人，當災害發生的時候是整個社會一起到，

協助這些災民更快的脫離這個時候的窘狀，因此我們投入救災的當下，這個社會有很多的愛心。

例如：物資要運送，就會有台鐵幫助我們協助志工要動員，從南到北，從北到東，高鐵也會提供

物資的運送，社會愛心都會同步，停電的時候，台電人員就要趕緊，將我們的自來水公司或者是

電信公司都必須在第一時間把民生面臨的問題清除。讓我們的災民回復到正常的生活。 

在那個發生要靠整個大社會各單位的共同動員，讓這些災民更快的恢復他們的生活，一方面是投

入賑災，我們也抱著感恩的心可以讓災區可以更快的回到正常的生活中，賑災的過程中，抱著這

一份感恩的心，我們是第二線的人員，我們是抱著服務及協助的心，我們不介入太多第一線的事

情，因為他們有專業的事情，我們還是協助我們第二線。尊重第一線站在一個支援他們，協助他

們在他們做後盾的角色，就是對專業的一種尊重，因為我們不是救災的專業，所有的救災工作，

對那運作上，我們的志工參與救災，我們的志工本身可能也是一個需要救災的對象之一，如何在

志工投入賑災的過程當中，如何能安心也是我們在賑災工作規劃上，可以在自己也受災或者是心

理受驚嚇的過程當中，可以安著自己的心跟生活，也是我們很重要的工作之一。就在工作無非是

人事時地物，如何善用，最快最有效的時間，讓人力物資、資源可以運用到時候在的人身上，讓

這些受災的人可以安心，也可以讓救災的人安心就在的工作，可以能夠順利完成，是我們在整個

投入賑災過程當中的重點。 

 

黃專員投入賑災工作的想法與心得--： 

這樣投入賑災過程當中，我們都一個共同的發現，這是我們台灣有愛心的團體越來越多，所以當

災害發生的時候會有很多團體想要投入，所以就會有很多的物質進駐災區，但是這些物資並不見

得是災民能使用的，因此造成許多的物資過剩，會造成救災單位的困擾。 

許多的物資我們會成立公部門的物資中心，所以許多物資過剩我們會請公部門來處理。 

我們要如何有智慧的處理物資過剩，現在有食物銀行，所以這些公部門就會將這些過剩的物資提

供給食物銀行，讓他們做有效的連結跟調度，像現在有全聯物資卡提供，讓災民可以直接購買他

們需要的物資。 

 

第 7 題 請您給我們花蓮 0206 地震研究小組一些建議？ 

黃專員給予研究小組一些建議： 

在公部門部分差異性的需求比較容易被忽略，因此可以建議公部門考慮的差異的需求，因為他們

考慮大部份是通則性需求，很少顧及性別或個人的需求，比如說：小孩的需求等等，這些小孩可

能可以有一些活動提供給他們，讓他們可以轉一些注意力，還有心理的治療。在小孩受到驚嚇可

以有一些抒壓跟減輕焦慮做一些解構的部分。因此建議可以從小孩自己的身上，提供一些需求提

供給公部門在未來災害應變的時候可以考量的，依照小孩的年齡分不同的考量的方法，可以從小

孩的經驗，來發出更多有力量的聲音。 

 

呂專員給予研究小組一些建議： 

如果在研究動機，希望可以帶給學校學生或是公部門的建議，可以比較貼切的是地震的研究，因

為它是常態的災害，地震發生的時候我們如何正確的避難的主題是可以很重要的參考。 

第二個建議，學生在災難發生以後，可以看到社會的愛心動力，自己可以在災害中扮演什麼樣的



角色，用什麼樣的心情跟態度去面對，還有幾個方向可以思考，可以從災難個過程當中，產生對

大自然的觀察，為什麼會有地震發生，為什麼會有土石流發生，對自然災害發生觀察的反思。 

第二個是對環境的關注，災難發生的時候是完全不可預期的，唯一可以預期的這個叫做颱風，其

他的很難預測，地震說來就來，我們平常就要用什麼樣的態度面對災害的發生，如何讓自己安住

地震發生的時候，自己不會驚慌，安住自己的心，看到社會有很多人在動員的時候，要如何用什

麼樣的心情，要如何用什麼樣的心情看爸爸媽媽，去看待這些對社會付出的這群人。 

當代社會中很多在幫助，我們的人心中會留一份溫暖的愛，這種內心會覺得社會是很溫暖的。 

 

「花蓮震災感恩與回顧」當面對不可逆的天災害，政府與民間應如何合作無間，有效的應變與處

置，將損害降到最低，進而轉化烙印的傷痕，成為專精的救災的技能，期待大家的努力能強化成

為國際伸援的亮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