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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is the hottest topic in 2024

Jun, 2









面對巨災常態化準備好了?



震災慈濟關懷行動



第019號 4月3日7時58分規模 7.2 

花蓮縣政府南南西方 14.9 公里 (位

於花蓮縣壽豐鄉)

•震央位置：北緯 23.86 ° 東經 121.58 °

•地震深度： 22.5 公里

•芮氏規模： 7.2

震度：

•和平 6 強
•花蓮市 6 弱
•太魯閣 6 弱
•秀林 5 強
•西寶 5 強
•銅門 5 強
•鹽寮 5 強



921地震後，25年來最大規模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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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觀大樓

大清水隧道



08:44 發佈停班停課

08:50 對民眾發佈啟動應變作業
及災情通報專線

09:33 對民眾發佈避難收容位置
及災害排除專線

08:15 啟動應變中心開設作業

17:15 收容115人

22:30 花蓮市10處，吉安鄉2處秀林
鄉5處；收容455人

10:00 收容343
12:00 收容213
20:00 收容221 (中華國小115人、

化仁國中26人、月光寺21人、
崇德國小2人、和中活動中心
廣場43人、富世國小14人



花蓮縣政府在8:15 啟動應變機制、彙整災
情、災區搜救、緊急醫療、基礎設施搶救、
民眾安置、停班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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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花蓮本會
立即啟動應變

蒐集災情資訊

關心全台志工

協調安排人力

調度緊急物資

關懷受災鄉親
TIME: 2024.04.03 08:20



花蓮職工/志工全力動員





殯儀館
(關懷期約1-2週)

安身服務
(安置收容)

醫院關懷

災區現場
(視災情狀況，

關懷期約1~7日)

社區家戶
(視狀況持續關懷)

安心關懷

(膚慰、陪伴)

安生照顧

(食衣住行)

災後復原

修繕/重建

急難發放

(應急金/物資)

關懷服務17





災區現場



災區現場





災區現場



災區現場



災區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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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志工前往醫院關懷震災中受傷的鄉親



生者心安 亡者靈安



以虔誠清淨的心，為0403震災中罹難
者，獻上虔誠的祝福！



大本運動公園

四八高地

美崙田徑場

中華國小活動中心

德興棒球場 小巨蛋體育館

芥菜種會習藝所

化仁國中活動中心佛光山月光寺

知卡宣公園

0403賑災臨短期避難收容處所
知卡宣公園(避難)(花蓮縣)
四八高地(避難)(花蓮市)
中正體育館旁(避難)(花蓮市)
美崙田徑場(避難)(花蓮縣)
德興運動場(避難) (花蓮縣)
小巨蛋體育館(備援) (花蓮縣)
大本運動公園(避難) (花蓮市)
中華國小活動中心(收容)(花蓮市)
化仁國中活動中心(收容)(吉安鄉)
佛光山月光寺(收容)(NGO)
芥菜種會習藝所(收容)(NGO)

慈濟花蓮靜思堂

中正體育館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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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03化仁國中 (勘查與安全評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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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鄉公所與慈
濟於3小時內完
成避難收容開設
及後援設備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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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志工每日陪伴、關懷與祝福



4/4下午縣府辦理救災補助說明會



化仁國中

地震後，吉安鄉公所與慈濟快速啟動，
於3小時內完成收容所開設。



三小時內完成中華國小收容中心開設

中華國小













設置服務中心為受災鄉親提供安身安心的服務

提供餐飲、生活需求及諮詢服務



設置服務中心為受災鄉親提供安身安心的服務50



打造讓受災鄉親暫時身心安頓的歇腳處安身

0403花蓮地震_中華國小活動中心



淨斯多功能福慧床

慈悲科技系列--



2024.04.03日12:35花蓮市
中華國小災民入住情形。

淨斯環保隔屏讓隱私受到尊重更有家的感覺



安心關懷
訪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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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康活動
緩解壓力

魔術表演
安住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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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幼兒
災害脆弱者

特殊需求
行動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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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組織之專業分工機制(1)59





民間組織之專業分工機制(2)61





民間組織之專業分工機制(3)63



民間組織之專業分工機制(4)

紅十字會花蓮縣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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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源不斷的愛心物資捐贈管理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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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境衛生與防疫安全管理67



任務盤點
帶動居民

環境維護
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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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胃 暖心慈悲的後盾



花蓮大災小難……
總少不了精舍師父暖暖的餐盒







公私協力平台會議交流協調每天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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