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擁抱 不用暴」 

社區暴力防治計畫書 

壹、計畫緣起與目的 

依據衛福部統計數據顯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通報

件數每年平均成長約10%，而家庭暴力被害人曾向正式系統求助者不到20%，顯示

社會集體意識仍潛藏傳統文化迷思，視家庭暴力為家務事，或歸責被害人，間接

促成默許家庭內的暴力行為，致加害人無法為其暴力行為負起責任，一再重複施

暴。 

「家庭暴力防治法」自民國87年實施，家庭暴力不再是家務事，近四年來雲

林縣家庭暴力案件通報量逐年提高，102年有4,153件到105年有4,863件，平均每

天有13件家庭暴力案件被通報，雲林縣家庭暴力案件通報數為全國第8名，除六

都之外僅次於彰化縣。在服務過程中，仍發現有許多隱藏的受暴者未被發覺，為

促進社會大眾普遍認識家庭暴力是侵害人權且為社會所不容許的犯罪行為，倡導

全民防暴觀念，期許將反暴力意識紮根，邀請雲林縣民眾一起走出家庭、走出社

區。 

106年勵馨基金會與雲林縣政府合作，透過草地音樂的方式，邀請民眾一起

野餐趣，邀請400多位民眾以面對面的方式走出社區，喚起民眾能夠重視自身與

周遭親朋好友的安全議題。活動中結合攤位闖關宣導的方式進行互動，讓大家瞭

解何為家暴，並獲得求助管道的訊息。 

107年適逢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20週年，本會擬透過走進社區的方式，瞭解

社區民眾對家庭暴力及自我保護的資訊，並透過不同方式的資訊收集，瞭解民眾

對反暴力的意識及需求表達，再進行友善社區、無暴力環境的倡議，建立預防觀

念，將暴力零容忍的觀念深植人心。 

 



貳、計畫內容 

一、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雲林縣政府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二、宣導對象：雲林縣民眾 

三、宣導期程：107年 4月至 9月 

四、宣導地點：雲林縣 20 鄉鎮 

五、宣導內容： 

     (一)社區防治計畫： 

 辦理時間：預計 4-9月 

 看見雲林縣轄廣闊，且海線民眾對於資訊接收及活動參與不便，故

擬透過行動式與各鄉鎮公所合作進行的宣導，將家庭暴力防治資訊

傳遞到各鄉鎮民眾，並邀請民眾撰寫防暴力小卡，透過此方式，讓

民眾可以一同參與防治宣導活動，此外，進而宣導 2018年度之家庭

暴力防治法立法 20週年活動。 

 活動配合： 

(1)請各鄉鎮公協助轉發宣導活動報名表，敬請於 5/15前回覆相關

資訊。 

(2)各鄉鎮公所，協同參與宣導活動，以互動性的活動設計，邀請民



眾撰寫防暴之話語，讓民眾願意主動參與並能接收家庭暴力防治的

資訊，並於活動結束後，本會將提供宣導成果資料給各鄉鎮之公所

進行展示。 

 (二) 互動式平台：  

 預計透過互動式平台的提供，透過臉書互動模式，進行活動宣導，

以不用的文字、圖片、影像媒材來進行家庭暴力法相關資訊及宣導，

並提供參與民眾有對話及交流的平台。 

(三) 活動記者會： 

 預計辦理時間：7/23(一) 

 透過記者會邀請各社區或鄉鎮的代表，共同來進行家暴防治宣誓，

並把共同結起防暴網，希望除了個人、公部門及社區都能更重視家

庭暴力的議題及防治作用的發揮。 

 互動式活動，將以先前的紫絲帶防暴小卡製作成一個暴力防護網，

及雲林縣各鄉鎮地圖之拼圖，邀請雲林縣縣長、各網絡代表及社區

或鄉鎮的代表，一同於家暴防護網上也別上紫絲帶小卡及防暴標語，

期待家暴防治應從自身做起。 

(四) 宣導嘉年華會： 

 預計辦理時間及地點：107/08/05(日)；北港運動公園 

 活動配合： 



(1)邀請各社區、公部門或社會福利團體共同來進行家暴防治宣導，

透過闖關方式，結合相關福利資訊的發送及邀請民眾參與互動遊

戲，更加深民眾防治宣導的知能。 

(2)為了增加 20鄉鎮之議題交流，亦請各鄉鎮公所，於轄區內至少

一個從事家暴宣導或活絡於該議題之社區名單或單位團體，進行

8月 5日防暴嘉年華會表演或設攤。 

 成果展出：將民眾所撰寫之防暴力小卡，編織成防暴網於活動現場

進行展出，希望共同打造終止暴力，友善之社會環境，希望個人、

公部門及社區都能更重視家庭暴力的議題及防治作用的發揮。 

叁、預期效益 

一、透過不同的方式宣導家庭暴力防治，結合縣政府、各公務機關、學校、

社會福利團體、社區民眾，共同響應家庭暴力防治法頒布滿 20 周年宣

導，預計曝光效益與接觸訊息達 20鄉鎮，3,000人次。 

二、活動宣導結合社政、警政、教育、衛生及相關社會福利網絡共同辦理防

治宣導嘉年華會，整體活動宣導效益人次總合預計達 2,000人次以上。 

  



防暴宣導報名表 

單位名稱  

單位類型 

□社區發展協會  □公部門  □衛生所 

□民間團體  □其他  

主要聯絡人 
 

職稱 
 

連絡電話 

(手機) 

 預計活動 

參與人數 

 

年齡層 

(可複選) 
□0~20歲  □20~40歲  □40~65歲  □65歲以上 

請於 5/15(二)前，傳真至勵馨基金會，傳真號碼：05-5370345 

~~本會將會再致電討論合作方式及相關辦理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