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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111年度第 55次主管會報暨第 37次縣務會議

暨第 89次防疫應變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年 11 月 10日(星期四)上午 8 時 30分 

貳、地點：本府第二辦公大樓五樓工策會會議室 

參、主席：曾秘書長元煌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紀錄：楊采蘋 

伍、主管會報： 

一、專案會報：本府 111 年第 1次安全維護會報(政風處) 

主席裁示： 

(一) 為維護機關首長安全，請各局處辦理記者會或相關

活動時運用識別方式，俾利辨識參與人員，以確保

機關安全。 

(二) 請行政處加強門禁管理，夜間禁止員工從建設處旁

側門進出，以維護本府夜間機關安全，請行政處轉

知本府同仁確實配合辦理。 

(三)  有關本府及所屬各機關 111年資訊使用管理稽核

「地政資訊網際網路服務」改善建議事項請配合辦

理。 

(四) 請各單位遇有 111 年九合一選舉及關鍵基礎設施之

危害情資，通報本府政風處，俾利橫向聯繫即時防

處。  

 

陸、縣務會議 (紀錄：劉金讚) 

一、 提案討論 

(一) 本府所有坐落斗六市公正段 1109-4地號縣有非公

用土地，擬予辦理出售，所得價款悉數繳庫，挹注

本縣經建經費，提請縣務會議審議。提案機關：【雲

林縣政府財政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二) 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本縣辦理「111年度補助雲林縣

政府辦理觀光遊樂業旅遊安全提升案」，中央補助新

臺幣 212萬元整(教甲 180)墊付案，提請縣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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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提案機關：【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決議：照案通過。 

(三)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11年度辦理「育有未滿

二歲兒童育兒津貼」，中央新增補助經費縣庫配合款

(10%)計新臺幣 733 萬 3,333元整(民甲 327)墊付

案，提請縣務會議審議。提案機關：【雲林縣政府社

會處】 

決議：照案通過。 

 

柒、防疫應變會議 (紀錄：墜子偉) 

一、衛生局疫情報告(詳如工作簡報) 

本縣疫情概況、最新防疫政策以及本縣疫苗施打狀況。 

二、衛生局曾局長春美補充報告: 

(一) 由最新的防疫政策可以看得出來，其實是逐步的在

鬆綁，目前中央還是不敢驟然就全面開放，也剛好

碰上最近是敏感期，所以預測在 11月底、12月初，

疾病是要降低類別或是全面解除管制，現在不同的

對象有不同的管理方式也造成實務上運作的困擾，

就是有些民眾因為違反規定，到底要不要裁罰?那罰

金的起始標準在哪?目前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

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罰金動輒都要上 20萬，有

時候我們也覺得很為難，但法就是在那裡，這個也

有向上反應，我們會盡量權衡的來處理。 

(二) 目前我們有在接種流感疫苗、COVID-19的追加劑以

及次世代疫苗，希望有符合資格的同仁都可以儘快

來接種，那流感疫苗因為上次有到縣府這邊來提供

服務，若沒有接種到的同仁，衛生局這邊應該會再

安排我們斗六衛生所到縣府服務一次，若各局處長

有特別的需求再跟我聯絡。 

三、最新防疫政策: 

(一) 自 11 月 7日（確診者開始隔離日，Day 0）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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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COVID-19確診者解除隔離後自主健康管理措

施，以及接觸者全面實施「0+7 自主防疫」，詳細說

明如下: 

1.確診者解除 7天隔離後，後續 7 天自主健康管理

解除條件調整： 

目前確診者解除隔離後，需進行 7天自主健康管

理，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應避免出入無法保持社

交距離或容易近距離接觸不特定對象之場所，禁

止聚餐、聚會等近距離或群聚型活動，並遵守現

行醫療應變措施。本項措施調整後，居家照護之

確診者，於隔離滿 7天後，快篩陰性即可提前解

除自主健康管理；收治於醫院、加強型防疫旅館

/集中檢疫所之非重症確診者，如以篩檢陰性（需

由醫事人員執行）作為解隔條件，解隔後無需進

行自主健康管理。 

2.接觸者管制措施全面採行「0+7自主防疫」: 

鄉親如被匡列為接觸者，依現行措施，可依據

COVID-19疫苗接種情形及相關需求，自行選擇「3

天居家隔離+4天自主防疫」或「7 天自主防疫」。

本項措施調整後，接觸者將全面採行「7天自主

防疫」，不再開立居家隔離通知書，並改發 4劑

家用快篩試劑。自主防疫期間無症狀者，須備有

2 日內快篩陰性證明才可外出，外出時須遵守自

主防疫規範，期間應儘量避免接觸重症高風險對

象。 

3.自 11月 14日起，調整確診者「5 + n」方案 ，

居家隔離僅需 5 天，第 6天起不論快篩陰性或陽

性皆可外出，而陽性者仍需繼續自主健康管理

(最多 7日)。 

(二) 自 11 月 7日起，放寬部分社區管制措施，相關說明

如下: 

1.具有「會接觸不特定人士或無法持續有效保持社

交距離」性質之活動，例如宗教活動（遶境、進

香團參加成員）、團體旅遊（由旅行社承攬，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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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成員彼此之間屬於不特定人士之旅遊）及健身

房、八大行業等，取消參與鄉親須完成 COVID-19

疫苗追加劑（第 3劑）接種或快篩之限制。 

2.移除營業場所及公共場域體溫量測之強制性規

範： 

考量 Omicron變異株感染症狀多屬輕微，且發燒

並非常見症狀，無症狀或輕症患者常無法透過體

溫量測篩檢發現；加以國內快篩試劑供應充足，

疑似症狀者，可自行使用家用快篩試劑檢測，故

移除營業場所及公共場域體溫量測之強制性規

範，各場所（域）仍可視其營業/服務性質及需

要，自行決定健康監測之方式。 

(三) 自 111 年 11月 14日起，取消具有「接觸不特定人

士或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性質之場所（域），包含屬

於維持醫療量能、維持防疫量能、高接觸風險工作

者、維持國家安全及社會機能正常運作者（即

COVID-19公費疫苗接種對象第 1、2、3、7類對象）、

矯正機關、殯葬場所，以及教育部、經濟部、勞動

部及衛生福利部業管之 24類場所（域）等工作人員

須完成 COVID-19疫苗追加劑（第 3劑）接種或快篩

之限制。 

(四) 各類型住宿式及社區式照顧機構需定期公費快篩之

措施，延長 11 月 30日止，篩檢頻率仍維持為服務

對象每週定期快篩 2次(身心障礙者、失智症者、2

至 18 歲則每週 1 次，未滿 2歲免篩)，工作人員每

週至少 1 次，已確診康復者 3個月內免篩檢，後續

再視疫情狀況調整篩檢頻率。 

發放對象為住宿式長照機構、老人福利機構、身心

障礙福利機構、精神復健機構、一般及精神護理之

家、兒少安置機構、兒少團體家庭、榮譽國民之家

等住宿型照顧機構，以及日間照顧中心、家庭托顧、

身心障礙社區式照顧服務、早期療育機構以及托嬰

中心等社區型照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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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揮官裁(指)示: 無。 

 

捌、各單位跨局處協調 

計畫處： 

    請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一級機關及隸屬業務單位協助

發送「雲林 0距離」地圖文宣，內含最新的統計指標及詳細

的交通網，共計 1萬 5,000份，希望於二星期內發送完畢；

本處亦會將地圖圖檔放置於本府全球資訊網供下載利用。 

 

人事處： 

一、 縣長人事權自本年 11月 15日至 12月 2日凍結。 

二、 若各局處有組織和員額調整的需求，請速陳工作報告，

俾利前置作業；新的組織編制預計於明年 7月 1日生效。 

 

主席裁示(曾秘書長元煌代理)： 

        以上事項請各局處配合辦理；有關組織編制及人員的部

分，請各位局處長思考。 

 

玖、散會(上午 9 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