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公共問責座談會會議紀錄 

第四場主題：守護身心陪伴關懷  

日期/時間:2022 年 10 月 29 日 (六) 10:30-12:00  

地點: 花蓮縣社會福利館 601 室(花蓮縣花蓮市文苑路 12 號 6 樓)  

參與人數：各單位團體代表出席人數 17 人、PeoPo 出席人數 20 人、

公視臺語台出席人數 19 人，共 56 人。 

以下為會議記錄全文 

 
中華飛揚關懷協會秘書長馬呈豪：  
一、我第一個在想的是社工的微笑。我是社福單位主管，發覺到社會工作確實

需要被人看見，尤其現在政府大力推動社安網系統，第一期結束之後再有第二

期，第二期接助的人更多。社安網其實有很多的故事，不管是政策面故事，服

務家庭故事，還有助人者故事，都可以在媒體上跟大家敍述。除了服務對象的

需求和議題之外，社工議題也需要被發掘跟關懷。  
 
 
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副教授巴奈.母路：  
公視現在能夠關懷印尼、越南、泰國這樣的族群，展現多元性的胸懷。可是我

還是很卑微的要求，希望公視還是可以看到原民議題，有別於原民台做的一些

事情，公視的高度可以做的更多。另外，有很多原民跟移工結婚的現象，可能

是大家不太熟悉的課題，是不是也能夠多關心原民跟移工聯婚的家庭， 
 
好，再來就是城鄉落差，公視優質節目，是不是可以到部落偏鄉做一點調查，

讓我們也受益。  
 
 
國立花蓮特殊教育學校實習輔導主任曾張旅：  
我們服務的是身心障礙學生，也希望為身心障礙學生發聲，現在的社會都在推

動融合教育，可是我們的社會還有我們的環境，是不是真的準備好？我覺得這

也是大家可以一起來探討的一個議題。 
 



師範大學學生蔡鎔薇：  
剛剛看到兒少節目有一個感觸，今年我參加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辦的媒體素

養，帶領高中職生研究調查，發掘生活周遭問題。帶領過程中，發現大概有七

成高中生，最擔心社群軟體造成的容貌焦慮，這一點其實也可以提出來，未來

也可能可以成為節目製作參考方向，延伸剛剛話題，包括焦慮、憂鬱這種，一

個內在和外在的直接對話，我覺得或許是現在國高中生蠻需要被看到的，如何

跟同儕有一個比較好的相處方式。  
 
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行政專員林雅君：  
我自己很感動的是《茶金》就在我們花創園區拍攝，因為這次的拍攝，使得我

們這一塊地方再次活絡起來。其實台灣還有很多老舊房屋，老屋需要被活化，

這個議題可能也是可以被拿來做一個題材。 
  
花蓮門諾醫院長照部主任戴玉琴：  
提到長照服務，偏鄉原鄉有幾個議題一直被拿出來。第一個是長照資源復健不

足，即便現在長照 2.0 蓬勃發展，但是在偏鄉，尤其是原鄉，人力的服務上面

還是遇到蠻大問題。回到花蓮，我們講長照服務，常常會被拿起來提，又很重

要，叫做：交通輸送。交通運輸在花蓮，確實有非常多的限制，今天要幫偏鄉

原鄉年輕型身障個案表達，大家知道現在的長照都以照顧長輩社會參與為主

軸，所以一直在老人照顧這件事情，其實長照面向蠻多都跟身障有關，特別是

年輕身障。提到年輕身障，其實在整個長照的交通輸送都是以復健、就醫為

主。其實身心障礙在很多社會參與，很多跟交通輸送有關，蠻想建議公視可以

幫年輕型身障，特別是復康巴士社會參與議題上多著墨。 
  
孩好書屋負責人賴威任：  
《水果奶奶》故事，我們有沒有可能用我們自己的方式，在我們書店裡用比較

輕鬆方式跟孩子分享。期盼能夠把他從電視中，抓到現場，這是我們的期盼。 
 
公視董事孫嘉穗回應： 
第一個，是有關偏鄉和族群的部份，其實還有更多不同的年齡層、不同階級跟

不同的向度。 
第二個，是非常謝謝有關長照的發言，今天好像有非常多的故事，在大家的分

享裡，覺得社工有各種不同面向，長照從老人到小孩，從年輕人到兒童，在關

注長照的時候，似乎比較少被關注到，都是非常珍貴的資料和意見回饋，公視

以後相關的新聞和節目，透過漸進方式，可以倡議和討論這些議題。更多元的

討論裡，能夠形成對政策上的協助跟改進。 
第三個，我想是有關接收的部份，我想今天不管在時間上，什麼時段，或者是

透過什麼樣的播出管道接收，還是說透過什麼樣的語言來接收，我想大家都給



公視非常珍貴的意見。在地方需求上，非常多是以前可能比較沒有關注到的部

份，希望透過問責座談，可以展現公視的公共性，希望大家持續給公視督促跟

建議。相關意見都能夠持續在不同向度裡，為各位做到更好的服務，謝謝大

家。 
 
公視徐總經理秋華回應：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的意見回饋，真的是收獲良多。需要我回覆的部份，鼓勵

的，我就全部收下了，再來就是大家的建議回應。 
第一個，就是有關社工戲劇的題材，跟您分享當時與《我們與惡的距離》的經

過，當時呂蒔媛編劇就是想做社工的戲，後來以新聞場域做為它的背景，但它

《我們與惡的距離 2》還是繼續以社工為題材，這次講得就是跟精神疾病相關

的一個社會安全網的問題。所以這個題材我們是有心要去深入發掘的，到時候

再請大家收看，我們的劇本現在還在建構中，也會把這個意見帶回去。 
第二個，就是原民議題，謝謝前董事的提醒，我們目前還有一個《行走 TIT》，
公視的角度的確跟原民台比較不一樣，我會把意見帶回去，我們現在每個節目

都切得很深，《行走 TIT》也不能例外，應該要將深度再往下切。所以剛才前董

事建議的一些題材，是不是請新聞部帶回去給 TIT 團隊參考，謝謝。公視《東

南亞語新聞》明年會增加到十分鐘，也是發現需求越來越高，所以公視會增加

資源，增加播出長度，明年第一季就會延長。明年第一季還會引入東南亞戲

劇，也會在公視頻道播出。希望我們的移工跟新住民朋友，能夠一起收看，同

時服務更多的新住民朋友。剛才講到社群軟體容貌焦慮議題，《青春發言人》蠻

適合的。身心障礙融合教育和交通問題，以及年輕身障者如何活出生命色彩，

聽聽看可以朝這個方向思考，請帶回節目部。有關長照 2.0 兒童服務，節目

部、新聞部《獨立特派員》可以繼續從這個議題出發。公視之友和公視公共服

務明年想要跟在地獨立書店進一步合作，公視可能也會釋出一些資源，譬如您

想和《水果冰淇淋》有一些合作說故事，都可以做為明年活動規劃，公視也會

小小的補助，如果您有很好的提案，我們就會釋出資源跟大家一起合作這些活

動。這都會在我們明年的規劃中，歡迎繼續提出建議和支持公視，謝謝大家。 
 
兒童服務，節目部、新聞部《獨立特派員》可以繼續從這個議題出發。公視之

友和公視公共服務明年想要跟在地獨立書店進一步合作，公視可能也會釋出一

些資源，譬如您想和《水果冰淇淋》有一些合作說故事，都可以做為明年活動

規劃，公視也會小小的補助，如果您有很好的提案，我們就會釋出資源跟大家

一起合作這些活動。這都會在我們明年的規劃中，歡迎繼續提出建議和支持公

視，謝謝大家。 
  



為落實公共媒體之職責，公視定期舉辦公共問責座談活動廣邀外界

各團體給予建議，作為未來工作規畫之參考。每一個建議及指教，

座談會結束後，都會彙整重點並交相關單位研究討論。本會也將不

定期針對座談會中討論議題之相關進度更新與大眾分享。 

 

本座談活動討論偏鄉關注之議題，針對本場座談會中之建議，為落實族群融

合，善盡公共媒體之責，公視持續製播關注原住民、新住民及移工議題之節

目。以下訊息分享： 
一、公視持續製播新住民、移工議題節目或報導： 
(一) 戲劇影響甚廣，公視 2007 年播出「別再叫我外籍新娘」，引起廣大迴響，

讓民眾重視台灣新住民族群。公視目前正在規劃「化外之醫(移工議題戲

劇，預計 2024 年推出)」，本劇將邀請越南知名戲劇演員共同參與演出，製

作單位耗時多年規劃，並遠赴越南實地拍攝。本劇藉由越南籍密醫為主

角，企圖翻轉歧視的小人物，從台灣社會底層，窺探難以直視的灰暗角

落。戲劇能發揮之巨大影響力，公視投注大量經費及資源，希望透過戲劇

的加持，讓民眾重新關注及思索新住民、移工及原住民等族群議題。 
(二)2023 年公視將導入東南亞語戲劇節目，讓生活在臺灣的新住民，能藉由公

視收看更貼近自身文化的優質戲劇節目。5 月起第一檔將播出在泰國引發全

國追劇熱潮，堪稱年度神劇的「天生一對」。後續將引進印尼、越南等東南

亞國家優質戲劇，經由戲劇讓台灣族群融合更形密切。 

(三)「公視紀實」今年推出了《彼岸他方》紀錄片，本片從越南難民與台灣牽繫

的情誼為出發，分析了當時的台灣在國際社會所面臨的壓縮，更跟隨當時

背景下在台灣出生的嬰兒，長大後回到澎湖尋根的故事。期待引領觀眾理

解台越之間的一段歷史，一個台灣人與越南裔族群珍貴的共同經歷；影片

具備開闊的國際視野，該片舉辦盛大的特映活動，並邀集相關人士蒞臨與

談，共同討論台灣參與國際人道救援工作的成績與意義。 

(四)為擴大服務在台灣的新住民，公視於 2018 年率先國內電視頻道推出「東南

亞語新聞」，獲得新住民族群熱烈回應。公視越南語新聞、印尼語新聞、泰

語新聞 2023 年四月起將全新改版更貼近觀眾，新聞時段增長、內容增加，

播出時間也將調整。用更完整的報導，讓新住民的朋友們能更了解台灣。 
 

二、公視持續製播原住民議題節目或報導： 
(一) 2023 年 7 月份將推出改編自鏡文學百萬影視小說大獎首獎「八尺門的辯護



人(原民、移工議題戲劇」以一樁外籍移工兇案為背景，描述為兇手死刑辯

護之公設辯護人出身八尺門的阿美族人，面對民意、政治、司法、財團、

多元族群等各方壓力，於複雜人性和善惡矛盾中追尋兇案真相與司法正

義。 
(二) 持續推出「行走 TIT」節目，本節目是帶著議題和探究的精神，帶民眾認識

每個部落故事的節目。把原民生活文化「說清楚講明白」，讓觀眾體認並了

解原住民文化，以減少誤解進而珍視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價值。期望，帶

著議題和探究的精神，從在地人視角出發，深度導覽一個部落的歷史縮影

與迷人景致。透過鏡頭把一個部落的風貌、祭典儀式、藝術文創、飲食文

化、傳統市場、部落生活以及生態環境與旅遊景點等呈現給觀眾。 
 

2023 年 3 月 30 日 
公共電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