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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1：營造健康生活環境計畫成果 

 (一) 執行成效：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1.營造友善運動環境，提升運動

盛行率 

(1) 打造友善便利運動環境。 

(2) 設計本市專屬健康操。 

(3) 辦理健康體能系列推廣課

程。 

(4) 於 13 區衛生所成立社區無

菸樂活健走班。 

(5) 於各區新增設置無菸健走

步道。 

(6) 結合各區辦理無菸好生活

大型健走。 

(7) 肥胖防治業務輔導。 

 

 

(1) 13 區衛生所共同成立健康體能據點

(32個社區無菸樂活健走班及 144個

333 健康無菸享瘦站)進行推廣。 

(2) 有別於以往健康操推廣形式，首創

於桃園捷運辦理 Tao Tao YuanGo 新

歌發表會，邀請在地管樂團、原住

民合唱團及國、台與客語歌手等現

場演奏，利用電台托播及 FB 分享抽

獎活動吸引民眾關注，後續拍攝音

樂錄影帶透過報章雜誌、廣播、電

視、電子看板、YouTube 網路串流

式廣告、桃園市政府官方 LINE on 

air 等各式宣傳活動，推廣桃園市健

康操至各區，讓不同族群皆可養成

規律運動的習慣。 

(3) 為培養社區運動種子師資，7 月 27

日舉辦桃園市健康操推廣種子研習

營，經審查共 11 位學員合格，擔任

本市健康操種子教師，於轄內辦理

68 場巡迴教學課程，計 5,232 人。 

(4) 32 個社區無菸樂活健走班 10 月底

共辦理 814 場，參與人數達 1 萬

8,399 人。 

(5) 106 年於各區維護 32 條無菸健走步

道。 

(6) 共辦理 2 場無菸好生活大型健走，

參與民眾約達 4,000 人次。 

(7) 辦理計畫開始工作說明會、期中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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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討會及期末工作發表會，計辦理 39

場。 

2.提升健康社區生活型態 

(1) 社區致胖環境調查 

A. 輔導社區推動健康營造工

作。 

B. 辦理致胖環境調查說明會。 

C. 協助社區完成肥胖環境評

估。 

(2) RE-AIM 五大面向之評估

指標 

A. 涵蓋-每日至少一餐為外食

者參與健康飲食衛教之比

率達 40%。 

B. 效果-民眾參與健康飲食衛

教後健康飲食知能提升率

或達成率提升 25%。 

C. 參與-本市 13區國中小學校

園周邊餐飲業者接受健康

飲食輔導後配合推出健康

餐食措施之比率達 100%。 

D. 執行-健康飲食衛教執行健

康飲食示範實務操作之比

率達 15%。 

E. 持續 -使用桃園健康餐盤

APP 進行飲食管理持續 1

個月以上之比率達 20%。 

(3) 設置社區營養衛生教育示

範點 

A. 成立營養教育推動小組。 

B. 設置 2 處社區營養衛生教

育示範點。 

C. 以多元管道傳播提升民眾

 

(1) 社區致胖環境調查 

A. 本市於 106 年 1 月 23 日舉辦衛生所

推動肥胖防治及健康營造工作說明

會，針對結合轄區里辦公處、社區

關懷據點、學校及職場等場所，辦

理致胖環境調查、社區營養教育示

範計畫及校園周邊健康飲食輔導計

畫等做詳細說明。 

B. 106 年 3 月份本市 13 區召開「肥胖

防治第一次體位聯繫會議」。 

C. 針對致胖環境調查表，提出改善策

略: 

a. 策略 3.2-營養師輔導本市共 99 家餐

飲業者，推出「健康餐點」、「無糖

飲品」及「養生麵包」。 

b. 策略 9-本市公立場所設置「母乳

室」，並於各場所明顯位置處，張貼

哺餵母乳好處之海報。 

c. 策略 15.1-各區新增或已維護 32 條

無菸健走步道，增加市民之便利性。 

d. 策略 11-本市國中及國小開放學童

或民眾執行動態活動，例如:太極拳

班、健康操班等。 

(2) RE-AIM 五大面向之評估指標 

A. 涵蓋-本市舉辦之健康飲食講座參與

人數共 1,910 人，每日至少一餐外食

者參與健康飲食為 850 人，達 44%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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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參與度。 

(4) 辦理「校園周邊健康飲食輔

導示範計畫」 

A. 資源盤點及人力整合 

B. 校園周邊商家調查 

C. 透過多元行銷管道，提升健

康飲食技能及識能。 

B. 效果-本市民眾接受健康飲食衛教後

較健康飲食衛教前，較能增加攝取

健康飲食之頻率。 

C. 參與-營養師於本市校園周邊輔導

99 家餐飲店家，推出健康餐點，透

過輔導 99 家均推出健康餐點，達

100%。 

D. 執行-截至 106 年 10 月底計辦理 52

場「健康飲食」講座，其中 13 場為

健康飲食示範料理，增加民眾之技

能，達 25%。 

E. 持續-參與健康飲食衛教使用 APP

進行飲食管理之人數為 450 人，其

中達 1 個月以上之人數為 100 人，

達 22%。 

(3) 設置社區營養衛生教育示範點 

A. 13 區衛生所公衛人員透過與醫院、

學校營養師參與「營養教育」之推

動。 

B. 本市共設立 2 處以上「社區營養衛

生教育示範點」，課程內容包含教導

民眾均衡飲食、天天五蔬果等健康

飲食之觀念，於 10 月底共辦理 52

場，參與人數達 1,910 人。 

C. 13 區衛生所透過於區公所、衛生所

張貼海報及運用跑馬燈之方式，廣

為宣傳。 

(4) 辦理「校園周邊健康飲食輔導示範

計畫」 

A. 與食品產業策進會合作，本市 13 區

共 13 所國中及國小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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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B. 營養師共輔導早餐店 51 家、飲料店

32 家及烘培坊 16 家，共 99 店家推

出「健康早餐」、「無糖飲品」及「養

生麵包」。 

C. 舉辦「拍照打卡送好禮」，3 次打卡

共 182 人參與。 

(二)精彩照片 

 
 

圖 1.為響應「5 月 28 日世界無菸日」，並鼓勵

民眾多多出外運動，帶動市內運動風

氣，桃園市政府衛生局於 106 年 5 月 20

日(六)在觀音區新坡國小舉辦「觀音健走

好元氣，樂活新坡 Be Happy」無菸大型

健走活動。 

圖 2.106年 11月 26日(日)為增進市內民眾健康

體能，增進在地文化認識，於龜山區長

庚大學舉辦「甜蜜齊步遠三高，無菸健

走好活力」無菸大型健走活動。 

 

 

圖 3.營養師衛教營養資訊於食品業者，創造支

持性之環境。 

圖 4.本市推出桃園市健康操，以鼓勵市民多多

運動，有益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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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社區中衛教宣導民眾健康營養、均衡飲食

之重要，提升民眾之知識、態度與技能。 

圖 6.社區營養教育示範計畫，辦理營養實作課

程，民眾體驗健康料理之製作。 

  

圖 7.持續於 333 健康無菸享瘦站辦理健康體能

系列推廣課程。 

圖 8.加強於校園推廣桃園市健康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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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2：中老年健康促進計畫成果 

 

（一） 執行成效：  

1. 活躍老化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與社區關懷據點結合辦理健康

促進活動 

1. 定期協助民眾主動量測腰圍

並進行衛教。 

2. 轄區長者參加相關健康促進

競賽活動。 

1. 結合社區關懷據點及鄰里辦公室設立

血壓腰圍量測服務站，隨時提供民眾

自行檢測身體狀況，計設立 70 站。 

2. 辦理市內社區長者參與健康促進競賽

活動，計 1,280 位長者參加。 

3. 於 106 年 6 月 20 日假本市立圖書館平

鎮分館辦理長者健康促進競賽複賽 1

場，計 30 隊參賽隊伍，活力舞台組及

活力律動組各組前 2名(共 4隊)優勝隊

伍參與全國分區競賽(北區)，106 年 9

月 7 日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舉辦

「2017 不老青春逗陣行」北區競賽，

本市推派 4 支隊伍分別獲得活力舞台

組【銀獎】-龍潭區客庄好味緒(味道)

及【不老青春獎】中壢區金華新街樂

齡成長團，活力律動組【金獎】-桃園

市羅浮部落文化健康站、【不老青春

獎】-蘆竹長照太鼓班等獎項。 

4. 於 106 年 10 月 12 日參加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舉辦「2017 不老青春逗陣

行」全國總決賽，本市 2 支隊伍分別

獲得活力舞台組【金獎】及活力律動

組【不老青春獎】。 

轄區衛生所取得高齡友善健康

照護機構認證與服務比率達

50%（約 7 家衛生所） 

 

1.  桃園區、中壢區、八德區、平鎮區、

大溪區、蘆竹區、龍潭區、大園區、

觀音區及復興區衛生所經嘉義基督教

醫院 3 至 5 次行政指導及修正，於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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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年底前完成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實

地訪視。 

2. 桃園區、中壢區、八德區、平鎮區、

大溪區、龍潭區、觀音區及復興區衛

生所計 8 家衛生所通過高齡友善健康

照護機構認證(不含 106 年以前通過認

證 3 家衛生所，分別為新屋區衛生所、

楊梅區衛生所及龜山區衛生所)。 

3. 本市轄區衛生所共 11家取得高齡友善

健康照護機構認證與服務比率為

84%，達成率 168%。 

4. 本市 13 區衛生所皆提供 10 分鐘長者

簡易健康篩檢服務。 

2. 推動慢性病照護網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1. 推動慢性病照護網，辦理認證

考試課程(目標數 2 場)，提升

照護品質。 

2. 推動視力、糖尿病醫療篩檢巡

迴服務(目標數 50 場)。 

3. 推行「眼底檢查追蹤轉介計

畫」，轉診糖尿病個案 1,000

人以上。 

4. 13 區各成立 1 個糖尿病暨慢

性腎臟病病友團體，並辦理病

友會輔導員培訓方案。 

5. 糖尿病暨健康餐盤飲食推廣

活動 26 場，包含健康飲食、

行為，運動及認知等相關議

題，促進自我健康行為養成與

1. 糖尿病共同照護網之照護服務醫療院

所共 78 家，辦理認證考試 3 場，計 217

人次參加。 

 

糖尿病認證考試成績統計 

 報名人數 到考人數 及格人數 及格率 

醫師 42 37 34 92% 

營養師 18 14 8 57% 

護理師 145 121 54 45% 

藥師 12 10 4 40% 

總計 217 182 100 55% 

2. 辦理視力、糖尿病醫療巡迴篩檢計 84

場、4,250 人受惠，異常人數共計 1,312

人(驗光異常 499 人、眼壓異常 21 人、

眼底異常 792 人)，異常篩檢率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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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認知。 

6. 深入校園進糖尿病防治宣導

講座 13 場以上。 

7. 結合社區資源，於不同場域辦

理慢性病宣導講座，主題為健

康飲食、運動體能、健康行

為、加強鼓勵尿液微量白蛋白

檢查等相關議題，促進自我健

康行為養成與認知，共計 39

場。 

8. 辦理醫護人員「三高及腎臟病

防治」宣導教育訓練 10 場。 

9. 由社區保健志工協助血壓與

腰圍量測服務站與三高防治

定點宣導共計 70 處。 

3. 透過糖尿病照護人員開立轉診單轉介

糖尿病個案至鄰近眼科診所，並追蹤眼

底檢查結果，共計追蹤管理 1,310 案。 

4. 本市 13 區共成立 30 個糖尿病暨慢性腎

臟病病友團體，其中衛生所辦理 41 場

衛教活動，計 833 人次參加；辦理糖尿

病病友會輔導員培訓分案，共培訓 39

名輔導員，實地輔導 17 場次。 

5. 辦理糖尿病暨慢性病健康餐盤飲食推

廣活動，總計 52 場、服務 1,910 人次。 

6. 辦理校園糖尿病13場，共計1,606人次。 

7. 辦理慢性病宣導講座，主題為糖尿病、

心臟疾病、高血壓性疾病、腦血管疾病

總計 60 場，共計 2,712 人次。 

8. 辦理「三高及腎臟病防治」宣導教育訓

練 13 場、共 1,937 人次(糖尿病教育訓

練 10 場、1,304 人次，腎臟病教育訓練

3 場、633 人次)。 

9. 結合社區關懷據點、衛生所、職場、商

場、社區藥局、醫療院所共成立血壓與

腰圍量測服務站 70 站，其中量測血壓

217,098 人次，量測腰圍 115,797 人次。  

（二） 檢討及建議 

1.國健署 107 年考評糖尿病照護率、尿液微量白蛋白檢查率之區間為 106

年 7 月 1 日至 107 年 6 月 30 日，惟健保署醫療品質公開網公告資料並

非此區間，導致衛生局常無法掌握目前轄內院所執行情況，進行策略

修正或補救，常至年底方知考評成績，建議國健署能定期公告考評區

間之照護率、尿液微量白蛋白檢查率，以利衛生局隨時修正策略。 

2.眼底檢查率尚未達成，明(107)年擬推動「眼底篩檢推廣計畫」，因糖

尿病個案年齡層偏高，擬針對年長者常接觸之媒體，如電台、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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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等進行多元宣傳，加強糖尿病個案眼底篩檢認知。 

3.藥師照護為糖尿病照護不可或缺一環，惟限於健保署給付標準，藥師

未納入照護團隊，建議國健署與健保署能有一致性策略，以完善糖尿

病照護。 

4.糖尿病支持團體常因輔導員異動導致團體運作中斷，建議國健署能持

續辦理「團體輔導員培訓班」，不只輔導轄內衛生所，更擴大輔導轄

內醫療院所，落實人力資源在地化之目標，提高糖尿病支持團體運作

成效。 

5.「糖尿病支持團體競賽」不僅能鼓勵醫療院所持續運作糖尿病支持團

體，亦為病友期待之得獎項目，建議國建署能持續辦理是類競賽活動，

以肯定糖尿病支持團體的成果與努力。 

6.國建署今年度辦理「慢性疾病防治教育訓練」，不僅增進衛生單位服

務共識，並且藉由分享與交流，更能提升慢性病防治及照護品質，建

議國健署能持續辦理。 

7.本市「血壓腰圍健康服務站」目前共設置 70 站，未來將結合遠距量測

血壓站，服務偏遠及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擴大服務量能，並進一步追

蹤轉介量測異常個案，以降低罹患慢性病之風險。 

8.有鑑於慢性病治療所產生的醫療支出逐年上升，而「整合性預防保健

服務」為有效之社區疾病篩檢服務，未來將提供以民眾需求為中心的

健康檢查服務，提升各場域(院所、職場及社區)的成人健檢服務涵蓋

率，並進行異常個案追蹤管理，以早期發現疾病、及時提供必要轉介

照護。 

（三） 精彩照片 

 

 
【106 年 9 月 25 日龍潭區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動動健康班】 
【106 年 6 月 20 日舉辦 106 年閃耀年華銀髮

秀 活力桃園動起來市內競賽】 



10 

  
【106年 4月 5日辦理 106年長者衰弱評估表

教育訓練】 

【血壓腰圍健康服務站-志工協助民眾量測

腰圍】 

  
【中壢區衛生所所辦理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

構認證實地訪視】 

【觀音區衛生所所辦理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

構認證實地訪視】 

  
【本市觀音區糖尿病病友會實際運作情形-

運動教練帶動「你 7 了嗎？」健身操】 

【本市蘆竹區糖尿病病友會實際運作情形-病

友經驗分享】 

  
【眼科視篩巡迴服務-眼壓、驗光及眼底鏡檢

查】 

【與壢新醫院合作辦理「慢性腎臟病與糖尿病

腎病變繼續教育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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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3：癌症篩檢與檳榔健康危害防制計畫成果 

（一）執行成效：（請儘量以量化及條列式方式撰寫資料）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四癌篩檢預定目標數達成率
100% 

1. 本市 30~69 歲婦女三年內接受子
宮頸抹片檢查率達目標值 98.5%。 

2. 本市 45~69 歲以上婦女二年內接
受乳房攝影檢查率達目標值
96.9%。 

3. 本市 50~69 歲民眾兩年內接受大
腸直腸癌糞便檢查率達目標值
98.4%。 

4. 本市50~69歲民眾105年首次內接
受大腸直腸癌糞便檢查達目標值
173.0%。 

5. 本市 30 歲以上民眾嚼食檳榔（含
抽菸或戒檳榔）民眾二年內接受口
腔黏膜篩檢率達目標值 88.6%。 

子宮頸抹片檢查陽性追蹤完成
率癌症篩檢異常案追蹤完成率
達 92% 

執行率 102.7% 

乳房攝影檢查陽性追蹤完成率
癌症篩檢異常案追蹤完成率達
90% 

執行率 103.6% 

口腔黏膜篩檢陽性追蹤完成率

癌症篩檢異常案追蹤完成率達

75% 

執行率 110.1% 

大腸直腸癌糞便檢查陽性追蹤
完成率癌症篩檢異常案追蹤完
成率達 70% 

執行率 103.1% 

成人嚼檳榔盛行率改變情形高
於平均值+1.5 標準差 

依國健署年底統一提供。 

（二）檢討及建議: 

1.本市四項癌症篩檢目標篩檢量皆無法達成 100%，究其原因本市屬成

長中的城市，總人口數不斷攀升，且於升格直轄市後人口更顯著增

加，其中淨遷入人口數更為六都之冠，人口數快速上升，但本市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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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及衛生所醫護及公衛人力並未大幅度增加，造成服務負荷重；另

分析四癌篩檢成效，子宮頸抹片及糞便潛血檢查 106 年度單年目標篩

檢率皆達六都第一，乳房 X 光攝影檢查為六都第二，唯有口腔黏膜

篩檢量未能大幅提升，原因分析: 

（1）因本市勞工人口及原住民人口多，吸菸及嚼檳比例高導致口篩目

標數高。 

（2）本市牙科診所口腔黏膜篩檢量呈現減少狀態。 

（3）口篩篩檢到表單登錄系統皆由篩檢機構完成，上傳系統之行政流

程略顯繁瑣，而預防保健僅提供每案 130 元採檢費，基層診所參

與篩檢誘因低。 

為提升口篩篩檢量，今年度本局拜訪本市牙醫師公會並辦理牙科診

所推動預防保健口腔黏膜檢查評比計畫，鼓勵牙醫診所參與推廣口

篩；持續辦理口腔癌篩檢服務推廣人員獎勵計畫，合約口篩診所每

完成一案可獲得獎勵金 30 元，並限定補助對象為非採檢醫師之行政

人員，篩檢量較去年同期相比，已提升約 2500 人。 

2.目前有很多民眾採自費健檢方式進行癌症篩檢，礙於現行法令，並無

法將此族群有效納入已篩檢族群中，造成第一線公共衛生人員耗費許

多人力及物力，一再通知民眾接受篩檢服務，民眾亦感到困擾；建議

可透過立法或與健保費用相結合，提升民眾篩檢意願。 

3.現行法規並未強制規定雇主於勞工體檢時，一定要配合施行四癌篩

檢，部分雇主因考量篩檢時間等因素，拒絕勞檢醫院提供癌症篩檢服

務。另有些高科技廠，因考量商業機密等因素，拒絕勞檢醫院攜帶過

卡設備進入廠區。 

4.部分民眾認為口腔黏膜篩檢僅目視，並無相關切片或其他儀器檢查，

認為檢查過於簡略，不願接受篩檢。建議能透過大量媒體宣導，改變

民眾對於篩檢的認知，進而願意接受篩檢。 

5.少數陽性個案以自覺健康為由未確診，公衛人員經多次關心衛教仍堅

決拒絕者，建議可制定公版之拒絕訪視切結書，除讓個案正視自我

健康應自己負責外，一方面保護公衛同仁，避免個案日後罹癌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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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公衛人員未盡告知責任。 

（三）精彩照片: 

  

辦理衛生所新進護理人員子宮
頸抹片採檢教育訓練。  

辦理整篩癌篩系統使用者教育
訓練。  

 
 

辦理四癌篩檢抽獎活動記者會。 接待台灣抗癌協會辦理之癌友
單車環台活動車隊。  

 

 

 

 

 

 

 

 

辦理社區篩檢提供子抹採檢服
務。  

辦理社區篩檢提供口腔黏膜檢
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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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4：婦幼健康促進計畫成果 

（一） 執行成效：  

原定成效 實際達成情形 

院所輔導家數達成情形≧75% 

計 63 家產檢院所，已完成 45 家院

所輔導預計 11 月 30 日前輔導 48

家，計畫目標達成率 100%。 

縮小出生性別差距之醫事人員教

育訓練或民眾宣導 8 場 

13 區衛生所結合社區，各辦理 1 場

出生性別差距之醫事人員教育訓練

或民眾宣導，106 年共辦理 13 場計

331 人次參加，計畫目標達成率

100%。 

符合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第 5

條第 1 項各款之公共場所輔導/稽

查績效 100% 

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13 區衛生

所每季輔導/稽查依法須設置哺集乳

室之場所共 103 家，每季稽查率

100%，迄今無違規情形。 

針對轄內親子經常出入之公共

場所鼓勵設置母乳哺育相關措

施 5 場(如：親子參加之中大型活

動或中大型展，設置臨時哺集乳

室；遊樂場所、餐廳或公園等提

供友善哺乳空間或哺乳措施) 

本市 106 年度針對中大型活動、展

場設置臨時哺集乳室計 7 場，包含

2017 農業博覽會、5 月 20 日無菸健

走、2017 地景藝術節、2017 婦幼商

品展、2017 桃園購物節、食安嘉年

華、11 月 26 日無菸健走等活動。 

新生兒聽力篩檢陽性個案完成

確診率≧95% 

本市 106 年篩檢異常應確診數 391

人，已確診 387 人，依確診時效統

計陽性個案追蹤完成率為 97.31%。 

滿 4 歲及 5 歲兒童視力篩檢率≧

98% 

本市 106 年度針對 100 年次及 101

年次兒童進行視力篩檢，計 38,574

人，篩檢率達 100%。 

滿 4 歲及 5 歲兒童疑似異常個案

完成確診率≧98% 

本市 106 年度 4 歲(101 年次)及 5 歲

(100 年次 )兒童初篩異常人數為

6,123，完成確診個案為 6,090 人，

確診率為 99.46% 

已生育未成年少女避孕管理率

≧95% 

本市 106 年已生育未成年少女避孕

管理數 344 人，已追蹤 340 人，已

生育未成年少女避孕管理追蹤完成

率為 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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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討及建議 

1. 本局依國民健康署之工作目標進行轄區產檢醫療院所(含人工生殖

機構)輔導，加強稽查輔導與回報，以透過全面性的數據監測以及對

異常院所個別化資訊的回饋與管理，減緩性別結構失衡的現況。 

2. 結合社區、學校及醫療院所資源，共同辦理宣導活動，提升民眾健

康識能，持續倡導並強化兩性平權觀念，落實縮小出生性別比之差

距。  

3. 透過母乳支持團體以及醫護人員，提供母親哺餵母乳及維持奶水分

泌等相關指導及協助，增強母親哺乳的自信及身心的最佳狀態，並

透過職護、廠護提升職場友善母乳哺育支持環境，加強父親角色與

家庭成員在母乳哺育中的角色，強化母乳哺育的氛圍。 

4. 為掌握新生兒聽力篩檢異常追蹤的黃金期，持續督促各區衛生所依

據婦幼資料庫新生兒聽力篩檢管理系統，追蹤未確診的陽性個案，

並轉介個案至確診醫院做進一步的治療與諮詢，確保新生兒聽力篩

檢的黃金治療期。 

5. 依國民健康署之工作目標，進行轄區內4歲及5歲兒童視力篩檢及異

常轉介追蹤，惟在追蹤確診上，常需照顧者配合門診就診，需增加

相關誘因或持續督促追蹤完成率，方能完成。 

 

（三） 精彩照片 

 

 

 

 

 

 

 

 

 

 

 

 

 

 

 

 
圖 1.  於達方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職

場母乳哺育宣導(106 年 5 月 26 日) 

圖 2. 至大園區三和幼稚園像師長及家長

宣導兩性平權、縮小出生性別比之

差距(106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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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農業博覽會設置哺集乳室(4/22-5/14) 圖 4.農業博覽會媽媽使用哺集乳室 

  

圖 5.婦幼商品展設置哺集乳室(4/28-5/1) 圖 6.食安博覽會設置哺集乳室(11/2-11/5) 

  

圖 6. 桃 園 購 物 節 設 置 哺 集 乳 室

(10/19-10/22) 

圖 7.健走活動設置哺集乳室(106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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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地景藝術節設置哺集乳室(8/18-9/3) 圖 9.於 9 月 6 日辦理新生兒聽力篩檢研習

會 

  

圖 9.視力檢查 圖 10.立體感檢查 

 

 

 

 

 

 

 

 

 

 

 

 

 

 

 

 

 

 

圖11.校園性教育宣導講座 圖12.校園性教育宣導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