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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輩談社會—高雄市老人福利需求社區座談會已陸續展開 

高雄市自 89 年邁入高齡化社會後，

至九十一年五月老年人口已佔全市人口

數的 7.48%。過去社區中老人福利服務的

提供，多侷限於歌唱的功能，無法滿足老

年人多樣的需求，近年雖然本市首長有鑑

於老人福利服務品質提升的迫切性，自 88

年 10 月起以公辦民營的方式，由民間團

體承接經營功能轉型的老人活動中心，使

得當地的長輩或鄰里有機會從各種文康

休閒慶祝活動、進修班、營養餐食、獨居

關懷、福利諮詢等服務中認識掌握社區福

利服務資源，社工員在第一線也有機會接

觸或接受通報，而連結鄰里長、相關團體

逕去關懷各種需要的長輩。但限於各行政

區資源結構、功能與開發整合條件的差

異，著實影響各社區老年需求的滿足。因

此，當各社區老年人口積極參與社會之

際，有關老年福利的自覺，有逐漸被喚醒

的景況，為協助老年長輩能夠一起參與解

決老人需求與問題的過程，本研究中心與

社團法人高雄市金齡協會擬於今年度 6月

至 9月聯合本市民族、宏昌、前金、崗山

仔老人活動中心，共同規劃數場「長輩談

社會」之社區座談會，鼓勵各區長輩表達

影響他們生活之政策決策的看法，共同來

為社區老年的問題提出建言，並與長青中

心老人福利研究發展諮詢委員針對各區

團體建言提出服務建議或方向，以供規劃

本市老人政策研發方向之參考依據。 

本服務方案預期效益有下列三點：

一、透過各活動中心的協助，瞭解高市不

同社區的老人福利服務需求與問題現

況。二、藉由社區團體會議的進行，協助

長輩表達需求，關心社區或公共議題，並

激勵長輩看重對政策決策的影響力。三、

由專家學者就深度資料蒐集與分析，建議

公私部門未來提供不同老人族群服務時

的策略方向。（文：張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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