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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三月二十九日是我國的青年節。今年，我有幸參與規劃救國團

的一系列青年節慶祝活動，不僅展現青年對公共事務的熱忱，也舉辦優秀

青年的表揚典禮，表揚來自社會各界、大專院校及國高中職的傑出青年。 

 

我們參訪了台北市青年局及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隊，深入了解台北市

政府對青年的重視程度，並向相關局處長官提問，關注教育資源不平等的

現象。此外，我們討論了國高中階段的心理資源現況，發現除了心理假制

度外，學生在心理諮商方面並無額外補助可支應診療費用，這值得進一步

思考，如何在符合學生需求的同時，提供適齡且有效的配套措施。除了教

育與心理資源外，我們也關注大學生的創業發展。許多懷抱創業夢想的青

年積極投入實際營運或接案，而青年局則提供相關貸款與創業諮詢，為青

年在創業這條充滿挑戰的道路上提供堅強的後盾。 

 

除了拜訪與青年事務相關的政府單位，我們也前往關愛之家、台灣

血液基金會等非營利組織，透過行動深入了解弱勢族群所面臨的挑戰與困

境，進而產生更深的體悟。今年三月，我們前往萬芳醫院附近的關愛之

家，得知外籍移工若失聯，便無法享有健保保障，若在失聯期間懷孕生

子，往往因擔憂身份問題而不敢尋求醫療協助，只能求助於密醫或未經許

可的醫療場所，甚至可能遭受詐騙。即便受害，也因身份問題無法尋求法

律協助。此外，由於我國採屬人主義，外籍移工的子女通常無法取得台灣 

國籍，同時也可能因戶籍登記問題無法獲得父母原國籍，使其成為無國籍

兒童。這樣的困境值得社會大眾關注，也需要政府部門提供適切的協助，

讓這些孩子擁有合法身份與安穩的生活。 

 



這次一系列的活動，讓我深刻體認到，公部門其實提供許多資源給

青年，但仍有許多尚待推廣與運用的空間。同時，也讓我接觸到過去未曾

關注的社會議題，進而拓展自己的視野。透過思考與實踐解決方案，我們

能夠為弱勢族群的生活環境帶來些許改善。雖然個人的努力或許無法立刻

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但我深信，只要持續關注並努力行動，終將能夠滴

水穿石，為社會帶來正向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