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周章欽 

       高雄地檢署結合財團法人臺灣

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於 107 年 9

月 17 日上午假該署第二辦公室 1 樓

團輔室，舉辦受保護管束人中秋節

公益關懷活動－鯨奇之旅電影賞

析，有 50 位受保護管束人參與，檢

察長周章欽及更保主委陳義成亦親

臨現場勉勵與祝福。 

      本次公益關懷活動邀請龔敬凱心

理師帶領受保護管束人欣賞以真實故事改編之電影「鯨奇之旅」，由龔心理師做電影

導謮與映後講解，讓受保護管束人了解環境保護的重要；活動中亦安排手作卡片課

程，由受保護管束人親手製作祝福卡致送家人，表達對家人的愛與關心。 

     周檢察長表示中秋節前夕辦理公益關懷活動，希望受保護管束人能在身心靈及家

庭方面能有不同的領受，藉由欣賞撼動全世界的真實故事改編之電影，呼籲重視環保

議題、珍惜生命、愛護地球，尤其許多民眾

都會烤肉歡慶佳節，期勉受保護管束人共同

響應節能減碳、一起守護環境，為後代建立

友善環境；另因選舉即將到來，周檢察長特

別拜託大家選賢與能，鼓勵共同加入查察賄

選活動，建立乾淨選風、廉能政府。周檢察

長於媒體採訪時重申上述理念，希望藉由媒

體報導將活動的社會意義傳遞出去。 

雄檢辦理 107年受保護管束人中秋節公益關懷活動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周章欽 

已經抱孫當阿公的曾○昌，因毒品案件於 106 年底執行社會勞動，至今已累計執行 892

小時，由於在大寮區中興社區發展協會執行，工作態度積極認真、有責任感，所以督導總是安

心交付他重要的勞務工作，他也能不負所託完成任務。 

目前在外甥經營的焚化爐耐火工廠工作的曾先生，年輕時白手起家，曾經是一間家具工廠

的老闆，全盛時期員工有二三十人，意氣風發，家庭生活美滿，育有三男二女。36 歲那年老婆

驟逝，從此無心工作、一蹶不振，誤交損友染上毒品，鋃鐺入獄的同時，年幼的孩子只好託付

親人接濟照顧，幾十年來都因毒癮難戒進出監獄多次。 

外甥不計前嫌給他一份工作賺錢，身為長輩的他覺得羞愧而更加努力，如今大女兒更常常

耳提面命提醒他不能再犯錯，工作收入全權交由大女兒管理，與損友拒絕往來，含飴弄孫，生

活有重心。曾先生懊惱反省「如果當年沒碰毒品，現在的我也不會淪落到現在這樣，說不定有

更好的人生，除了靠自己的意志力戒毒，親情的力量讓我重獲新生」。 

「伊做事情很勤快啦！又有愛心與責任感，觀察一陣子選伊當班長，其他社勞人都會聽伊，

交辦的事情都很積極主動完成。」督導對曾先生讚譽有加，而他總

是謙虛的回應能有機會為社會、為弱勢服務，是無比的榮幸，每當

看見身障孩子們天真無邪、與世無爭的模樣，更能同理身心障礙者

家屬的心情；相較之下，自己其實真的很幸運，捅過這麼大的摟

子，家人仍不離不棄，回首來時路，告訴自己若有能力，願意幫助更

多人，回饋社會，補償荒唐的過去，更發願要永遠遠離毒品！  

蛻變，拒毒—社會勞動人生命故事  

高雄地檢署於 107 年 9 月 20 日，假高雄地檢署第二辦

公室一樓團輔室辦理易服社會勞動人生命教育課程，邀請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潘順良志工擔任講

師，以「反轉人生」為主題，分享人生故事。 

課程中，講師提到自身的過去，少年時因年輕氣盛、恣意

妄為導致了家庭失和，而後透過弟弟的循循善誘，他體悟到行

善與付出的美好，決意洗心革面，改變自己的人生，現在的他家庭和諧，心中懷有正向能量，
甚至能為了他人的健康，將辛苦種植多年的檳榔樹砍除改種蔬果，回饋社會。 

最後講師輔以酒駕影片賞析，鼓勵個案們從錯誤中學習成長，積極面對自己的人生，期望

藉由本次課程，讓個案們瞭解到「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的真諦，使其能改正惡習，開始另一

個「反轉人生」。 

生命教育—反轉人生  



編輯：王怡貞 

高雄地檢署網址： http://www.ksc.moj.gov.tw 

高雄地檢署服務中心電話：(07)216-1467。 

高雄地檢署社會勞動諮詢：(07)215-2565 轉 3037，明股觀護人。 
有任何問題或建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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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周章欽 

Q ：執行機關(構)可以事先要求社會勞動人之條件？  

A ： 

1. 執行機關(構)可以事先表示其所需要的人力條件，例如公園涼亭、小橋

或地磚的搭建與鋪設，可能需要到場人力，有木工、水泥工或油漆工的

職業背景或經驗。 

2. 本署會儘可能依社會勞動人之專長進行媒介，但實際人力調配需視聲請

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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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社會勞動的執行，可以分別在不同的場地或跨縣市執行嗎？  

A ：易服社會勞動以通知執行之地檢署所在地區執行為原則，如有住居等

因素而不便於該處執行者，可向原執行地檢署提出移轉聲請，但以聲請移

轉乙次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