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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21年4月2日，清明連假首日，上午

7時16分，一輛開往臺東的臺鐵0402車次自

強號列車由樹林站出發，列車上載有494名

乘客及4名臺鐵人員，上午9時28分行經花

蓮縣秀林鄉和仁到崇德間之東正線，距清

水隧道北口前，撞及一輛由施工便道旁邊

坡滑落而停止於軌道上之大貨車，該列車8

節車廂全部出軌，造成49人罹難及213人受

傷，宛如災難電影般的場景，真實發生，

為臺鐵近60年來最嚴重的列車意外事故。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以下

簡稱犯保協會）於事件發生當日立即成立

「即時關懷」小組，整合內部專職人員及

保護志工（以下簡稱犯保人員）資源，連

結外部社會工作師、心理師公會資源，與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以下簡稱花蓮地檢

署）及花蓮縣政府建立服務模式，一連7

日進駐花蓮市殯儀館，提供罹難者家屬關

懷陪伴、資訊獲知、遺體指認等服務，犯

保人員共計36人參與，參與總人時達508

小時，承擔了艱鉅任務，也承載了家屬的

傷痛，秉持以家屬優先、逝者安息、生者

安心的情懷，堅持到工作完成，護送逝者

與家屬踏上返家之路。本文係就法務部所

成立的犯保協會在太魯閣列車事故中的實

務服務作為，先行瞭解犯保協會擔任本項

任務角色的緣由，再透過本事故瞭解災難

型事件中的犯罪被害人保護涉及的服務領

域，並探討在此類事件服務經驗中，可能

會面臨的實務問題，提供災難型事件的保

護服務經驗分享，以及將來作為司法社會

工作領域在建構刑事司法犯罪被害人服務

體系的參考。

貳、 災難型事件與犯罪被害人

保護

所謂災難型事件，可以從我國《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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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救法》的定義觀之，該法第2條第1款

規定：

災害：指下列災難所造成之禍害：

（一）風災、水災、震災（含土壤液

化）、旱災、寒害、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

災害、火山災害等天然災害。（二）火

災、爆炸、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

路災害、礦災、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

故、森林火災、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

害、生物病原災害、動植物疫災、輻射災

害、工業管線災害、懸浮微粒物質災害等

災害。（內政部，2000）

而本文所舉太魯閣列車事故即屬於陸

上交通事故，交通部也在事故發生當日在

臺北車站成立陸上重大交通事故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本事件即可謂災難型事件。

然而，「災難型事件」不必然絕對是

「犯罪被害事件」，犯罪被害事件可以從

我國《刑事訴訟法》（司法院，1928）

第232條規定「犯罪之被害人，得為告

訴」的文字內容觀之，凡涉及觸犯《刑

法》（法務部，1935）罪章且有直接被

害人之故意或過失犯罪行為所引起的事

件，可稱為犯罪被害事件。再按《犯罪被

害人保護法》（以下簡稱犯保法）第1條

規定：

為保護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

屬、受重傷者及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

以保障人民權益，促進社會安全，特制定

本法。（法務部，1998）

同法第3條第1項第1款規定犯罪行為：

指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或在中華民國

領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或航空器內，故意

或過失侵害他人生命、身體，依中華民國

法律有刑罰規定之行為及刑法第18條第1

項、第19條第1項及第24條第1項前段規定

不罰之行為。（法務部，1998）

綜上定義來看，「災難型事件」的範

圍大於「犯罪被害事件」，而「犯罪被害

事件」的範圍大於「犯罪被害人保護（此

處指適用於《犯保法》）」，所以當災害

事件發生之時，各級政府成立災害應變中

心，實施災害應變措施，若此災害事件涉

及有人員因他人故意或過失犯罪行為，造

成被害死亡或重傷情形，即適用以《犯保

法》來啟動對於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的保

護服務措施。

參、 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與檢察

機關

本文前言提及犯保協會提供本次事

件罹難者家屬關懷陪伴、資訊獲知、遺體

指認等服務，主要的緣由係因犯保協會是

法務部於1999年1月29日依據《犯保法》

第29條規定所成立，屬於《財團法人法》

（法務部，2018b）所規範的「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總會設置於臺灣高等檢

察署內，各地分會設置於當地地方檢察署

內，辦理轄區內因他人犯罪行為被害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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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者之遺屬、受重傷者、性侵害犯罪行為

被害人、家庭暴力、人口販運及兒童、少

年被害人保護服務。

另按行政院107年12月28日修正核定

《加強犯罪被害人保護方案》之具體措施

提及：

檢察機關因執行職務認有符合本法保

護及扶助對象時，應告知其得依本法申請

補償及保護措施之權益；並得將被害人轉

介各地方檢察署司法保護中心或犯保協會

提供協助。（法務部，2018a）

次按《刑事訴訟法》第218條第1項規

定：「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該

管檢察官應速相驗」（司法院，1928），

各地檢察機關基於上述職務及規定，均與

犯保協會建立緊密的橫向聯絡關係，平時

於檢察官相驗屍體後，如屬於犯罪被害事

件所致，即提供被害人家屬聯繫方式，由

犯保協會進行關懷聯繫，啟動保護服務措

施；若屬於社會重大矚目案件，犯保協會

第一時間啟動即時關懷服務，並於檢察官

相驗、解剖、訊問過程，提供家屬陪同支

持服務。

犯保協會基於成立的背景及服務案件

特性因素，犯保人員與檢察官的相驗、偵

查程序產生高密度的連結，也提供犯保人

員可以在案件發生之初，即可透過檢察機

關或警察機關的協助，直接接觸到被害人

家屬來提供服務。

肆、 犯保人員在太魯閣列車事故

中的角色任務

一、犯罪被害事件的判斷

太魯閣列車事故於上午9時28分發

生，交通部於10時50分成立陸上重大交通

事故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然而，此類災難

型事件是否屬於犯保協會服務的犯罪被害

事件，並不容易於事件發生之初判斷，不

若殺人、傷害案件，有明確的加害人及被

害人，災難型事件究係何人故意或過失犯

罪行為所致，仍須經由檢察機關深入偵辦

調查，犯保協會對於此類事件啟動保護服

務措施，自不可能等待調查結果，多半是

經由實務經驗累積所做的初步判斷，以避

免錯失事件發生初期應該提供被害人家屬

的即時協助。

為了使此類案件的服務更具即時性

及彈性，甫於2023年1月7日經立法院三讀

通過的《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即

於第13條第7款規定：「保護服務對象如

下：七、其他涉及重大公益或社會矚目案

件，並經保護機構指定者」（法務部，

2023），即可在事件發生之初，透過指定

方式啟動即時關懷服務，毋須耗時確認是

否有犯罪被害死亡或重傷情形。

二、啟動即時關懷服務

本案透過新聞媒體於事件發生當日上

午10時左右開始報導，指出目測多人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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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跡象，犯保協會透過新聞資訊初步判

斷為犯罪被害事件，法務部蔡清祥部長也

在得知事件消息後，立即請犯保協會各地

分會啟動「一路相伴」計畫，提供死傷民

眾及家屬關懷，協助處理後事及後續的法

律諮詢事宜（陳志賢，2021）。

時任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兼犯保協

會董事長邢泰釗也指示犯保協會總會與所

屬花蓮分會進行聯繫，督導成立「即時關

懷小組」，花蓮分會於當日10時30分即以

通訊群組張貼新聞連結並發出緊急動員志

工集合指示，準備進行家屬關懷服務，花

蓮分會許華寧主任於11時30分先行與花蓮

地檢署進行勤前任務協調溝通，並即時回

報總會整備情形。

三、進行人力整備及分組

犯保協會花蓮分會於11時完成服務志

工集合，有22名志工投入服務，並區分為

3組人力，第1組人力於13時進駐花蓮市殯

儀館的花蓮地檢署指揮中心，由花蓮地檢

署分配第一線接觸家屬的關懷慰問工作；

第2組人力前往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抵

達後與醫院社服室接洽，瞭解多為輕傷乘

客，評估無須駐點，即將人力改調往殯儀

館現場；第3組人力前往佛教慈濟醫療財

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瞭解傷者目前都在

進行醫療救治，評估無須駐點，也將人力

改調往殯儀館現場。

至於專職犯保人員，花蓮分會僅有2

名，由犯保協會總會指派宜蘭分會支援2

名專職人員，以及臺東分會支援2名專職

人員及4名志工，以因應事件初期繁雜的

服務工作。

由於預期罹難人數眾多，位於殯儀館

的現場服務必須有駐點多日的準備，爰將

駐點人力全數以輪班方式上線服務，每梯

上線時數以7小時為限，除第1日全數服務

至24時外，第2日以後，區分4班，第1班

為0時至7時，第2班為7時至13時，第3班

為13時至19時，第4班為19時至24時，以

避免服務人力快速耗竭。

四、網絡資源聯繫支援

社團法人花蓮縣諮商心理師公會前理

事長蔣素娥（現任理事），同時擔任犯保

協會花蓮分會外部督導，第一時間即與社

團法人花蓮縣諮商心理師公會進行聯繫，

派出多名諮商心理師到場，發揮「一方有

難，八方支援」的精神，協助犯保人員陪

伴關懷家屬，並提供專業服務。

花蓮轄內的社會工作師公會也集結起

來貢獻一己之力，廖夏慧理事長指出，三

公會（社團法人花蓮縣諮商心理師公會、

花蓮縣臨床心理師公會及花蓮縣社會工作

師公會）一直都有合作默契，在太魯閣列

車事故中，我們看見犯保協會在司法相驗

領域的角色與位置，也瞭解犯保人力的不

足，而需要長時間提供家屬直接服務，因

此加入犯保團體，成為助力司法相驗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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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服務專業人員。

五、協調現場服務形式

花蓮地檢署指揮授權犯保人員協助

罹難者遺體指認工作，犯保協會花蓮分會

主任委員徐正隆牙醫師在現場督導指認工

作，並由分會主任安排犯保人員以及來自

三公會的專業人力，與刑事警察及花蓮縣

政府社工，三方共同協助家屬進行遺體指

認及陪同瞻視被害人大體工作。由於司法

相驗工作性質的特殊性，能夠真正協助完

成遺體瞻視的協助者非常有限，花蓮縣政

府在此次事件中調度其委託機構，例如花

蓮家扶中心等，以增加充足的社工人力。

會採取此措施主要係因為顧及家屬指

認遺體時的情緒衝擊，在花蓮地檢署與花

蓮縣政府協調後，訂定「臺鐵408車次家

屬服務流程」（圖1），先由犯保人員協

助家屬進行遺體照片初步指認，再由犯保

人員、刑事警察及縣政府社工組成「三方

保護」服務團隊，陪同家屬進一步進行大

體確認，若家屬人數眾多，則三方人數也

增加，最後陪同家屬完成檢警筆錄製作及

領取死亡證明書。

圖 1　臺鐵 408車次家屬服務流程

資料來源：花蓮市立殯儀館2021年4月2日指認區公告。

由犯保人員

協助指認照片

完成指認 無法指認

檢驗DNA

留下等候

或等候通知

領取死亡證明

檢警製作筆錄

由犯保人員、刑

警、社工陪同瞻視

大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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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協助遺體指認工作

現場的遺體指認工作，是由刑事警

察先將照片送到指認區，照片一式六冊，

由犯保人員保管相冊並提供家屬指認，如

有臉部難以辨識狀況，則由家屬提供逝者

身上特徵，例如，胎記、疤痕、衣著、飾

品……等，再由花蓮地檢署檢察事務官通

報管制區查看大體特徵後，讓家屬確認逝

者身分。

分會主任會再對家屬進行遺體狀況說

明（包含大體不全需DNA鑑定者）並確

認家屬是否願意瞻視大體，再由法醫師及

書記官推出大體提供家屬瞻視及道別。

七、保障資訊獲知及訴訟權益

現場服務雖有分組分工，但在短時

間內湧入罹難者家屬的情況下，不免資訊

混亂或缺乏，更容易造成家屬的焦慮與不

安，時任花蓮地檢署俞秀端檢察長也在現

場藉著家屬在指認區等待的時間，多次親

自到指認區向家屬當面說明指認工作、慰

問家屬及回應家屬的疑問。

犯保人員也24小時駐點協助家屬瞭

解鑑定結果，回應家屬有關遺體修復、住

宿、交通等問題，即便屬於其他機關團體

的服務，也代為詢問提供資訊。若家屬有

在遺體相驗上的特殊需求，也協助通報請

示地檢署，即時給予家屬回應，穩定心情。

現場駐點服務後期，家屬情緒較為

和緩，可能開始討論到後續的法律訴訟問

題，現場也提供包含假扣押、民事求償及

犯罪被害補償金等權益事項的說明，財團

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也在第一個重要的法

事階段（頭七法會）進駐與犯保協會設置

服務臺，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同年月15日，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

金會與犯保協會、全國律師聯合會成立

「太魯閣號出軌事故被害人扶助專案」，

被害民眾及家屬無須審查資力，即可獲得

法律扶助，處理民、刑事訴訟（林長順，

2021）。

八、進行銜接關懷服務

待遺體指認工作告一個段落後，後續

家屬還需面臨罹難親人後事處理、官司訴

訟、創傷復原等問題，由於本次事故之罹

難者多為外地民眾，犯保協會由花蓮分會

統整家屬資料後，依家屬住居所在地移轉

當地分會，共計有11個分會銜接提供家屬

返家後的後續關懷服務。

九、出勤者的急性減壓

為協助犯保人員在處理重大犯罪被害

事件罹難者遺屬後的壓力及衝擊調適，犯

保協會安排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高

振傑臨床心理師（臺灣臨床心理學會災難

與創傷心理委員會）分別規劃花蓮、宜蘭

及臺東三場次犯保人員的「急性減壓―

災難現場衝擊的調適與預防團體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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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分別由高振傑臨床心理師及蘇娳

敏臨床心理師（皆為心理急救種子教師）

帶領。

臨床心理師為出勤者進行兩次身心

評估，第一次評估是在事故勤務之後一、

兩週後，採用「創傷篩檢問卷」（Trauma 

Screening Questionnaire, TSQ），目的是瞭

解出勤者的急性壓力反應；第二次評估

是在勤務之後一個月後，採用「DSM 5

版創傷後壓力診斷量表」（Posttraumatic 

Diagnostic Scale for DSM-5, PDS-5），目

的則是找出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的高危險群，而兩

次的評估也皆加入「患者健康問卷-9」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

藉以瞭解出勤者的身心狀況，以便做出相

應的安排。

另外，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時

任社會工作學系系主任賴月蜜副教授，同

時擔任犯保協會花蓮分會委員，深知犯罪

被害人保護工作的繁重，在司法相驗進行

期間不間斷關懷第一線犯保人員、社工、

志工等服務人力，在結束勤務後，也擔任

犯保人員減壓團體帶領人。

伍、 執行災難型事件保護服務

再思

一、現場指揮體系

災害事件牽涉多重且複雜的需求，按

《災害防救法》第27條之規定，各級政府

應依權責實施災害應變措施，與本事件比

較相關的包含警戒區域劃設、交通管制、

秩序維持、受災民眾臨時收容、搜救、緊

急醫療救護及運送、協助相驗、處理罹難

者屍體、遺物等，各項措施橫跨交通部、

法務部、衛生福利部、內政部等中央部

會，以及地方檢察署、地方政府相應局處

等，犯保人員在現場服務可能有配合地方

檢察署提供家屬在遺體相驗、偵查程序上

的協助，也可能與地方政府橫向聯繫協力

提供服務，故平時建立重大犯罪被害事件

聯繫平臺相形重要，並且在事件發生後，

更需要強化溝通、協調分工、整合資源，

避免各自為政、互相牽制，進而造成資源

的重疊浪費。

《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18條也

明訂主管機關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

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業務，應將保護機構

及分會納入服務網絡，即顯示透過網絡機

關團體的合作支援關係，始能充分保障被

害人權益。

二、單一窗口服務

提供單一窗口服務可以使家屬獲得

正確的資訊，避免資訊重複、混亂甚至矛

盾，然而，實際上，在災難型事件現場服

務要完善單一窗口服務並不容易，因為現

場服務不若行政機關在辦公廳舍設置單一

窗口櫃臺，可以透過辦公室內文件、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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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電話快速便捷的查詢取得資料，不同

機關或部門資訊在平時即能整合，但是，

現場服務並不一定能配置或準備完整的設

備或文書，而且許多機關或部門都是因為

事件的發生才進駐到場，甚至應變措施是

臨時建置的，在如此多的資訊匯集過程，

並不容易有單一機關（構）或單一人員可

以清楚完整知道所有資訊，就算能完整知

道，此機關（構）或人員是否有能力代替

資訊來源單位提供正確的資訊，都是極大

的問題。

依實務面看來，平時即有資訊高度連

結的機關團體間整合為單一窗口或許更具

實益，地方檢察署與犯保協會整合為單一

窗口，地方政府各局處整合為單一窗口，

彼此再有對口人員，也許可以是一種折衷

且能有單一窗口意義的方式。

三、陪同家屬指認遺體

犯保人員在本事件中擔任協助家屬

指認遺體任務，其實本項任務並非犯保

協會平時教育訓練所培養的必要工作內

容，但這樣的任務在目前的相關法規中，

似乎並無統一規範由誰來擔任，例如《花

蓮縣大量傷病患救護辦法》第5條第1項第

3款規定「現場警戒指揮官由警察局長指

派，負責事故現場安全、交通之管制、

疏導及罹難者屍體之處理等相關事項」

（花蓮縣政府，2002）。《臺東縣重大災

害罹難者遺體處理作業要點》第七點第1

款前段規定「警察局應詳細檢查、照相及

記錄罹難者之性別、面貌、身體特徵、衣

著服飾、遺留物及攜帶物品文件等，將遺

物編號置入證物袋，填列明細表，迅即通

知其家（親）屬，配合檢察官相驗後，協

助家屬處理遺體及遺物」（臺東縣政府，

2020）。《臺北市政府災害防救屍體處理

執行計畫》第參點作法第3項社會局之第1

款第6目規定「負責派員接待家屬進行特

徵與遺物資料比對及照片指認，並就可能

之屍體（塊），會同警察局人員將該屍體

（塊）運至相驗認領區進行實物指認，並

於指認完成由警察局人員通報引導檢察官

及法醫進行屍體相驗及鑑識比對工作」

（臺北市政府，2004）。可以看出有關屍

體相驗等協助家屬工作，有警察局也有社

會局來進行。

對於在瞻視大體過程的陪同需求，也

許家庭內的長輩有青壯家人陪同的，需求

性就比較不高，但若單一家人或是年長、

肢體障礙的家屬，瞻識大體過程可能悲傷

過度導致跌坐或昏厥，造成有人身安全上

的顧慮，有人員的陪同就有其必要性，而

如前述因著犯保協會成立的背景及服務案

件特性因素，形成在本事件中作為陪同家

屬指認遺體的主要角色。

然而，本次任務也在犯保協會內引

起很多的討論與意見，畢竟協助家屬指認

遺體的犯保人員也會目睹到大體，每個

人因著個人的心理素質、人生經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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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質、宗教因素等，不一定可以或願意

來擔任這樣的任務角色，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

（2021）提到：

我在殯儀館關懷家屬時，也看到一位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的人，她是慈濟輔導

的畢業生，陪著許多家屬認屍，反覆看著

罹難者的照片與大體，也數度忍不住跑出

帳棚，需要紓洩一下她的情緒，那樣的畫

面和感受，即使是專業人士，對於身心靈

來說也是很大的衝擊。（顏博文，2021）

犯保協會也在事件後由高振傑、孔德

宜、蘇娳敏臨床心理師撰寫〈太魯閣號事

故出勤者的身心狀態追蹤與改善建議〉，

內容提及「提供遺體辨識的完整訓練」

及「建立特殊任務小組」等建議，以讓成

員有心理準備，降低接獲遺體辨識任務的

衝擊。

四、家屬焦急與遺體指認效率

罹難者家屬焦急地希望可以儘快找

到自己的家人，然而，若直接提供家屬重

複瀏覽不同人的遺體照片，可能造成家屬

心理創傷的風險，也對於其他逝者不夠尊

重，犯保協會也透過初步指認方式的調

整，減少家屬的心理衝擊，藉著文字記載

的「屍體記錄查核表」判斷哪幾具遺體可

能是其家人，再根據「遺體編號」提供該

遺體的照片進行初步指認，以兼顧遺體指

認效率並保護家屬的心理。

五、媒體報導與家屬隱私

陳奐均（2020）提到：

在重大案件甫發生時，社會大眾往往

對於被害者家屬寄予同情，或是希望知道

被害人家屬的感受，而透過媒體關注被害

人家屬的後續動向，也因此媒體便會收集

資料試圖聯絡被害人家屬並進行採訪以製

作報導，惟如被害人家屬不想被社會所關

注希望保有隱私，但媒體又為了報導需求

而全力蒐集情報時，此時則可能造成媒體

的過度報導，而有影響甚至侵害被害人家

屬隱私權之可能。（陳奐均，2020）

本事件的現場服務過程雖設有區隔的

指認區，但由於是臨時搭建的帳篷，並非

完全封閉的空間，媒體基於報導的需要，

不免希望靠近家屬聚集的地點進行拍攝或

採訪，犯保人員在工作過程，必須要隨時

注意所持有之被害人或家屬個人資料、遺

體照片等，避免造成資料在未經同意下被

任意拍攝而外洩，侵犯家屬的隱私，犯保

人員也必須適度告知媒體朋友保持適當距

離，以避免造成家屬的不適或壓力。

六、關懷銜接服務及資源連結

在現場服務的過程，家屬往往手足

無措、焦急慌亂，透過犯保人員的協助，

能夠順利的完成遺體指認並領回遺體，家

屬多半均表示感謝，犯保協會也透過在地

分會的銜接，規劃持續進行關懷服務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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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需求提供保護服務或轉介在地資源，

包含後續可能的家庭生活重建、就業、就

學、諮商輔導等需求。

然而，災難型事件受到媒體高度關

注，甚至報導罹難者家庭關係與狀況，媒

體也會持續追蹤後續理賠或求償情形，部

分家屬也可能擔心透露過多的資訊，而有

婉拒後續外界持續關懷的情形。

七、司法社會工作者的訓練

戴世玫與黃富源（2021）認為司法

社會工作者，顧名思義是結合了社會工作

專業與司法程序，換言之，也是一種科際

整合（interdisciplinarity）的過程（頁80-

81）。

以往對於司法社會工作均比較偏向

在家庭暴力、性侵害案件、家事事件司法

程序的社會工作服務處遇，對於重大刑事

案件的犯罪被害人服務處遇領域，比較少

被探討與研究，從本事件的實務工作中可

以瞭解到，現場的陪伴關懷、生命教育、

生命問題的認識、特殊工作的小組、任務

型團隊管理、事前的服務演練、急性減壓

心理調適等，都涉及到一件刑事案件發生

後，司法社會工作者會觸及到的領域，將

來都可以考慮納入司法社會工作者重要的

訓練內容。

八、平實的充分準備

在太魯閣列車事故後約半年，2021

年10月14日，高雄市鹽埕區城中城社區發

生大火，造成46人罹難，災難型事件的犯

罪被害人保護服務儼然必須成為犯保協會

常備的服務模式，據此，犯保協會也在所

編印《2022被害保護工作指引》（財團法

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2022）納入「災

難型社會重大矚目案件處理」篇章，分述

「準備階段」、「現場階段」及「銜接階

段」之處理流程，並協助各分會預先進行

任務編組，包含「關懷服務組」、「採購

調度組」、「資料彙整組」、「資源連結

組」及「新聞紀錄組」，並安排模擬演

練，以備不時之需。

陸、結語：帶我回家

4月2日在前往臺北旅行的途中，手機

突傳來臺鐵408次列車事故，多人經目測

已無生命跡象，我看到訊息的當下便開始

不斷地與書記官長陳政彥、助理秘書吳維

芸以及志工老師們聯繫，動員團隊準備進

行家屬關懷的工作，並得知花蓮地檢署將

指揮中心設於花蓮殯儀館。我是花蓮的孩

子，決定留在自己的家鄉求職，犯保是我

第二份正式的工作，我跟家人說：「帶我

回家」，爸爸與先生因為十分了解我工作

的性質，所以明白我想要結束假期、返回

崗位的心。（許華寧，2021）

這是犯保協會花蓮分會主任許華寧寫

下的一段文字，而「帶我回家」代表著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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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人員堅守崗位的心，還有在本次事件中

的重要任務，讓罹難者家屬可以找到他們

的家人，帶家人回家。

災難型事件的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不

是單一機關或團體可以完成，本次事件有

透過包含：花蓮縣政府社會處、財團法人

法律扶助基金會、社團法人花蓮縣諮商心

理師公會、花蓮縣社會工作師公會、花蓮

家扶中心及76行者遺體美容修復團隊等網

絡單位共同合作，讓現場服務工作圓滿完

成，我們不希望災難事件再次發生，若不

幸發生，犯保協會的工作便是以「一路相

伴、專業服務」的精神，結合網絡單位，

透過完善的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及保護服

務體系，有溫度的連結，讓犯罪被害人或

其家屬得到妥適的照料，進而有能力在生

活重建的漫漫長路上勇敢向前。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

會組長）

關鍵詞： 犯罪被害、災難型事件、司法社

會工作、遺體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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