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前受賄不是福 賄選人士必貪污

遵守選舉法令 宏揚法治精神

高雄市議會第2屆議員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高雄市議會第2屆議員選舉第9選舉區選舉公報
高雄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第9選舉區:鳳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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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楊

承

翰

76
年
4
月
3
日

男
臺
南
市
無

中原大學
財經法律
學系畢

律師高考及格、318
反服貿太陽花運動參
與、322反服貿包圍
國民黨部活動召集人

我們是無黨無派無背景的太陽花學運世代參政，高雄市有四位夥伴攜手參選：陳信諭醫師
(前鎮小港區)、楊承翰律師(鳳山區)、劉哲宇牙技師(旗鼓鹽)、黃若桓教師(左楠區)，以下
是我們共同政見：

一、承續太陽花學運精神，抵抗以經促統的服貿與自經區方案，警戒中國勢力，以捍衛民
主自由價值。

二、堅持世代正義，創造一個青年易於起步的城市，協助創業與就業，阻斷房產投機炒作
，檢討所有袒護既得利益的施政。

三、國民黨沒倒，臺灣就袂好；清算黨產，徹底檢討內戰史觀、威權遺產、權貴壟斷。
四、力促部分中央部會與公共媒體南移，逐步完成南北雙首都建制。
五、打造高雄城市共同體，放寬貧窮認定標準，嚴格監督勞動基準和強化勞動檢查制度，

建構老年安養社區化服務機制。
六、對土地歷史的尊敬是凝聚認同的關鍵，也是培養台灣主體意識的基礎，應於空間、教

育、觀光、文化相關施政，突顯日治摩登、工業遺產、產業聚落、移民歷程、民主運
動等特色。

七、反對石化業擴張，環保與安全不可妥協。
八、營造一個開放、寬容、多元、重人權的城市；如設立台語實驗小學，強化去除性別與

性傾向刻板印象之教育。
九、為降低青年與弱勢的參政門檻，嚴格管制選舉的不公平競爭，不讓政商勾結、黑白勾

結所挾帶的金錢優勢，造成劣幣逐良幣的民主反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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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章

福

50
年
1
月
2
日

男

臺
灣
省
桃
園
縣

無
國際高級
商工職業
學校

汽車業務員
傢俱行負責人

民以食為天，一切的政治目的，皆為追求人民之幸福為宗旨，無論食衣住行育樂總離不
開經濟之創造。
清明的政治氛圍，則是經濟之根本，亦任何的公共建設，經濟活動，皆能在最公正，最
合理之狀況下進行，進而達成，以最小的成本，創造最高的經濟效益。
反之的政治氛圍，即難以落實，公共建設議題，亦政策朝令夕改，無法連貫，浪費公帑
之下，財政吃緊，效率不彰，迫使得人民無所適從。
為此：章福願扛當起這份工作，如蟻無私，已任如蝶，替市民把關監督所有的市政工
作，細膩審查市政預算，藉預算的每一分每一毫，都用在刀口上，避免浪費公帑已達到
預算的絕大效益，能造福更多的鳳山市民。
一、檢討本區現有的公共廢置土地，用市民農場生活化，給市民更多的生活空間，及公

園再利用，生活人性化。
二、檢討鳳山溪沿岸汙染原因，爭取經費改善，還給市民一個乾淨的空間。
三、積極輔導婦女二度就業及幼兒托顧機構設置。
四、嚴格監督市府機關，協調聯繫功能，使市民生活更便利。
五、提高中高年齡就業機會，廣開論談懇請鳳山市民提供意見。
六、經濟根源來自土地上使用，良好的生活環境來自都市計劃法行使。

2
徐

榮

延

38
年
9
月
2
日

男

臺
灣
省
嘉
義
縣

無
黨
團
體
聯
盟

高雄師範
大 學 碩
士，高雄
工專二專
部（現改
高雄應用
科 技 大
學），高
雄高工，
嘉義嘉華
中學，嘉
義太保市
新埤國小

高雄市議會第１屆議
員高雄縣議會第14、
15、16屆議員鳳山市
民代表會第5、6、7
屆代表鳳山市第4屆
老 爺 里 里 長 ， 嘉 義
縣，市同鄉會顧問，
高雄雲林同鄉會暨雲
高慈愛會顧問，鳳山
雷府大將公廟常監，
鳳山代天府副主委，
鳳甲國中12.13屆家
長會長

一、監督政府、肅清貪凟、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二、督促加強防洪、防災、防疫、防污染，打造健康、安全的居住環境。
三、充實警、消人員安全裝備，並酌予提高執勤危險津貼。
四、善加利用高雄海、空港優勢，積極對外招商，發展地方經濟，提升城市競爭力，鼓勵青年

返鄉服務。
五、增進勞工福祉：

(一)徹底消除不當勞工派遣。
(二)推廣勞工職業訓練，並輔導就業、轉業。
(三)對於中年失業人口，協助媒合就業，並酌發失業救濟金。

六、積極照顧嬰、幼兒童，協助青年安定家庭，並鼓勵生育：
(一)爭取第1胎生育補助費每人2萬元，第2胎以上每人3萬元。
(二)爭取低收入戶家庭，酌發5歲以下兒童育兒津貼，每人每月3000元。
(三)爭取設立市立托兒所，辦理日間托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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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慧

文

63
年
7
月
28
日

女
高
雄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國立高雄
應用科技
大學工管
碩士、高
雄工專電
子科、瑞
祥國中、
五甲國小 
。

１、現任高雄市議員
２、第八屆鳳山市民

代表
３、第15、16屆高雄

縣議員
４、高雄市新都慢速

壘球協會理事長
５、高雄縣日用雜貨

商業公會顧問
６、高雄市洗衣商業

公會顧問
７、高雄市真善美中

小企業跨業交流
協會顧問

８、高應大校友會理
事

１、爭取經費優先開闢鳳山消防救災不易之計畫道路。
２、爭取經費裝設監視器，以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３、促進產業升級轉型、發展具有地方特色、企業結合觀光產業、增加就業機會。
４、督促高雄市第77期市地重劃區儘速完成，興建公園綠地道路等公共設施，強化其生

活機能。
５、督促高雄市鳳山區五甲路東側區段徵收進度，爭取公共設施用地興建多功能活動中

心 ，提升社區生活品質，鄰近5里有集會空間。
６、加強高雄市文化藝文活動，提升人民心靈知識。
７、落實婦幼政策，保障婦女權利。
８、加強社會福利，照顧弱勢團體。
９、鳳山溪沿岸及曹公圳整治美化，並加強管理維護。
１０、主張「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１１、「扁案」是政治事件，應予平反。
１２、傾聽民意，為民服務。

3
鄭

復

華

51
年
8
月
15
日

女
高
雄
市

親
民
黨

忠 義 國
小、大寮
國中、道
明高中、
正修科技
大學附設
專科進修
學校。

高雄縣第十五屆縣議
員。鳳山市第七、八
屆市民代表。立法院
國會助理。現任高雄
市同鄉會理事長協會
理事。高雄市河南同
鄉會榮譽理事長。首
任高雄縣河南同鄉會
理事長。

一.經高雄氣爆教訓督促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增設「化學處理災變科」配合中央擬定之「化
學災變應變法」培育專業人員配置足夠及先進防護救災設備普及市民化學災變教育訓
練建立處理機制確實做到事前防範減少災害發生。

二.嚴厲監督公共管線資訊化公開透明設置石化專區減少工安意外發生保障市民生命財產
安全，重建高雄「宜居城市」之目標。

三.落實環保污染監測稽查提高違規罰款追加刑責任嚴懲不法提昇本市居住環境品質。
四.改善投資環境多方經貿交流向世界招商創就業機會。
五.關心中小企業、中產階級、中低收入，為婦幼及弱勢族群發聲，為基層代言。
六.眷村文化保存推廣見證歷史過程與發展。推動藝文活動普及吸引藝術專才返鄉。
七.增編補助預算鼓勵社區陽光屋頂推動落實節能減碳打造低碳城市目標。
八.公車與CITYBIKE增加設點便利市民出入讓高雄市交通網路緊密連結。
九.鳳山溪持續整治沿岸綠美化於頂庄路增設跨溪橋座避免因轉向88快速道路下，不良路

口之車禍發生。
十.全面檢測鳳山區監視器功能，爭取新增多處監視器，本市路燈照明亮度應檢討一致性。

結合社區巡守隊加強警民合作打擊不法，全面啟動社區防護機制，還給市民一個免於
恐懼的自由。

十一.維護新住民權益，促進族群和諧。
十二.簡易都更推動改建老舊房舍。
十三.拋開藍綠惡鬥協調中央及地方合作促進高雄市都市發展，躍上國際舞台為台灣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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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德

林

50
年
11
月
7
日

男
高
雄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和春技術
學院附設
進修學院

1 . 高 雄 市 高 縣 退 伍
軍人協會理事長。

2 . 高 雄 市 高 縣 眷 村
文化發展協會榮譽
理事長。

3.高雄市高縣山東同
鄉會榮譽理事長。

4.高雄市關懷公教退
休人員協會顧問。

5.高雄市黃國山黨部
委員。

6.高雄市黃山埔黨部
常委。

一 誓願成為本黨政策辯護，推動及開展之基層代言急先鋒
二 全心全力監督市政，讓地方百姓繳納的稅款真正做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三 維護公益，照顧弱勢，扮演官與民之間的橋樑，盡全力消弭兩造之間因認知誤差所產

生的不公不義之情事。
四 監督平衡城鄉之總體發展，督促市政單位用心經營各城鄉之地方特色，促銷觀光文化

以推動地方之經濟。
五 重視環境保護及水資源的利用，縣市合併後，大高雄的水質問題及鳳山溪的整治已不

再有跨縣市之問題，一定要徹底解決，還百姓一個潔淨清澈的家園。

4
羅

鼎

城

65
年
8
月
5
日

男
高
雄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國立高雄
大學法律
學系碩士

一、執業律師。
二、財團法人法律扶

助基金會高雄及
屏東分會扶助律
師。

三、國立中山大學政
治學研究所博士
班。

四、國立台北大學法
律學系司法組。

一、公義鳳山：落實弱勢民眾的保障，社會補助改採實質審查制度，開闢多元法律扶助
制度。

二、好行鳳山：改善不平道路與危險路口，增加市區與住宅周邊公有停車位，保障行的
便利與權益。增加大眾運輸路線，出入安全又方便。

三、安全鳳山：全面巡檢及改善監視器，維護居民安全。加強取締飆車、噪音，維護生
活環境。

四、建設鳳山：爭取舉辦社區特色文化活動與市民活動，增加觀光人潮並保存在地特
色。次階段整治鳳山溪，改善周邊居民生活環境品質。

五、樂活鳳山：爭取就業博覽會並嚴加篩選職缺，提供更好、更多就業機會。嚴審預算
，善加管理，創設獎勵制度，提升人才回流。爭取國際級藝文展演活動，打造鳳山為
文化與教育兼並之區。

13
郭

素

桃

46
年
8
月
6
日

女
臺
南
市
無

1 國 立 高
雄應用科
技大學企
管系畢。
2 正 修 科
技大學畢
(二年制)

一.高雄縣議員。
二.議會黨團副書長、

 執行長。
三.議會警政小組，紀

律 委 員 會 召 集
人。

四.大東藝術文化園區
監督小組召集人。

五.鳳山市民代表。
六.省、縣、市特優里

長。
七.鳳山市模範婦女。
八.高雄市青溪總會。

義 愛 慈 善 會 顧
問。

一鳳山文化亮點計畫。推展鳳山藝術文化空間通盤規劃，充分運用衛武營藝術中心及大
東文化園區，建立藝文培訓機制，培植在地藝文人士 ，以文化立區，活絡藝文產業發
展，活用歷史遺跡空間，永續保存及傳遞鳳山歷史價值。

二積極改善「三明治世代」生活壓力，全力爭取低收入戶發放「食物劵」。為保障低收
入戶基本生活權益，爭取逢年過節發放全市中低收入戶「食物劵券」幫助弱勢族群改
善生活狀況。督促市政府提高生育補助津貼，每胎補助新台幣二萬元，並且逐年提高
補助金額，建立完善生活環境。督促市政府辦理托兒所，幼稚園「公辦民營」，落實
全面減輕養育小孩費用，加大市民幸福指數及養育保障。

三通盤檢討本市公車路線，補強缺額路線，達到「四通八達」之便利交通。全面督促檢
討本市公車路線，增加缺額路線，配合商務及觀光需求，與輕軌，捷運相互補強，實
現「交通安全便利化，城鄉交通縮時化 ，各地更緊密連繫，綠色高雄指標化」四項建
設目標。

四落實居住環境正義，增進高雄民生保障。全面督促高雄市政府建置管線資料庫及公開
佈告，落實城市地下安全化，維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積極推動鳳山地下管理安全管
理機制（新設及維護管線，排水防洪功效）保障居民生活安全，實現居住環境正義，
並爭取經費加強居民自主防災意識以期配合「地上觀光，地下安全」之永續城市新風
貌。嚴格要求市政府定期全面實施大賣場、超市及相關食品檢驗，顧及居民民生之保
障。

5
陳

慧

芬

59
年
11
月
27
日

女
高
雄
市

台
灣
團
結
聯
盟

私 立 中
山 醫 學
院 ( 現 改
名私立中
山醫學大
學 ) 。 鳳
山國中。
中 正 國
小。

高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理事
高雄縣政府計劃室

一、反對ECFA、反對開放中國白領勞工來台搶工作、開放中資企業來台搶生意的服貿協
議、反對全國開放中國農產品來台的自經區條例。

二、反對倉促推出的十二年「假」國教，主張立即暫緩先恢復基測，全國免學費；高職先
行免學雜費、免試；國教向下延伸，五歲入學。

三、解決師資過剩問題，鼓勵流浪教師轉任幼教師。
四、推動成立教師專業的學會。
五、將國小閒置教室，可改來擴充公立幼兒園。
六、推動國中、小學扁平足及脊椎側彎的篩檢。
七、中央集權心態應調整，財政人事權下放地方，資源重新分配、均衡區域發展。
八、國土重新規劃，強化地方自治。縣升格或合併為直轄市後，原鄉鎮市改制為區應推動

區自治，以落實地方自治。
九、國營事業壟斷之行業應全面開放自由競爭。
十、推動食品安全上架嚴格把關。
十一、推動成立安全稽查小組為全高雄市民把關。
十二、爭取閒置空間做為長青中心、日間照護中心。
十三、推動老人社區就業輔導。
十四、推動社區公立長期照護中心，減輕兒女的負擔。
十五、爭取鳳山屋齡20年以上的住屋都能申請外牆更新補助。
十六、活化閒置空間，改為綠建築，提供市民優質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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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景

元

14
年
10
月
19
日

男
高
雄
市
無

日本工業
專門學院
(二專)

高雄縣縣議員第5、
6、8屆

解決大高雄飲水
省主席黃杰任內指稱，大雪山林場的森林埋藏量一百年砍伐不完，林洋港主席任內

施政報告說，台灣森林一年生長率五百萬立方公尺，一年砍伐僅一百萬立方公尺而已，
兩位省主席砍伐森林興趣很濃。森林與台灣水資源有百分之百連帶關係，森林茂盛，水
源自然豐盛。林務局過去四十五年來對森林砍成光禿禿，山上土地無法留住水源，水源
年年缺少，引起水荒無法避免，祈求上帝賜福使台灣森林有再重生之日。

台灣土地七十五%山脈、二五%平地，地形像番薯，週圍是海，台灣高山山脈有數千
年原始森林，是世界最豐盛森林的出生地，有檜木、牛樟、紅檜木、櫸木等等青青翠翠
的森林，樹木為保護台灣土地流失、調節氣候、防狂風暴雨、水災、旱災、儲留水源、
吸收空氣層污毒，放出人類、動物生存不可缺的氧氣，氧氣為人類不能缺之寶貝。

你知道嗎？森林均可充當千萬民眾安全屏障，但台灣林務局自民國三六年來一直砍
伐台灣所有原始森林，安置數千名退伍軍人在台灣各林區美其名為保護森林，結果相反
是破害森林工作。依據黃杰任內說，大雪山林場森林埋藏量一百年砍不完，因台灣森林
世界最優品質，至國外木材商關注來台灣搶購，外銷供不應求，不到十年砍伐銷售光禿
禿，如像最近非洲發生蚱蜢侵食青青翠翠植物一夜之間吃光光相似。

台灣林區分為十數位區，各區大量標售，大量砍伐將台灣山脈上珍貴樹木砍伐清潔
溜溜，依據樹齡一百年的森林在土地內含水量約一百立方公尺以上，一千年樹齡有一千
立方公尺以上，至今台灣除觀光地區外已變成禿頭、絕種狀態，是台灣社會未來的悲
慘，將越來越辛苦！如遇狂風暴雨有山崩、地塌之危，接看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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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漢

忠

42
年
10
月
28
日

男
高
雄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梓官國小
/ 忠 孝 國
中 / 中 正
高 工 / 三
信家商

第一屆高雄市議員，
高雄市議會農林小組
召集人，高雄市民防
總隊交通義勇警察副
大隊長，高雄市羽球
委員會主任委員，鳳
山區保興宮管委會常
務監事，鳳山慈福宮
副主任委員，高市鳳
山滑輪溜冰推廣協會
理事長，慶忠機車行
負責人，高縣機動車
修理工會理事長，和
春技術學院

張漢忠是基層黑手出身，以服務市民為使命，替鳳山爭取建設為己任，未來仍將以「忠
於所託」的精神全力打拼，實現繁榮地方造福民眾的願望：
1.以府會同步配合市府團隊施政，打造宜居城市，並以大高雄都會新中心之思維經營鳳山

，推動老舊社區建設更新。
2.督促市府要求中央政府必須在高雄市民權益優先原則下，重新調整高雄產業結構，高汙

染、高危險之石化工業遷出市區，引進綠能高附加價值產業，讓高雄安全又繁榮。
3.爭取鳳山線輕軌，興建從五甲班超路經保泰路、南京路、澄清路、長庚醫院、棒球場到

鳥松中正路之鳳山線輕軌，與高雄捷運、環狀輕軌連結成完整之大眾運輸網。
4.落實節能減碳，廣設與捷運站、火車站、公車站、大東文化藝術中心、觀光休憩點連結

之自行車租賃站，搭建完整的公共運輸體系。
5.因應鐵路地下化完成後，爭取政府儘速將鳳山區境內高架路橋及地下道拆除填平建設為

平面道路。
6.強化行銷大東文化藝術中心、鳳儀書院、平成砲臺、曹公圳、兵仔市、鳳山各大廟宇等

景點、特色街，爭取影視節目到鳳山取景拍攝，推廣中華街夜市、自強夜市、鳳凌廣場
等夜市及各地特色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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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粹

鑾

55
年
12
月
1
日

女
高
雄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義守大學
管理研究
所碩士、
國際商業
專科學校
(五專部)
畢 ( 現 改
制高雄應
用科技大
學 ) 、 鳳
西國中、
中山國小

高雄市議員、高雄市
議會國民黨團副書記
長、國民黨第十九屆
中 央 委 員 、 國 民 黨
十九全黨代表、婦聯
青溪分會高雄縣支會
主任委員、鳳山開漳
聖王廟管理委員會常
務委員、鳳山區農會
第十七屆理事、義守
大學校友總會理事

1.爭取增加公立幼兒園班級數，減輕家長經濟負擔，讓孩子們能得到更優質的教育環境。
2.建請市府提高生育補助到每胎5萬元，0到5歲育兒津貼提高到每個月5仟元，讓家庭與

學校無縫接軌，讓幼兒教育更臻完善。
3.廣設新移民連絡平台，主動輔導並協助新移民融入當地環境。
4.加強產學合作，讓未升大學高中職畢業生，在高雄在地就業。
5.串聯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以及大東文化園區，培養在地藝文特色表演團體，打造高雄藝

文表演創意基地。
6.成立眷村文化園區落實珍貴眷村文化的保存與活化。
7.爭取國道7號高速公路，增設鳳屏路交流道，以利鳳山東區與大寮中庄地區民眾，經由

此銜接國3、國1等高速公路網，減少輸運成本，促進經濟繁榮。
8.全力爭取環狀輕軌完工後，立即啟動五甲至鳥松的鳳山線，帶動鳳山交通運輸，以利經

濟繁榮。
9.爭取土地取得設置南成派出所，保障居民治安品質。
10.強烈要求拆除前鎮河高公截流站，讓鳳山溪與前鎮河水流通暢，避免登革熱病媒蚊孳

生，以杜絕五甲、前鎮登革熱疫情重災區。
11.要求市府全面性檢查鳳山地下管線，隨時更新資料，及定期檢查維修，守護民眾居住

安全。
12.監督市府開源節流減少財政赤字，避免「債留子孫」，並創造青年就業機會，留住青

年人口。

7
蘇

炎

城

41
年
1
月
1
日

男
高
雄
市

民
主
進
步
黨

和春技術
學院畢業
二專部

現任：高雄市議會第
１屆議員、職業總工
會理事長、民防大隊
大隊長、攤販協進會
理事長、家事服務職
業工會理事長、第一
勞資關係協進會榮譽
理事長、高雄縣議會
１２、１３、１４、
１５、１６屆議員、
鳳山市第５屆市民代
表。

勞工福利：督促政府落實工安檢查、強化勞資爭議處理機制，建立惡性關廠保護勞工措
施，加強勞動市場第二、第三專長訓練及訓用合一職訓功能，有效整合區域人
力資源、提升就業率。

社會福利：督促政府落實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安養照護政策，建立兒童及少年保護網路、廣
設青少年休閒活動場所，促進青少年身心健全發展，加強單親家庭就學及就業
扶助、普設托兒所，解決家庭托育問題。

教育文化：１督促政府注重教育及照顧弱勢，編列足夠的教育經費，促進主管機關與教
育團體合作，維護學生受教權，保障教師工作權益。

２督促政府編制足夠的體育經費培育各單項各級選手，並保障優秀選手的權
益，爭取落實專任教練制度，讓有專長專才的優秀選手能留在高雄市服務。

水利環保：１爭取坔埔大排及鳳山圳滯洪池的設置，徹底改善鳳山地區的淹水問題。
２積極監督政府有效管制廢棄物，防止自然生態及環境污染。

國宅規劃：１督促政府完成全中崙社區監視器網路的設置。
２爭取建設中崙社區完整的道路規劃，保障居民行的安全。
３爭取中崙社區鄰近六里多功能聯合活動中心的設置。
４爭取五甲社區老舊國宅公共設施維護，保障居民住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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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育

華

53
年
10
月
31
日

女
高
雄
市

人
民
民
主
陣
線

輔仁大學
心理學系
碩士。輔
仁大學應
用心理學
系。高雄
女中。前
金國中。
大同國小

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
會執行長
樹德科大兒家系兼任
講師
高雄家事法院家事調
解委員
高雄縣中崙社福中心
主任
高雄市晚晴婦女協會
輔導員
高雄市綠色協會專案
人員
女工團結生產線
台塑仁武廠產業工會
秘書
圓山空廚產業工會秘
書

台灣藍綠惡鬥，國政空轉，金權政治聯手掏空人民資產，面對台灣長期以來的代議政治
失靈、貧富差距擴大、土地壟斷圖利建商等弊病，我們認為各階層人民必須自己站出
來，面對政治拿回權力，我們希望透過民主對話參與，從鄰里基層每個人最關心、最切
身的利益開始，鼓勵人人參選，面對政治。

1.選制改革：召喚選民組成「人民老大」參政團，選後監督當選人、共負責任、共決政策
，讓選民個個是議員。

2.推動人民議會：市民直接參政，公開辯論城市產業轉型、市民就業、與居住與土地正義
等政策，人人有權共決市政。

3.城市安全優先產業發展，全面體檢公共管線，透明化公共管線資料庫。
4.反對勞動派遣，嚴加勞動檢查，零職災零工傷。保障新移民就業平等、同工同酬。
5.支持家庭平價照顧服務，每個社區中設立非營利幼兒園與托老園。
6.推動社區身心復元學堂，人民健康自主、自助助人，草根共生。
7.廢除十二年國教制度中會考與比序計分，落實高中職社區化，挹注偏鄉資源，平衡城鄉

差距。
8.新住民不受學歷與證照限制，以母語專長及多元文化特色，成為多元文化教師與城市導

覽員。
9.修改高雄市低收、中低收及單親審核作業要點，落實扶助弱勢、多元家庭。
10.全面推動無障礙空間，促進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活動，朝向自立生活、參政無礙。
11.落實不分國籍在地人社區參與，打造移民參與地方政治的條件。
12.推動高雄市設立性交易合法地點：由市民討論、共決、設立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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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政

憲

45
年
7
月
2
日

男
高
雄
市
無

開南商工
畢業
新興國中
第一屆畢
業

2009年倒馬救台灣
25萬人，高雄市總指
揮策劃人，台灣建國
聯盟副主席，建國黨
決策委員，秘書長，
908台灣國高雄市會
長，大高雄基層連線
召集人，國立中山大
學財物經理專題班結
業，李登輝學校工商
團體班結業。

１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２阿扁總統無罪釋放
３議員開議天經地義一定 遵開議不領錢不開議要罰錢的承諾　　
４高雄市財政困難議員取消1200萬配合款
５取消休會制度以全年無休的開會審查效率為監督市政審理法案，服務選民發揮最大的代

議士功能
６目前國家財政困難取消每票30元的選舉補助金
７在鳳山區成立市立綜合運動中心及高雄市各項單項運動委員會集中辦公室積極發展全民

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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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雅

靜

66
年
12
月
24
日

女
高
雄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中山大學
公共事務
管理研究
所碩士、
輔英科大
環工系、
大仁藥專
工安科、
鳳西國中
、鳳山國
小

中山大學環工所博士
班、高雄縣政府環保
局、勞工局、國民黨
第19屆中央委員、輔
英科大第五屆校友總
會常務理事、正修科
大校友會諮詢顧問、
國際獅子會300D2區
婦女委員會主席、金
蘭同濟會、鳳山西區
扶輪社、2013高雄青
商會會長、過埤派出
所警友團長

一.魅力鳳山：積極推動鳳山古蹟寺廟維護，規劃形象商圈，行銷特色美食，吸引觀光客
人潮，帶動活絡商機。

二.安心鳳山：主動推動社區登革熱宣講，鼓勵民眾整潔家園，杜絕登革熱，守護鄉親健
康，推動鳳山地下管線通盤檢修，打造安全城市。

三.文教鳳山：善用衛武營及大東園區軟硬園區資源，全力扶植藝文表演團體，形成文創
聚落，打造鳳山文化新核心；注重校園安全，守護學子權益，協助鳳山各
級學校爭取建設經費。

四.幸福鳳山：大力爭取社區基礎建設，繼成功完成中崙圖書館後，再推動文山圖書館建
設，積極推動廣設公立托嬰、幼兒中心，妥善照顧幼童，讓上班父母安心。

五.光榮鳳山：致力保存黃埔新村，闢建成眷村文物園區，行銷眷村特色文化及美食，保
存眷村光榮傳統；推動新住民及客家文化社區學習活動，舉辦有關母語推
廣、風俗、服飾、美食交流活動，呈現鳳山多元文化之美。

六.樂活鳳山：完整保存鳳山體育館，催生國民運動中心，積極培訓優秀體育選手推廣民
眾運動風氣，力爭鳳山體育場地下停車場興建，改善民眾停車問題；落實
U-BIKE腳踏車租賃站規劃，便利民眾以自行車做為短程交通工具，改善交
通流量。

七.監督市政：善盡為市民看緊荷包職責，持續監控高雄財政赤字，力促市府提出開源節
流辦法，拒絕債留子孫，實現世代正義；關心產業經濟發展議題，提升高
雄競爭力。

八.守護鳳山：積極為鳳山發聲，全力守護鄉親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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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見

福

41
年
12
月
2
日

男
高
雄
市
無

一、高雄市第一屆市
議員。

二、高雄縣鳳山市民
代 表 會 第 七 、
八、九、十屆主
席。

三、高雄直轄市商業
會顧問。

四、鳳山區北門萬福
廟副主任委員。

五、鳳山區婦女安康
協會顧問。

六、鳳山區忠孝社區
發展協會理事。

一、督促市政府立即全面清查在本市各重要道路所埋設管線，市政府應不定期查驗，並
成立聯合稽查組織定期向議會報告，以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二、督促市政府於鳳山市區中心內興建立體停車場，讓市民停車方便，帶動並繁榮市區商
機。

三、督促市政府應更積極加強登革熱宣導及防治措施，讓高雄成為宜居城市。
四、督促市政府改善治安、改革警政，設置在各里重要路口監視器應加強維護，避免浪費

公帑。
五、積極爭取衛武營國家藝術中心早日竣工，提升本市人文素養與藝術風氣，成為文化界

重要基地。
六、督促市政府積極改善雨水下水道清濬或新建，避免遇雨成災，造成市民財產遭受損失。
七、督促市政府企業化經營，開源節流，改善財政惡化造成市民負債。
八、重視勞工權益，解決中高齡失業問題，督促市政府提出具體招商目標，振興經濟景氣

繁榮高雄。
九、督促市政府積極落實社會福利、優先照顧老人福利、推廣兒少福利及廣設老人安養照

護據點。
十、建議市政府衛生單位加強抽查市面食品、飲料、蔬果等食物，是否符合安全標準，為

人民健康嚴格把關。
十一、督促市政府因應鐵路地下化鳳山火車站改至地下後，曹公路可接文衡路，未來該地

區繁榮可期，市政府要妥善規劃各項重要設施，成為鳳山新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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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南方品牌，說高雄的故事
「鳳山新價值，高雄新都心」督促鳳山溪、曹公圳沿岸景觀工程，加速鐵路地下化，翻

轉城市軸心，建構綠色廊道，監督衛武營兩廳院進度，結合觀光、人文、藝術，形塑
高品質生活圈。

「老舊城市再更新」爭取將鳳山列為示範區，以提升容積率為政策工具，引入民間資金
，獎勵公共建設投資，延續城市記憶，帶動老部落發展。

「愛是擁抱，不是口號」推廣居家照護智慧化，提升幼兒托育品質，健全無礙生活環境
，照顧弱勢團體，整合民間資源社區參與，讓高雄成為友善的志工城市。

「市政溝通，已讀必回」市民為尊，建立即時陳情軟體、市政資訊整合系統，評比各局
處施政滿意度，公開監督機制，要政府「已讀必回」。

「無線港都，指尖世界」建構友善資訊空間，推動無線網路普及化，打造無國界的數位城市。
「石化重鎮，智慧管理」要求建立資訊公開平台，以智慧科技管理民生、石化管線系統建

立安全都市空間。
「傳統２.０再升級」獎勵在地傳產升級，商請銀行低利融資，鼓勵投入研發、打造特色

品牌、建立行銷管道，提高產值、降低污染。
「低碳高雄小清新」建構完善路網，增加大眾運輸使用率，推廣電動汽、機車，減少碳

排放，要求綠色交通優質化；持續推廣綠色建築，落實環保，追求永續的綠色港都。
「培育設計人才，打造文創舞台」定位主力文創產業，促進產官學合作，建立台灣品牌

，引領產業改革，邁向國際文創之都。
「平等人權，彩虹港都」爭取同志法律人權，督促建構專屬窗口，多面向推廣性別議題

，認同多元成家，共築彩虹高雄。
「當改革成為事實，參與就是義務」正視公民意識崛起，爭取城市空間設置公民論壇，定

期與年輕人對話，要求市政顧問團增加青年比例，重視新世代聲音，鼓勵參與公共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