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8 台灣勞工季刊 NO.54

勞工心聲  TAIWAN LABOR QUARTERLY

107 年「五一勞動節」全國模範勞工表揚典禮

「你我相挺，作陣打拚」
  為 51 位勞工楷模喝彩！

也代表政府向全國辛苦付出的勞工朋友表達

由衷感謝，肯定勞工朋友的辛勞與奉獻，讓

國家經濟穩定發展，社會能安和樂利。

賴院長同時指出，去 (106) 年全年經濟成長

率 2.86%，為近 3 年最高，全年外銷訂單額

為紀念「五一勞動節」，勞動部於 4月 30 日

舉辦「你我相挺，作陣打拚」107 年「五一勞

動節」全國模範勞工表揚典禮，以肯定勞工朋

友對國家發展和社會經濟的努力與貢獻，行政

院賴清德院長並親自蒞臨會場，與數百名嘉賓

一同為 51 位全國模範勞工楷模喝彩！

賴院長於致詞時，首先恭喜 51 位全國模範

勞工，因為在工作崗位上的卓越表現及辛勤

付出，才能得到此項殊榮，實至名歸，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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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達 4,928 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年增率約

11%；作為經濟櫥窗的股市也站穩 1 萬點，

歷時最長；勞工平均每月薪資已達 49,989 元

之歷史新高。此外，今 (107) 年 3 月的失業率

降至 3.66%，為 90 年迄今新低點，同時勞動

參與率高達 58.87%。

 賴院長表示，蔡英文總統就任後，關心經

濟發展與基層勞工權益，2 年內調整 2 次基本

工資約 10%，共 1,992 元，目前基本工資為

22,000 元。行政院提出「勞動基準法」修正

也獲立法院三讀通過，保障勞工權益也提供

勞資合作空間，給予勞動市場更多彈性。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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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立法院今 (107) 年三讀通過「所得稅制

優化方案」，月薪 3 萬元以下、雙薪 4 口之

家 (扶養2名5歲以下子女 )年薪123.2萬元，

可免納所得稅，降低勞工朋友稅賦負擔。

賴院長表示，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舞臺，

臺灣的產業必須升級、技術需要創新才能勝

出，行政院落實蔡英文總統「新經濟方案」，

推動「前瞻基礎建設」、「五加二產業創新」

及「新南向」等政策，擴大臺灣經貿環境，

立足臺灣，布局全球。

勞動部表示，今年的每位參賽者皆是各產

業領域中的佼佼者，而獲獎的 51 位全國模

範勞工，更是歷經嚴謹的評審程序，在激烈

選拔中脫穎而出的箇中翹楚。每一位全國模

範勞工楷模都在各自的專業領域裡有著舉足

輕重的地位及傲人技藝，雖然從事不同的工

新經濟方案政策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一、建構安全便捷的軌道建設。

二、因應氣候變遷的水環境建設。

三、促進環境永續的綠能建設。

四、營造智慧國土的數位建設。

五、加強區域均衡的城鄉建設。

六、因應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

七、食品安全建設。

八、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

「五加二產業創新」：

　以「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價值，追求永續發

展的經濟新模式，並透過「連結未來、連結全球、連

結在地」三大策略，激發產業創新風氣與能量。政府

提出「智慧機械」、「亞洲 ‧ 矽谷」、「綠能科技」、

「生醫產業」、「國防產業」、「新農業」及「循環經濟」

等 5+2 產業創新計畫，作為驅動臺灣下世代產業成長

的核心，為經濟成長注入新動能。

「新南向」：

「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將秉持「長期深耕、多元開

展、雙向互惠」核心理念，整合各部會、地方政府，

以及民間企業與團體的資源與力量，從「經貿合作」、

「人才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

向著手，期望與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創造互利

共贏的新合作模式，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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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著不同的生活背景，但共通點都是堅

守崗位，以敬業、積極的精神與認真負責的

態度，盡自己的力量為臺灣各行各業的發展

奉獻一己心力。

勞動部進一步說明，企業勞工組的王俊

傑，任職於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埔里酒

廠，88 年 921 地震期間，不眠不休的協助埔

里酒廠進行重建工程，盡一己之力化解了埔

里酒廠可能關廠危機，並於酒廠重建之後，

結合地方文化創新價值開發出多樣新產品，

間接帶動南投觀光軸線生機，對埔里產業

有極大的貢獻。其次，會務人員組中，在宜

蘭縣總工會擔任秘書長的何政杰，有著一套

「單車哲學」，認為維持工會會務運作就像

是在騎單車，破風突圍，配速衝刺，都需拿

捏得宜，才能一步步穩定邁進，讓工會永續

經營、成長，足以成為全國勞工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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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職業勞工組中，從事按摩業的視障者黃

彩霜，認真工作之餘，更努力充實本業的技

能，公餘進修學習考取乙級技術士證照，對

於工作的執著專注，值得大家學習與肯定。

同組中在棉被製作已經投入近半百歲月的陳

清水，自行研發設計「兩面同點規則縫定

法」製作美觀實用的棉被，嘉惠廣大民眾，

可說是臺灣傳統產業中樹立楷模之領導者。

另外，在工會領袖組中，來自彰化的陳玥穎

除帶領工會從草創到穩定，以保障美容從業

人員權益外，並為全國美容從業人員打造技

藝交流平臺，提升職業訓練品質，讓會員的

技能藉由交流與訓練與時俱進，貼近市場需

求，她對美容技藝的熱情，對會員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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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工會領導者之表率。

勞動部長許銘春於致詞中表示，舉辦全國

模範勞工表揚，除了是要向今年獲得殊榮的

全國模範勞工楷模表示誠摯的祝賀外，同時

也要藉此向全國認真打拚的勞工朋友獻上最

高的敬意，感謝勞工們對這塊土地的付出與

貢獻。許部長並強調，未來將帶領勞動部團

隊以誠懇態度溝通，傾聽各行各業勞工的心

聲，瞭解勞工的訴求，讓施政更貼近勞工的

需求，共創勞資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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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全國模範勞工

掌握新知見證歷史　捕捉關鍵影像
用鏡頭說故事的人　俞聖行

整理撰文    黃敏惠

ㄧ個感動人心的震撼畫面　勝過千言

萬語

攝影記者除了捕捉新聞畫面之外，還具

有新聞判斷的能力素養，俞聖行在新聞現場

衝鋒陷陣，「該拍什麼，不該拍什麼」，當

下他必須要立即做出判斷，錯過了那一秒，

也許就錯失了事件真相，與時間賽跑是家常

便飯。俞聖行回憶起新聞工作的點點滴滴，

1995 年當時的行政院長連戰訪問捷克，當時

雖然只有臺視、中視、華視，但新聞競爭卻

非常激烈。某日連戰到一所大學演講，僅中

視與中央社跟到現場，由於屬於非公開行程，

校方不允許媒體進入拍攝；於是俞聖行謊稱

是隨行攝影官，但穿著過於休閒，於是他靈

機一動，與中央社記者互換衣褲，才能入內

拍攝獨家畫面。

2016 年，身為《六十分鐘》節目製作團隊

對於攝影記者這份工作，確實有不少人存

在著憧憬、幻想。但若真的走進記者世界，

才會發現這個行業是充斥著危險與艱辛。當

然任何一份工作都有它辛苦的地方，只是記

者工作辛苦之處較為特殊。為了拍到好鏡頭，

捕捉到好畫面，俞聖行永遠必須擠到最前面，

就算是現場事故危機仍未解除，也必須往內

衝，因為他肩負著大眾知的權利，是無可取

代的神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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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的俞聖行，曾以「極端考驗下一個烏來」

環保議題作品榮獲第 42 屆曾虛白先生新聞獎

電視類獎項肯定，深究烏來發生史上最嚴重

的災情始末，喚醒政府和民眾正視臺灣正面

臨極端氣候下的「極端考驗」議題。此外，

像是 921 大地震、大園空難、澎湖空難等災

難新聞，俞聖行幾乎也是無役不與。但看過

這麼多悲慘的畫面，即使新聞歸新聞，他也

常覺得於心不忍，並祈求天佑臺灣，讓大家

都能過著平安的日子。

上山下海無所不在　是興趣更是使命

朝九晚五的工作型態，對記者而言根本是

天方夜譚，而多數記者每日工時都超過八個

小時，甚至是超過 12 小時，其主要原因是除

了取得新聞素材之外，更需要時間編輯後製，

由採訪到寫作所需花費的時間，有時需要從

早到晚、甚至更需要配合新聞採訪對象的行

程執行工作。雖然現行法令規定記者須每週

休假，但多數記者仍處在隨時備戰的狀態中，

臨時有狀況就必須馬上停休上班。而在最惡

劣的情境時，往往是記者工作最忙碌的時候，

像是天災降臨，一般民眾關心的是風速幾級，

政府是否已頒布停止上班上課的消息，但記

者這時卻是整裝上陣，不管是上山或是下海，

為的就是要提供社會大眾最即時的氣象與各

地資訊。   

在媒體大量開放之前，記者的薪資應稱得

上中上水準，但現今媒體競爭激烈，加上許

多媒體經營出現瓶頸，使得記者的薪資已不

如往昔，使得記者在投注相當的時間、精力

後，得到的實質收益有時讓人洩氣，時常支

撐記者繼續的動力，就是對新聞工作的熱忱。

俞聖行表示，如今媒體環境雖不如前，但很

感謝公司和集團仍願提供充足資源，改善工

作環境，讓勞資關係更加和諧。他身為《六十

分鐘》節目製作團隊成員，長期關注臺灣社

會現象，為了臺灣這片土地上的人事物，一

定會全力以赴，拍攝更好的畫面，讓社會大

眾可以得到第一手訊息，彼此監督促進社會

進步，讓臺灣的未來向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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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全國模範勞工

「單車哲學」帶領會員迎接美好未來
工會永續經營的最佳推手 何政杰

整理撰文    黃敏惠

樸實的在地囝仔　以身作則帶動考證

風氣

宜蘭縣位於臺灣東北角，東面緊鄰太平

洋，南面、西面及北面均由雪山山脈及中央

山脈所阻隔，長久以來，這是一塊與外隔絕

的淨土。由於時代轉變，臺灣經濟型態也趨

勞工是國家的經濟命脈，更是社會進步的

基礎與動力，沒有勞工，就沒成功的企業，

也就不會有穩定的社會。何政杰深知此點的

重要性，當年憑著一股熱忱，毅然決然投入

工會事務擔任會務人員，一路從基層做起，

在前任工會秘書長退休後，一肩扛起秘書長

一職的重擔，在工會會員、理事及監事心中，

他是最值得信賴的夥伴。

向工業科技發展，多數年輕人從事農業的意

願度下降，相對的也因為對外連繫不便，

因此過去的宜蘭，一直停留在就業困難的命

運。而宜蘭的子弟們，也因此必須離家背井，

出外求學謀生，也使得宜蘭縣的人口老化的

比例較其他縣市來的更高。何政杰出生於宜

蘭縣，是個眾人口中耿直樸實的在地囝仔，

看著家鄉的人口結構驟變，深知育留在地人

才的重要性，因此投身於工會，一路從基層

做起，想為宜蘭在地人才的未來找尋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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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政杰在任職總幹事期間，盡心盡力協助

會務拓展辦理各項勞工訓練等，他並利用辦

訓之餘考取了喪禮服務、調酒、餐旅服務、

門市服務等技術士證照，並通過考試院華語

導遊、華語領隊等資格，除了提升自我業務

的專業性，更以自身所學協助學員們取得證

照，改善生活。同時並加強工會永續發展及

爭取勞工應有的福利，提升工會辦理職業訓

練品質及輔導勞工就 ( 轉 ) 業，儼然是勞工

朋友的良師益友。

單車哲學拿捏得宜 帶領團隊突破重

圍

熱愛單車的何政杰，常笑說維持工會會務

運作就像是在騎單車，破風突圍，配速衝刺，

都需拿捏得宜，才能一步步向前邁進，並順

利抵達目的。為了讓工會穩定永續經營，在

擔任工會秘書長期間，帶領工會團隊向外爭

取資源，就算風吹雨淋，也要努力為會員爭

取權利。

為了會員職涯發展，接任秘書長一職時，

更自願兼任宜蘭縣總工會附設職業訓練中心

主任，輔導會員順利考取證照，他認為照顧

好每一位會員就如同成就一個圓滿幸福的家

庭，不論路途崎嶇或平坦，他始終相信工會

團隊應該成為會員的靠山。也因此，他盡力

扮演工會與勞工的橋樑，全力推動工會服務

幫助會員安心工作。

工作對於某些人而言，不僅僅是為了賺

錢，他們還會追求名譽和地位，而何政杰在

工會深耕十多年，幫助會員在自己的家鄉順

利就業，無須離家背井出外討生活，一同壯

大宜蘭產業發展，是他甘願在工會工作的理

由，何政杰不忘初衷，盡心盡力為家鄉打拚，

提拔人才不遺餘力，當選為全國模範勞工，

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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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全國模範勞工

夫唱婦隨樂在工作 平安直送每一處
轉動幸福的運將 陳麗珠

整理撰文    黃敏惠

收起苦與淚　勇敢面對每一天

過去，陳麗珠從未想過，會一腳踏入計程

車行業，而且一做就是 18 年，回想起過去的

生活困境，不免一陣慨嘆。先生黃正昌年輕

時創業遭逢波斯灣戰爭、金融海嘯，屋漏偏

逢連夜雨，居然被最相信的人倒了會，剎時，

像是世界末日來臨了。在多重的衝擊之下，

來自新竹市的女運將陳麗珠開計程車長達 18

年，平時熱心助人，加入工會後又任勞任怨，

深受同業愛戴，當選「模範勞工」並非偶然。

最難得的是，她的先生黃正昌於 4 年前已先行

獲得表揚，是全國首對榮獲國家級肯定的計程

車運將夫妻檔，堪稱夫唱婦隨。

家中仍有 4 名子女嗷嗷待哺，面臨現實的壓

力，陳麗珠與丈夫並沒有多想，收起苦與淚，

決定一起扛下重擔，身兼多職努力工作，不

分平假日，再苦也要堅持下去。

由於經濟環境大不如前，夫妻倆人學歷不

高，即便兼任再多工作，仍是逃離不了在後

頭苦苦追趕的現實壓力。民國 85 年，丈夫黃

正昌原任職於臺灣玻璃，決定利用輪班空檔

時間，靠行開起了計程車，在大街小巷為生

活穿梭著。原從事清潔與保母工作的陳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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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兼顧工作與家庭，認為開計程車工作時

間彈性，機動性也高，隔年也投入計程車行

業與先生一起打拚，幾年過去，捉襟見肘的

生活日漸舒緩，也努力存錢換了新車，為的

是讓搭乘的顧客感到舒適及安心。 

貼心看得見　努力轉出一片天

陳麗珠表示開車十幾年以來，深知塞車之

苦，也看過大大小小交通意外，溫柔如她，

多年來與先生每天 6 點多就出門，擔任義交

協助指揮交通，立志保護路上用車與行人安

全。陳麗珠服務貼心看得見，固定客群多為

女性及年長者，經常接送行動不便的老人並

細心照料，而新竹科學園區有些公司高層往

往年齡較大，子女都已離家求學或自立，陳

麗珠便會用心傾聽他們的心聲，在短短的車

程，不只是傾聽、不只是照顧，像是朋友們

一起聊天、一起生活，併肩牽手相伴走了一

段路。

陳麗珠除了是賢內助，更是稱職的賢外助，

由於先生黃正昌目前擔任新竹市計程車駕駛

協會副理事長，很喜歡幫助別人解決疑難雜

症，因不忍先生辛苦，從旁協助溝通工會事

務，解決大大小小困難，深受同業愛戴的陳

麗珠也晉升工會儲備監事，輔佐工會有一套

的她，更多次榮獲新竹市府及交通局肯定表

揚。夫婦倆每天在外開車十數小時，常常一

起出門一起回家，回到家後陳麗珠會與先生

交換一天的工作心得，不時的檢討服務，為

得就是要讓乘客滿意又安心。

陳麗珠的服務有多貼心，從乘客的反應即

可見一斑，最讓陳麗珠印象深刻的是，某日

有一名即將約滿歸國的外勞，在回國前將積

蓄通通提領出來，想大量採購物品帶回故鄉

分送家人，其中包含高價金飾，基於信任，

故央求陳麗珠載她前去採購。萬萬沒想到，

採購完後，外勞因為滿手提袋，下車前不小

心將貴重的金飾及錢包遺留在陳麗珠的車上，

當陳麗珠發覺時，外勞早己離去。正因為過

去曾吃過苦，陳麗珠深知賺錢不易，於是在

外勞下車處苦苦等候，幸好最終等到失主回

頭取回貴重物品，看著失主喜極而泣的表情，

陳麗珠心中很是滿足。

「樂在工作、樂於助人」是黃氏夫婦的座

右銘。對他們而言，開計程車就是最好的職

業，不僅能隨時與不同的人接觸，增進見識，

更重要的是可以幫助到人，平安地將他們送

達目的地。「對我而言，開計程車已不是工

作了，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們決定退而不

休，到 80 歲還是要這樣開心過生活。」陳麗

珠笑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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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信念 親身打造幸福產業美景
專業美學地方領導　陳玥穎

整理撰文    黃敏惠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從美學基礎而論，

美，對人類的生存發展具有正面意義與價

值，人會因為美而產生愉悅，產生正能量。

然而每一個人對於「美」都有不同的看法與

喜好，對於陳玥穎而言，只要心裡擁有向上

的力量，見任何事物，都是美麗的。她對於

美的堅持與熱情，超過一般人的想像。她覺

得，美從改變開始。看到客人因外在改變而

喜悅，便知道自己的汗水，沒有白流；看到

學生因認同而改變，便知道自己的心血，沒

有白費。「讓每個人臉上散發亮麗光彩，協

助身心疲憊的朋友恢復體力再出發，讓待嫁

新娘由裡到外吸引賓客目光，協助面對嚴峻

面試的新鮮人具備自信。」這些都是陳玥穎

從事美容業的最大使命。

團結就是力量　一起打造美麗事業

過去因服務業興盛，美容美體因入門檻低，

吸引了不少年輕人進入，但因為市場同業競

爭激烈，品質良莠不齊，學的都是東家長、

西家短，各有所長卻不專精。有的功夫還沒

練成，就想一步登天，雖早早開始了創業之

途，卻也有落得狼狽退場的例子。「做這行

沒那麼難，要的就是份同理心及對求知的渴

望。」陳玥穎從事美容工作多年，深知美容

產業辛苦之處，她認為從事這份產業的心態，

需要有正確的價值觀，如果只為利益與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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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這個產業，很容易自我迷失，或不能堅

持到底。同時，她也深刻感受同業們孤苦奮

鬥，遇事挫折無力、求助無門的窘境，因此

陳玥穎心裡浮現一個念頭，想把大家團結起

來，一起打拚美麗事業。

因為一股傻勁，陳玥穎於民國 76 年創立

彰化縣美容業職業工會，致力提升會員的專

業技能。為了讓美容相關從業人員集結更大

力量，她開始拜訪各縣市美容職業工會，在

民國 90 年創立中華民國美容職業工會全國

聯合會，持續促進勞工朋友技能提升及第二

專長培訓，讓美容同好們，有個相互交流的

平臺，工會從草創到穩定，有目共睹。在工

會打拼的 30 個年頭，她努力讓會員的技能

與時俱進，貼近市場需求，不斷提升辦訓品

質，同時將課程結合志工服務，讓勞工學員

無論是技術上或是品德上都能有所收穫，以

其精湛的專業美學展現生命中的真善美。

熱情與關愛　不忘回饋社會

陳玥穎無論工作再忙碌，也不忘投入公

益，回饋社會，經常熱情邀約工會幹部發起

社福活動，像是二林喜樂教養院表演化妝、

慈生育幼院捐贊助金及義剪活動，並邀集親

朋好友們共同響應捐血活動等，她更在民國

106 年排除萬難成立彰化縣美容職業工會志

願服務隊，有效整合志工群及服務更多需要

幫助的單位。她對工作的熱情，對會員的關

愛，對社會的關懷，堪為表率。

 「錢，不是活越久，賺越多嗎 ? 所謂細水

長流，只要心態正確，一步一腳印，財富自

然就會跟著你的人脈，技術，還有那顆向上

的心，源源不絕而來。」打造美麗幸福新事

業，就是如此簡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