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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114年7月 

電話：(05)2717192-3(一組)  電話：(05)2717196-7(二組)     傳真：(05)2717195  

網址：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 

 

 

1. 教育部 114 年 6 月 5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34203520B 號函轉知，檢送「公立學校

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 13 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解釋令 1 份，相關內容請逕至

公文系統公布欄查閱。 

2. 教育部 114 年 6 月 12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40059621 號書函轉知，有關涉及國家

安全或重大利益公務人員特殊查核辦法第 3 條、第 5條條文，業經行政院會同考

試院於 114 年 6 月 4 日修正發布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公文系統查閱。 

3. 行政院 114 年 6 月 13 日院授人培字第 1143024631 號函，修正「政府機關調整上

班日期處理要點」，名稱並修正為「政府機關配合紀念日與節日補假及調整放假

處理要點」，自即日生效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網頁/最新消

息項下查閱。 

4.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14 年 6 月 13 日公告，有關行政院修正 114 年（西元 2025

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及核定 115 年（西元 2026 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

曆表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5. 銓敘部 114 年 6 月 19 日考臺銓二字第 11407000951 號令，修正發布公務人員陞遷

法施行細則第 6 條、第 16 條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銓敘部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

閱。 

6. 教育部 114 年 6 月 25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40067297 號書函轉知，交通部觀光署

114 年 6 月 24 日以觀企字第 11420004811 號令修正發布「政府機關優良觀光人員

獎勵要點」第 2 點、第 2點之 1、第 7點及第 4 點附表，並自同年月日生效，相

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
https://www.dgpa.gov.tw/information?uid=84&pid=12576
https://www.dgpa.gov.tw/information?uid=82&pid=12574
https://www.mocs.gov.tw/pages/detail.aspx?Node=714&Page=13937&Index=3
https://www.mocs.gov.tw/pages/detail.aspx?Node=714&Page=13937&Index=3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Subject/Detail/224418?nodeId=3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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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動對「跨性別」的想像：熱線夥伴們的生命經驗分享 

【本文摘自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性平星期六】        

    在這次「性平星期六」的活動中，四位來自不同背景的講者——奧莉薇、飛

帆（Fei Fain）、Viva、老詹，為我們帶來橫跨世代與身分認同光譜的生命故

事。他們的發言，不只是自我經驗的重現，更是一場場與社會既有性別框架的溫

柔搏鬥。 

    「跨性別不只是指定性別與性別認同不同者，還包括那些氣質或打扮不符合

傳統性別規範的人。」奧莉薇分享如何鬆動「跨性別」的想像。他強調，跨性別

經驗並非只有單一路徑，而是多元的集合體——有手術與否之分、有對自我認同

的迷惘與尋找，也有無法明確定義但仍真實存在的經歷。在他的觀點中，變裝皇

后、跨男、跨女，甚至只是在生活中以「不同方式」存在的人，都可能成為「跨

性別」光譜上的一部分。奧莉薇強調：「我希望這個名為跨性別的傘可以更大更

廣，讓更多人感受到『不是非得符合某個標準』才可以被認同。」 

 

「我是跨男，我希望這個身分可以被看見」 

    過往，我們普遍認為 LGBTQI+群體的生命經驗都會充斥的血與淚。然而，在

老詹的經驗中，從未有過戲劇性的「出櫃」時刻，更多的反而是自我漸進式的探

索。從開明的家庭、女校生活，再到後來進入醫學院，他分享了一個跨男從摸索

到確立自我認同的過程：「T 與直男之間的張力真實存在，我也時常問我自己，

我真的想被當作一般的異男嗎？」，這樣的自我懷疑從一開始對打扮、聲音、異

性戀男性角色的刻板想像，一直延續到決定服用賀爾蒙的時刻。 

    幸運的是，老詹在校園與醫院實習的生活，充滿著性別友善的正向經驗，在

找尋自我的道路上，有師長的支持、制度的協助，以及同儕的包容。他並不否認

現今社會制度對跨性別者所帶來的挑戰，但他仍然看見了社會中潛在的友善人物

與環境。也因為有著這樣特殊的經驗，老詹強調：「我並不只是男人，我也是一

名跨男，這個身分本身對我來說非常有意義。」 

 

「我以為我是不夠 Man 的 Gay，直到我看到他們」 

    相較於老詹的經驗，Viva 的生命故事則是充滿著一次次的撞牆與突破。從幼

稚園開始他就清楚地意識到「自己不是男生」，但當時卻沒有任何詞彙與社會資

https://tgeea.org.tw/gender/4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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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讓他有機會去形容這種感受。被排擠、被誤認、被媽媽強迫剪髮，Viva 走過

了一段段不被理解、孤立又混亂的青春。他曾以為自己是一個「陰柔 gay」，直

到在網路上看到跨性別社群、TG 蝶園、跨女的資料與影片，他才終於明白那個藏

在心裡的自己到底是誰。 

    對 Viva 來說「醫美無法解決一切問題」，但路人的目光、社會的審美，仍

會決定跨性別者在路上走得順不順。直至今日，他仍會因為聲線、身型而被迫出

櫃，單一性別廁所的使用也仍然困擾著他。然而，他也感激那些一路陪伴的朋

友、老師，讓他能走到今天，並自信地說：「我很慶幸自己還活著！」 

 

「我不是跨，但可能也是跨的一種」 

    飛帆是一名變裝皇后，對他而言「扮裝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自我療癒」。

從高中漫研社的 cosplay、到實境變裝秀的舞台，再到今天的自我詮釋，飛帆從

未將自己定義為跨性別，但他也在反覆的表演與日常中，看見那條模糊又流動的

性別界線。「我有辣妹模式，也有飛帆模式，他們都是我的一部分。」不斷穿梭

在不同角色中的經驗，也讓他與跨性別產生許多共鳴，尤其是被異樣眼光看待、

被期待扮演「漂亮的女性」的時候。對飛帆來說，只能成為「漂亮女生」的偏

見，是一種對大眾刻板審美的服務，同時也是交由他人定義自己身體的過程，但

我就是我，我為什麼要被這種焦慮吞噬呢？ 

 

校園、家庭、制度與人：誰可以讓我可以成為我自己？ 

    活動最後，主持人開放現場提問，其中包括對「青春期阻斷劑」、「陪伴跨

性別方式」等議題的好奇，顯示出與會者對跨性別處境的關注。最後，幾位講者

再次強調了環境與支持的重要性。 

老詹說：「給孩子嘗試、選擇與被理解的空間，是最好的陪伴。」 

Viva 則提醒：「讓孩子知道可以談、父母能對話，比什麼都重要。」 

奧莉薇補充：「現今兒少取得資訊越來越容易，但決定權卻仍不在自己身上，這

是兒少意見被重視的最大阻礙。」 

    根據統計，跨性別學生在校園中面臨的恐懼與排擠經驗明顯高於其他群體，

其中高達七成的壓力來源竟來自師長。然而，也有講者分享正向經驗：當教育現

場出現理解與包容，例如友善的師長、彈性的規則設計、多元性別的空間選擇，

確實能為孩子營造更安心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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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如此，制度改革與人際支持缺一不可，跨性別學生不該只是「被容

忍」，而應真正「被理解」與「被看見」。我們期待，台灣社會也有走向真正平

等的一天，即便路途還很遙遠，但理解與傾聽是這條道路上的第一步，也是最簡

單、最持久的一小步。 

 

 

本法之告知義務所指為何? 

【本文摘錄自國家發展委員會個人資料保護專區網站】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在蒐集當事人的個人資料時，應同時向當事人告

知法定事項；除非有法律所規定的例外情形，才能不履行此項告知義務。其

詳細規定如下（本法第 8 條、第 9 條規定；施行細則第 9 條、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3 條、第 16 條、第 17 條規定）： 

1. 「由當事人提供」（直接蒐集）其個人資料時，應明確告知之事項： 

(1) 該蒐集個人資料的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之名稱。 

(2) 蒐集之目的。 

(3) 所蒐集的個人資料類別。 

(4) 該個人資料利用的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5) 當事人依本法第 3 條規定得行使的權利及方式。 

(6) 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 

2. 「非由當事人提供」（間接蒐集）其個人資料時，應告知之事項：公務

機關或非公務機關若非直接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時，應於處理或利用當事

人的個人資料前，告知該個人資料來源及(1)~(5)所列事項。 

3. 「由當事人提供」其個人資料時，該蒐集個人資料之公務機關或非公務

機關得例外不向當事人履行告知義務之情形有： 

(1) 依法律規定可以不用告知。 

(2) 個人資料的蒐集為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所必要。 

(3) 個人資料的蒐集為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 

(4) 告知將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 

(5) 告知將妨害公共利益。 

(6) 當事人明知應告知之內容。 

(7) 個人資料之蒐集非基於營利之目的，且對當事人顯無不利之影響。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CCCBED61289FB2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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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由當事人提供」其個人資料時，該蒐集個人資料之公務機關或非公

務機關得例外不向當事人履行告知義務之情形有： 

(1) 有本法第 8 條第 2 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 

(2) 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3) 不能向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為告知。 

(4) 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之目的而有必要，且該資料須經提供者

處理後或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者為限。 

(5) 大眾傳播業者基於新聞報導之公益目的而蒐集個人資料。 

5. 依本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特種資料，準用同法第 

8 條、第 9 條規定，故直接或間接蒐集特種資料，除有免為告知之事由外，

亦應向當事人告知相關法定事項。 

 

 

 

在公共場合拍攝到的人物照片，拿去參加比賽是否需要

對方(被拍攝者)的授權才可使用? 

【本文摘錄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著作權與肖像權為兩不同之概念，肖像權屬於民法人格權所保護的權利

之一；著作權的依據則為著作權法，兩者保護目的不同。依據法務部的函

釋：「肖像為個人形象及個性之表現，屬重要人格法益之一種，是所謂『不

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應包括肖像權在內，而肖像權係個人對其肖像是否公

開之自主權利，從而未經他人同意，擅自使用他人照片之行為，自構成對肖

像權之侵害行為。」(法律決字第 0980041406 號函)。 

    拍攝含有人物（肖像）之照片，如具有「原創性」及「創作性」，即屬

於受著作權法保護的攝影著作，但以人物為照片主要元素時，如未取得被拍

攝者之同意，則仍有侵害他人肖像權之疑慮。目前坊間之攝影比賽，如作品

涉及人物照片時，亦多會要求參賽者提供被攝者之肖像權同意書。因此，建

議您如有參賽之計畫，應盡可能先取得被攝者之同意，以避免產生侵害肖像

權之爭議。 

 
 
 

 

 

https://www.tipo.gov.tw/copyright-tw/cp-953-913967-1f707-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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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腿是第二顆心臟！名醫每天 30 秒「超輕鬆運動」反轉短命危機 

【本文摘錄自早安健康/蔡經謙】 

    澳洲研究發現，每天久坐超過 11 小時，與坐不到 4 小時的人相比，死亡風

險高出約 40％。面對現代人慣於久坐的生活型態，除了有意識地起身活動、走

路、運動，日本專家提出一套簡單的「抖腳操」，搭配小小動作練習 30 秒，就

能一次刺激小腿幫浦、活化腦部和骨骼等器官功能，別讓「第二心臟」受苦慘

叫！ 

 

坐太久全身都遭殃！小腿「第二心臟」最先受苦 

    一項英國研究發現，連續久坐 4 小時就會使大腦血流速度顯著下降，影響相

當於大腦老化 2 至 4 年。日本知名內科醫師鎌田實說明，小腿是人體的第二心

臟，透過幫浦作用幫助血液回流到心臟，當下半身肌肉長時間沒活動，就會削弱

小腿的幫浦功能，血液循環變差，容易水腫、虛冷、腰痛，長期甚至可能與糖尿

病、心血管疾病、憂鬱症產生關聯。 

重症專科醫師黃軒也曾在臉書分享觀點指出，久坐和認知功能降低有關。原來，

當血液循環變差、腦部供氧不足，就可能影響思考、學習、記憶能力與腦部功

能。 

 

被認為不禮貌的「抖腳」好處多多？促進血液循環、對關節也有益 

    除了多站起來走走，增加日常活動量，鎌田實還推薦適度「抖腳」可以促進

健康。許多人往往認為抖腳儀態不佳，而有「男抖窮女抖賤」的俗語，但鎌田實

認為，有節奏地輕抖雙腳，可以有效刺激小腿肌肉群，增加小腿幫浦機能，促進

靜脈血液回流、改善循環，達到消除水腫的效果。 

    甚至因為能適度刺激髖關節骨骼，促進軟骨再生，曾讓日本骨科醫師齋藤吉

由作為退行性髖關節炎的運動療法之一。鎌田實推廣的抖腳方式，不用特別用

力，標榜人人都能立刻上手，無論在辦公室工作、看電視都能一邊輕鬆練習。 

 

【正確抖腳步驟】 

 坐姿調整：淺坐於椅子上，輕輕挺直背部。 

 腿部姿勢：維持膝蓋呈 90 度彎曲，腳跟微微抬起約 2公分。 

 抖動方式：左右腳交替或雙腳同時都可以，以幅度細小的方式上下抖動。 

 

    光是抖腳還不夠，鎌田實建議搭配輕度運動，他設計的「鎌田體操」動作之

一就包含一招「踏步轉體」，可以同時刺激肌肉、骨骼、腦部、腸道與血管，降

低坐太久的危害和風險，每天 30 秒就能改善血液循環，尤其對肌肉和大腦特別

有感！ 

 

【鎌田體操：踏步轉體教學】 

https://www.edh.tw/article/38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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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準備動作：雙腳與肩同寬站立，腳尖微外，深吸一口氣準備。 

2. 吐氣時按節奏踏步：一邊吐氣一邊默念數字 1、2、3、4，依序將「右腳→左

腳→右腳→左腳」有節奏抬起，落下時腳跟用力踏地。 

3. 抬起腳同時轉體：數到第 5步，抬起右腳、同時扭轉身體，讓右膝和左肘相互

靠近（碰到或沒碰到都無妨）。 

4. 換邊重來一次：回復站姿回到步驟一，這次改為「左腳→右腳→左腳→右腳」

的順序，邊吐氣邊抬腳踏步，同樣在第 5 步扭轉，左膝靠近右肘。 

5. 全套動作反覆 2 次，約 30 秒。 

 

    鎌田實醫師說，練習時在感覺快要到極限的狀態下，再撐一次吧！一邊數

數、一邊起腿、一邊扭轉身體，可以幫助提升心肺機能和認知機能、鍛鍊髂腰

肌、還促進腸道蠕動，好處多多，特別建議午餐之後做練習，有助消化且提神醒

腦，預防下午精神不濟喔！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連結) 

       

下班後怎麼培養興趣？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5步驟建立喜好、打破疲憊循環           

【本文摘自104職場力】 

    你是否也這樣呢？認同下班後應該「培養興趣、投資自己」，幫助釋放工作

壓力、擴展社交圈、增強身心健康，甚至習得第二專長等；明知道有諸多好處，

下班後卻還是感到疲憊無力，難以提起興致探索新事物，最後選擇躺在家滑手機

（還不小心熬夜），於是日復一日，焦慮感逐漸加深，形成一道無法逃脫的沮喪

輪迴。 

時間、腦力、體力多方耗竭 

    扣掉上班、通勤、加班、On Call 的狀態，時間的匱乏讓許多上班族難以找

到足夠的空檔，如果有家庭的重擔就更難騰出時間規劃興趣活動；其次，長時間

專注於工作、會議，導致腦力疲憊、身體疲勞，也讓人下班後難以聚焦於新事物

的學習與探索，即使對某些活動有熱情，最後往往選擇簡單的娛樂來消磨時間。 

壓力、焦慮、期望讓學習變質 

    由於工作環境中的壓力已經消耗了大量精力，因此當人們「撥出休息時間進

行活動」時，往往會提高對自身的期待值，渴望從中獲得成就感或專業技能。不

過這種迫切的需求，有時反而使培養興趣的過程變得更加緊迫、有壓力，難以真

正實現輕鬆的探索，也更容易中途放棄。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Node/Nodes?nodeId=48485
https://blog.104.com.tw/cultivate-interests-after-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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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能力下降、生活習慣固化 

    持續的疲憊和焦慮會讓專注力下降，在面對新知或技能時，理解吸收的能力

減弱，導致學習或體驗效果不佳。此外，興趣的培養需要付出時間金錢，會打破

過往固定的生活模式，這些都提高了上班族投入興趣的成本。 

    這些困難點不僅讓上班族無法挖掘興趣，甚至可能還會放棄原本喜愛的事

物，變成一個無情的工作機器。想突破這些關卡，除了管理時間（利用零碎或假

日時段）、調整心態（放下必須收穫滿滿的心理預期）、做好財務規劃（生活和

興趣兼顧）之外，還能怎麼做呢？ 

把舒適握圈擴大一點就好！從生活中找出興趣培養！ 

    跳脫舒適圈太辛苦？但如果只是把舒適圈慢慢往外推，是不是感受上好像就

沒這麼累了！但要怎麼找到「輕鬆、可持續」的方式打開自己的觸角，找到興趣

和動力開關呢？ 

利用你的「既定行為」挖掘興趣 

    別緊張，不用「專程抽出零碎時間做某件事」，而是只要每天在「既定行

為」上做一點改變，例如： 

 通勤時改聽 Podcast，以輕鬆的心情了解別人的生活或流行。 

 吃飯看 YouTube 時選擇探索新影片，到別人的舒適圈開眼界。 

 打遊戲時除了查攻略，也可以查查有無線下活動可參加。 

 滑社群時可以把想嘗試的內容傳給可能也有興趣的朋友，增加討論和動力。 

    透過這些簡單的行為，在接收新刺激和交流的過程中，或許能點燃內心動

力、釐清自己想做什麼。 

 

把偶像當學習對象建立興趣 

    「喜歡」是很高的能量，追星族各個多才多藝不是沒原因的，不妨好好利

用，把它變成探索的動力，例如： 

 看到推角去哪些地方、吃什麼料理好像很有趣，可以找機會也去踩點看看。 

 選擇一些生活熱血動漫，例如烹飪（中 X 一番）、體育（排 X 少年）激起鬥

志。 

 喜歡的明星、演員有什麼才藝？可以考慮往類似的方向發展。 

 心儀或交往的對象有什麼興趣？跟著一起學習、同時創造兩人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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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還是毫無頭緒，最簡單的方式是查看社區大學／救國團 DM，裡面有琳瑯

滿目的課程跟活動，可幫助快速辨別自己對何種才藝感興趣。另外，里民舉辦的

社區活動不僅便宜還離家近，通常會舉辦大眾喜歡的活動課程，既然受歡迎想必

有趣味之處，也可以納入體驗參考。當選定幾樣可能有興趣的活動或課程後，該

怎麼確認那是自己願意長期投入的項目呢？ 

培養興趣有技巧？5個無痛培養興趣的方法步驟 

    每個人的感知、喜好不同，所以培養新興趣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回頭檢視自

己的情緒和感受！以下幾個步驟提供大家參考： 

1. 給自己一段時間摸索與熟悉 

    興趣培養的初期一定會比較辛苦，因為不熟悉、沒概念，挫折感會比較大，

這時請給自己多一點耐心，至少多試個幾次，不要遇到困難就放棄。 

    如果是課程通常會有比較明確的時間範圍（如 5堂、3個月或 1 學期等），

而對於需要長時間養成習慣的興趣，比如每天繪畫、運動或閱讀，可以選擇分批

進行（例如每天 30 分鐘），無論進展如何，務必給自己一些鼓勵。 

2. 記錄心得與收穫 

    每次上完課或參加活動後，記錄你的感受和體驗，包括喜歡哪個環節、不喜

歡的部分、有什麼想調整，原因以及整體所學等，例如： 

 我喜歡上課的氣氛／老師的教法／今日學到的內容嗎？ 

 參與後我的情緒是否有波動？（好的或壞的、原因） 

 我會期待下次課程／活動嗎？為什麼？ 

    不必寫完整的文章，隨手筆記即可（避免變成另一種壓力），每次的記錄都

可以幫助你沉澱，並在回顧時發現自己的成長與變化。 

3. 定期回顧與評估 

可以每兩週或一個月進行一次回顧，總結這段時間的感受和收穫，例如： 

 是否有比前兩週感到更開心？ 

 有哪個環節想更深入了解？ 

 不愉快的情緒來自他人還是這項興趣？ 

 是否從中得到成就感或收穫？感覺是否得心應手？ 

 對於收到讚美或其他回饋，當下是開心還是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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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初期是什麼想法，除非對身心造成嚴重影響，否則不必急於下結論，正

如前面所提：「你需要花時間去慢慢適應和享受這項新活動」，保持開放的心態

持續探索和體驗、允許自己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同學之間的熟悉，以及克服

初期的不安，或許會驚喜地發現自己其實對此有熱情。 

4. 尋求前輩或老師建議與回饋 

    無論是線上、實體活動，個人或團體，和有同樣興趣的人聊聊，聆聽他們的

感受和經歷，這有助於判斷自己當下的狀態，從別人錯誤的經驗中學習也能消弭

挫折感，以及避免走冤枉路。開啟談話不僅能自我對照，也是對外拓展人脈的起

點。 

5. 決定是否持續、允許自己失敗 

    當結束設定的時間段（例如 3個月後），已經有足夠的歷程可以總結自己的

喜好，就可以評估是否繼續，此時不必刻意顧慮該興趣對職涯或成長的幫助，只

要能帶給你平靜愉悅就是一項好興趣（例如冥想、禪繞畫等）。 

    如果評估後真的不適合，比如身體緣故無法長期激烈運動，不用氣餒，探索

本就有各種可能性（因懶惰而放棄的不在此限）。 

    雖然要找到自己真正熱愛的事情可能會需要一些耐心、時間和金錢，但請確

保自己用輕鬆的心態享受過程，至少嘗試過的經歷都將成為你的養分，也沒準哪

一天能意外派上用場。 

 

 

     

對抗壓力有管道 

衛福部安心專線 1925 

生命線專線 1995 

張老師專線 1980 

本校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 05-2732439 

嘉義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05-2255155#46 

嘉義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05-2267588(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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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異動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人事室 組長 林○慈 調任他機關 1140602 

教務處招生與出版組 專案辦事員 袁○華 新進 1140602 

教務處招生與出版組 專案辦事員 蔡○茹 離職 1140602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工友 陳○芳 退休 1140616 

電子計算機中心 計算機操作員 朱○玲 退休 1140610 

土木系 副教授 陳○田 退休 1140625 

動物科學系動物試驗場 工友 凃○湶 退休 1140630 

秘書室 組員 蔡○申 內陞 1140630 

 

 

 

 

7月份壽星 

周○嗣 陳○慧 楊○道 葉○峰 

楊○文 許○文 吳○香 蔡○貴 

鄧○云 吳○蓁 黃○翔 洪○昌 

吳○敬 吳○萍 陳○聰 陳○華 

温○如 吳○天 李○茹 歐○惠 

陳○宜 莊○惇 陳○貞 連○昌 

陳○宇 周○彥均 鄧○彤 李○珍 

林○娟 楊○瑜 翁○孫 鄭○國 

李○薇 鄭○青 蔣○逢 陳○元 

莊○蘭 廖○章 陳○雯 李○貞 

黃○文 王○妤 林○淵 鄭○乙 

施○嵐 彭○昌 黃○平 趙○賢 

高○青 鄭○文 王○巍 謝○雯 

陳○翔 許○仁 陳○忠 蘇○華 

翁○銘 施○羲 施○澤 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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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穎 謝○昌 吳○蓁 蘇○德 

郭○源 謝○憲 陳○任 謝○慧 

蘇○賦 黃○理   

附註：表列壽星名單，請各單位務必配合於7月10日起一週內，派員向各校區負責發放業務

之同仁，領取所屬人員之生日禮券並轉致當月份壽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