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政風法令宣導短語：  

(一)不送禮、不受賄，則政風清廉；不貪財、不瀆職，則公權伸張。 

(二)效率便民拼經濟，廉潔政風創奇蹟。 

二、機密維護宣導短語： 

(一)保密防諜責無旁貸，一人疏忽全民受害。 

(二)洩漏機密生危險，國家安全非等閒。 

三、安全維護宣導短語：  

(一)安全來自謹慎，安定來自守法。 

(二)安全防護固若磐石，滲透破壞無計可施。 

(三)多一分謹慎小心，多一分安全保障。 

(四)掌握可疑，必能發掘不法，暸解疏漏，便能確保安全。 

(五)做好設施維護檢查，防止災害事故發生。 

(六)一分準備，三分小心，十分安全。 

(七)危機不會預警，安全沒有假期。 

(八)多一分警覺，少一分風險。 

(九)同舟共渡一條船，齊心協力創家園。 

(十)敵諜藏於無形，機警始能現形。 

(十一)保衛國家安全，發掘不法滲透。 

(十二)以訛傳訛，會破壞社會和諧；散播謠言，會危害國家安全。 

(十三)留意周遭可疑事物，發掘身邊潛伏敵人。 

(十四)發掘潛在危險因素；改進安全防護缺失。  

(十五)你關心、我留意，社會安定，永太平。 

(十六)充實安全知識，防範危害破壞。 

(十七)恐怖活動莫輕忽，安全問題要重視。 

(十七)一點疏失、萬分不幸，一分準備、十分安全。 

(十七)門禁管制莫鬆弛，警覺意識要保持。 

四、反毒宣導標語：  

煙毒是毒化世界的利刀 7販賣煙毒不啻為虎作倀。 

法務部「反詐騙宣導資料」 

一、假冒法院名義通知領取文件 

因應之道： 

法院不會以語音留言方式與民眾聯繫，有疑問可向所在地之法院訴訟輔導科查

證。 

二、假藉申報或繳納所得稅詐騙 

因應之道： 
政府並未開放郵政劃撥繳稅，另撥打各地國稅局電話可詢問報稅程序是否須在電

話中確認身分資料。 
三、用手機轉接恐嚇詐騙 

因應之道： 

若接到擄人勒贖詐騙電話時，務必掌握三大原則：「冷靜」、「查證」、「報警」 
，由警方協助查證與追蹤，以免受騙上當。遇有疑似詐騙電話或簡訊可透過刑事

警察局「165 詐騙專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