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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因為要介紹至善在越南偏鄉及少數民族幼

兒的營養午餐計畫，邀請了「瘋台灣」電視節目

主持人 Janet 和至善團隊一起走訪中越，當 Janet

表示她是第一次來到越南，我一方面覺得意外一

方面又感到慶幸，意外的是跑遍大江南北的 Janet

竟然沒來過越南，而慶幸的是也許這份新鮮感就

是她願意排開忙碌的工作，擔任這次愛心大使的

原因之一吧！

　此行頗特別的是，Janet 約了她多年不見的老同

學 Shalini 同行，隨著參訪行程推進，看見條件各

異的幼兒園和家庭，心情也跟著上下起伏，車程

中搭配各色點心和美食，味覺體驗也相當多元而

豐富，幾天相處下來大家也越發熟悉與信任。眾

人從少數民族的樂天知命、國際援助的方法與原

則、瘋台灣的創意點子、新奇美食、Shalini 研發

的創新專案，一路上話題總是源源不斷。

　臨上飛機返台之前，工作站安排大家去品嘗當

地特色的河粉，讚美河粉好吃的同時 Janet 突然

問我：「執行長，你在至善工作十六年，孩子困

難的處境看了這麼多，會不會因為失去新鮮感而

變得麻木？」

　我看著認真提問的 Janet，意識到這個問題對

經常需要開發節目題材的 Janet 似乎更為切身，

Shalini 感到興趣也把耳朵湊了過來，我心想這題

可不能胡亂回答呢，於是整理一下思緒：「這個

問題很好，我願意分享一下這幾年在工作上的體

會。有時候我們會因為累積很多經驗，覺得太陽

底下沒有新鮮事，導致工作中的熱情消退，其實

刺激與新鮮感各種感受總是來來去去不易持久，

我更看重的是隱藏在情緒後面的需要和價值，那

是對生命有益的需要和意義深長的普世價值，像

是友誼、快樂、互助、尊重、愛心、分享這些高

尚的價值才是支撐我們持續努力的動力來源。」

聰慧如 Janet 和 Shalini 眼神明亮點了點頭，一席

人似乎心情都放鬆了些。

　眼前的越南河粉好像也更鮮美好吃了。

執行長 洪智杰

太陽底下的新鮮事─與Janet的越南河粉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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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緬甸因國家財政困難，資源不足，社會發展較

為落後，疾病、貧窮、環境衛生條件不佳、欠缺

乾淨的水資源等種種因素，導致緬甸 0至 5歲孩

童死亡率居東南亞國協國家之冠。

　有鑑於此，至善基金會與 Plan	International 攜

手合作，共同推動緬甸幼兒照顧計畫，預計陪伴

照顧緬甸曼德勒省良烏鎮 600 名 0-8 歲孩童，並

對 300 位家長進行親職教育，以支持孩童包括健

康、營養、社會與情緒發展、安全以及保護等各

方面獲得改善。

　至善在 9 月 10 日特別邀請 Plan	International、

台灣外交部、亞東關係協會、日本交流協會，以

及台灣企業代表包括三陽金屬工業、寶成工業、

聯安醫療集團等，共同參與點燈祈福活動，期望

能透過台灣官方、企業、非營利組織，三方的力

量一起合作支持緬甸幼童發展，讓緬甸的孩子們

能不受限於資源匱乏，都能平安健康長大。

　緬甸目前約有 26% 的人口處於貧窮狀態，農村

的比例更是這個數字的兩倍，而全國有 70% 的人

居住在農村；另外，緬甸境內少數民族與政府間

為緬甸的孩子 點亮一盞燈
▍台灣政府 企業 非營利組織攜手通力合作

企宣部 郭宜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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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的武裝衝突，更導致超過 60 萬人流離失所，

而孩童則是最容易受到衝突影響的脆弱族群。為

此，Plan	International	Myanmar 與緬甸的社會福

利部簽訂合作協議，在緬甸開展多項服務計劃，

像是改善母體、新生兒及孩童健康與營養，學前

教育及發展，水資源、環境衛生及個人衛生，兒

童保護，災害風險管理，這些服務計劃成效良好，

獲得緬甸政府肯定。

　而 Plan	Japan	執行董事鶴見和雄則特別受邀分

析了企業社會責任（CSR）的國際趨勢，也藉此

鼓勵在場企業，在思考如何將利益極大化的同時，

也要融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列為企業發展目標

之一，思考企業如何貢獻社會底層，跨大企業社

會價值，創造企業品牌。

企宣部 郭宜婷

邀您一起來支持緬甸幼兒照顧計畫

愛心專線：02-23889118

捐款專戶：華南銀行新生分行

帳號：113-200-684-583

戶名：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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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部落幼兒 都能得到適當照顧
▍Leave no one behind

　「不遺漏任何人」（Leave	no	one	behind），

是世界 193 個國家領導人在 2015 年推動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時所作出的共同承諾。而在台灣，原住民

族教育法第十條也於 1998 年通過，內文即載明

「原住民族地區應普設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

園、社區或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提供原住民

幼兒教保服務之機會。」

　然而，這些年來，歷經法令的更迭，民間的實

踐與開展，在地組織的積極奔走推動，部落托育

班、國幼班、幼兒照顧中心、教保中心、民間幼

兒園，都在持續實踐並找出如何讓在地族人與幼

兒照顧能重新連結、如何讓在地既有文化能逐步

開展出屬於自己的課程、如何讓在地組織更容易

提供當地的幼兒照顧服務…這些過程中也看見在

地更多真切的需求與難處。

　為了讓所有的部落幼兒都能得到適當的照顧，

同時讓中央與地方政府看見並理解原住民族幼兒

照顧的多元模式，以及對穩定支持資源的需求，

因此，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部落互助

托育行動聯盟以及台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系，11

月 5 日在台大霖澤館共同舉辦「部落共同照顧一

起走」－ 2016 原住民族幼兒照顧論壇。

　論壇中邀請到台灣在地原住民族幼兒照顧中

心、教保中心或共學園的創辦者與老師，分享他

們從草創時期的艱辛、到如何爭取合法立案及如

何與部落互助等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同時也有

中央與地方學前教育及原住民族相關事務的政府

官員及民意代表、專家學者等共聚一堂，從部落

幼兒照顧的現場、政策、教材、師資培育等角度，

共同分享、討論、激盪，期待未來能在部落持續

開展出多元且貼近在地生活的幼兒照顧模式，更

期待政府能依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承諾，不

拋下任何人，給予應有的經費及行政支持，讓所

有部落幼兒都能得到適當照顧，一個也不能少。

企宣部 郭宜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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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至善新竹助學認養人多年，此次是首次參

與活動，在同是認養人朋友的力邀下，百忙中抽

空並邀將要前往國外求學的女兒一同參與。原以

為只是到新竹尖石鄉部落頒發助學金及陪孩子們

用餐，參與了活動後反倒給了我和女兒很多的體

悟，也解開了自己對部落的迷思…

　前往新竹當天天氣陰晴不定，隨著至善工作人

員往森呼吸餐廳，開始了和部落高中大學的受助

孩子們互動。他們臉上有美麗深邃的輪廓，他們

純真害羞，在彼此遊戲互動後，受助的大學生上

台說出了心得，讓我深深的感動，沒想到我們只

不過是小小的善舉，竟對他們在求學的路上幫助

之大實難形容。

　原來孩子們到平地求學實屬不易，翻山越嶺到

平地租屋，在心靈上需克服陌生以及擔心受歧視

的恐懼，畢竟在部落裡的環境、人、事、物都是

他們所熟悉的，到陌生的平地念高中或大學僅能

依靠自己的信仰來減緩心中的忐忑；所幸孩子們

有至善社工的陪伴，讓他們能渡過不安期；同時

也在學成後可以回歸部落加入至善行列來幫助和

他們當年有相同心情的孩子，實在難能可貴。

　活動中安排孩子們吉他、電子琴的彈奏，孩子

們自己譜曲，填詞，清亮優美的歌聲至今仍繚繞

耳際。孩子們知足常樂，不求成名，只把它當成

興趣及心情的抒發。隨後到煤源部落探索，回鄉

加入社工行列的孩子們帶領我們了解部落，馬賴

夫婦熱情的款待，農青分享了有機自然農法，很

榮幸能認識這群原住民的朋友也感佩他們對於自

然的尊崇。

　很榮幸參加此次活動，尤其我女兒收獲最多！她

在聽了部落孩子們的分享後，原本因為即將前往國

外求學而忐忑不安的心，得到了化解和慰藉。感恩

至善工作人員精心安排，感恩部落的孩子，美好的

愛心循環以鼓勵伴努力，攜手邁步走互勉之。

以鼓勵伴努力 攜手邁步走
▍記新竹助學認養人行

認養人 王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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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貧戶擠破屋遇雨愁 熱血台灣人跨海援
▍愛心重建越南破屋
　中越達克隆縣山區貧童胡文梅一家 13 口擠在

小小破屋，一下雨就漏水，只能窩在角落等雨停，

他們微薄心願是有個不漏雨的家。靠台灣人愛心

幫忙，火速募到經費，終於能住的安心。

　越南大部分地區 5 到 10 月是雨季，雨量時大時

小，且常是短暫陣雨。但若遇大雨，因基礎排水

設施不良，相當容易淹水。

　至善基金會和認養人9月中旬到中越順化省、廣

治省等地訪查幼兒照顧計畫，媒體團前腳才剛離開

順化省，當地就下起傾盆大雨。順化是中越的大城，

一下雨就水淹成河，至善越南工作站則心繫住在廣

治省達克隆縣山區的胡文梅一家。

　達克隆縣是越南最困難的縣之一，也是廣治省最

貧窮的區域，地形以山丘為主，居民是原住民云僑

（Van	Kieu）族。他們交通往來得渡河，當汛期來臨，

山丘上常形成多條水路，大人小孩都要冒險涉水。

　4歲的胡文梅，身高不到100公分，體重僅約10

公斤，身型和台灣同齡孩子比，明顯差一大截。她

所在的達克隆縣真諾村，有7成都是貧戶，居民收

入每個月僅約新台幣5百元。胡文梅一家4口，和

爺爺、奶奶等共13口，住在破爛不堪的小屋。

　中越常有颱風，至善越南工作站擔心胡文梅一

家會不敵風雨侵襲，想募款幫他們整建房屋，需要

1400美元，但募了好久只募集到450美元，很擔心

胡文梅家會不敵雨季的狂雨。

　至善認養人郭元蕙看到胡文梅一家的狀況，立即

和台灣友人聯絡，火速募到經費，補足越南工作站

的募款，且在短短2天內、趕在大雨來臨前，幫胡

文梅家重建完成，讓他們免在風雨中擔心受怕。

　郭元蕙受訪時說，胡文梅一家需要立即的幫忙，

否則難以躲過豪雨的襲擊。以前她只知道非洲地

區很落後，很多貧童需要幫忙，但沒想到離台灣

這麼近的地方，也有這麼多人等待援助。

中央社記者 陳偉婷

( 本文轉載自中央通訊社，感謝中央社無償供本刊刊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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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心向下 珍惜擁有
▍記難忘越南行

方濟中學高二信班 林立婷

　越南，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個很貧窮，缺乏資

源的落後東南亞國家，但是我想像中的落後，真

的跟當地的樣子符合嗎？感謝這趟旅程給了我如

此難得的機會去了解當地落後地區居民的生活，

開闊了我的視野，如果沒有這次的親身體驗，那

裡的落後真的是過去的我難以想像的…

　生活中，我們總是抱怨著許許多多的事，像是

食物不好吃，不想要上學 ...... 等，但是當我們在

抱怨時，我們有沒有想過其實世界上有許多人羨

慕著我們的生活，羨慕著我們所擁有的。

　在越南中部山區，當地居民的住所大多用木頭

搭建而成，不只空間很小，而且容易腐爛、斷裂，

隨時都有可能因木頭損壞而垮掉，屋頂也很容易

因下雨而壞掉，雨天時根本沒辦法遮風避雨；他

們一整天只能夠吃兩餐，而且食物大多是樹薯、

竹筍和辣椒鹽，所以那裡的孩子一個比一個瘦，

一個比一個矮小；當地的小孩都很喜歡上學，就

算每天上學需要赤腳走在那黃土混合著碎石的

路，需要經過幾條小河，需要走很遠的路，但是

只要能在學校吃營養午餐，即使是一天中唯一的

一頓飽餐，就是他們最開心的事了。

　這趟旅程中，有許許多多的事令我感到很震撼，

我從來不知道世界上真的有如此需要幫助的人－他們

的衣服是從世界各地捐來的，所以永遠不可能合身；

不論大人小孩一整天只能吃兩餐，不管你飽了沒有…

　因為這趟旅程，我才有機會瞭解到世界上其實

還有很多需要幫助的人們，不論是哪些方面的幫

助，我們都應該盡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做。同時我

們也應該珍惜我們所擁有的，因為世界上有更多

的人比我們過得更糟，也許是因為戰亂，也許是

因為資源不足，也許有其他的原因。

　希望世界上有能力的人都能幫助那些需要的

人，也都能珍惜自己所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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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濟中學高二信班 陳詠君

滿滿的愛就能看見滿滿的笑容
▍記至善越南行

　越南，這個國家出現在課本上往往都是描寫越

戰的過程或者是經濟不發達的現象，這讓住在臺

灣的我很難想像他們的日常生活，直到這次參加

至善基金會辦的活動才讓我真正瞭解越南偏鄉孩

童的實際需求，也更珍惜現在的生活。

　參訪幼兒園及家訪讓我感觸很深，住在不堅固的

高腳屋裡，連房門屋頂都破破爛爛的，下雨時一家

大小只能躲在角落無助地看著雨水滴落在家中，衣

服也只有一兩件，儘管不合身也要照穿：陪著小小

孩踏在黃土混著小石子的道路上走路上學，赫然發

現他們都沒穿鞋子，但依然健步如飛！突然前方慢

了下來，往前一看居然要涉水越過一條小溪，天啊！

這上學路程未免也太消耗體力了！難怪他們都那麼

瘦小，還好有至善基金會的幫助小小孩們才有營養

午餐能補足一頓。

　孩童的教室比家中好，雖然沒有很先進的電子設

備但還是有一些字母拼音字卡來教導孩童學習越南

語。遊樂設施很像臺灣舊式民間開的遊樂場會出現

的東西，但看見孩童臉上掛著滿滿笑容，我突然相

信只要有滿滿的愛，他們一定就會有滿滿的笑容。

　這次體驗有歡笑有淚水有驚喜也有驚嚇，原本以

為不會見面的筆友在因緣巧妙的安排下竟在最後一

天相約一起吃早餐！這種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覺很奇

妙，住在不同的時區，卻有人認識你、知道你、想

要瞭解你、當你的朋友，真的覺得很特別也很開心！

得知我的筆友是孤兒，一出生就被丟在德山兒家的

門口，很替他難過，雖然他在德山兒家裡有很多朋

友已經形同家人，但多多少少還是會少一點那真正

家人的溫暖吧！

　謝謝至善讓我認識越南當地真正的生活，真心期

盼越南偏鄉孩童經過他們自己的努力和我們的幫助

能成長得更好！如果有機會我也會把他們真實的情

況轉述給更多人知道，希望有更多人能貢獻一己之

力照顧那裏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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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飽，才能好好上學！ 
▍讓孩子平安長大

　走進越南中部廣治省達克隆縣鄉真諾村和向協

村，錯落在黃土地上的高腳屋是當地少數民族傳

統的家屋，主要是為了防範雨季來臨時恐怖洪水

的侵襲。

　然而，人始終無法勝天，當地每逢雨季就必須

經歷的洪水氾濫，長年累月下來，豈是木造的高

腳屋所能承受的？於是，在村子裡，家徒四壁算

是富裕的，少了屋頂、破了牆面、甚至是家中的

地板已殘破到只要稍微用力踩踏一下人就會墜落

到地面，而一家人在雨季時只能窩在屋子裡的一

角勉強擋風遮雨的，才是這個村落真實的生活。

　在這裡，大人的工作只能種種地瓜、樹薯和一

點點稻子，月收入甚至不到 500 元台幣，於是，

一家人的主食，一天只能有兩頓，不論老少，就

是地瓜或白飯灑上辣椒鹽，好一點的話也許能撿

到兩顆蛋讓一家十三口共享。看著瘦弱的母親親

自哺乳想餵飽襁褓中的孩子，看著已經四歲的孩

子卻只有兩歲不到的身材，才驚覺，原來這裡的

孩子要長大，好難！

　這裡的小小孩當然也要上學，小小的身材每天

和村裡其他的同伴打著赤腳走一公里有點崎嶇蜿

蜒的山路，好不容易到了比家裡好不到那兒去破

舊校舍上了 2-3 小時的課，卻又得在中午時再走

著相同的路趕回家吃飯。只是，沒吃飽的小小孩

哪受得了這樣奔波周折，於是，下午以後的幼兒

園經常只有小貓兩三隻。

　「我們一開始考察，發現孩子怎麼都沒上學，

逐一家訪後，才發現校舍破舊、偏遠、學校沒東

西吃，且孩子們營養不良。」至善越南幼兒照顧

計畫專員黎氏若端回憶起六年前第一次走進達克

隆山區時看到的景象，仍難掩當時的驚訝。

　針對不同幼兒園所面臨的困境，和當地社區一

起工作找到共同照顧小小孩的方法，讓孩子即便

在艱困的環境下也能平安長大，是至善推展越南

幼兒照顧計畫最重要的精神與目標。

　這計畫推動六年來，看著達克隆一千多名孩子

營養不良的比例從 85% 降低到 50%，就學率幾乎

達到 100%，孩子因為在學校得以飽餐一頓所綻

放的笑容，我們明白，吃飽，才能好好上學！

　至善邀請更多的愛心一起來滿足更多孩子吃

飽的心願！我們希望募集 350 位認養人，每天

20 元，每月 600 元，支持越南幼兒照顧計畫，

讓現存當地 50% 營養不良的比例能繼續下降。

愛心捐款專線：02-23889118，也歡迎臉書搜

尋至善基金會。

企宣部 王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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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宣部 王顥學

　越南廣治省達克隆縣，整個越南最窮困的地區

之一，這個當年越戰的主戰場，戰後，仍籠罩在

地雷、詭雷和橙劑遺毒的陰影下超過 40 年，時

至今日仍然發展遲緩，資源匱乏，基礎建設落後，

使得居民貧、困、病，山區少數民族的家庭月收

入平均甚至不到 500 元台幣。

　這裡的基礎建設之落後，甚至連一條稍微平坦

一點的道路都是奢求，大雨過後更是滿地泥濘、

人車都動彈不得。幼兒園的老師從外地來到這裡

教書，得有騎越野摩托車的本領，閃過大坑小洞，

才能平安抵達學校。

　孩子上學就更是辛苦了！三四歲的娃兒，穿著

不合身的衣褲，打著赤腳，和同村的其他小娃兒

要走上一公里崎嶇難行的黃土路，在汛期來臨時，

甚至要冒險涉水才能到校。

　對每餐只靠樹薯或地瓜配辣椒鹽裹腹的小小孩

來說，上學的路，實在太難！

吃飽，才能好好學習

　這裡三、四歲的小娃，身材大概只有台灣孩子

一歲半的大小。因為貧困所造成的長期營養不良，

至善在六年前進入當地服務前竟高達 85%，到現

在也還有 50%。

　要對抗這 50%，也要讓小小孩走一公里的上學

路不再艱難，還要讓原本就窮困的父母能安心工

作，至善仍不間斷地在當地幼兒園提供營養午餐。　

　一頓台幣 8 元，一飯一菜一湯兼具澱粉、蛋白

質及纖維多重營養的營養午餐，看似簡單，但對

比起家裡怎麼也吃不飽的樹薯配辣椒鹽，卻強上

一頓飯、一間新教室和一杯豆漿
▍從幼兒最基本的需要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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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宣部 王顥學

千百倍，也讓上學成了孩子們每天最期待的事情，

更讓家長肩頭上原本沉重的擔子，輕了許多。

　因為吃飽，孩子們在學校開心的學習、玩耍，

每一個笑容都是燦爛而滿足的！

新教室不用再擔心淹水

　除了吃飽，讓孩子們能安心上學的要件之一，

還得要有一間安全的教室。

　越南中部因為先天不足，後天又失調，使得每

逢雨季許多地處低窪地區的校舍就能淹上一個人

高的新聞，時有所聞。幼兒園教室裡必備的，不

是玩具、溜滑梯，而是救生圈。

　走進幼兒園的舊教室一看，和屋頂連接的牆面

有著明顯的水痕，而和地面連接的部分，水痕也

明顯深及一個大人的腰部，顯見這間教室終飽水

患之苦，孩子們經常得被迫停課；除了水患，一

間約十五坪大小的教室，只有兩盞日光燈的照明，

想上廁所的孩子，得跑到教室外的荒地解決…在

考量安全、衛生等諸多因素後，至善和社區攜手

合作，為孩子們打造了嶄新的教室。

　和有迫切照顧需求的社區共同合作，「一起」

想辦法來照顧孩子，一直是至善很堅持的工作方

法。於是至善出七成費用，社區想辦法貸款籌措

剩下的三成，一排嶄新而明亮的教室（教室內有

廁所）、廚房甚至是會議空間的新建築，也是至

善在越南中部所蓋的第 18 間幼兒照顧中心－海春

幼兒照顧中心，終於趕在開學前、雨季前完工了。

多一杯豆漿 營養再加分

　每天一杯香濃的豆漿，補充植物性的蛋白質，

能為成長中的孩子帶來甚麼樣的改變？

　為改善越南中部地區幼兒營養不良的狀況，至

善除了補助山區幼兒園營養午餐之外，也從	2012	

年起，在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協助下，開始了以豆

漿為主的營養改善計畫。

　這項計畫由至善提供磨豆機、原料、廚工和廚

工的指導及車馬費，讓超過	4500	個孩子每天一

杯，再加上每週	2-3	次的豆渣餅，透過每學期初

和學期末的身高體重量測及全國平均值比較，顯

見已將營養不良率人數占比每年降低	5%。

　一杯甜甜的豆漿，換來孩子甜甜的笑，這杯豆

漿的營養與愛，無價！

　一頓飯、一間教室、一杯豆漿，至善越南幼兒

照顧計畫和當地社區一起工作，從幼兒最基本的

需要著手，期待他們能吃飽飽長高高，開心學習，

平安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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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九月有機會跟至善基金會一起去越南的偏

鄉訪視幼兒，我們都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窮苦的人，

我們都從圖片上看過窮苦的人家怎麼過生活，但

是親自走訪還是帶給我無限的衝擊…

　第一天光是從台灣到越南順化就花了近 12 小時

的時間，除了等待還是等待的行程，到飯店已經

是將近 12 點了。

　第二天一早 7 點就出發前往廣治省達克隆縣，

路途崎嶇，除了上山還需要渡河，在我坐船的同

時還看到旁邊的孩子頭上頂著書包，趕著牛游泳

過河；一路開上山都是大坑及碎石，好幾次我們

都得下車，把車推離大坑！

用愛連結世界
▍越南行有感

認養人 郭元蕙

　好不容易終於到了訪視的對象胡文梅的家，村

子裡盡是破舊的高腳屋，但是胡文梅的家是破舊

之最，半邊屋頂，半邊腐木牆，不到 10 坪的大小

竟住了 13 個人！訪視當天雖然艷陽高照，但我不

禁擔心起下大雨的時候他們該怎麼辦？

　村子裡的孩子大多穿著不適合的衣著，大熱天

穿著夾克，一歲的小女童只穿著上衣光著屁股，

兩歲的孩子穿著 5 歲的衣服，種種景象都讓我的

心糾結起來，胡文梅的父母也不過才 20 歲，推算

起來大約 16 歲就當媽媽了，這樣的年紀應該是在

求學的，荳蔻年華就必須要承擔許多責任，吃住

都成了問題了，何況是教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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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陪同文梅走了 1 公里的山路到學校上學，

這段路上好幾次我都停下來喘息著，心想：「4

歲的孩子要怎麼走這麼崎嶇的山路呢？」學校裡

的孩子有著大大的眼睛，用開心的笑容歡迎我們，

我原是計劃去看他們需要什麼樣的教學，但是看

了這樣的情形，我想，先吃飽再談教育吧！	

　第二個訪視的對象胡文學，屋況只比文梅好一

點點，媽媽及姑姑精神不正常，一家 10 口住在簡

陋的高腳屋，家計只靠爸爸打零工賺取微薄的五

塊錢美金，孩子喜歡上學的原因也是因為能吃飯，

聽到這裡，心又糾結了起來…

　晚上回到飯店，心中盡是文梅的家，沒有穿褲

子的女童………，特別感謝臺灣的朋友們，當我

們把文梅的家照片分享給朋友時，不過一晚的時

間就募到了修膳屋頂的經費。感謝愛連結著世界，

充滿在各處。

認養人 郭元蕙

　我們的一餐飯，可能是他們一個月的伙食費，

也許我們的力量都很小，但是只要積少就能成多，

如果您也想盡點心力，可以與至善基金會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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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對的事
▍至善越南採訪團紀實
　「我住的地方抬起頭來就可以看到天上的星

星。」乍聽之下您一定會覺得很浪漫，但這絕對不

是什麼令人嚮往的自然旅遊勝地，而是一家13口

的窩…

　9 月中旬，應至善之邀，第二度來到中越探訪

貧童。第一站是達克隆縣山區貧童胡文梅（Hố 
Văn Mái）的家。看著一家 13 口擠在簡陋的高腳

屋，一陣心酸湧上心頭。抬頭可以看到天空的這

個地方是他們的家嗎？下雨天怎麼辦？胡文梅的

爺爺說：「我們就躲在那個小小的角落避雨」。

　住在城市的你絕對無法想像這裡的生活環境，

也無法想像為了去上學，一個 4 歲的小朋友每天

都要走一公里的山路。達克隆山區的居民大部份

是以種田種地瓜為生，生活刻苦，一天只能吃二

餐，主食大多為地瓜和白米，小朋友個個都營養

不良。為了提高上學的比率、改善營養，自 2010

年 10 月起，至善基金會開始推動營養午餐計畫。

我們一群人跟著 4 歲的胡文梅來到他的學校，看

到 30 多個小朋友開開心心的正在吃至善所提供的

營養午餐，心裡有股莫名的感動，原來對這裡的

孩子來說，幸福就是這麼簡單！

一位幼年遭逢越戰、離鄉背井逃難至德國的佛門弟子—善山師父，因為

看到越南孩子的苦難，在1995年創辦「中華至善社會服務協會」，在越南開

始推動醫療矯治及兒童照顧教育等工作，這也就是「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

基金會」的前身。

而後，至善有感於台灣原住民族因地處偏遠社會資源匱乏，造成原住民

兒童求學時的種種限制與瓶頸，於是進入新竹尖石鄉開展貧童助學服務；並

在台灣發生重大天災後陸續深入原鄉部落從事原住民孩童照顧、教育及部落

人才培力等服務工作。

2006年開始進入雲南麗江山區開展貧童助學計畫，提供少數民族女童就

學機會，並陸續展開大學生傳愛及幼兒照顧學前教育等服務項目。

至善將持續在弱勢地區從事以兒童為核心的跨文化社區發展工作，以達

到世界大同之至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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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Tâm）吃下最後一口，很興奮的跟我說：「營

養午餐好好吃哦，我吃兩碗。」站在旁邊的蘆老

師（Lò Thị Hinh）說：「真的很感謝至善，這裡

每個小朋友的家境都不好，能在學校吃營養午餐

他們的父母很開心，小朋友胃口也很好，有的小

孩還吃三碗呢！」

　來參訪海春幼稚園，感覺這裡的小朋友和山區

的小朋友截然不同。這裡的小朋友個個都很開心，

我猜想，可能是因為他們可以在這麼好的環境讀

書所以心情就顯得開朗許多。海春幼稚園的校長

黎氏心（Lê Thị Tâm）心懷感謝的說：「除了協

助學校興建經費，至善還補助 1000 美元給學校採

購學生午休的相關設備以及營養午餐，協助改善

營養，還有協助全體老師參加在職訓練課程，提

升教學品質。」這一趟的越南之行，看到至善對

越南貧童的幫助，真的好感動！謝謝至善讓小孩

可以吃飽，謝謝至善帶給小朋友歡樂的笑容。

　回台灣到現在，腦海裡一直揮不去山區小朋友

的憂愁眼神，由衷希望大家可以像認養人吳石峯一

樣「我在做對的事」，一起同行，加入至善越南

幼兒照顧計畫的認養行列，讓更多越南中部小朋

友都能吃飽飽長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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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定期捐款授權書 (可自行列印、複印使用)        NO：________ 
 

※此單僅供「信用卡定期捐款」專用，若已劃撥捐款勿再填寫，避免重覆捐款。 

捐款人基本資料：     捐款人編號：__________(首次捐款免填) 填表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姓名：                          男       女    生日：民國    年    月    日 

電話(公)：____________ (宅)：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歷：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   大學   碩士    博士 
職業：軍警公教 服務業 製造業 金融業 醫療業 資訊/科技業 傳播業 

學生     家管   退休   其他_____________ 

收據寄發：免寄 月寄(當月) 年寄(隔年 2月) □另指定地址：                          

收據抬頭：同捐款人姓名 另指定姓名                   

收據報稅：是否同意至善將捐款資料上傳稅務單位做年度報稅之用，並免寄紙本收據證明，響應 

          環保。是，請填身份證字號                    。否 

得知捐款訊息：親友介紹網路廣播會訊電視報紙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訊寄發：需要寄 不用寄〈歡迎上至善官網閱讀 http://www.zhi-shan.org/〉 

捐款用途： 

定期捐款：□月繳/每月 □季繳/3個月 □半年繳/6個月 □年繳/12個月 

1.我願意成為認養人：$600元 X______單位(人) X______月，合計__________元 

  資助□越南   - □貧童助學     □醫療矯治計畫      □幼兒照顧計畫 

  □原住民 - □貧童助學     □原鄉活泉(培我原夢)計畫 

                 □陪你長大計畫 □都原照顧計畫 

  □雲南   - □貧童助學     □大學生傳愛計畫    □幼兒照顧計畫 

2.不指定用途，每月捐款 _________元 

單筆捐款：□越南服務_________元 □原住民服務_________元  □雲南服務________元 

       □不指定用途捐款__________元 

其他：□本人同意補捐前期未捐足金額之認養費計______元(____年____月至____年____月) 

授權期限：□是(捐款至西元       年      月)  □否(欲停止捐款會自行來電通知) 
 

捐款方式：(每月 15日請款，若遇例假日，則順延至次工作日辦理轉帳作業)  

發卡機構：________________銀行     信用卡別：□VISA  □MASTER  □JCB  □NCCC  

卡號： 

有效期限：西元_________年_______月止 

持卡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與信用卡簽名相符) (與捐款人關係：□本人□親屬□其他____________) 

◎信用卡換卡，而卡號不變，只更新有效年月，懇請您來電或來函通知至善做變更，方能持續捐款。 

  信用卡掛失、停用，請收到新卡時重填授權書，寫妥後傳真、郵寄或 mail掃描檔給至善。 

◎請您撥冗來電確認信用卡定期捐款授權書是否已收訖。 

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地址：10845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 126號 5樓 財管部收 

電話：（02）2388-9118   傳真：（02）2388-9119   信箱：zhishan@zhi-shan.org。 

以上資料僅供至善基金會捐款使用，本會絕對不會將您的個人資料揭露予第三方以外之其他用途之使

用。(您若欲終止捐款，請以書面或來電通知，感謝您的愛心與支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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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就讀美國大學的日本博士生杉本智紀先

生，對台灣原住民文化很感興趣，透過網路找到

了「財團法人社會福利至善基金會」，經由至善

基金會林主任的介紹，因此認識了花東新村這個

都市部落，因而開啟了他在台灣原住民文化田野

調查的情緣。

　初次到花東新村的部落，杉本智紀見識到了原

住民天生爽朗之情，言談之中也看見族人流露出

對原住民文化振奮的熱情，於是決定留下來成為

至善基金會在花東新村圖書館長者聚會的志工，

在每週的星期四下午開啟了日文與原住民語歌唱

教學的課程。

　來上課的族人多半都是部落裡的阿公、阿嬤們，

有的是單身而有的是孩子因外出工作而沒時間照

顧的老人們，有了這堂課程之後，部落老人不再

是孤單的。

一位很重要的日本朋友
▍文化交流的長青課程為部落老人的生活增色

汐止花東新村社工助理 林芳羽

　杉本老師帶來日文的歌曲，老人家們唱傳統歌

謠混音，從音樂裡他們找到不同文化的熱情與情

誼；課堂之外，關於阿美族部落傳統文化的祭典

活動，杉本老師也都積極的去參與，對原住民的

傳統文化也有更深的體會與了解。

　一年半的時間過的很快，杉本老師 12 月即將回

美國上課，日本與阿美族歌謠教學的課程也即將

告一段落，老人家們對於這位像自己孩子般的杉

本老師更是顯得依依不捨。從大家透過聊天的方

式來取代課程，看的出來老人家們很希望能多與

杉本老師說說話、聊聊天，甚至經常與杉本老師

合照，將所有美好的回憶保留下來。

　因為在社區持續舉辦了長青課程，才有此機會

認識一位難得可貴的杉本老師，這是從一位部落

耆老口中的心裡話，也看得出來部落老人的生活

也的確因為這位外國朋友而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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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原鄉孩子學習路上的重要他人
▍陪你長大

　早晨的陽光灑落在尖石國中的校園，教室中學

生各自在座位上為今日的課程做準備，而校園另

一頭的操場傳來充滿精神的喊聲，體育班的孩子

們比其他人都早到，已熱身完準備開始一天的練

習…

　這群孩子的青春比起同儕多了許多的汗水，也

犧牲了許多玩樂及與家人相處的時間，但對他們

來說，卻是能夠證明自己和學習更深刻的體會運

動帶給自己和同伴樂趣的過程，這是至善在尖石

國中支持才能培育的一群孩子。

　上課前、放學後甚至是周末假期，總是看到孩

子與教練的身影相互交織在球場、柔道場、田徑

場上，對孩子來說隊伍是另一個歸屬，讓孩子在

煩惱家庭照顧、學業的不適應、自己的未來能做

甚麼的時候，找到現在的自己可以努力和隊友共

同追逐同一目標，享受勝利的成就感，也從失敗

中獲得安慰和檢討，再次挑戰。

　陪伴孩子的過程，看到孩子在一次次的練習、

比賽中學習自我調整、學習停下躁動的心，學習

聽懂孩子的重要他人—教練傳達的經驗和指令；

也看到教練專注於場上的指導、課業上的協助輔

導、與家長溝通「運動到底對孩子有甚麼幫助」、

處理孩子在生活上、球場上種種的情緒和面對運

動的態度，都讓孩子一步步耐得住辛苦，進而逐

夢踏實。

　原鄉的孩子因為交通不便利、缺乏專業師資進

駐、家長和學校對於課業之外的領域了解較少，

想要學習到才能課程的機會相對要付出較多成

本，而這幾年在至善持續的支持下，發現有願意

到原鄉了解這群孩子並給予穩定教導陪伴的專業

老師和教練們，讓孩子在做人處事和解決問題上

有更顯著的進步，真心感謝這群和工作團隊們共

同陪伴和支持學生長大的重要他人，而這群重要

他人的背後更有一群默默支持孩子的認養人，孩

子們的生命中因為有了你們，變得精彩而豐富！

新竹工作站 魏心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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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傳遞風雨無阻
▍風雨生信心

　每年定期兩次發放助學金給孩童們已經 18 年

了，這份助學金長期而穩定地提供已經幫助了不

少孩童能夠順利完成學業，而且在孩童精神生活

方面也有莫大的影響…

　這幾年來不少孩童曾經跟我們分享：“這份助學

金不但解決了學習方面的困難，而且還能夠讓我們

有自信的上學。”從孩童們的分享讓我們有更大的

動力去幫助孩童並及時把助學金送到他們的手上。

　今年 9 月我們開始舉辦五省助學金發放活動，

為期一個月的時間我們陸續走訪了順化、廣治、

廣平、河靜和義安五省共 37 個縣市，為 2,977 名

孩童發放助學金，今年共有 230 名孩童是第一次

收到至善的助學金。

　由於今年的颱風特別多，因此發放助學金的活

動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廣治省發放助學

金的前一天，正巧遇上颱風來襲，很多地方大淹

越南工作站 武氏蘭英

水，所有的學校都被迫停課，那天晚上讓我們實

在無法入眠。然而幸運的是，活動當天，不但雨

停了，所有的孩子也都來參加，讓廣治省四天的

活動可以順利完成。

　終於 10 月 11-14 日我們來到了廣平省舉辦最後

一場助學金發放活動，可是最後一場的最後一天

真的讓我們所有的夥伴到現在都餘悸猶存。10 月

14 日廣平省受到颱風影響導致全省大淹水，而當

天完成明化縣發放助學金活動後，我們全團回順

化的路上就像跟洪水長跑比賽，雨下得很大，使

得車子開得很慢，一直覺得回家的路很遙遠，這

幾年來從來沒有這麼害怕過，在車子裡一直坐立

難安。不過，想著孩子們已經安全的回到家，而

且及時領到了助學金，心裡卻又安心了許多。

　此外，我們這次收集了很多孩童給認養人的圖

畫以及他們給認養人的祝福，並將 19 份認養人的

禮金禮物轉交給孩童，在風雨之下圓滿傳遞了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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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濤的願望
▍大山裡的男孩

　九月份，是至善發放本年度第二學期助學金的

時間，也是我第一次參與發放助學金…

　一直以來，至善在麗江的初高中助學專案對象

大多數都是少數民族的貧困女童。小濤是今年新

加入助學專案的學童，是一名納西族的男孩，大

家一定想問，為什麼男孩也能接受資助？

　小濤出生剛滿一個月的時候，母親就因病去世

了，從小沒有感受過母愛的他，一直以來都很羡

慕別人可以在母親的關懷下成長，在申請至善助

學金的時候，問卷中有一道題目：如果能有一份

禮物，我希望得到什麼？小濤的回答讓我鼻頭發

酸，他說：「如果能有一份禮物，我希望得到母愛，

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在其他家庭，這真的只是

一個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願望。

　而在小濤 10 歲的時候，無情的車禍竟又奪走

了父親年輕的生命，一瞬間，家裏就只剩下年過

七旬的爺爺奶奶和還處於懵懂年紀的小濤相依為

命…在麗江山區，還有太多像小濤一樣的孩子，

在生活給了他們那麼多磨難之後，還能那麼堅強

與樂觀，保持積極向上的心態，分外珍惜這來之

不易的學習機會。

　看到他們拿到助學金，小心翼翼的捧在手裏，

我真切的感覺他們捧著的是一份希望。聽到他們

那麼鄭重的一聲聲“謝謝”，我很認真的一遍遍

重複不用謝，好好讀書。因為這一聲聲謝謝，我

是代他們的認養人領的，這是他們對認養人的無

限感恩！而我相信，好好讀書也是認養人對他們

的無限期望！

　我們常常無法做偉大的事，但我們可以用偉

大的愛去做些小事。經歷了此次助學金的發放，

我深深的感受到“慈善”這件事讓我們體會到

現在的我們是多麼的幸福和在這幸福之後應承

擔的責任。

雲南工作站 和雲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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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訊
No.	78

105/9 ─ 105/11	大事紀

臺北秘書處

9 月
緬甸幼照計畫募款餐會
參加NPO團體監督機制座談會
至善友愛日
越南媒體團

10 月
CPDE 年度 &TaiwanAID 研討會
參加CPDE 亞洲會議
越南系列講座第四場

11 月
至善共學工作坊
2016 原住民族幼兒照顧論壇
第二屆傳善獎得獎頒獎典禮
赴CPDE 會議 ( 非洲肯亞奈洛比 )

雲南麗江工作站

9 月
發放中學助學金、升學獎勵金
台北志工團援助玉龍縣四所幼兒園
發放“溫暖包”給所資助的中學生

10 月
整理中學助學資料

11 月
前往湖南參訪“閱讀夢想飛翔”項目點
協辦玉龍縣、寧蒗縣各一場冬季運動會

北區原住民工作站

9 月
課輔班開學		
舉辦居家清潔招募說明會			
汐止花東社區與桃園灑烏瓦知部落長青交流

10 月
花東新村課輔班與美國學校社團視訊交流

11 月
花東新村豐年祭

新竹工作站

9 月
尖中 - 民族教育編織開始上課
高中助學 - 助學金頒發活動
學生才培 - 關中棒球隊參加立德盃賽
原家中心 - 單親婦女支持性團體工作

越南順化工作站

9 月
為廣治省 837 名孩童發放第二次助學金
舉辦廣治省海浪縣海山鄉幼兒照顧中心落成開學典禮
為廣平省布宅縣轉交和安裝 2 間閱讀室的設備

10 月
為廣平省 700 名孩童發放第二次助學金
為達克隆縣巴囊鄉 300 名幼兒孩童贈送冬季衣物
為廣治省海浪縣海山、海春二所幼兒照顧中心孩童
定期健康檢查

11 月
兒家孩童和大學生感恩卡處理
完成五省補發第二次助學金活動

10 月
尖中 - 夜間三對三籃球賽暨慶生會
國小支持 - 方案服務：部落、都市生活學習
原家中心 - 婦女溝通平台會議
幼兒照顧 - 泰雅文化分享體驗
數位網夢 -10 年計畫回顧工作坊

11 月
國小支持 - 第二梯次	部落、都市生活學習
學生才培 - 玉峰國小舞蹈隊參加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新竹縣賽
幼兒照顧 - 幼照親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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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1-9 月基金會支出共計 $60,589,858 元整

社會福利支出 83% 包含越南、雲南、五股、都原、新竹、南部等計劃
人事行政 12% 包含人事、辦公、業務等支出
募款支出 5% 包含募款人員、會訊、募款活動等支出

支出 : 105 年 1-9 月實算

社會服務支出 50,149,589

募款支出 2,931,869

人事行政 7,508,400

合計 60,589,858

本期餘絀：16,722,694 元

社會服務支出 83%

人事行政 12%

募款支出 5%

105 年 1-9 月基金會收入共計 $77,312,552 元整

政府補助收入 3% 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民間機構捐款 5% 為聯合勸募、香港樂施會、Plan	Japan
民間小額捐款 92% 為越南計劃、原住民計劃捐款、隨喜及雲南計畫
其他收入 0% 含 :	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收入 : 105 年 1-9 月實算

政府補助收入 2,165,720

民間機構捐款 3,648,521

民間小額捐款 71,042,381

其他收入 455,930

合計 77,312,552

民間小額捐款 92%

政府補助收入 3%

民間機構捐款 5%

其他收入 0%

105 年 1-9 月收支分析 ( 調整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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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以下愛心店家 

提供空間放置至善發票箱[ ]
●		袖珍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	袖珍博物館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一段 96 號 B1	

(02)2515-0583

●		板田實業有限公司 - 萬佳鄉早餐 ( 板田 )	

(02)2682-9388

●	 	四海遊龍	-	博愛店（發票箱及零錢箱）	

嘉義市博愛路二段 588 號	

(05)236-4117

●		麵包樹	Bread	Tree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51 巷 23 號	

(02)2731-3588

●		魔力屋流行生活館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 212 號	

(02)2283-3625

●		耶魯幼兒園	

桃園縣平鎮市環南路 125 號	

(03)491-8922

感謝以下愛心店家 

提供空間放置至善零錢箱[ ]
●		越味館	

桃園縣桃園市中山路 859 號 1樓	

(03)344-1683

●	 	慕哲咖啡	

台北市紹興北街 3 號	

(02)3322-1096

●		亂剪髮型股份有限公司	-	亂剪 ( 台大店 )	

台北市羅斯福路 3 段 312 號 2F	

(02)2368-2577

●	 	Special 特別髮型沙龍 - 中山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48 號 2 樓	

(02)2953-5391

●		大六牛肉麵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 292 之 6號	

(04)2701-4582

●	 	昌達銀樓	

新北市五股區凌雲路一段 85 號	

(02)8295-8477

●	 	四季精緻早午餐	

新北市蘆洲區	鷺江街 91 號	

(02)8286-1032

●		諾亞西點麵包店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 103 號	

02-2219-5466

●		越有味	

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 120 號 B1	

02-2338-3067

105 年 

發票中獎

徵信

對獎月份 中獎月份 金額
一月 104/09 ～ 10、104/11 ～ 12 3200 元
三月 105/01 ～ 02 1400 元
五月 105/01 ～ 02、105/03 ～ 04 1600 元
七月 105/05 ～ 06 1400 元
九月 105/07 ～ 08 2400 元

至善發票愛心碼〔4399〕感謝您的愛心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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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20元，每月600元，

讓我們一起「陪你長大」！

愛心捐款專線：02-2388-9118
劃撥帳號 50054640 請註明 陪你長大計畫

原鄉部落大多地處偏遠，交通及資源不易到達，

幼兒面臨照顧者不斷更迭，加上合法的照顧空間取得不易，

完善的幼兒托育及照顧成了奢求。

至善陪你長大計畫，培力部落婦女照顧部落幼兒，

期待所有的原住民孩子們，也都能在友善的環境下，

快樂的學習，平安健康的長大！



越 南 中 部 山 區 原 住 民 孩 童 營 養 不 良 比 率 高 佔

43％，許多一家五、六口的家庭一天的主餐只有

兩顆蛋。孩子唯一的心願只是吃飽...

至善越南幼兒照顧計畫支持當地幼兒園營養午餐

或營養補給，提高孩童就學率並降低營養不良的

比例，讓越南中部貧困的小小孩，都能吃飽飽長

高高！

邀請您一起來支持至善越南幼兒照顧計畫

愛心捐款專線：0 2 - 2 3 8 8 - 9 1 1 8

劃撥帳號 5 0 0 5 4 6 4 0

請註明 越南幼兒照顧計畫

    勸募許可文號：北市社團字第1 0 5 4 1 0 3 3 1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