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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名稱: 110 年度守護東部老人暨身障弱勢家庭照護計畫 

二、核准文號: 衛部救字第 1091361468 號 

三、議決發起勸募活動之董(理)事會: 經 第 8 屆第 4 次全體董事會決議辦理 

四、勸募日期: 109/05/01 至 110/04/30 

五、執行期間: 110/01/01 至 112/12/31 

六、捐款專戶: 

 戶名:財團法人門諾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銀行:花蓮第一信用合作社 美崙分社 (銀行代號 215 分行代號 0053) 

 帳號: 05010000108298 

七、募得款使用目的 

    1.於偏鄉部落積極佈建照顧服務據點，辦理上述各項社區及居家式的專業服務。 

2.補助清寒個案生活及照顧物資，減免相關照顧服務費用，減輕家庭照顧者的經濟負擔。 

3.辦理各項社區衛教宣導活動、到宅服務…等，以提高服務的近便性。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送餐守護服務 

 熱循環保溫送餐車 

 社區製餐點送餐 

 7-11 統一超商假日送餐 

 24 小時緊急救援連線服務 

愛心輔具服務 

 輔具諮詢及租借 

 輔具配送 

 輔具整備及維修 

 輔具募集及捐贈 

 輔具巡迴健檢 

交通接送服務 
 身障復康巴士服務 

 長照交通接送服務 

志願服務 

 志工培訓、作業輔導及身心關懷。 

 行政庶務、物資傳送、據點活動、節慶外展活動、社區服務、

專業修繕…等活動支援。 

偏鄉照護服務 

 A 單位服務：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B單位服務：居家服務、居家喘息服務、中低收入老人特別 

            照顧訪視督導服務、到宅沐浴服務。 

 C 單位服務：社照 C 據點、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日照中心、 

            小規模多機能服務、身障樂活、身障日托、老 

            人日托、失智據點、瑞智學堂、同樂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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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支持性服務、社區共餐、行動自助餐車、 

            社區式交通接送服務。 

 節慶外展活動、物資關懷服務。 

八、募得財物使用情形報告 

1.本勸募活動計畫共募得新台幣 117,075,734 元整(含利息 27,435 元)。 

2.募款管道包含線上信用卡捐款、郵局劃撥、超商門市捐款、電子支付平台線上捐款、 

銀行轉帳匯款、手機語音捐款及其他實物捐款等。 

3.募得款項於 112 年 12 月 31 日前依本勸募活動財物使用計畫書方案執行完畢，結案報 

告（含勸募活動名稱、目的、期間、 許可字號、所得及收支）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公告 

後，於本會網站公開徵信。 

項目 收入 支出 備註 

勸募所得 $117,048,299   

利息收入 $27,435   

送餐守護服務  $21,435,945 募得款支出 

愛心輔具服務  $7,942,768 募得款支出 

交通接送服務  $5,013,705   募得款支出 

志願服務  $1,648,520  募得款支出 

東部偏鄉照護服務  $81,034,796   募得款支出 

勸募活動必要支出  $0 本會自籌 

總計 $117,075,734 $117,075,734  

九、網路公開徵信: https://www.mf.org.tw/contents/text?id=132 

徵信公告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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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名錄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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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實際執行經費及服務成果(2021/01/01 ~ 2023/03/25) 

方案名稱 投入經費 工作內容 服務成果 

送餐守護服務 $21,435,945 

 熱循環保溫送餐車 

 社區製餐點送餐 

 統一超商假日送餐 

 熱循環保溫送餐車:376,859 個便當  

 社區製餐點送餐:115,640 個便當  

 統一超商假日送餐:5,072 個便當  

 24 小時緊急救援連線:54,791 件   24 小時緊急救援連線 

愛心輔具服務 $7,942,768 

 輔具租借 

 輔具配送 

 輔具整備及維修 

 輔具募集及捐贈 

 輔具租借:37,169 件  

 輔具配送:2,195 件  

 輔具整備及維修:6,170 件  

 輔具募集及捐贈:611 件 

交通接送服務 $5,013,705   
 身障復康巴士服務 

 長照交通接送服務 

 身障復康巴士服務:59,265 趟次  

 長照交通接送服務:63,760 趟次 

志願服務 $1,648,520  

 志工培訓、作業輔導及身心關懷。 

 行政庶務、物資傳送、據點活動、

節慶外展活動、社區服務、專業修

繕…等活動支援。 

 行政志工、送餐志工、據點志工及企業志工累計參與

276,424 人次。 

東部偏鄉 

據點服務 

A 單位 

$81,034,796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13 處長照工作站  

 24 處社區照顧服務據點  

 居家型照顧服務: 

 居家服務:412,781 小時  

 到宅沐浴:4,427 人次  

 中低收入戶老人特別照顧督導訪視:682 人次  

 社區型照顧服務: 

B單位 

 居家服務、居家喘息服務 

 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訪視督導服

務 

 到宅沐浴服務 

C 單位 
 社照 C 據點、社區關懷據點 

 日照中心、小規模多機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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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障樂活、身障日托、老人日托 

 失智據點、瑞智學堂、同樂村 

 家庭照顧支持性服務 

 社區共餐、行動自助餐車服務 

 社區式服務交通接送。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 單位):1,383 人/每月  

 日間照顧服務:15,677 人次  

 社區照顧據點服務:35,966 人次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3,246 人次  

 行動自助餐車:27,662 人次 

 社區式交通接送服務:36,095 人次 

支出總計 $117,075,734 ※計畫執行截止日期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實際支用完畢 2023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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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光作鹽  

讓臺灣長輩老有所安 
 

我在台東服務將近四十年，很感慨偏鄉

與都市的資源差距。年輕時，我曾遇過中耳

炎、盲腸炎的案例，因沒能及早救治，併發

症竟嚴重到讓病人差點喪失寶貴性命。我當

醫生執業數十年，也得過第三十屆醫療奉獻

獎，都在社區與口腔癌、鼻咽癌和肥胖症等

疾病奮戰，我也瞭解到社區照顧事工對偏鄉

至關重要，所以我認為接下門諾基金會、擔

任董事長，肯定是上帝的美意。 

門諾基金會出發點就是信仰，跟教會有

很深的淵源，我們必須做在最弱小弟兄身

上。基金會目前有三百多位同工，在花蓮、

台東、台南都漸漸在地紮根了。我真是很希

望服務事工能像葡萄藤一樣伸展、結出美好

果實；而不論在哪裡服務，我想勉勵同工：「大

家都是上帝的光跟鹽，不必去區分地區。」 

本會在偏鄉服務已經廿五年，我們花東

的據點服務是根本，花蓮的服務已經很成

熟，未來我希望台東的辦公室也要好好規

劃，要能兼容交通中心的功能，讓台東區的

行政與發展能上軌道、深化服務。關於台南

銀髮悠活園區的服務，我認為這裡有廣大腹

地和三百萬人口，長照服務需求很大，目前

園區剛建設好，希望服務量能增多，並廣為

宣傳、讓西部鄉親週知。未來本會也會視狀

況，在西部推展長照服務，建構起臺灣長照

微笑Ｕ型網，讓全臺灣的長輩都老有所安。 

 

 

 

 

 
圖說：在台東服務許久的余文儀醫師，2022 年接下門諾基金會的董事長，期盼服務事工能像葡萄藤一樣結出美

好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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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也在意  

陪伴花東弱勢長輩 
 

面對疫情再起，門諾基金會日前立即啟

動防疫小組，積極對於防疫進行準備，是因

為在疫情之下，花東的弱勢長輩更是需要服

務的維持。在定期做全站清潔消毒、實名制

的前提下，門諾基金會吉安工作站四月份仍

舉辦瑞智學堂及社照 C 等長照據點課程。70

歲的玉蘭阿嬤分享，去年停站時的她就只能

在家裡看電視，也不知道要做什麼。這波疫

情來臨，問她為什麼還會想來上站？她說：

「口罩戴好、酒精噴好、做好防疫，還是會

想來上站！」，原來對於獨居的玉蘭阿嬤來

說，站上有站上其他長輩朋友們、親切的照

服員與督導的陪伴，讓她感到不孤單，而且

隨課程做健康操，體力也比以前更好。 

吉安工作站的林珮綺督導員說：「即使只

有一個長輩需要來上站，我們還是會開站！」

這波疫情剛開始爆發時，她馬上一個、一個

打電話給長輩或家屬進行關心，並充分說明

站上的防疫工作，以及所有站上同仁皆有打

過第三劑疫苗。很多家屬與長輩都持正面態

度，還是願意來上站，也讓她相當感動，附

帶一提，長輩也都需要打完兩劑疫苗才能到

站，這也是對彼此的保護。 

如果沒來上站的長輩，她改以每日的電

話關心，用不同的方式支持長輩，因為她知

道長輩真的很需要陪伴與關心；甚至有長者

因為是獨居，在備餐上有困難，吉安工作站

也每日將飯菜打包好，以不直接接觸的方式

送到長輩家中。 

去年因疫情關係，門諾基金會三級期間

雖維持送餐、居家等到宅服務，但長照據點

活動近乎全數暫停，數月後當疫情平緩，當

長輩們陸續回到站上之後，許多第一線的督

導員、照服員發現，長輩因長時間待在家中，

缺乏人際互動、健康促進課程，因此失能程

度普遍升高、自理能力驟降。壽豐工作站李

中玉站長說明，以壽豐工作站的力百海日照

中心為例，去年因疫情停課長達三個月，發

現有一半以上的長輩回來後，失能狀況變為

十分嚴重。門諾基金會的使命為照顧最弱小

的弟兄，在疫情來臨之下，堅守住崗位也是

服務的責任，只要情況允許，我們會一直努

力提供服務。 

 

 

 

 

 

 

 

 

圖說：門諾基金會吉安工作站同仁為長輩酒精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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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區輔具中心介紹  
 

門諾基金會看見了偏鄉長者們以上的需

求，在 2019 年 03 月於花蓮市成立愛心輔具

銀行、同年 07 月於玉里鎮成立愛心輔具分

行，並於花東 13 個鄉鎮之在地長照工作站提

供輔具服務。為偏鄉長者們提供專業、快速、

便利的輔具服務，進而讓偏鄉輔具「找的到、

修的到、用的到」，進而提供以下專業輔具服

務: 

1. 輔具租借: 以租代買的方式，不僅

減輕經濟負擔，也能因應長者身體健康狀

況，適時媒合所需的輔具。 

2. 輔具配送: 提供到宅配送服務，將

長輩所需的輔具送到家，提升便利性。 

3. 輔具維修: 提供門市、到宅輔具維

修服務，避免輔具受損產生安全疑慮。 

4. 輔具捐贈: 針對經濟能力有限之長

者，在由專業人員評估後，提供輔具捐贈 

5. 輔具募集: 針對長者未來無使用需

求的輔具，可進行回收，整備後續媒合。 

6. 輔具再生: 針對募集後輔具進行整

備、量能釋出、再生再利用。 

實際服務過程中，儘管工作人員會面臨

偏鄉距離遙遠、颳風下雨、地形陡峭的困難，

但總能在長輩的笑容中得到回饋。 

 

也時常有長輩、家屬和我們說:「謝謝你

們願意幫我們送過來，不然我們家距離市區

這麼遠，都不知道該怎麼辦，真的很感恩。」

而在輔具維修方面，在技師細心、耐心的專

業巧手下，不管是輪椅的外胎、煞車，甚至

有時只需要一瓶簡單的 WD-40 除鏽劑，就

能讓輪子彷彿煥然一新，不僅大大提升長輩

操作上的安全性，也增加乘坐上的舒適度，

而這些果效更是反應在了長輩及家屬的笑容

上，一切也都感到十分值得。 

 

 

 

 

 

 

 

 

 

 

 

 

圖說：過去時常睡低矮硬床的阿嬤，在我們捐贈

電動床後表示:「能睡軟綿綿的床好開心，好怕今天會

睡太好呢!」 

 

秉持著能讓偏鄉的輔具「找的到、修的

到、用的到」的服務理念，輔具復能中心下

半年度除了持續耕耘外，我們也期許在人的

方面能更加達到「有人教、有人問、人友善」

的服務核心價值。透過專業、親切、友善的

評估、教學與個案管理，讓長輩使用輔具上

更加適切、並精準媒合照顧需求，讓冰冷的

輔具多上一些人性關懷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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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將透過系列性的在職教育訓練、管

理系統優化、辦理社區輔具教育活動等方

式，落實以下核心價值: 

1. 有人教:針對初次使用輔具的長

輩，提供專業、親切、人性化的輔具教學服

務，並提供相關輔具 DM、衛教單張，讓長

輩回家後也不怕忘記使用輔具的注意事項。 

2. 有人問:針對持續使用輔具的長

輩，提供即時、快速、有效、多元的輔具諮

詢管道，如:門市、市話諮詢，及官方 LINE

帳號，提供文字、通話及視訊諮詢的線上服

務。 

3. 人友善:友善，不僅是輔具復能中心

服務的起點，更是服務的終點。例如:高齡友

善、身障友善、文化友善、語言友善等，各

種面向都需要結合更多跨專業及跨單位的協

助才能改善，如:輔具復能團隊、醫養護團

隊、在地資源連結與合作等等。 

門諾基金會輔具復能中心會持續透過了

解在地長輩需要、結合各項團隊，創新、開

發不同的輔具服務工具和策略，讓愛心輔具

銀行的愛心二字，能用更多的耐心(聆聽)、貼

心(同理)、用心(深思)、暖心(陪伴)組合而成，

持續落實偏鄉照顧弱小弟兄的機構使命。 

 

 
 

 

 

 

 

 

圖說：到府維修腳不方便的叔叔的輪椅煞車，大大提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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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車系統新改版，期待更便民 
 

台灣東部為特殊狹長地型，花蓮縣南北

長約 137.5 公里，其中不乏許多徧鄉村鎮，

許多長輩或行動不便的民眾在必要需求下，

因其距離因素且大眾運輸系統又不便捷下，

交通問題成為外出時要面對的第一個難題。

有鑑於此，門諾基金會在 2004 年成立花蓮

交通中心，以符合法規標準具升降輔具的無

障礙小型巴士來承接花蓮縣政府委辦復康巴

士服務，爾後又於 2010 年承接長照巴士服

務來真正深入花蓮縣境十三鄉鎮，可於接到

個案電話後，直接到宅接送，紓解身心障礙

者在「就醫」、「就養」與「就業」上的基本

交通需求，亦可減少照顧者的負擔，進而消

弭地理環境限制。 

為了讓身心障礙朋友及長照服務使用者

更便利預約、擴大服務效能、有效監督服務，

花蓮縣政府首創復康暨長照民眾網路訂車系

統(https://rehabus.hl.gov.tw/)於今年六月

二日正式啟用，除原本的電話訂車，新增民

眾網路訂車系統，運用電腦、手機介面，民

眾從單一入口網站就可以預約身心障礙者復

康巴士服務或長照交通接送服務，無須跨不

同網站預約服務，提供友善的一站式服務；

為了配合花蓮縣政府推行政策，門諾交通中

心提前於四月佈署完成內部的復康及長照分

家，除了做相關人員培訓及組織擴編調整

外，並於所屬交通中心發車點來新增一辦公

室以提供民眾更好的乘車品質及約車效率。 

目前門諾交通中心有復康巴士車輛數三

十一輛及長照巴士一十七輛，截至今年五

月，花蓮縣內身心障礙者約二點六萬人，長

照服務需求者約一點五萬人，在交通車輛供

給量上仍有不足之處，但交通中心了解毎個

民眾的需求，會持續努力，期許能在花蓮的

山巔與海角間、綿延山脈的縱谷腳下，無論

颳風下雨，或是炙熱艷陽，365 天都能讓長

輩放心出門、安心回家來，將愛與關懷傳遞

到最需要的各個角落！ 

 

 

 

 

 

 

 

 

 

圖說：門諾基金會交通中心了解每個民眾的需

求，365 天都能讓長輩放心回家。 

 

 

 

 

 

 

 

 

 

https://rehabus.hl.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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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餐與守護連線  

攜手傳遞愛與關懷 
 

門諾基金會社區中心的指標服務送餐與

守護連線，為花蓮縣內獨居或準獨居有備餐

困難之弱勢長者與身心障礙者提供送餐服

務；而因應人口高齡與家庭結構改變，身體

機能退化獨居長者增多，為保障獨居長者及

身心障礙者的居家生活安全推出守護緊急救

援通報服務。 

目前送餐地區共七鄉鎮（花蓮市、吉安

鄉、新城鄉、秀林鄉、壽豐鄉、豐濱鄉及卓

溪），視個案需求送餐員與送餐志工每日親送

午晚餐至府，無論颳風下雨、艷陽或寒冬；

如遇颱風或連續國定假日，會提早準備防災

平安包與物資（如內裝沖泡飲、乾糧、餅乾、

罐頭等），使命為傳遞營餐餐食予長輩們，讓

長者維持基本營養減緩退化安心生活於社

區，也改善了獨居長輩因身體狀況欠佳或經

濟困難備餐不易的用餐問題 

守護連線為全年 365 天、24 小時專人線

上緊急通報與健康追蹤支持網絡，維持獨居

長輩的居家安全，於案家裝置宅端主機，家

用電話可連接在宅端主機上，當個案有需要

時，只要按下發射鈕，宅端主機即能透過電

話線路將訊號傳至緊急救援連線中心；中心

接收訊號立即線上評估狀況，通報 119、醫

療單位或連繫緊急連絡人；每月定時去電問

安關懷、送上生日祝福與生活小祕書協助（如

大醫院門診掛號、血壓血糖量測提醒）、特殊

事件連繫與關心（如地震、竊盜），給予長者

生活與心理上支持，並提供健康、醫療與及

社會福利資源題諮詢與轉介服務。 

   門諾基金會社區送餐服務搭配全年

無休的守護連線，鞏固了愛與溫暖即時傳

遞，有 24 小時專人 Online 即時接收個案訊

息假日也不遺漏，如當送餐員發現個案前餐

未吃時立即去電守護中心，守護值班同仁會

與案家追蹤了解並回報送餐員與督導員，或

得知送餐個案住院時，如個案有使用守護服

務則同步啟動住院追蹤與關懷，在送餐員與

守護中心雙重配合可確切掌握個案資訊。以

下實際蒐集送餐員與守護連線同仁回饋心

得，讓我們更理解送餐與守護的日常。 

 

 

 

 

 

 

 

 

 

 

 

 

 

 

圖說：送餐員於製餐點領取、確認便當數量 

送餐同仁楊小姐今年春季學習新路線與

個案，因疫情不接觸送餐，故將餐盒放置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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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後，隔著門跟長輩說：便當來了，案家也

會回應說：「謝謝」；隔 2 個月後，某天抵案

家打開餐袋要放便當時，見餐袋內有一大包

即溶咖啡和一張寫著：「謝謝送餐員週一至週

六每天送兩餐，辛苦了」的字樣。看完字條

眼眶頓溼，感覺很窩心，想到自己不辭風雨

送餐一切都值得了。當下回覆案家謝謝，收

到您們心意與字條也會轉達基金會，但咖啡

就先不收下了。楊小姐說工作期間有苦樂，

例如不慎被狗咬、碰到許多跳蚤，還有到案

家碰到個案發生意外，緊急協助連繫救護車

等，而長期與個案的相處是從陌生到熟悉，

不僅是送一個便當。  

守護連線中心王同仁分享，於某日值勤 

大夜班於半夜兩點時，范阿嬤（獨居、82 歲） 

 

 

 

 

 

 

 

 

 

 

 

 

 

 

 

 

 

圖說：送餐員將熱騰騰餐盒放至保溫餐袋內。 

 

房間廁所的固定鈕來訊，中心接訊呼叫多次

個案無回應，因擔心個案因一時跌倒而無法

言語，故即啟動緊急救援流程，先通知范阿

嬤的兒子，發現范阿嬤果然跌坐在地無法動

彈，趕快送醫。事後范阿嬤再壓訊中心連繫，

感謝中心值班人員的專業與機警協助，這之

後阿嬤對守護連線的同仁更倍感親切，樂於

與同仁話家常訴煩惱。 

送餐與守護同仁的小故事令人倍覺窩

心，同仁們回饋透過工作感受真正受益的是

自己，很榮幸自己成為門諾基金會傳遞愛與

溫暖的一員，希望愛可發展及延續，期許送

餐地區有朝一日，可再開拓新製餐點服務其

他偏遠偏鄉長者，也期盼守護連線的網絡服

務，能保長輩健康平安、好好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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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送午餐  

卓溪工作站的部落多元餐食 
 

卓溪工作站於 109年 8月開始提供送餐

服務，從一開始服務 1 個案件，逐月、逐年

增加，截至 111年 10月已服務鄉民 59人（縣

府補助之低收、中低收共 49 人），一般戶 10

人，每個月共提供 2199 餐次便當。卓溪鄉

與多數偏鄉原民部落一樣，青壯年為勞動人

口，白天需要外出工作，僅少數會在家照顧

失能長者或身障者，身為這些失能者之家

人，便會期望能有人準備營養餐食給家人享

用，我們就是在這個契機下開始服務，提供

了餐食解決了部落偏僻、難以準備餐點的狀

況，也讓中低收入戶能吃營養點，為他們已

經困難的生活送上溫暖。 

卓溪工作站於 109 年 10 月，在當地找

了合作的製餐點，配合個案需求提供了一般

乾飯餐、一般稀飯餐、軟質菜切餐、細碎餐

等餐式，讓牙口狀況不等的個案都可以得到

所需餐食，也會滿足個案需要飯加量、菜肉

切斷、切小等需求，菜色搭配經營養師認可，

十分符合長者食用，另為能提升餐食品質優

化，自 110 年 12 月中旬起，基金會再多提

供每周一次點心、每二周一次湯品，並定期

追蹤個案點心、湯品的滿意度。 

今年三月，又與地方的早餐合作餐點（碗

粿、饅頭+起司蛋、肉排蛋土司等）、湯品（排

骨湯、牛肉湯等），讓弱勢個案補充營養，個

案滿意度極佳，每周都期待一次的點心時

間，甚至有長者寧願將便當放一旁先吃點心

果腹，二周一次的副主食（滷肉、燉肉等）

也讓長者十分期待。今年七月份起，在個案

生日前或生日當天送上一份小蛋糕，這份小

蛋糕有溫暖到個案的心、覺得倍受重視，卓

溪村的高阿公收到蛋糕當時，十分受寵若驚

表示：督導員怎麼會知道他的生日？他已經

很久沒有吃到蛋糕了，十分感謝基金會的愛

心。 

送一份便當，不僅僅送吃的給失能的長

者及身障者，也是將一份溫暖送到案家，期

望長者們吃到便當時，也能感受社會大眾滿

滿的祝福及愛心。 

 

 

 

 

 

 

 

 

 

圖說：卓溪的多元餐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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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菜送愛，服務到你家  

富里、瑞穗行動自助餐車 
 

門諾基金會富里站在 108年開始創辦行

動自助餐車，原服務新興村、豐南村及瑞穗

奇美村，而現在因應長照無法補助送餐、或

是多樣因素無法申請長照服務的長輩，在今

年 111 年，整個富里鄉（富里村尚未服務）

都有行動自助餐車的足跡，感謝鴻德愛心基

金會還有愛心人士黃湘凌女士的資助，讓富

里獨居長輩、老老照顧、貧困長輩、獨居身

障人士，能夠得到行動自助餐車供應的可口

餐點，以及隨之因應的社福物資。 

 

 

 

 

 

 

 

 

圖說：長輩取餐後返回簡陋的棚屋背影 

 

瑞穗行動自助餐車服務從 108年 6月迄

今，服務奇美村及富興村，默默耕耘已 3 年

多，與個案或是家屬的情感更是緊密融洽，

為確保長輩們食用最新鮮的餐食，廚師皆當

天訂購食材並烹煮。將餐食放置於保溫桶

中，一一到宅打菜給個案。 

 

為加強服務品質提升及個案管理取向，

不在只是送餐，加而提供本會相關服務，讓

個案享有長照 2.0 的照顧，更能讓補助單位

更清楚每一位使用行動自助餐車的長輩，更

完善及全人照顧並提升偏鄉老人生活品質。 

以社區賣菜車方式走入社區，定時定點

提供服務，讓社區逐漸熟悉門諾基金會。透

過行動自助餐車宣傳長照相關服務，增加社

區民眾對於長照服務的認知。以「暖心」-

到宅關懷、「暖胃」-到宅送餐、「暖到家」-

送餐為服務之基礎與精神。 

本會持續秉持著「做在最弱小的弟兄身

上，就是做在主身上的精神」，4 將服務橫向

發展照顧更多偏鄉長輩。 

 

 

 

 

 

 

 

 

 

圖說：瑞穗行動自助餐車－正在幫長輩夾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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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偏鄉歌唱時  

2022 年早期療育服務事工 
 

【新任務─ ─ 負責花蓮中區鄉鎮】 

  過去三年，為了位在偏鄉 0-6 歲發展遲

緩的兒童，兩位老師─ ─ 正美老師與 Apple

老師會固定開車前往豐濱鄉與富里鄉，365

天下來每周從不間斷。今年，門諾基金會的

早療中心則是承接自臺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

協會，除了原先的豐濱鄉繼續服務之外，還

接下花蓮縣的中區鄉鎮：壽豐鄉、鳳林鎮、

光復鄉、萬榮鄉、瑞穗鄉。 

  一口氣要開拓六個鄉鎮，對於兩位老師

來說是龐大的任務，但基於對於小朋友的愛

與使命感，他們仍然努力面對自己所負責的

區域。目前一周四天，星期一到星期四兩位

老師每天都從花蓮市一路往南開，到每個鄉

鎮拜訪村長、里長、社區發展協會… ..等，展

開在偏鄉、社區的宣導與合作。目前以 2022

年的 1-2 月來說，已經舉辦 4 次的偏鄉社區

篩檢宣導、行動小站服務 24 人次，逐步逐區

發現需要服務的兒童與家庭，以及能夠建立

小站的合作單位與空間。 

 

【從頭開始，用愛無懼陌生開發】 

  一切就像從零開始、從頭來過，「陌生開

發」對兩位老師一點都沒有氣餒或者感到沮

喪，反而像 Apple 老師就十分躍躍欲試，分

享說會找村里長，是因為覺得他們一定是比

較了解社區狀況的人，另外在這個過程中也

很像線索探險，有時候在偏鄉看到哪家哪戶

有小朋友的衣服，也會主動去詢問；在偏鄉

迷路或者即使依照住址也找不到路時，甚至

會有熱心的民眾幫忙帶路，在這過程中也感

受到溫馨與感動。 

  不只是從村里長或陌生開發下手，兩位

老師也十分聰明，因為知道部落中會有設立

「文化健康站」，正美老師俏皮舉例：『有長

輩的地方就會有「孫」嘛！』，所以也透顧與

部落中文健站的合作舉辦發展遲緩宣導的講

座，將資源帶進偏鄉之中；若有症狀較符合

的個案，也會協助通報、評估需求，進而開

始服務等等。 

除了文健站之外，日前的協會拜訪當中

也有新的進度，原來兩位老師拜訪了位於光

復鄉的社團法人花蓮縣啄木鳥全人發展協

會，該協會主要陪伴花蓮中區 5－20 歲的青

少年與弱勢婦女，因此協會也需要幼兒教育

或特殊教育的相關知識與教學，兩邊可以說

是「一拍即合」，未來也即將展開合作。 

 

 

 

 

 

 

 

圖說：Apple 老師利用社工背景的專業將資源帶入家

庭之中 

Apple 老師說，彼此都是為了社區所付

出，不同的專業剛好可以互助、互補，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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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協助該協會進行人才上的教學與培育。 

 

【不只協助兒童 更是協助家庭】 

其實早療到宅不僅僅只是把資源帶入偏鄉社

區之中，其實更是協助弱勢家庭能夠逐步重

新穩健下來。例如現年兩歲的小弘，已經出

現發展遲緩的症狀，而父母雖都在身邊，但

因為雙方都是身心障礙者，媽媽偶爾還會負

氣離家，爸爸則因為身障身分而工作不穩

定，阿公則年紀大也無法肩負起學齡前的教

育責任。 

在接手小弘這個個案後，Apple 老師與

正美老師在教學時會主動邀請父母親一起參

與，也會多與小弘的爸媽聊天、關心他們的

近況，多讓他們了解陪伴小弘的重要性；並

利用社工背景的專業，引薦小弘的爸爸尋求

政府資源，以利讓政府部門進行就業輔助與

媒合，還有申請相關的資源與補助，真正將

資源帶入家庭之中。 

 

【人才培力 傳承服務】 

其實早療到宅不只是幼兒特殊教育，更是期

望可以修復與提升親職功能，讓家庭功能漸

趨完善。不過，只有兩個人要負責又大又廣

的花蓮縣中區，對外人來說看來著實辛苦，

但兩位老師卻樂在其中，笑稱這就是他們的

使命。正美老師也分享說，能夠在門諾基金

會從一而終的為小朋友服務也很幸運，但未

來更期許可以進行內部傳承與培力，更加發

揮「門諾精神」！ 

 

 

 

 

 

 

 

 

圖說：早療到宅不只幫助兒童，更將資源帶入家庭。 

 

 

 

 

 

 
 

圖說：正美老師多年來在門諾基金會，從一而終的 

為小朋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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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的另類可能 

多元療癒的延緩失能 
 

  當年老之時，當我們要與疾病共存、或

是面對身體漸漸衰弱老化，並不只有身體醫

療的面向，許多的挑戰是當出院時才逐漸出

現，例如：用餐、洗澡、上廁所… ...或都因失

能而成為難題。門諾基金會今年為成立的第

二十五年，過去二十五年肩負「照顧作弱小

的弟兄」為使命，走入社區之中陪伴花東長

者的日常生活。我們期許的不只是有「好好

吃飯」，更是要「好好生活」─ ─ 以全人服務

的精神，照顧長者的方方面面。 

  對於長輩來說，除了「照顧」到他們的

生理需求之外，若要延緩老化、失能之效，

不少督導員都曾說：「最重要的還是陪伴與關

心！」因此除了到宅類型的服務之外，近年

本會努力走入偏鄉中的偏鄉，在花東各鄉鎮

之中設立工作站、據點、日托站……等，深

入社區與第一線另類且多元、發揮創意的方

式陪伴長者。 

 

【長者們的才藝班！】 

 「瑞智學堂」是專為失智症因應而生的社

區式健康促進服務。雖然並無法從醫療方面

著手治療，但期望能夠過各式各樣的活動，

減緩疾病造成的退化情形，並提升外部刺激。 

  門諾基金會的吉安工作站的瑞智學堂由

林珮綺督導員率領另外兩位同工組成團隊，

不只在工作站上設立，更在吉安村的活動中

心中設立專班，課程分為健康促進、藝術創

作、懷舊三大面向，致力於從不同的課程著

手，盡量刺激長者們生理認知功能；時而是

料理烘焙製作、時而是懷舊遊戲要動手更要

動腦，甚至更找來專業的健身教練帶領長輩

伸展身體，可見課程的精彩豐富。 

  不只如此，班上長者彼此跟同工的感情

也都很好，在教師節時甚至長輩們還偷偷一

起共買蛋糕給督導員呢！也曾有高齡八十多

歲的阿嬤在運動會時感性分享，說很謝謝有

瑞智學堂的存在，她才走出喪夫的傷痛。其

實不少參加瑞智學堂的不少長輩都笑稱說，

與其說是來瑞智學堂，不如說是來上才藝

班！ 

 

 

 

 

 

 

 

 

圖說：從粉彩繪畫療癒，長輩們都能從頭到尾完成作

品 

 

【當我們一同編織、繪畫、玩桌遊！】 

  遠在花蓮縣最北的在太魯閣工作站，則

是舉辦社區式據點的「同樂村」，讓太魯閣族

的原鄉長輩們能就近參加課程，負責太魯閣

工作站的瑞華站長、張憫督導員自己也身為

太魯閣族，因此將族群特色融入「同樂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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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之中，例如草帽編織、烘烤竹筒飯共

食等等，不僅保留文化特色，更是有著共同

記憶的共鳴。 

  光復工作站的江美葉站長在舉辦「失智

據點」之時，則是期盼從繪畫療癒的面向著

手，因此還自己特地去進修粉彩繪畫，學習

後回來帶著長輩們一起畫畫，更見證有一位

阿公從失能程度較高的狀況，進步到可以自

己站立、剪紙、著色，連家屬都嘖嘖稱奇、

感謝不已。 

  瑞穗工作站的失智據點則以「桌遊」聞

名，站上不僅收藏數十盒桌遊，甚至還原創

長輩專屬的「大富翁」，以去超市買菜為遊戲

背景，搭配自製卡牌，發揮 DIY 精神的創意，

把長輩熟悉的生活「遊戲化」，來刺激訓練長

輩的記憶力與認知能力，長輩們常常一邊玩

還一邊鬥嘴，一點都不服輸呢！ 

 

 

 

 

 

 

 

 

圖說：透過健身操活化長輩的肢體關節 

 

  新城工作站則是與鄰近的佳民國小合

作，總共每週兩天、四堂課，透過讓長者與

國小同學一起上課，一起彼此協力完成作品

的同時，也會互相交流、互動，小朋友與長

者的感情也在課程上日漸培養，可以看到下

課後同學會扶著長輩離開校園，離去時長輩

也會和同學們擁抱道別；這些畫面不僅是見

證生命教育的實踐，更展現世代共好的理念

可能性。 

【在偏鄉發揮創意力 創造環境與資源】 

  在偏鄉或許硬體資源不如都市有百變花

樣，但門諾基金會的同工們往往透過自身的

想像力，從在地與長者的視角為出發，尋求

多元另類的合作機會與方式來陪伴長者。例

如長濱工作站的吳亭樺站長就曾與資訊協會

合作，帶著加走灣日托站的長輩體驗「VR 遊

戲」，平時也會安排「懷舊金曲」的課程，和

長輩手舞足蹈的一起唱歌。 

  這些富有生命力的另類想像，豐沛長者

與同工彼此的身心，也正是長者能夠延緩失

能、健康促進的關鍵，而在資源有限或其他

難題的情況下，這些進步與可能性，更是顯

得彌足珍貴。下一個二十五年，門諾基金會

依舊繼續不只會好好陪伴長者，也會繼續發

揮創造力，在偏鄉中開出花蕊。 

 

 

 

 

 

 

 

圖說：新城工作站與佳民國小合作老幼共學，互相交

流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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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北區服務總結 

2023 年展望 

 

回顧北區服務的 2022 這一年，儘管

Covid-19 疫情的攪擾不曾停歇，但我們對長

輩服務的熱忱也不曾止息。從社區整體照顧

體系、居家服務、日間照顧、據點服務、送

餐、守護服務、交通接送到輔具服務等，每

一位同工仍在疫情當中堅守各自的崗位。 

 

  值得慶幸的是，疫情終在下半年開始

有些緩和，讓我們能舉辦長輩每年都十分期

待的大型活動，如:九九重陽節運動會、家庭

照顧者喘息之旅，以及近期正籌備的長者圍

爐活動。透過長者們的回饋，我們更能了解

這些活動的價值，不僅是滿足長者的生理所

需(食、衣、外出、旅行)，更是予以長輩心理

支持和社會連結。正如聖經箴言 17 章 22 節

所言: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

枯乾。」當長輩參與這些活動時，常笑著說:

「能見到老師、同學真的很開心。」我們也

就覺得這些努力都十分值得。 

 

  而在個案服務上，今年印象最深刻的

是八月我們服務一位花蓮市的何阿公，由本

區愛心輔具銀行評估並捐贈一張電動病床。

然而到了阿公家，才發現其臥室不僅空氣瀰

漫過期食物氣味，其木頭床架也已腐蝕、床

墊老舊泛黃。正當苦惱該如何將阿公的床移

出，同行的兩位輔具技師已拉起腕袖，開始

幫阿公扛移床架、清掃地面，過程中還不時

和阿公寒暄、逗得阿公哈哈大笑。最終成功

將電動床搬入臥房，讓阿公能睡得更舒適，

阿公也露出滿意的笑容。頓時更加佩服同

工，也感謝跨專業夥伴的支持與力量。 

 

  故除了秉持熱情的服務基礎，對 2023

年的展望，是期待本區未來能結合更多跨專

業團隊的力量，凝聚不同專業知識和技能，

組成由 A 個管、居服督導、照顧服務員、護

理師、職能治療師、輔具技術師等成員之「跨

專業照顧團隊」。試著跳脫傳統的照顧框架，

由單人、單方位的生理層次照顧，昇華至團

隊共同合作、能從多方位了解長輩的生命故

事、價值、復能目標等身心靈層次照顧，進

而實現「以人為本、在地安老」的長照精神，

而本區會持續努力與深耕、落實機構使命、

做在最弱小弟兄和姊妹身上。 

 

 

 

 

 

 

 

圖說 : 輔具團隊到弱勢個案家中先清潔環境，再安裝

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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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南區服務總結 

2023 年展望 

 

雖然今年 COVID-19 仍侵襲我們的生

活，但因著去年服務的經驗，讓我們不再感

到害怕，反倒是能學習與病毒共存，包含我

們所服務的個案亦是。玉里區今年仍依照既

定的服務項目照顧社區的長者，於疫情中的

服務心情，就是發現大家都多了耐心與信

心！因應疫情，社區長輩缺乏安全感，紛紛

都期待第一線長照人員的到來，透過真心的

陪伴，減緩個案心靈上的壓力，在旁支持與

關懷，讓彼此的信任關係更加深。 

  

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居服員玉英許久沒

有去個案馬阿嬤家服務，正好接到通知要去

阿嬤家協助居喘服務，玉英非常開心及有

心，自發性事先預備好服務中陪伴阿嬤一起

做原住民頭飾，互動中歡笑不斷，讓阿嬤有

個難忘的回憶，這就是從事長照服務最美的

地方。 

 

因應疫情，日照中心的長者也自發性的

與中心人員譜出「快樂農家園」，結合生活即

是復能的自立支援概念，各項活動只要做好

防疫措施也如期辦理，讓個案及家庭照顧者

格外珍惜與感謝！今年，因著 9/18 地震，感

受到台灣各地的愛心人士，第一時間的釋出

關懷給予幫助，讓我們非常感恩!今年也持續

關注家庭照顧者照顧負荷的問題，個管人員

深化的個管服務，也榮獲 2022 年由衛福部

辦理之社區「金點獎」入圍殊榮!相當肯定在

服務家庭照顧者族群之用心。 

 

時間過得真快，年關將至也即將迎接

2023 年，玉里區仍秉持照顧在地長者服務的

使命，繼續提供在地長者多元的長照服務。

從 17 年的服務經驗中，了解目前在地民眾已

清楚何謂長照服務，也知道要如何申請及主

動諮詢各式長照服務的服務項目、內容與價

格。甚至也會來玉里區域中心諮詢或參觀 1

樓的璞石閣日照中心，期望家中的父母親透

過使用長照服務，能維持好的生活品質，讓

外出工作的兒女也能安心。尤其這兩年更深

化的提供家庭照顧者之個案管理服務，讓個

管人員更能掌握家庭照顧者照顧負荷大的指

標及原因為何，進而擬定適切的照顧方針，

未來也希望我們能愈做愈好，服務更多偏鄉

長輩。 

 

 

 

 

 

 

 

 

 

圖說：玉里藝文中心重陽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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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區服務總結 

2023 年展望 

 

110 年 12 月我們跌倒了…失去東河多

機能服務中心，門諾心很痛，但我們不怕失

敗與跌倒，持續堅持著，於是 A 方案經主管

機關評鑑得優良、111 年 11 月家照業務榮獲

全台聰明照顧者的投稿第一名，同時評鑑分

數也高達 92 分，台東的輔具技師不論是北邊

的長濱鄉、還是南邊的大武鄉更是能獨身前

往服務，同時籌措著所需的輔具，門諾交通

接送更是不間斷的奔馳在台東山海間，這麼

拼命堅持，為的就是讓更多需要幫助的長輩

就近就能得到服務，即使再困難都要撐下去。 

 

111 年 11 月在哪裡跌倒在哪裡站起

來，帶著偏鄉長輩給的鼓勵和服務的感動，

東河工作站再度設立了，雖然規模沒有之前

的日照中心大，即使同工被稱為海岸線的孤

鳥，仍很努力地做著自己的專業工作，即使

只有一點微薄的力量，也希望在偏鄉的服務

可以積少成多。我們期待未來能夠將失去地

逐一迎回，且在迎回的途中擴張營運的廣

度，讓更多人知道門諾其實一直都在。 

 

某日開著公務車從市區前往去長濱工作

站開會，路上多次與我擦肩而過是接送偏鄉

長輩去市區醫院回診的門諾交通車，大概過

了三個紅綠燈又見東河工作站的社區接送車

輛，載著都蘭村長輩去參加社區據點，讓獨

居長者克服交通困難，走出戶外與順利就

醫；停紅燈時，在我對向車道的是輔具技師

開著載滿維修工具、輔具零件的貨車，為能

讓默默在角落不良於行的長輩有輔具可使

用；當我經過鄉鎮市集看到了穿著門諾制服

的同工於案家訪視關懷，當抵達工作站見的

是笑容與活力的長輩們，而多項服務都是在

這短短 1.5 小時內重疊進行著。偏鄉資源不

足、成本耗大、需求者眾多，我們也需要專

業人力加入團隊。 

 

在 2023 年，我對台東區的展望，是希

望多管齊下實踐在地老化將傳統「食衣住行」

轉化為高齡者的「食醫助行」（飲食、醫療、

助其生命關懷與樂活出行），這四大需求皆

需專人的「移動服務」，未來除了政策整合，

不同照顧專業彼此串連，垂直分工、水平整

合、甚至公私協力，我們都會努力去做，讓

後山台東有無限可能、服務更多長輩。 

 

 

 

 

 

 

 

 

 

圖說：台東區同仁進行團體督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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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力重 young、動力久久」 

九九重陽運動會 

 

重陽佳節，門諾基金會特地舉辦「熱力

重 young、動力久久」111 年度九九重陽聯

合運動會，讓長輩活絡筋骨。去年因為疫情，

活動停辦，今年則在台北富邦銀行公益慈善

基金會的支持下，再度籌備，疫情令工作人

員十分緊張，故採南北區分開舉辦的形式。

10/4 這天的花蓮很熱鬧，在花蓮小巨蛋以及

玉里鎮藝文中心，分別聚集了各一百多位長

者同歡，在小巨蛋場地的長輩分別來自吉

安、太魯閣、新城、美崙、慶豐、壽豐等，

而玉里的長輩則遠自台東長濱、富里、卓溪

及玉里等都有參與。 

 

雖然運動會成員多是高達八九十歲的高

齡阿公阿嬤、也有許多行動不便的日照中心

長輩，但運動會的精神可不能馬虎，在督導

引導下，每一隊先舉牌帶領長輩選手進場，

長輩們也都熱情揮手參與，還有慶豐日托站

的阿公代表運動員宣誓，表示會有運動員精

神，努力奮鬥。 

 

縣長徐榛蔚以族語問候長輩及介紹自己

開場，她說感謝門諾基金會開設許多據點及

日照中心，讓老大人健康平安。花蓮現在文

健站、福氣站、失智據點等關懷據點現在佈

建達 365 站，等於一個村里有兩個站，鼓勵

大家走出戶外，讓年輕人無後顧憂在外打

拚。門諾基金會總執行長邱瓊苑表示，看到

家庭的祝福，未來也要成為下一代的祝福。

希望未來運動會可以邀請其他社福單位一起

來共襄盛舉，不辜負這個好場地，也讓重陽

運動會能成為全國的長輩盛會。 

 

在玉里鎮藝文中心的重陽運動會，則由

門諾基金會董事長余文儀領銜開幕，工作人

員說在長濱的長輩一早就由玉長公路坐遊覽

車過來熱情參與，而現場共有三項遊戲，前

兩項是肢體遊戲：「趣味彈跳球」、「我是飛毛

腿」，還有靜態益智遊戲，分別讓長輩們動動

肢體又動腦、延緩退化。 

 

花蓮小巨蛋現場更是非常熱鬧，先由長

輩熱鬧隊呼開場，現場貴賓如衛生局副局

長、傅崑萁委員辦公室代表、花蓮市公所代

表等都非常投入，在第一項遊戲「百尺竿頭」

時都擔任第一棒，一起陪伴長輩玩遊戲，徐

縣長也熱情參與玩了一陣以後，才依依不捨

離開。 

 

 

 

 

 

 

 

圖說：九九重陽長輩合照 

長輩們在籃球遊戲「一掃千軍」時，更

是身手矯健，活力十足，用球把水瓶推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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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都紛紛歡呼，會後由邱瓊苑總執一一頒

獎、勉勵，紀念了這熱情久久的一天。 

門諾基金會希望藉由舉辦九九重陽運動

會，能為長輩們帶來健康的祝福，也希望未

來能擴大舉辦，讓九九重陽變成花蓮縣長輩

的聯合盛事，成為花蓮縣的長照美好風景。

長輩們為家庭社會所付出的青春年華成為了 

現場長輩們都精神飽滿出場非常感動，相信 

 

 

 

 

 

 

 

 

 

 

 

 

 

 

 

 

 

 

 

    圖說：重陽長者運動會訓練上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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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與熱情  

疫情已經慢慢地控制住了，剩下還沒確

診過的應該都是天選之人，這一波疫情也應

該到尾聲了，志工們是最開心的人，因為很

快可以全面恢復服務！ 

我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接手了志工組

組長的職位，也因為疫情，很多志工都還沒

有機會見到面。還好這特殊時間，還有機會

去到每一個工作站與據點去跟有在服務的志

工們開會，認識一下志工們，也順便了解一

下每一個工作站與據點的工作內容，以方便

以後安排物資。 

認識這些志工後，才知道每個志工都來

歷都不能小看，有在政府機關服務退休的、

也有警消機關服務退休的、當然各行各業都

有，但最多的還是我們偉大的家庭主婦。她

們利用自己多餘的時間與力量，來幫助那些

有需要幫助的人，這是一群樂在服務的朋

友。在我認識這些志工們的同一時間發現，

許多的志工們不畏懼疫情，他們一樣在需要

他們的地方繼續服務著。 

 

 

 

 

 

 

 

 

 

圖說：志工幫站上長輩量血壓，察看狀況 

 

也因為他們的熱情，每一位志工都成了

防疫高手。無時無刻的提醒身邊的人，口罩

要戴好喔！記得要多多消毒哦～我相信，無

論是什麼疫情，都無法將其熱情澆滅，也讓

我真正的認識他們熱心助人的恆心與毅力。 

在志工組服務的期間了解到，志工們不

是單純的服務而已。反而在服務的同一時

間，大家都很努力的在提升自己的能力與知

識，也因如此才有能力幫助更多需要特別照

顧的人。今年也因為疫情的關係，許多的課

程與活動都因為疫情而延期或取消。所以現

在大家開始踴躍的參加活動與課程，許多暫

停服務的據點站也都開始服務。期待著回到

疫情前一般的歡樂，志工們熱情的與他們的

陪伴者載歌載舞，在快樂的氛圍中努力做著

復健。 

志工們說道：從疫情擴散開始停班到現

在，暫停服務這麼久，身心都悶悶的。的確！

雖然志工們不是專職人員，但他們的熱誠與

無私的奉獻，不會輸給任何一個專職人員，

熱情未減且從不喊累。讓我們一起感謝，也

為這群無私奉獻的志工拍拍手。 

 

 

 

 

 

 

 

圖說：志工幫站上長輩量體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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