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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名稱: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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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361256 號函 

三、議決發起勸募活動之董(理)事會: 經 第八屆第六次全體董事會決議辦理 

四、勸募日期: 110/05/01~111/04/30 

五、執行期間: 111/01/01~11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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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1000010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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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物資與減免相關照顧服務費用，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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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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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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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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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94,284 元整(含利息 11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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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8,382,697   

利息收入 $ 111,587   

送餐守護服務  $ 10,291,143 募得款支出 

愛心輔具服務  $ 5,571,397 募得款支出 

交通接送服務  $ 1,977,548 募得款支出 

志願服務  $ 720,209 募得款支出 

東部偏鄉照護服務  $ 39,933,987 募得款支出 

勸募活動必要支出  $ 0 本會自籌 

總計 $58,494,284 $58,494,284  

九、網路公開徵信: https://www.mf.org.tw/contents/text?id=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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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1 ~ 2023/11/27) 

方案名稱 投入經費 工作內容 服務成果 

送餐守護服務 $ 10,29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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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75 個便當  

 社區製餐點送餐: 61,197 個便當  

 統一超商假日送餐: 2,164 個便當  

 24 小時緊急救援連線: 26,746 件    24 小時緊急救援連線 

愛心輔具服務 $ 5,57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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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3 件  

 輔具配送: 1,086 件  

 輔具整備及維修: 3,910 件  

 輔具募集及捐贈: 304 件 

交通接送服務 $ 1,977,548 
 身障復康巴士服務 

 長照交通接送服務 

 身障復康巴士服務: 36,243 趟次  

 長照交通接送服務: 28,515 趟次  

志願服務 $ 72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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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943 人次。 

東部偏鄉 

據點服務 

A 單位 

$ 39,933,987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13 處長照工作站  

 23 處社區照顧服務據點  

 居家型照顧服務: 

 居家服務: 178,625 小時  

 到宅沐浴: 1,791 人次  

 中低收入戶老人特別照顧督導訪視: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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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78 人次  

 社區照顧據點服務: 21,402 人次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1,626 人次  

 行動自助餐車: 18,032 人次 

 社區式交通接送服務: 14,794 人次 

支出總計 $58,494,284 ※計畫執行截止日期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實際支用完畢 2023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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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好您的角(腳)，繼續向前行  
輔具事工現況及目標 
 

 

門諾基金會愛心輔具銀行於 2019 年開

幕，回顧歷年的服務成長，除了持續擴大輔具

租借、維修、配送、捐贈、募集、諮詢共六大

服務之量能外，於輔具品項上更持續進階提供

多樣化款式，如：特製輪椅、特製洗澡椅、加

高助行器、血氧機等，以滿足不同需求的服務

對象。每每長輩們在取得適切、舒適的輔具後，

心情總是十分喜悅，不僅提升了居家生活品質

和獨立性，同時也減輕照顧者的壓力負荷。 

服務過程中，時常看見長輩或身心障礙者因經濟較困難，而選擇默默使用年久失修的輔

具，有位阿嬤的便盆椅坐墊已經破洞、常常刺到皮膚，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受傷，還有一位阿

公的輪椅胎皮已經磨平、煞車已經嚴重脫落，可想而知若遇到下坡會有多大的危險。但面對

這些困難，阿公阿嬤也常常僅是微笑地說沒關係，然後繼續艱難地執行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任

務，但其實持續使用破損的輔具，反而會增加隱藏性危險，更容易造成長輩意外發生與健康

狀況下滑。 

為了提升使用輔具的安全性與舒適性，本會也積極媒合相關社會資源，針對生活較為困

難的長輩，在輔具耗材費上減輕其經濟負擔，哪怕只是小小的煞車組、扶手或坐墊，當輔具

師傅們完成維修後，長輩總是用燦爛的笑容和感謝回應我們的服務，也溫暖了工作人員的內

心，讓一切的辛勞顯得值得。 

愛心輔具銀行即將邁入服務的第五年，單位除了持續提供經濟困難長輩的輔具服務與資

源連結外，期許今年更能透過輔具衛教單張製作、社區宣導、工作坊、教育訓練辦理等方式

提升跨專業合作機制，讓不僅是服務使用者本身，也讓個案家屬、照服員、個管師等長照團

隊，甚至一般社會大眾，都能對於輔具概念有更多的認識和體驗，進而形成友善的長期照顧

團隊，以因應越加高齡的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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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宅療育，讓每個孩子都啟程  
早療事工現況 
 

孩子能夠好好說話、具備生活自理能力，發展全備，這就是我們服務提供者最開心不過

的事了。目前早療到宅中心服務的區塊為花蓮縣的中區，包含壽豐鄉、鳳林鎮、光復鄉、萬

榮鄉、瑞穗鄉及豐濱鄉六個鄉鎮，為了落實以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礎之療育服務，我們的

腳步深入各社區及村落走訪，並與早療協會及各村長、社區發展協會等團體建立關係並發現

個案，進入家庭提供服務，提升社區民眾及家長對於兒童發展與早期療育概念的認識，進而

建構友善社區。早療團隊提供到宅療育課程及走動式小站活動，滿足發展遲緩兒童家庭獲得

社區化與近便性的服務，與家庭成為陪伴孩子快樂成長及學習的好夥伴，孩子們在起飛的時

候雖然慢了些，過程中需要多點我們的陪伴與家長付出，一樣能翱翔在兒童發展的天際中。 

早期療育服務的對象為 0-6 歲(疑似)發展遲緩的孩子及其家庭，去年夏天我們在社區宣

導時，媽媽擔心小孩的語言發展有點落後，所以邀請我們到家中看看小朋友的情況，初訪家

庭的時候，他一歲十個月，還不會用口語表達需求，我們跟媽媽建議安排每週一次的到宅療

育課程，促進小朋友語言發展能力，經過幾次到宅服務後，家中的主要照顧者將課程中的遊

戲及技巧使用在平日作息的活動中，發覺

小朋友變得活潑，也會用肢體及聲音表達

需求，現在已經二歲六個月了，上課的專

注力提升，對語言的理解力也進步了，更

棒的是漸漸的發出聲音回應老師，我們看

見孩子上課時那雙專注的眼神、可以乖巧

靜待老師進行下一個活動，是這半年來大

幅的成長，是老師與家長最棒的回饋了。 

每當我們知道孩子有所成長，其實也

表示照顧者也學會如何和孩子溝通了，陪

伴與療癒的過程雖然不容易，但能讓孩子

開始啟程，我們的心情如同家長一樣，無

比的欣慰感動。感謝神使用早療團隊並帶

領我們看見社區中發展遲緩兒童及家庭

的需要，我們願意繼續用愛陪伴每一個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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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弱勢朋友通行無阻 
交通無障礙廊道 
 

復康二十年，從就醫轉多元出行 

門諾基金會自 93年承接了復康巴

士，擔起了身心障礙者對於出行的任

務，由初期服務六輛車輛的投入迄今逐

漸增長到目前三十一輛車輛，服務於花

蓮縣 13 鄉鎮間，藉由車輛上備有輪椅

升降機設備，讓身障者搭乘時減少位移

造成的不適。除了提供就醫的交通服

務，復康巴士其設計更是希望身心障礙

者對社會充滿期望與參與，使其走出家

庭接觸社會。於是我們自 111 年起開始加強有關就養、洽公、社會參與等用途，甚而加強服

務身障者定點旅遊等項目，期望藉多元性的服務項目，讓使用者能更開闊心胸接觸社會，建

立多元社交、為自己充電。 

長照巴士，讓長者減輕荷包負擔 

民國 98 年起，長期照顧十年計劃推動。門諾基金會花蓮交通服務中心承接長照巴士交

通接送服務案，提供 5 輛經改裝後之長照巴士，至 112 年本會已增加服務車輛至 13 輛，接

受服務資格為 55 歲以上原住民失能者、65 歲以上失能者以及 50-64 歲身心障礙失能者等。

長照巴士在設計上是以交通接送服務提供長照給付對象往返居家至醫療院所就醫、復健、透

析治療之交通接送，使接受服務的長輩及失能者能更方便獲得醫療上的協助，減輕更大的醫

療行為及花費。 

BD03 社區式交通服務，點對點銜接至機構 

長期照顧社區式交通服務，其設計為在長期照顧下之家庭托顧、日間托顧等服務之交通

接送，提供往返居家至社區式服務類長照機構(日托、家托)之交通接送服務。使其使用者之家

屬、照護者在使用者接受照顧期間，仍能工作就業、或利用照顧期間完成必要之事務，目前

本會以長照巴士配合社區式交通接送流用方式執行。 

偏鄉無障礙廊道，需要擴大補強 

花蓮縣境腹地遼闊各鄉村、部落間距離遙遠，且無障礙設備並未普及，雖有社區巴士、

幸福巴士等車輛輔助，身障使用者及長照使用者對於復康巴士、長照巴士、社區式長照巴士

需求量很大，基金會會努力補強，讓東部弱勢都能真正在無障礙廊道裡通行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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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兔迎春慶年節」 
長輩圍爐活動 
 

疫情嚴峻下門諾基金會長輩圍爐活動停辦了兩年，如今疫情逐漸趨緩，今年好不容易能

再次舉辦，長輩們都很踴躍參與，席開 16 桌準備過好年。近中午接送長輩的遊覽車陸續到

達理想大地，行動不便的長輩在志工與督導協助下也都順利入座，共有近百位使用門諾基金

會居家服務、送餐服務與復康巴士的弱勢長輩齊聚圍爐。 

邱瓊苑總執行長致詞時表示，疫情讓活動更顯珍貴，基金會希望能跟長輩手牽手緊緊相

依，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去服務，也特別謝謝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好好變老」公益計畫的

贊助。席間工作人員與志工也細心幫行動不便的長輩挾菜，長輩們紛紛大讚美味，有阿公還

因吃太快噎住，幸好督導和志工緊急處理，將異物掏出、叫救護車確認長輩狀況，讓突發狀

況僅止於虛驚一場。 

公益好朋友隆通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共準備 230 份生活物資福袋致贈給弱勢長輩，希望

表達過年的祝福，也帶來最實際的幫助。陳世通董事長感性地說，他說自己幾十年前，來到

花蓮跟夫人結識後，便也成為廣義的花蓮子弟，看到社工這麼用心照顧長輩，自己期勉以民

間企業身份能做更多。隆通工程張欽麟總經理、陳貴英協理、王婕瑤人資長更遠道從台北來

參與，並將福袋致贈給長輩代表：94 歲的張阿公和 93 歲的林阿嬤，張阿公獨居於壽豐鄉溪

口村，因行動不便，需使用助行器或助步車行動，門諾基金會提供送餐與居家服務；林阿嬤

與女兒同住在吉安鄉太昌村，母女都是居家服務的使用者，林阿嬤因退化性關節炎，需要使

用復康巴士協助就醫。長輩們溫馨圍爐共享美味，收到福袋和禦寒毛毯，吃得更開心了。 

花蓮縣長徐臻蔚特別有心，除先派社會處長官陳加富處長出席外，百忙之中撥冗出席致

贈給長輩們人蔘飲禮盒補身

體，並逐桌問候拜早年，她提

及非常希望長輩出來曬太陽，

也謝謝工作人員費心準備長輩

圍爐活動，縣府往後也會結合

如門諾基金會般的長照團體，

一起照顧花蓮長輩。現場就在

長輩歡樂的卡拉 OK 歌唱比賽

中畫下完美句點，長輩們紛紛

依依不捨，希望明年還能再度

相聚，一齊圍爐感受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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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為樂、服務最榮  
門諾志工團隊 

 

其實「老」並不可怕，因為人人

都會老，我們也常說，年齡不是問題，

如何成功老化才是重點。目前志工隊

已進入高齡化階段，隨著年齡增長注

意力，聽力，體力，視力等等漸漸退

化，那為何還能繼續服務，樂中於服

務呢？ 

不是因為志工們社會歷練豐富、

服務穩定性高、服務時間充裕，而是

樂在服務。志工隊共有 105 位同仁，

服務項目有活動組、養護組、行政組、

社區組等 4 組，每位分散在各個小角落，所以不管在哪個據點，一定會有他們服務揮灑汗水

構築那幅動人景象的身影，每當看見穿著服務背心的志工，穿梭在人群裡、街道上、機構中，

那充滿活力與熱情的背影，不辭辛勞地為社會貢獻一己之力，創造出人與人之間的溫度，這

股感動不僅感染了身邊的人，更影響了社會大眾想一同加入志願服務的行列裡。 

人們常說：「最美的風景就是人情味」，看著長者志工、青年志工甚至家庭志工一同出來

服務獨居老人、弱勢族群，亦或是廣泛到整個社區社會，更讓我覺得志工服務的身影，就是

縈繞世界最美的幻彩。 

有次連同工都還沒上班的早晨，就看到志工伙伴默默地走上來打卡，咦～今天這麼早！

志工總是回答：因為學員不方便行走，很容易跌倒、受傷，害怕一個不注意造成遺憾，所以

一定要在還沒開始上課時，先準備好器材，讓學員放心及安心的上課。總是把服務長輩放在

第一位的我們，從不透露一絲絲的怨言，在服務的過程吸收到很多能量，當我看見那些被服

務的對象笑了，我自己也會很開心，就好像我可以替別人帶來一些快樂，我想，這些就是我

們平常體會不到的吧！ 

這樣的舉動，不僅讓人明白志工的意義與價值，同時傳達人際之間的關懷，從不抱怨的

志工群，反而在他們身上看到充滿溫暖，志工是「以服務為本」的志業，雖然志工大多都是

被解讀來幫忙的，但是以一個無私無薪的志工伙伴，是一件與自己「志願」有關的工作，不

求報酬的心態發揮服務精神，獲得心靈滿足與精神快樂，也可以說是終身學習的一種志業，「助

人為樂、服務最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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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蓮做老朋友們的好厝邊  
社區照顧據點 
 

門諾基金會成立於 1997 年，最初是創辦人黃勝雄醫師，看到許多長輩在出院後卻無法

得到好的照顧，衍生更多問題而不停往返醫院與住家之間，入住機構量能又有限，於是門諾

基金會秉持「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去」，比長照 2.0 還早看見偏鄉長輩的需要，發展出各項「即

戶式」服務，例如：送餐服務、居家照顧服務、交通接送服務、守護連線服務（救命鈴）、輔

具服務等「即戶式」服務，因應偏鄉特性，以及長輩食衣住行、就醫、就養等的狀況，把服

務主動送到個案的家裡，讓偏鄉的獨居長者能夠順利在宅安老，當個快樂老人家。 

基金會的服務已經邁向 26 年了，而近幾年台灣邁入超高齡化社會，社區中需要協助的

長者越來越多。門諾基金會於是進行了一連串的社區佈點活動，除了 1997 年開始服務的門

諾基金會總會以及 2005 年開始服務的玉里服務中心外，更因應政府長照 2.0 的推行紮根社

區，在各鄉鎮成立了工作站，希望能就近照顧社區中的長者。 

門諾基金會跟社區老朋友們一起生活、一起面對老化的困難，首先於 2017 年成立了新

城工作站，這是第一個走進社區的工作站，而我們目前已經在花蓮北區：花蓮市、吉安、新

城、太魯閣，花蓮中區：壽豐，花蓮南區：玉里、瑞穗、卓溪、富里、光復等都有設置工作

站，並於花蓮、壽豐、玉里都各自成立一指標性的日照中心，就是為了陪伴長輩們健康老化。 

目前這幾個工作站也成立了 3-6 年，提供的服務包羅萬象，包括日托服務、瑞智學堂、

愛心輔具銀行、共餐服務、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等服務，可說是生活大小事無所不包，就是

為了實踐「好朋友陪伴老朋友」的精神，讓長輩們遇到困難時都可以迎刃而解，除了日常生

活外，遇到節慶各個工作站

也會準備特別活動，讓長輩

們感受過節氣氛，像前幾年

遇到疫情，基金會也因為紮

根社區，而做出送物資給長

輩等積極應變，這些都是我

們默默耕耘的成果，在此也

特別謝謝社會大眾的愛心支

持，因為有您們的愛，門諾

基金會也才能把愛傳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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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花東鄉野的送餐服務 
好好吃飯  
 

 

根據內政部 2022 年花

蓮人口統計，從前年 35 萬

多人掉至 31 萬多人，社會

性人口增減，花蓮青壯年人

口外移，連新生兒數量都只

有 20 年前的一半，人口老

化嚴重，獨居老人數量也不

斷攀升，遠在花東偏鄉的弱

勢長者該如何好好吃飯呢？ 

 

門諾基金會送餐服務自民國 87 年開辦，從花蓮市、吉安鄉約 40 位弱勢長者的到宅送餐，

經過 25 年送餐服務歲月，發展出多層級餐食服務模式，餐食更是細分為 7 種適口性飲食，

由專業的營養師、送餐督導等專業同仁，定期家訪重新評估個案狀況調整飲食，不浪費為原

則。到宅送餐月平均服務量從 111 年 521 位，到 112 年九月攀升至 680 位，持續開案中，

服務範圍擴展到花蓮縣 7 個鄉鎮，最北為秀林鄉，最南端為卓溪鄉，共服務 7 個鄉鎮，因卓

溪鄉地形影響又分為南線與北線，故為八條路線，光單日服務里程加總約 909 公里，相當於

花蓮台北開車來回三趟，可見狹長的花東地形，跨越山線和海線的送餐服務是多麼的艱辛。 

多層級餐食模式分為「社區製餐點」、7-ELEVEN「好鄰居送餐隊」、「社區共餐據點」、「熱

循環保溫送餐車」、「行動自助餐車」五種模式。「社區製餐點」有 5 個鄉鎮（秀林鄉、花蓮市、

壽豐鄉、豐濱鄉、玉里鎮），共 6 間餐飲業者合作供應週一至週六的午/晚餐；而從 2014 年

開始，門諾基金會與愛心企業 7-ELEVEN 合作假日送餐，7-ELEVEN 特地邀請店長成立「好

鄰居送餐隊」，補足假日送餐缺口，讓無力備餐的弱勢與獨居個案餐食不間斷，目前共有 12

家門市店長服務本會花蓮 4 鄉鎮 23 位個案，每年服務近 2,439 餐次，送餐守護中心思敏組

長也在八月拜訪多家正在合作的門市，了解 7-ELEVEN 店長送餐的情況，店長分享到能從和

送餐個案的談話中，接收到不同的需求及問題，7-ELEVEN 店長也會在當下即時處理，解決

個案們的窘境，7-ELEVEN「好鄰居送餐隊」是門諾基金會以及偏鄉長者不可或缺的天使。 

「社區共餐據點」花蓮縣共 30 處、台東縣 1 處（長濱鄉加走灣日托站）供應平日午餐；

「熱循環保溫送餐車」共 10 輛車，60℃熱循環保溫，避免餐食在長途路程而變質，供應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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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週六花蓮到宅送餐 8 條路線本會

個案的午、晚餐，服務範圍如前段所

述；「行動自助餐車」因應居民在地文

化及生活習慣，此服務供應瑞穗鄉、富

里鄉的居家送餐與據點共餐，服務總計

10 個社區。依今年 6 月多層級餐食模

式單月統計，服務人數為 1,075 人，

午、晚餐共計送出了 27,664 個便當，

便當盒疊起來高度近兩棟的 101 大樓

高，需求量非同小可。 

門諾基金會最特別的送餐路線為卓溪鄉的南、北線，北線有崙山、立山、山里、崙碑、

中興、中平、太平等村落，因為村落之間大多為陡坡，行車需要上上下下，考驗送餐員的專

注力，且容易遇上土石流，十分危險；南線有卓溪、卓清、中正、清水、古楓、南安等地區

近富里鄉交界，而南線主要道路雖簡單，但因為村落與村落距離長，精神耗損較大容易出現

疲勞駕駛，非常辛苦。雖然卓溪鄉目前居服的送餐個案加上一般送餐服務個案僅有 55 位，

但我們仍使命必達。 

感謝所有公益朋友們善款的支持，更感謝願意上山下海的送餐服務同仁們，我們希望也

歡迎企業、社團甚至是個人都能成為我們的公益好夥伴，一起關注偏鄉照顧的議題，與我們

一同「送愛到偏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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