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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編輯室 呂學智

2025 年台灣進入超高齡社會

當一個社會的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

超過 20%，稱之為「超高齡社會」。國發會

推估，我國超高齡社會將提前於 2025 年到

來。值得注意的是，自 2043 年開始，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維持在 700 萬人以上，

未來大量高齡照護需求，以及社會保險給付

費用，包括勞保、健保等須及早因應。

一個社會主要是由 15 至 64 歲青壯年之

「工作年齡人口」所撐起。這群人口投入生

產，創造產值，促進經濟發展，並且繳稅、

負擔勞保、健保等。若要扶養的老年人口愈

來愈多，將對經濟發展、社會發展造成極大

危機。

台灣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2025 年每

5 個人就有 1 位 65 歲以上。2020 年每 4.5

個青壯年扶養 1 名老人、2025 年每 3.4 個

青壯年扶養 1 名老人；到了 2070 年變成每

1.2 個青壯年要扶養一個老人。 

超高齡化社會即將帶來風暴

台灣進入超高齡社會，將引爆高齡化的

四大問題。

1. 平均壽命延長：如何準備退休所需要的生

活費。

2. 醫療費用增加：60 歲以上老人每人每年

平均醫療費用約新台幣 9.7 萬元。（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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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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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增長逐漸增加）

3. 老年人口越來越多：青壯年族群所要負擔

的壓力越來越大。

4. 長期照顧需求遽增：台灣長期照顧需求的

比率持續增加，醫療資源分配與長照人力

需求已經爆炸。

退休不當孤單老人，擔任志工更快樂

多數的志願服務工作都是群體服務，

所以能認識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擴展生活

圈。透過志願服務工作，接觸到更多人，能

增強與社會的連結，對相關的社群產生的歸

屬感。

除了參加社團活動，鼓勵長輩可以參與

志願服務的工作，來豐富退休或是年老後的

人生。志願服務指的是個人出於自由意志，

運用一己的知識、體能、勞力、經驗、技術、

時間等來貢獻社會，且不以獲取報酬為目

的，對社會提出有益的志願服務的人，常簡

稱為志工。

參與志工服務好處多多

一、透過服務貢獻自己價值，增加自我價值感。

二、與人群連結，增進交流互動，產生歸屬感。

三、能認識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擴展生活圈。

四、發揮自己原有專長，分享職場或人生經驗。

五、通過訓練學習新的知識，不會和外界脫節。

雖然志願工作定義是沒有強迫性，也不

求立即的回報，目的主要是在幫助他人，但是

志願服務的內容，還是需考慮安全與適任性。

志願服務工作的種類繁多，有的是應用

專業知識，有的只需運用社會經驗，更多的

志願服務工作，只需要有愛心體力與時間，

就能貢獻心力。

銀髮志工從哪裡開始

如果中老年人要參與志願服務工作，可

以嘗試到社區據點、圖書館、醫院、學校…

等。其他還有區公所志工、長青學苑志工、

鄰里巡守隊、關懷訪視志工、環保志工、交

通導護志工，甚至許多非營利組織、教會或

宮廟等

，也都

有銀髮

志工服

務的需

求。

在社區據點擔任志工，可以實際接觸到

社區環境與里民，可以了解高齡化在鄰里社

區的實際狀況。做志工前都要接受基礎訓練

及特殊訓練，「志工就是要快快樂樂，不求

回報」，當保有服務及付出的心態，同時可

以接觸外面的世界，與許多人交朋友，生活

就會非常充實、愉快。

在醫院

裡做志工服

務，也同樣

要接受教育

訓練課程，

例如心肺復

甦術，使用

自動心臟去顫器等，也可以學習很多醫學保

健知識，例如衛生消毒、保命防跌等概念，

對於銀髮族志工來說，是非常有收穫及幫助

的。 

借鏡丹麥，初老者擔任社區照顧志工

丹麥屋登斯 (Odense)，是童話作家安

徒生的家鄉，因為推廣失智社區照顧聞名歐

洲。其特色是「四層照顧」，第一層是諮詢

項目 全性別

1. 自己的健康。 54.20
2. 自己生病的照顧。 35.88
3. 經濟來源。 24.75
4. 配偶的健康。 21.19
5. 配偶生病照顧。 12.80
6. 子女照顧。 6.15
7. 子女奉養。 4.04
8. 人生安全。 2.32
9. 往生後事處理。 2.21
10. 居古問題。 1.34

老人最擔心的 10 個問題

資料來源：衛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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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通報中心，第二層是志工社區照顧，第三

層是專業社區日間照顧，第四層是機構。其

中第二層主要接待初期失智者，這部分就由

志工組織來經營。

一般人可能覺得失智照顧很專業，甚至

很麻煩，需要護理或精神科社工。但實際上

這第二層的設計，就定位由志工組織負責。

除管理專員是專職外，全都是志工，而且清

一色是剛退休的民眾。

第二層的社區照顧設有固定場地，也有

設置小型賣場。初期失智者會自行前往，或

由家屬或志工陪伴前來參加活動。在這裡，

可以打橋牌、打毛衣、唱歌、閱讀與其他學

習等。

身心健康的初老者擔任志工，在週間

輪班，協助專員維持行政事務，接待失智的

客戶。丹麥的志工社區照顧模式運作得很順

暢，已成為歐洲老化對策範例之一。丹麥鼓

勵初老者投入社區照顧的志工服務，有幾個

好處：

1. 志工年齡與客戶相近，很容易同理和有共

同溝通語言。

2. 有自然機會觀察讓自己與親友，及早預防

和治療。

3. 讓初老者保持活躍健康，為國家節約後期

醫療開支。

4. 彌補高齡少子社會，專業照顧人力不足改

善負荷。

5. 強化在地社會連結，因為相互照顧，拉近

人與人的關係。

6. 減少負面思維，看到別人處境而心存感激。

7. 更多國民以最低成本有效方式具備高齡社

會素養。

環顧台灣，目前也有越來越多初老者，

正在四處尋找生活意義。鑑於台灣和其他老

化社會有相似的困境與壓力，高齡社會的生

活品質需要改善，失智者也越來越多，若能

參考丹麥，更積極推廣與組織志工，讓初老

者有機會成為初期失智的支持者，也是一條

可以持續發展的路。

50 到 65 歲都算年輕人

根據衛福部的資料，1980 年代，台灣

剛開始推動志願服務時，參與者以女性、家

庭主婦居多。但近幾年來，男性和 65 歲以

上志工的人數增加。65 歲以上佔所有志工人

數比例從 2007 的 10.84％成長到 2017 年

的 24.4％，幾乎是倍數成長。

研究報告指出，65 歲以上的志工投入

志願服務最大的動機為行善助人，因此服務

的領域以環保和社會福利最多。65 歲以下，

都算還很年輕。希望更多熟齡人口從事志工

服務，特別是初老服務老老。

心情變好、朋友變多、看病次數變少

衛福部研究報告，有志工經驗者，

72.3% 覺得生活更充實、50.6% 自認獲得成

長的機會，33.2% 則覺得當志工可促進身心

健康。

政府鼓勵中高齡者擔任志工，也是一種

健康促進。老人若缺乏社會參與，容易罹患

失智等文明病。在一份非正式調查中發現，

參與志工服務者，長期下來看門診次數較

少、住院天數也較短，可見參與志工服務確

實有益身心。

為什麼當志工能促進健康？除了外出

活動的機會增加，不少志工在幫助弱勢的同

時，也會進而珍惜自己所擁有的生活，減少

負面思考。此外，志工也有更多機會學習專

業知識，例如聽取衛教新知、學會照顧老人

的技巧等，因此助人的同時，也是幫助自己。

環宇社區據點提供的活動與功能

環宇在全台推動社區長者照顧服務計

畫，辦理弱勢老人共餐、送餐、電話問安、

關懷訪視及健康促進等服務，並深入瞭解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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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老人的需求，協助連結所需的資源，以使

社區裡的弱勢老人可以獲得良好的照顧。

在長輩還能活動時，即提供服務，以

預防觀點為導向，減低疾病發生，長遠上亦

能降低更多的社會福利成本。除了生理方面

的問題，老人在心理與社會方面的需求，亦

需要更多的關懷與服務，以減低老人的孤寂

感、失落感。

肢體律動課程、高智爾球、手作園藝盆

栽、書法課程、卡拉 OK 歡唱、手機群組操

作、社區銀髮走讀、生命故事書…等，據點

所舉辦的活動和課程豐富而多樣，讓長輩們

彷彿融入在一個大家庭之中，快樂的氛圍和

學習的環境，讓長輩們的身體跟心靈都獲得

了活化。

台灣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老人憂鬱症

問題也不容忽視，環宇社區據點早就觀察到

這個現象，因此在據點經營上，特別注意對

於憂鬱長者的關懷與照顧。因此我們設計這

些多元活動，具有陪伴與關懷的意義，可以

預防及減緩憂鬱惡化。 

主動學習帶來改變

我們提供老人照顧服務的平台，推動社

區老人照顧服務工作，建構一個「在社區」、

「由社區」、「為社區」的體系，藉由各項

活動與資源連結，使長輩們在快樂的志工服

務過程中，找到付出與給予的意義。

志工可以參與備餐或協助送餐、關懷獨

居長者、陪伴與協助課程，甚至有些是陪伴

課後班兒少志工。快樂正向的陪伴，是化解

憂鬱的良方，因此據點將營造出一個和樂家

庭的氛圍，快樂與成長的基地，這是環宇社

區據點一個重要的目標。

此外，我們精心設計「長者之師」課程，

讓長輩自己擔任課程領導人，例如手作家鄉

美食或是社區走讀的導覽。當然，在準備過

程當中，他們是備感壓力而充滿緊張的，然

而長輩們卻是絲毫不馬虎，凡事盡心盡力。

每每在一堂課程精彩的技術教導，或

豐富的導覽之後，獲得來自於大家肯定的掌

聲，他們的勇氣化為驕傲，臉上洋溢著成就

感，這是他們最感幸福的一刻。

我們相信，長者們可以自我成長，也可

以主動學習，並且擁有獲得新想法的能力。

他們可能會通過同儕的討論，或是回去跟家

人產生聯繫，讓自己慢慢會在心裡或生活裡

面，出現一些積極的變化，而是這些作用，

最終帶來了正向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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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據點主任 謝韶彧

鳳凰花開，驪歌輕唱，畢業季節悄悄接

近。阿漢 (化名 )，一開始只是個活潑、調皮、

少不更事的孩子，現在卻是懷抱希望，即將

邁入高職的學生。

阿漢初到課後班時，因為爸爸從小只提

供他吃的，其他事全都沒有教，所以即便是

國中大男孩，但幾乎什麼事情都不會。之後，

陸續發生一些事，讓據點老師感到驚訝，深

深地體會到什麼叫做「只提供吃的，其他事

全都沒有教」，竟讓一個智力測驗正常的孩

子，生活與學習能力如此低落。

事件一

教室角落的壓線

條脫落好幾次，據點老師帶著阿

漢一起處理，老師把壓線條拿給他：「阿

漢，幫忙量一下長度！」

阿漢拿起直尺，量了一下說：「24 公

分。」老師一愣，覺得疑惑，目測應該只有

10 公分左右，怎麼會是 24 公分？

「有沒有看錯，沒這麼長吧！」

「對啊，24 公分，你自己看。」

老師看著他把壓線條靠著直尺，一端對

齊 13 公分，另一端對齊 24 公分。

「這應該是 11 公分吧，24 減 13 等於

11 啊！」

「減什麼，對齊哪裡就是幾公分，我從

小都這樣量的啊！」阿漢理直氣壯說。

事件二

阿漢不太擅長處理人際關係，在學校可

說是邊緣人，導致他很喜歡刷存在感。進到

課後班，他發現自己應該可以做些事，那就

是教導國小學弟妹功課。但因為本身程度不

足，讓他捉襟見肘。

一天，小六男孩拿著數學總複習來問據

點老師，老師說：「1 公斤等於 1000 公克，

聽不懂也

堅持要上線的阿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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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1 公斤 350 公克就等於 1000 公克加

350 公克。」老師在白板寫下 --1 公斤 350

公克 =1350 公克。

下一題，老師說：「1 公斤等於 1000

公克，所以 1 公斤 700 公克就等於 1000 公

克加 700 公克。」老師在白板寫下 --1 公斤

700 公克 =1700 公克。

「其他題目就依此類推，同樣的方式計

算就可以了。」

「我還是不會！」小六男孩說。

「道理是一樣的，你自己動手算一算。」

老師知道男孩懶得動腦，只想要現成的答案。 

「1 公斤 75 公克等於 175 公克啊！」

阿漢突然發聲。

「不對吧！」

「哪有不對，你剛才就這樣教的啊！這

一題是 1350 公克，第二題是 1700 公克，

所以這一題就是 175 公克啊！」

旁邊小四女孩看不下去了，衝到阿漢面

前說：「誇不誇張啊！國中了連這都不會。」

「我會！答案就是 175，不然你算！」

阿漢回嗆。

「很簡單啊，學校老師早就教過了，答

案是 1075 公克。」

「亂講，答案是 175 公克，不信你看老

師教的。」

「我沒這樣教，你弄錯了！」老師澄清。

「哪有，你明明就這樣教的！」

小四女孩露出一臉被打敗的神情，然後

同情地看了老

師一眼，安安

靜靜地走回自

己座位。

「到底是

多少？」小六

男孩問。

「剛剛大家在討論時，你覺得哪個才是

對的？」

「那我知道了，是 1075 公克！」男孩

開心說。

即便是國小數學都如此，可想而知，阿

漢在面對自己國中課業時，應該是完全聽不

懂的。

聽不懂也要堅持上線

五月份疫情爆發，學校停課，學生在家

線上教學，據點老師每天都接到阿漢的求救

電話：「老師，我沒辦法上線！」

老師透過電話指導阿漢好幾次，又把

他邀來據點，面對面協助他解決問題，但畢

竟是學校的教學系統，老師無法解決每個問

題，便請他去問同學或學校老師。

阿漢在 line 群組問班上幹部，他把對話

給老師看：「你看，都沒有人要回答我！」

結果，最後是班長的訊息：「大家教你幾遍

了？到現在還不會？」

據點老師向學校輔導室反映，經過一

個多星期的努力，阿漢終於可以登入線上系

統，進行線上學習了。原因是，他的手機有

家長監護程式，導致在進入學校線上教學系

統過程中，頁面會跟其他同學不一樣。

雖然阿漢全程都聽不懂，但他堅持一定

要上線學習。即便能力再怎麼不足，他依然

堅持一件事，並為此而努力，讓人看到他獨

特的亮點。希望這位大男孩能因為堅持，而

有收穫和成長，在未來發光發熱。

畢業後，阿漢因為家中的經濟困境，促

使他必須為生活而努力，因此白天打工，晚

上讀夜校。我們鼓勵他、協助他，一起寫履

歷表，陪伴參加面試，一關一關往前進。阿

漢單純而憨厚，相信他會走出生命的困頓，

迎向光明的春天，我們深深的祝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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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課輔老師 李御瑾

鳳凰花開，繽紛精彩，畢業季節，即將

到來。回想起剛看到阿漢 ( 化名 ) 時，還只

是個懵懵懂懂的小男孩，現在卻是即將邁入

中學的大孩子了，活潑而調皮。

課後班元老的驕傲

一天，我問阿漢：「就要畢業了，你有

什麼感想？」他沉默一會兒，說：「我捨不

得畢業，在課後班很有趣，可以學到很多東

西，參加各種活動、學習品格，以後去念國

中，就不能來了！」「謝謝老師這麼照顧我，

常常給我鼓勵，我很感謝能在課後班！」

當我正要沉浸在這感性的時刻中，他又

滿臉得意說：「老師，我在這個班上，是待

最久的學生喔！」看得出來，平常喜愛跟同

學打鬧的阿漢，此刻，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大

哥哥了，代表著身為課後班元老的驕傲與榮

耀。

其實之前，阿漢有點邋遢，生活不拘小

節，每次把作業拿出來時，桌上和地上就變

得凌亂不堪。總是佔據隔壁同學的位置，也

被中低年級的弟妹說：「你這樣影響我們走

路了耶！」甚至有孩子說：「我不想坐他隔

壁！」

為此，我也找他談過話，苦口婆心規勸

引導。阿漢漸漸意識到，自己的隨便造成了

別人的不便，再加上作業也曾被同學誤帶回

家，帶來困擾。而今，他的桌面早已不同以

往，進步了很多。

對烹飪有極大興趣

阿漢雖然隨性、不拘小節，但只要一

談到料理，他就展現出一絲不苟的態度，與

平常隨便的樣貌，差異很大。我們在課後班

提供十分多樣化的點心，只要有麵類或粥類

時，他就會問：「這是怎麼煮的？」「這是

什麼食材？

「這味道是

什麼？」好

奇心展露無

遺。之前辦

過包水餃活

動， 他 一

改往常調皮嬉鬧的態度，專注而投入地包水

餃，展現出對料理的熱誠與喜愛。

我也會讓阿漢分享，自己在家會煮哪些

料理、味道如何，他都能侃侃而談。我問他

畢業以後，最想做什麼？抱有餐廳夢的他，

眉飛色舞地說：「我要去我家那邊的景觀餐

廳打工，我要學煮菜，因為以後我想要開餐

在多元的學習環境中，提供樂器、美術、烹飪、手工、運動…等不同層面的刺激，可以幫助孩

子找到興趣，孩子喜歡什麼會自然的表現出來。讓孩子學喜歡的、做自己擅長的，將有助於自

信心的提升，以及才能與志趣的開發。

在未來的餐廳中

遇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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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課輔老師 張秀玫

隔代教養  
   祖孫情 事

點
故

據

廳，所以我要去學料理。」

他的回答，讓我由衷佩服，僅是小小

年紀，目標卻如此清晰，或許在課業上並沒

有傑出的表現，可是由自己構想出未來的藍

圖，加上一步一腳印的實踐，比起每天渾渾

噩噩過日子的孩子，他所踩出的每一步，必

定要比別人都更踏實。

朝自己的夢想前進

離畢業的日子近了，有一天他開心地對

我說：「家裡會給我一個房間，我會好好管

理我的房間。」我心想，這個孩子確實長大

了，褪去了稚嫩的外表，取而代之的是有主

見、會思考，以及規劃自己人生的夢想。

希望阿漢在實現餐廳夢的路上，記得自

己對料理的熱情，即使遇到瓶頸或困難，也

都能一一忍耐與克服。期許未來的某天，我

能在他的餐廳裡面，遇見他。

穿山甲，習慣把自己蜷曲成一顆球，將

自己最柔軟脆弱的部位，藏在裡面。但是，

請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懼，因為課後班像一

個大家庭一樣，任何困難，這裡的老師、大

哥哥、大姊姊，都會挺身而出保護你、幫助

你，讓你能安然露出腹部，保持自己最自然

舒適的樣子。

文 /課輔老師 張秀玫

辰靖 ( 化名 ) 個子不高，話極少，經社

工深入瞭解，得知父母親離異，母親在外地

工作不常回家，主要是由阿嬤負責教養。他

心情好時會與人交談，心情不好，最常說的

就是「不要」跟「XXX」( 三字經 )。

讓你老母帶回去教啦

沒想到才小二的孩子，就這樣出口成

髒，很不受教，我非常擔憂他會繼續向下沉

淪，心想：「這樣下去是不行的，總得想辦

法幫助他。」我把辰靖的學習和生活狀況寫

在聯絡簿，希望讓家長一起接力指導，卻遲

遲沒有收到回音，我不禁感到困惑。

後來，在某個機緣下，才知道阿嬤不識

字，我只好當面跟阿嬤談，讓她了解辰靖的

狀況。阿嬤了解後，感到非常無奈，便當著

眾人的面，對辰靖抱怨：「你這孩子不學好！

乾脆讓你老母帶回去教啦！」

某天，辰靖跟小宇在教室吵架，發生

嚴重的肢體衝突，我用雙手抱住他不放，才

讓衝突制止。但他依然奮力掙扎，我的手都

被掐得腫起來了，辰靖覺得自己無法發洩怒

氣，便放聲大哭。面對這困境，我頗感無奈，

事後邀請雙方家長一起討論解決方法。

人際關係不佳，爆發衝突

阿嬤緩緩道出辰靖的狀況，說他之所以

個性孤僻，是因為父母親都不在身�，也沒

有兄弟姊妹，更沒有其他玩伴，老是一個人

窩在家裡，久而久之就獨處慣了，不會主動

去認識朋友。所以他的人際關係不佳，也不

會與人互動，當受到小宇不斷挑釁時，自然

就會引發起暴衝。

大人在談話期間，阿嬤轉頭對辰靖說：

「你這孩子不聽話！乾脆給你媽媽帶回去。」

但他卻去找了一個杯子，替阿嬤倒了一大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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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涼水，在我們三人談話之間，他毫不客氣

地，就直接插了進來。原來，他是怕阿嬤講

太多話會口渴，所以才會去奉水給阿嬤喝

的。

會談結束後，我看到令人感動的一幕，

阿嬤扶著手扶梯，步履蹣跚地一階一階走下

樓，另一側則是辰靖細心地攙扶著阿嬤，完

全不像與同儕相處時那般暴躁，而是小心翼

翼、一步一步地，陪伴著阿嬤走下一樓。

淬鍊出來的生命價值

我相信辰靖感受到了祖孫兩人相依為命

的感情，更是阿嬤對他付出的愛使然，而辰

靖隨侍在側，則是他回報阿嬤之愛的證明。

我替阿嬤感到無比欣慰，年紀小小的辰靖也

能懂事，體會到隔代之情的可貴，而阿嬤這

樣「祖代母職」所付出的愛，並沒有落空。

生命給了我們功課，每人都不一樣，我

們無法逃避，也無法怨天尤人，我們唯一能

做的，就是珍惜身邊所擁有的一切，然後正

面積極以對。

期待辰靖能夠漸漸長大成熟，回報阿

嬤的養育之恩，透過老師陪伴輔導，也讓更

多同學體會他那不為人知的貼心與溫柔。未

來的路還

很漫長，

辰靖，加

油！相信

你一定可

以越來越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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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國際服務處 謝慧瑾

雪巴育幼院邀請

大專菁英擔任董事

▲新董事成員參訪育幼院，聆聽董事長說明組織運作

環宇基金會於 2015 年所創始的「雪巴

育幼院」，已漸漸成為健全獨立的組織，並

於 2020 年 10 月 18 日向尼泊爾政府註冊立

案，正式成為一個非營利組織 (NPO)，朝向

立己助人的新里程碑邁進。

6/17( 五 ) 下午，雪巴育幼院有幾位貴

客到訪，他們正是過去長期接受台灣環宇文

教基金會資助而長大的孩子們，如今他們已

是優秀的大專生青年，帶著雀躍的心情，從

各自所在地區專程前來，準備接受邀請成為

雪巴育幼院的新任董事。

他們翻閱著育幼院的歷史相冊，仔細聆

聽董事長暨院長 DM 先生介紹過去、現在的

服務成果，以及未來的工作計畫，每一雙眼

睛都閃閃發亮。此刻，他們被正式邀請，即

將成為雪巴育幼院第二屆的新任董事，每個

人內心都懷抱著無比的喜悅與遠大的夢想！

為何邀請他們成為董事

環宇基金會服務尼泊爾偏鄉弱勢孩童，

已有十多年歷史，服務對象已超過千名。我

們從這當中尋找具熱忱、品格、才能者，並

兼顧不同的地區與專業者，此次被遴選擔任

董事的共有七名，邀請他們成為董事，考慮

的因素如下：

一、遴選具備良好人格特質者，包括品格、

熱忱、積極、樂觀…等。

二、遴選具備專業能力者，如醫學、資訊、

管理、商業、語言…等。

三、通過「鮭魚回流」讓受惠於環宇的孩童，

有反饋與貢獻的機會。

四、凝聚青年的思維、智慧及創意，擴大

NPO 的服務成效與領域。

五、培養在地領袖及社會人才，長期來看用

以提升尼泊爾國家實力。

目前，雪巴育幼院具有獨立人事組織與

財務管理能力，今年董事改選，除了培育青

年菁英，強化在地服務之外，更兼顧服務地

區的意義，選取了包括加德滿都、吉里地區

和育幼院高年級生等代表，男女人數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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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董事的感想與回饋

1) 新任董事 / 尼瑪‧雪巴

醫學系大三生尼瑪 ‧ 雪巴 (Nimatenji 

Sherpa)，曾隨環宇志工團到尼泊爾偏鄉學校

服務，平時也會帶甜食給育幼院小孩，談到

成為新董事的一員：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們可以學習

和體驗它是如何運作的。最重要的是，我期

許開會時，互相借鑒想法，設定目標，不同

領域的成員一起合作，以各種可能的方法來

實現它。就像到達目的地，可以有很多條路，

我想我們會看到不同的方法來實現目標。然

後評估成果，之後再設定下一個目標！」

序號 姓    名 性別 年齡 單位 / 學校 職稱 / 系級 地區

1 DM‧雪巴 男 44 雪巴育幼院 院長 加德滿都

2 尼瑪‧雪巴 男 26 奇旺醫學大學 醫學三 加德滿都

3 明瑪‧雪巴 男 22 先鋒大學 資管三 加德滿都

4 卡碧塔‧雪莎 女 20 斯沃揚布國際大學 商業二 加德滿都

5 帕西‧雪巴 女 19 吉里中學 12 年級 吉里地區

6 達娃‧拉姆 ‧ 雪巴 女 19 雪巴育幼院院生 / 金星國立學院 11 年級 家鄉 - 坦巴塘村

7 拉帕‧雪巴 男 19 雪巴育幼院院生 / 聖天使學校 10 年級 家鄉 - 坦巴塘村

▲新董事成員簽署相關文件 ▲雪巴育幼院在尼泊爾註冊登記證書

▲最近他到鄉下醫院與公衛單位做研究 (左二 )

▲尼瑪過去曾隨環宇志工團到偏鄉學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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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瑪至坦巴塘村高山小學發放冬衣，與孩子們開心合影

▲卡碧塔平時努力幫忙家中生計，同時在大學攻讀學業，

樂觀踏實地朝向自己的夢想邁進

3) 新任董事 / 卡碧塔‧雪莎

商學系大二生卡碧塔 ‧ 雪莎 (Kabita 

Shrestha)，平時要照顧生病的爸媽、年幼的

弟弟，還要推著推車去賣東西，並張羅家中

賴以生計的小吃攤，還要到學校上課。即使

忙得不可開交，當她聽到受邀成為新董事

時，臉上洋溢著掩不住的驚喜：

「我非常興奮，成為社會服務的一員是

我的夢想，但由於缺乏經驗，且家庭經濟需

要支持，因此無法做到。現在得到這個機會

後，我很想盡我所能，以最好的方式給予一

卡碧塔和另一位遠從吉里地區搭巴士來

的帕西 ‧ 雪巴 (Pasi Sherpa)，在參訪育幼院

的環境、和孩子聊天之後，忍不住讚嘆：「看

到育幼院每件事物都維護得很好，真是太棒

了。孩子們生活在如此美好的地方，每個人

都充滿愛和關懷！」

4) 新任董事 / 帕西‧雪巴

帕西說：「我很高興、也很幸運能成為

雪巴育幼院的一員，這對我來說是出乎意料

的。真的非常感謝！在吉里地區，我每天必

須在早上 4 點就起床，走路 2 個小時，6 點

抵達學校。清晨非常寒冷，傍晚返家時則塵

土飛揚。生活之中充滿了掙扎與奮鬥！教育

是每個孩子的基本權利，環宇所有的資助人

從孩提就開始支持我，持續 10 年之久！您

就像我父母以外的第二個家長。」

帕西在育幼院住了幾晚，讓自己更熟悉

這裡的運作情況。另一位新董事—雪巴育幼

院最年長的院生—達娃‧拉姆‧雪巴 (Dawa 

Lhamo Sherpa)，帶著帕西參觀育幼院與周邊

環境。

2) 新任董事 / 明瑪‧雪巴

出生在貧民窟的孩子、資管系大三生明

瑪 ‧ 雪巴 (Mingma Sherpa)，即將在今年畢

業。他於幾年前開始在育幼院半工半讀，包

括：遠赴偏鄉家訪、高山冬衣送暖等等，完

成了許多不可能的任務。此刻，他成為新董

事成員，內心對未來充滿期許。

「多年來，我和哥哥每個月得到來自

台灣的助學金，因此我一直對社會工作感興

趣。後來，我參與了雪巴育幼院的工作，去

到許多偏遠村子和貧困家庭，我傾聽他們的

故事，感受到他們的痛苦，並盡力幫助他

們。現在，我也是雪巴育幼院的董事會成員。

我還有很多要學習，但董事會中有很多年輕

人，我希望我們能提出新的想法和方法，無

私地幫助許多其他需要幫助的人！」明瑪振

奮地說。

些東西。有很多像我們這樣需要幫助的人，

我們可以透過有效的管理和您的支持，為他

們帶來好的食物、教育和生活。現在我沒有

經驗，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希望我能學到

很多新知識，並且運用在這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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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新的里程碑，青年是未來的希望

聽到這一群新董事們的分享，院長 DM

喜悅開懷：「很感謝這群生力軍的加入，他

們的分享充滿熱誠與理想，令人熱血沸騰，

讓我對雪巴育幼院以及尼泊爾的未來，充滿

希望！」

這群青年菁英的加入，讓我們看到未來

的無限潛能，儘管他們還年輕，尚有許多路

程需要經歷跟成長，但我們深信，在他們身

上那一顆善良而質樸的初心，終將綻放出光

芒。

由於尼泊爾政局長期不穩，國家處在

中、印兩國的威脅與較勁之下，發展受限；

新冠疫情的肆虐，再度重創了尼泊爾以觀光

為主的經濟命脈。今年 5 月全國大選，人

民渴望尼泊爾能開創嶄新的未來，紛紛搭巴

士，風塵僕僕、浩浩蕩蕩地返鄉投票。

大選結果，有許多年輕的領袖躍上政

治舞台，代表了民眾對政治革新的期待與希

望。呼應此一股充滿朝氣的氛圍，育幼院的

新董事們也大受鼓舞，期待和雪巴育幼院的

願景合一，一起邁向嶄新的里程碑！

▲拉帕品學兼優，今年擔任返鄉志工 ( 中 )，正在協助進

行家訪工作

▲達娃功課好能力佳，也是育幼院中的大姊姊，很會

照顧弟妹。她正幫助新生適應環境，輔導課業

5) 新任董事 / 達娃‧雪巴

達娃今年 19 歲，剛結束 11 年級期末

考，迎來短暫的假期，仍是忙著輔導院內小

弟弟、小妹妹的課業。她談到成為董事的心

情：「在育幼院的時光，是我人生中最快樂

的時光！這裡就像一個大家庭，我們真的像

家人一樣。不僅如此，院長從小教導我們要

誠實、助人、獨立、信心，我看到環宇和育

幼院幫助偏鄉教育，我也希望自己能幫助別

人。這也是我媽媽的願望—成為一名受教育

的女性，並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尤其給女孩

更多鼓勵與機會！」

6) 新任董事 / 拉帕‧雪巴

拉帕‧雪巴 (Lakpa Sherpa) 今年 19 歲，

剛拚完最嚴峻的升學聯考，利用假期返鄉看

望一手拉拔他長大的年邁爺爺，幫助家務；

並回母校做志工，協助環宇在此的家訪、教

學等工作。談到成為新董事的心情，他說：

「我很高興成為雪巴育幼院董事的一員，我

希望能獲得更多新的工作經驗，非常感謝給

我這個機會！」拉帕的志向是成為一名教師，

返鄉任教，讓村子裡更多孩子能接受教育！

▲帕西乖巧懂事，平時幫母親務農、畜牧、汲水、做飯等

家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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