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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新莊據點主任 陳治勳 • 文字整理 /呂學智

新莊牡丹心社區鄰近林口、泰山、樹林

及桃園龜山，過往因租金便宜而吸引許多北

漂移民定居，居民大部分來自中南部。由於

附近工廠林立，當地的就業型態以勞動人口

及傳統製造業為主。

環宇基金會與牡丹心社區發展協會合

作，在此成立兒少服務據點已近十年，除了

照顧單親、新移民等弱勢家庭兒少之外，還

關懷這裡的許多獨居長者、輕度失智症者，

以及一些行動不方便坐在輪椅上的阿公阿

嬤。

不再孤獨 因為有兒少陪伴

去年，基金會推動「兒少社區公益行」，

新莊場的活動命名為「無獨有偶」，旨在期

望讓這裡的獨居老人有人陪伴，不再感到孤

單。通過讓小朋友學習並表演偶戲，獻給長

者欣賞，希望改善長者缺少陪伴或孤苦無依

的感覺，也象徵他們來到社區，就像大家庭

一樣。

演戲之前，我們先設計活動讓阿公阿嬤

跟孩子們一起彩繪布偶，通過「兒老共學」

的方式，讓大家在互動中建立深厚的情感。

林奶奶說：「如果看到沒有小朋友來，我就

會問，小朋友怎麼沒有來呢？我真的很喜歡

小朋友啊！」

陳爺爺回應道：「現在很少看到布袋戲

了！基金會讓我們看布袋戲，還讓我們給布

偶化妝、上顏色，真的很有意義。對老人而

言，不僅可以手腦並用，還能和小朋友在一

起，看到小朋友就好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樣，

非常棒，謝謝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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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孩子說：「我看到阿嬤畫畫很

開心，雖然我畫得很醜，但還是很盡力畫，

我很喜歡阿公阿

嬤來安親班！」

阿嬤也說：「畫

布 袋 戲 偶 很 有

趣，真的很有意

思！」

孩子喜歡躲起來 普遍缺乏自信

選擇布袋戲作為表演的型態，是據點主

任陳治勳的發想，通常這也不是一般孩子能

接觸到的表演方式，因而更顯得此次活動的

不凡。為了讓孩子們學習布袋戲，他的確下

了不少功夫。

陳治勳說，因為「布袋戲」具有獨特的

意義，表演者通常隱藏在幕後，通過布偶演

出生動的故事。這就像據點的孩子普遍缺乏

自信一樣，可能是因為學習動機較弱，或是

來自比較脆弱或資源匱乏的家庭等。

同時，我們希望讓孩子有展現自己的

機會，而布袋戲正好契合了這些孩子們的特

性，讓他們可以躲在幕後，同時又能呈現自

我，在舞台上表演給長者觀看。為此，陳治

勳百般尋訪，終於找到「雷音劇坊」創辦人

陳建霖老師，邀請他擔任孩子們的指導教練。

透過傳統藝術 品格潛移默化

 教練非常認同陳治勳主任的想法，規劃

頗具用心。他說，《真假美猴王》中的假美

猴王，實際上是每個人的縮影，沒有誰是十

全十美的。這些缺點正好反映在我們的生活

中，關鍵是這種壞的性格要怎麼控制與改變

它。布袋戲不僅是一場表演，也能教導孩子

品格，寓教於樂。

教練補充，據點的小朋友們個性大都比

較頑劣或調皮，但在培訓過程中，當他們獲

得教練的鼓勵，以及來自阿公阿嬤的掌聲，

就會感受到成就感，逐漸培養出積極向上的

心態，並在團隊磨合當中，學會了團隊合作

的重要性。

看到孩子們的進步，陳治勳感到非常欣

慰，他說：「我覺得他們今天表現得非常好！

有些孩子昨天還說，老師我可不可以不要上

台？但今天他們都鼓起勇氣上台了。」

「而且因為有前場跟後場，大孩子跟小

孩子，整個據點都凝聚在一起，象徵孩子們

就像是一個家庭，必須一起互助合作，所以

團隊精神非常重要！」

布袋戲勾起往事 回味無窮

 看戲時，

長輩的反應非

常熱烈，回饋

道：「看到布

袋戲就像回到

以前的農村生

活的感覺。」陳治勳提到，新莊據點位於迴

龍的尾端，這裡早期就是農村社會，今天這

個布袋戲對長輩來說非常特別，尤其是孩子

們演出時，透過台語和長者互動，讓阿公阿

嬤感到格外親切。

姜奶奶表示：「布袋戲教我們，從小開

始就要做善事，修心養性，日後長大就不會

為非作歹。」「看布袋戲有這個好處喔？」

「對啊！在這個傳統裡面，就是勸人修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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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修的就是心。」

張爺爺說：「喔，回味無窮啊！現在

很少看到這種布袋戲，看著小朋友表演真的

很厲害！他們很不容易啊！聽老師說，訓練

他們一個禮拜就有這樣的成果，真的很棒

啊！」

此次「社區公益行」，讓小朋友表演偶

戲獻給長者，不僅欣賞到孩子們全心投入，

也看到長輩們開心的笑容，更激盪出嶄新的

火花，展現出跨世代的交流與融合，呈現社

區美好溫馨的篇章。

培力多元能力 登上舞台做自己 

然而最後的重頭戲，是讓孩子們參與機

構的「年度成果發表會」，12 月 14 日在台

北市客家音樂戲劇中心，隆重登台演出。這

樣的大型舞台表演機會，加上現場有四百多

位觀眾，讓孩子們暨開心又緊張。

孩子們覺得這是一次很棒的體會，表示：

「今天我演孫悟空和唐三藏，覺得很有趣，

看阿公阿嬤好像看得蠻開心的。雖然演出的

時候很緊張，但也很開心，因為我很認真在

學布袋戲，加油！繼續演下去！」

「我以前比較害羞，不敢在台上講話，

現在比較敢了。」

「我學習到傳統的文化價值，也可以讓

更多小朋友認識布袋戲，我一開始會比較浮

躁，現在就會比較平靜一點。」

「這不僅能讓快要失傳的文化繼續傳承

下去，也很有趣好玩，這個活動如果能繼續

下去，會讓布袋戲的風采展現出來，也能讓

它變得更多元化。」

「我覺得自己在說話方面有成長，一開

始都會不經過大腦，直接脫口而出，現在說

話會先思考後再講。」

汗水化作成長的力量 鼓舞孩子前進   

透過學習和表演才藝，並讓孩子們在舞

台上表演，對他們有提升自信心的作用。新

北市社會局社工熊少儂表示：「新莊據點一

直在服務兒少，培力兒少多元才藝，這次親

自來現場看他們表演，真的很感動。這些小

朋友在舞台上展現自己，回饋給大家，這份

心真的是非常重要！」

觀眾對孩子們的表現也給予肯定，回饋

道：「小朋友要做很多練習，突破不敢表演

的心理，真的很不容易！」

「每個孩子都需要有人幫助，因為總

4



是有些調皮、愛玩的性格，透過表演，他們

能展現自己更有自信的一面，開啟他們的良

善，也能跟團體更好地互動，這對他們成長

非常重要！」

「整個節目安排得很棒，讓我們看到社

工們的付出，你們把這群孩子帶得這麼好，

雖然他們來自弱勢家庭，但卻感覺是世界上

最強大的一群，真是太優秀了！」

兒老不孤單 共創幸福家園

新莊課輔老師分享：「從孩子們開始練

布袋戲以來，他們的穩定性都有明顯增長。

原本外向活潑的孩子變得比較沉穩冷靜，年

紀較大的孩子也會教導年紀較小的孩子，說

要好好練習，不然上台表演會緊張和出錯之

類。」

孩子們也回饋：「我們的課輔老師很

好，不但教我們學英文、學音樂，還幫我們

嘗試更多種可能，走出更多條出路。人生中

不一定只有拼命學習，也可以用自己獨有的

特色，去闖出一片天際！」聽到此言，真的

不得不說，他們太優秀了！

此次「社區公益行」，加上「成果嘉年華

」活動，讓孩子們體會到「台上十分鐘，台下

十年功」，有努力才有掌聲，也看孩子們的

潛力無窮，尤其是觀眾們所給予的支持與掌

聲，是對孩子們最大的肯定與鼓勵。期盼成

長的路程中

，有我們的

牽引與陪伴

，讓社區兒

老不孤單，

共創和樂幸

福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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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據點主任 王淑玄

許多老年人對於學習新科技存在心理障

礙，擔心自己學不會或是出錯，可能是覺得

自己年紀大了，學習新事物的能力不如年輕

人，從而缺乏學習的動機和信心。

這種心理障礙需要通過耐心的教學和鼓

勵來克服，然而，當他們勇於自我挑戰，學

習新技能時，不僅能獲得成就感，也能豐富

自己的生活，進而拉近了與年輕世代的距離。

今年，據點推出了手機課程，教長者

使用「美圖秀秀」APP 進行圖片編輯。老師

先教導如何下載，並耐心講解軟體的基本功

能，一步步演示如何剪裁、調色、上字幕和

添加背景音樂等等。

對於長者來說，儘管這些操作並不容

易，但他們憑藉著對學習的熱情，加上志工

們的協助，大部分都能慢慢上手，漸漸熟悉

這些技巧，而且在學習過程中感到非常開心。

年屆七十的徐大姊，上課時非常認真，

並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個作品，她將自己在水

彩課的作品一一記錄起來，用美圖秀秀進行

編輯和美化，最終完成了一個令人驚艷的短

影片。當影片上傳到她的家庭群組後，孩子

們看到了如此精美的影片，而且是由媽媽親

自完成的，紛紛感到驚訝與讚歎，誇讚母親

優秀的學習能力和創造力，為她的成果感到

自豪。

另一位楊阿姨，將她在據點中學習烏克

麗麗的點點滴滴，製作成了一部短影片。片

中記錄了同學們一起上課開心歡樂的表情，

展現他們在學習中獲得的滿足和喜悅，分享

給家人後，家人也為此感動不已。

這件事讓我們了解到科技的意義與價

值，它不僅僅是年輕人的娛樂，更是一個連

接不同世代的橋樑。長者學習智能手機和編

修軟體，豐富了自己的生活，還為家人帶來

了無限的驚喜與感動。學習新科技，讓長者

開啟了嶄新的領域，也讓年輕人看到了長者

的活力和創造力。

老人手機課程是一次成功的嘗試，除

了提升長者手機的技能，增強了他們的自信

心，還促進了家人之間的理解和共融。未來，

我們將設計更多相關課程，讓科技成為不同

年齡層之間溝通和聯繫的橋樑，共同創造一

個更加美好的社會。

跨越科技鴻溝 

手機課   讓愛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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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據點社工 田喬靜

剛認識欣婷 ( 化名 ) 的時候，通常都跟

哥哥一起玩桌遊，口語表達能力很好。雖然

不喜歡配合哥哥，但哥哥多半會讓著她。也

許是她懂得形象管理，剛開始我只覺得她比

較自我而己，沒有發現到她的問題。

漸漸我發現，她喜歡向老師告哥哥的

狀，看到哥哥被唸她就很開心。當哥哥提出

不想玩的時候，她就會離開去找其他同學

玩。我很常看到欣婷在投訴哥哥，或是在旁

邊幸災樂禍。

欣婷比較喜歡玩熟悉的桌遊，而不喜歡

嘗試新的遊戲。哥哥說：「我們來玩象棋？」

欣婷就說：「不要，我要玩 UNO ！」為了

陪妹妹，哥哥只好答應。

後來我比較常陪哥哥玩，欣婷就會去

找其他人玩，或許她也想得到我的關注，最

近我在陪哥哥時，她也會主動加入。但她依

然還是喜歡告狀哥哥，可能是太渴望得到關

注，但更多的時候是沒事找事，故意製造事

端。

某天欣婷一直反覆告狀，說哥哥怎樣怎

樣，我只好對她說：「欣婷，你知道愛告狀

會讓人家覺得很討厭嗎？」一聽到這句話，

她默默不語，停頓了三秒鐘，似乎有所反省，

從此以後，她投訴哥哥的次數就減少了。

最近次我陪哥哥玩象棋，我問：「你要

不要一起玩？」「我不會！」「老師可以教

你啊！」我教會她遊戲規則，於是她可以跟

哥哥下象棋，也陪著他們兄妹一起玩，最後

我們三人一起玩三國象棋。

欣婷的進步很大，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她

願意嘗試不熟悉的桌遊，也是兄妹第一次認

真開心地玩新遊戲。只是遊戲過程中，她一

直幫著我想讓哥哥輸，對哥哥的競爭意識太

高，兩人的互動不像家人，反而更像敵人。

手足互動是人際關係的前哨站，著名心

理學家阿德勒強調，手足關係是影響個人對

自己、對他人以及對世界看法的重要因素之

一。手足的互動方式，可能會延伸到同儕互

動中。

如果相同的互動模式，直接套到同儕關

係上，欣婷大概會是同儕討厭的對象。我則

藉由課後班的陪伴和引導，讓欣婷可以了解

兄妹情誼的可貴，希望兩人的關係並非一昧

的競爭，而是培養起彼此關懷與互助合作的

家人關係。

兄妹衝突，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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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據點社工 歐子瑜

課本和教室所學的，才算學習嗎 ?

現今社會，很多人把學習看得很狹隘，

認為只有課本或教室上所學的知識，才算是

學習。事實上，生活裡面處處是學習，重點

在於如何讓孩子一同參與，並在過程中對眼

前的事物，有更全面性的理解。

就像很多孩子看到平常所吃的水果，都

是大人事先切好、處理好的，自己並沒有參

與準備過程，因而對生活常識感到匱乏，以

為西瓜是長在樹上，不知道芭樂有籽，或是

芒果有核，因為孩子吃到的那些水果，都是

父母已經處理好的。

布布（化名）是一位可愛的小男孩，就

讀國小二年級，出生在一個幸福的家庭。然

而，媽媽曾提到，布布在家經常會兇她，認

為媽媽應該幫他做好事前的準備，一不合意

就會隨即生氣。

曾經有一段時間，布布對媽媽的態度有

所改善，但一回到阿嬤家就原形畢露了，導

致之後跟媽媽的親子關係不佳。因此，我們

想透過這次親子活動，來改善媽媽和布布的

關係。

親子共學課程 改善彼此關係

11 月初，新市課後班開始了親子共學

課程，總共八次，每次兩小時。這次邀請布

布的媽媽來教授烘焙課。上課前布布非常期

待媽媽來上課，也會跟其他兒少炫耀：「我

媽媽很厲害喔，她會做很多好吃的餅乾跟蛋

糕！」

媽媽表示：「布布在家和在課後班的表

現完全不一樣，在家時會對我兇，在課後班

卻很乖。」所以，設計這次親子共學的課程，

就是希望增進親子之間的互動。

第一次課程，布布站在離媽媽很遠的地

方，不敢開口講話，安靜地度過這兩堂課。

隨著往後課程進行，他開始會微笑回應，在

社工和課輔老師的鼓勵下，偶爾也會站在媽

媽身旁聽課。

培養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

接下來的課程中，發現布布進步很多，

甚至會主動詢問媽媽是否需要幫忙，讓媽媽

當下感到很開心。當他在過程中遇到困難

時，也會主動尋求媽媽的幫助，只是態度不

佳，顯得有些不耐煩，雖然媽媽會因為布布

的吵鬧而稍加責備，叫他去旁邊等候，但布

布已經不會因為被責備而不敢和媽媽交流，

這是兩人親子關係進步值得肯定之處。

12 月 25 日已經來到親子共學的最後一

堂課，布布和媽媽之間互動明顯增加，因為

經過這八次課程，確實幫助到布布和媽媽之

間關係的改善，老師們覺得再累都值得了。

活動結束後，我詢問媽媽：「布布在這

八堂課中有成長嗎？」媽媽回答：「布布真

的進步很多，現在在家也都會主動完成功課

再去玩，不需要催促，跟之前不一樣了！」

「很感謝這次機會，可以教課後班的孩子烘

事

個
案

故
布布的布布的

成長日記成長日記

親子共學的轉變親子共學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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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課輔老師 李健智

焙，也讓我和布布之間的互動變好了！」

培養孩子解決問題的能力

培養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需要循序漸

進，孩子小的時候，父母一邊做家事一邊教

導孩子，這不僅是很優質的親子時光，也能

讓孩子對家事有基本認識。中、高年級以後，

父母可以和孩子分工合作，例如大人煮菜，

孩子洗菜、挑菜。

總之，孩子愈大愈需要放手，讓他們有

機會嘗試，只有在錯誤中學習，才能汲取經

驗及養分。所以，在親子共學活動中，我們

看到了孩子的學習成長，也拓展了他們的生

活常識，更令人肯定的是，建立起良好的親

子關係。

未來，我們還計劃在課程中加入更多實

用與生活化的教學，例如園藝手作、桌遊拼

圖、親子共讀等，讓孩子們在生活中學到更

多實用的知識和技能。這不僅能增進親子關

係，還能讓孩子們在「做中學」，並培養親

自動手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每個孩子都是一顆星星，有的星光璀

璨，有的靜靜在某個角落閃爍，而妍晴 ( 化

名 ) 就是那顆默默發光的星。

一個不起眼的小女孩

記得第一次見到妍晴時，她給人的印象

並不是特別深刻。抽屜亂得讓人驚訝，秩序

表現也普普通通，經常忘記攜帶上課所需的

物品，有時還會光著腳丫四處奔跑。當時，

對她的印象只是一個非常不起眼的小女孩，

就如一般小孩那樣。

直到某次社區活動，才讓我真正看到

她的與眾不同。那天，妍晴和同學一起參加

烘培課程，她表現出讓人意想不到的細心和

成熟，不僅能夠依照才藝老師的指示，熟練

事

個
案

故

一

默默
發光的

星星
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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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完成每一項任務，還能耐心地教導其他同

學，幫助他們克服困難，最終讓整個活動順

利進行，並完成了「蘋果千層蛋糕」，一份

令人垂涎的作品。

當時，社區長輩們都對她讚不絕口，直

呼「你很棒！好厲害！」那一刻，我第一次

發現，這個孩子不僅有著不為人知的才能，

還擁有一顆溫暖的心。隨著對她的了解逐漸

深入，妍晴的故事也慢慢浮出水面。

很久沒交家庭聯絡簿

家庭聯絡簿是一種用於教師、學生、家

長三方之間的溝通，目的是讓教師與學生和

家長建立溝通關係，家長也能了解班上的宣

導事項。通常孩子們都可以正常繳交，但這

次妍情的情況怪怪的。

於是我問她：「為何很久沒交家庭聯絡

簿？」她回答：「因為爸爸住院了！」聽到這

個消息讓我感到心疼。儘管家庭面臨困難，

但更讓我感動的是，妍晴依然保持著積極的

態度，並在學業和課外活動中努力不懈。

之後，妍晴自願參加「2024 年傑人盃

閱讀心得比賽」，起初我對她並沒有太多期

待，但她盡心盡意準備，最終，當她獲得該年

級的第一名時，我真的為她感到開心與驕傲。

把獎金留給爸爸買牛奶

某次對話中，我聽到妍晴告訴同學：「我

要把比賽的獎金留給爸爸買牛奶！」那一

刻，我淚水不禁湧上眼眶，受到極大的感動，

原來，這個孩子的善良和孝心早已超越了年

齡，她把所有的愛與關懷，全都傾注在爸爸

的健康之上。

2024 年「聽見偏鄉的呼喚成果發表嘉

年華會」上，妍晴依然一如往常，表現相當

出色。她在舞蹈和太鼓的表演中，表現優異，

這些無不發揮自她平日裡無數次的練習與汗

水淋漓。

這些豐碩的成果，皆來自她不斷的堅持

與努力，以及對每一件事情的專注與投入。

我相信，在課後班這樣一個充滿愛與支持的

環境中，妍晴的未來一定會如她所表現的那

樣，無限光明。

全家搬回高雄的那瑪夏

然而，人生就是這樣，有時變化太快，

總是讓人措手不及。在成果發表會不久後，

妍晴突然告訴我：「老師，我要轉學了，因

為爸爸的病情，我們不得不搬回到高雄的那

瑪夏。」我一時語塞，心中充滿不捨，原以

為還能有更多時間的相處，沒想到離別來得

這麼突然。

儘管南投的課後班失去了一位優秀的大

姊姊，但我深知，這並不是結束，而是她新

生活的開始。我衷心希望，無論妍晴身在何

處，無論未來如何，都能夠保有當初那顆純

真善良的心，繼續以愛心和熱心關懷和幫助

他人。

正如我們的表演節目主題「熾、熱、

響、動—鼓舞生命的樂章」，她將不斷前行，

帶給身邊的人更多的溫暖與希望。親愛的妍

晴，期待你在高雄的日子裡，依舊能夠熾熱

如初，繼續用你的勇氣與善良，為世界帶來

更多的愛與希望，下次見面時，你依然是那

顆最閃亮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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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Kantipur News)

務

際
服

國

前進貧民區
冬被送暖與助學

文字整理｜國際服務處 謝慧瑾

據《加德滿都郵報》2024 年 11 月 8 日

報導，尼泊爾 9 月下旬的強降雨引發了洪水

和山體滑坡，造成249人死亡、178人受傷，

另有 18 人失蹤。此次災難摧毀房屋 5,996

間，損壞 13,049 間。加德滿都更經歷了歷

史上最高的降雨量，這場災難導致 10,807

個家庭流離失所，災民們目前居住在公共避

難所內。

尼泊爾大暴雨 衝擊貧民窟

尼泊爾大暴雨所造成的災害，嚴重衝擊

首都加德滿都地區，所幸貧民窟無人傷亡，

然而居民的屋宅已完全被泥水沖毀，寒冷的

冬季接踵而至，臨時搭建的鋁皮屋與帳篷，

將難以抵擋寒風。

環宇基金會與德國善士合作捐款，在

「雪巴育幼院」的主責執行下，已於 11 月

中旬，對加德滿都貧民窟發放了 90 條棉被。

我們期待這些棉被能帶給貧民們身體與心靈

的溫暖。

務

際
服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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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小家庭的規模，棉被尺寸可供父

母與孩子共用，材質保暖舒適。市價每條約

3,000盧比，我們直接向工廠訂購，以 2,300

盧比 ( 台幣 575 元 ) 的優惠價格購得，並由

工廠直接運送至貧民窟。

冬被送暖 運送愛與關懷

社工事前做好家戶普查，現場發放時，

請每戶領取者簽下代表人姓名，若父母無法

簽名，則由孩子代簽，確保每戶都能領到，

且避免重複領取或漏發的情況，這些資料也

為後續的助學工作奠定基礎。

生命中總有最好的安排，而成功的開

始，往往隱藏在某個因緣際會之中。回顧環

宇的許多服務方案，大都源自意料之外的契

機。從大地震促成的「雪巴育幼院」，到育

幼院孩子牽起的「坦巴塘村高山小學專案」，

每一步都像是命運的安排，天時地利人和，

短短幾年間，將台灣的愛心送到最需要關懷

的地方。

在這些工作背後，尼泊爾貧困的問題，

始終深具挑戰。不僅高山偏鄉資源匱乏，即

便在首都加德滿都，也存在著貧富懸殊的課

題，貧民窟就是其中一例，位於城市邊緣的

灰色地帶，長期無法受到有效關注。

昔日受助兄弟 今日成為助人表率

十年前，環宇在當時雪巴育幼院院長

DM 的介紹下，認識並資助來自貧民窟的清

寒學生尼瑪、明瑪兄弟，這段經歷也成為我

們深入服務尼泊爾的起點。

尼瑪不向命運低頭，憑藉寒窗苦讀的態

度與精神，考上競爭激烈且門檻極高的醫學

院。在環宇持續的資助與陪伴下，不舍晝夜

花費七年的時間攻讀，所謂精誠所至，金石

為開，終於通過醫師資格考，實現了他想要

助人的醫生夢。

當初，社工在拜訪尼瑪家時，看到貧民

窟的狀況，有心幫助卻無法找到具體方案協

助。同時，這裡的居民組成更為複雜，居住

在此地的原因各有不同，需要熟悉當地情況

的人來做為橋樑，才有可能在此開展有效的

服務。

時光飛逝，尼瑪和明瑪兄弟，通過堅持

與努力，學業有成，現在更成為雪巴育幼院

的董事長與執行長。憑藉他們對貧民窟地區

的熟悉與了解，我們開始評估是否能在這裡

展開服務。  

( 成功案例：尼瑪與明瑪兄弟，現為雪巴育幼院的董事

長與執行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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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命運 教育是最佳管道

我們始終堅信「教育是改變貧困與家庭

命運的關鍵」，而服務的目標是藉由接受教

育，幫助孩子們為自己及其家庭，甚至整個

社區，帶來改變的契機。

尼瑪與明瑪的成長故事，是貧民窟孩子

們的最佳典範與榜樣，貧困原本幾乎是無法

改變的命運，然而，在得到幫助與接受教育

之後，他們用努力翻轉了命運，最終邁向了

光明的未來。

如今，他們願意將這份改變，傳遞給

那些仍在困境中掙扎的孩子們。在此共識之

下，明瑪帶領志工回到他所長大的地區，進

行實地了解，儘管他對這片土地並不陌生，

但因為範圍廣大，加上當年的生活自顧不

暇，並沒有太多心力和其他住戶往來。因而

專案啟動時，明瑪也用全新的角度與身分，

重新認識了這片土地和當地的人們。

實地探勘 深入了解居民困境

明 瑪 目

前是雪巴育

幼院的執行

長，也是環

宇的社工，

在探勘過程

中，發現這

片區域的情

況遠比想像

中 還 要 複

雜。貧民窟

沿著馬諾霍拉河 (Manohora river) 的兩岸延

伸，約有 80 至 90 戶居民，以臨時搭建的鋁

皮屋或帳篷居住，兩岸分屬首都加德滿都以

及巴克塔普爾市 (Bhaktapur)。

居民大多來自鄉村，到城市謀生，卻無

力找到穩定工作，只能依賴零工維生，負擔

不起一般房屋的租金。儘管這些都市邊緣的

問題，時常成為新聞焦點，但卻很少得到實

質解決，居民總是被政府通知：違建的家園

隨時可能被拆遷。

達瓦•分佐•雪巴（Dawafinzo Sherpa）

是環宇所資助的一名小男孩，年僅八歲，剛

上小學一年級，與祖父母及父親同住在這片

臨時搭建的小屋中。

母親在他一歲時因酗酒過世，從此，祖

父母便肩負起撫養

小孫子的責任。由

於母親早逝，分佐

自幼未能獲得良好

的照顧，身體虛弱

多病。父親是臨時

工，收入不穩定，

但仍然努力維持家

計， 支 持 兒 子 就

學。 

生存環境惡劣 威脅與挑戰不斷

自 2024

年 起， 達 瓦

每月獲得來

自環宇的助

學 金 3,200

盧 比（ 台 幣

800 元 ）。

其 中，1,200

盧比用於學校與文具費，剩餘的 2,000 盧比

則用於購買家庭米糧。雖然經濟艱困，祖父

母依然極力節省，將助學金盡量存起來，為

了將來能給孫子更多保障。

祖父母哽咽說：「我們真的很擔心，小

孫子以後怎麼辦？我們這把年紀，萬一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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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走了，就只剩他一人，心裡真的放心不下。

常常想到他將來怎麼過，內心很擔憂，還好

有台灣的善心人士幫忙，心裡才有一點安

慰，真的很感謝大家的幫助！」

貧民窟的環境充滿著各種挑戰，明瑪回

憶，在夏天時，鋁皮屋的屋頂被太陽暴曬，

裡面的高溫簡直像烤爐一樣，而屋外的日曬

則像是熾熱的火爐。有時空氣濕熱難耐，居

民們無法待在屋內，又無法待在屋外，實在

難以忍受。

而當雨季來臨時，屋頂漏水，牆壁滲水，

泥水甚至會灌入家中，不僅難以居住，更損

毀僅存不多的生活物品。

「下大雨時，我經常拎著鞋子，赤腳涉

水走路去上學，家裡也時常被水淹沒。冬天

是最難熬的，冷空氣會從各個角落、破損的

屋頂、牆壁裂縫滲透進來，感覺自己好像快

被凍死了！老人和小孩會更加難熬！」明瑪

說。

志工同行 體會助人的意義

這次冬被送暖的

志工成員包括分佐的祖

父母、明瑪的朋友，以

及雪巴育幼院學生。在

現場，明瑪看到很多熟

悉的面孔，心中既感傷

又感動，尤其意識到自

己能為童年家鄉環境帶

來一絲溫暖的時候，更深刻體會到助人與回

饋的意義。

明瑪分享道：「在發放棉被之前，我回

去探視老家與鄰里，心裡既感激又悲傷。我

很感恩有機會為兒時成長的地方做一些事，

並為鄰里們帶來一些幫助與安慰，很慶幸自

己能夠跨越這些困境。然而，看到將近百戶

家庭仍然在經

歷苦難時，我

希望有一天，

他們也能像我

一 樣 克 服 困

難，邁向更光

明的未來！」

貧童助學 讓孩子擁有光明的希望

環宇的服務工作並非僅此而已，未來將

會嘗試在貧民窟社區針對這裡的孩子提供課

輔服務，逐步試水溫，一方面看社區的反應

如何，同時調整可行的方法，看能否開闢更

長遠的服務。

教育仍是我們的核心目標，通過教育

幫助孩子走出貧困，為孩子的未來創造無限

可能。在這條助學之路上，必須規劃完善、

考慮周全，只有團隊努力並妥善結合各方資

源，水到渠成之時，才能帶來真正的改變。

感謝所有善心捐助者與志工的支持，讓

這份愛心得以開展，國際服務的成功仰賴各

方支持與團隊合作，才得以幫助更多孩子改

變命運與未

來。 讓 我 們

心懷感恩，一

起成長前進，

並寄予最美

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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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 可以開發孩子的天賦

         舞台經驗 可以提升孩子的自信

偏鄉弱勢孩童，因為資源不足或是家庭功能缺失之故，通常有學習障礙和

自信心不足的狀況。環宇關心弱勢社區兒少，長期陪伴關懷，期盼您一起

參與，培養孩子的能力，讓他們可以飛向未來。

捐款資訊

1/ 郵局郵政劃撥 
     劃撥帳號 :13926664 
     戶名 : 財團法人環宇國際文化教育基金會

2/ 線上捐款
     請由環宇官網首頁登入致付通捐款系統

3/ 銀行匯款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公館分行

     帳號 : 347-5402-6523-3
     戶名 : 財團法人環宇國際文化教育基金會

              ( 匯款後請來電告知捐款人抬頭、金額、帳號後 5 碼 )

多元學習課程

1. 音樂與樂器

( 陶笛、直笛、

烏克麗麗、木箱

鼓、太鼓 )

2. 烹飪與烘培

3. 園藝與勞作

4. 閱讀與戲劇

5. 運動 ( 扯鈴、獨

輪車、直排輪 )

6. 傳統才藝學習
(皮影戲、布袋戲)

7. 志願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