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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揚基金會
居家安全修繕
企業志工為偏鄉長輩裝上安全的扶手

企業志工下鄉去
為偏鄉長輩帶來充滿活力的體能課程

退休練習曲
與50+的夥伴們提前學習及規劃充實的第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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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執行長的話 

 

歲月是一場有去無回的旅程 

2023 年 4 月我準備引退了⋯ 

退休日期決定在基金會十週年週年慶那天引退，初期的預告引起很多人的關心，其實我不是一

直追求退休的人，因為我一直在做喜歡的事情，那為這什麼要引退？ 

決定引退是上了中正大學的熟齡課程後，被啓發到人生需要意義感，一套可以詮釋自己人生意

義，找到自己認同的意義，生活就會更充實、踏實。在 2022 這年，一邊學習新的課程，一邊放

慢腳步沉思，終於體會該給自己做減法，清零自己，享受生活，活在當下，才算不負剩餘時

光。 

基金會在十年前成立，從一開始的邊做邊學，至今「慈揚基金會」被認

同、被肯定⋯等，這過程是讓我欣慰的，當基金會的各項服務在穩定發

展的情況下，我也思考基金會是否應該邁入另一個新的里程碑，它需要

年輕的夥伴為基金會注入新的創意，基金會的服務能再次更新及升級，

讓更多的社會公益服務能夠加乘放大，繼而讓基金會服務的架構可以更

加完整。 

對個人而言⋯這美好的成果，就猶如燦爛的煙火，且留在回憶之中，勾勒美好的「第三人生」將

是我的下半人生的目標，完成幾件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所以請祝福我、為我加油吧！ 

                                               慈揚基金會執行長 

2 



 

 

 

年度服務概況 

 

 

 

 

 

 

 

3 



貳、年度服務概況 

 

2022 慈揚成果 

01 

02 

03 

04 

總捐助間數：64 間(社福單位+學校+社區據點) 

總受益人次：57 萬人次 

總捐助金額：1410 萬元 

總受益人數：2.5 萬人 

四大福利方案 

老人福利 

總計支出-311 萬元 

共 15 個社福團體及偏鄉社區 

約 40.6 萬人次受益 

2022 年 

共計 1,410 萬元 

受益人次 57 萬人 

兒童福利 

總計支出-389 萬元 

共 30 個社福團體及偏鄉中小學 

    約 13.3 萬人次受益 

身心障礙福利 

總計支出-336 萬元 

共 4 個社福團體 

約 2 萬人次受益 

社會公益 

總計支出-374 萬元 

共 15 個社福團體 

約 1.1 萬人次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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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服務概況 

 

        2022 慈揚工作項目 SDGs 占比 

2016-2022 年慈揚四大福利方案與 SDGs 的占比 

 長者福利 兒少福利 身障福利 社會公益 總經費 

SDGs1 

消除貧窮 
 20.5% 48.2% 4.7% 1880 萬 

SDGs2 

消除飢餓 
9.1%    188 萬 

SDGs3  

健康與福祉 
44.9% 2.4% 36.% 26.1% 1670 萬 

SDGs4  

優質教育 
6.4% 36.1%  32.3% 2020 萬 

SDGs10  

減少不平等 
30.6% 41% 48.2% 36.9% 3900 萬 

SDGs15  

陸域生態 
9.1%    188 萬 

從上圖 SDGs 中我們可以看出，長者福利中我們最重視的是社區長輩的健康與福祉；兒少福利

是為偏鄉或弱勢學童提供優質教育；身障福利為消除貧窮與減少不平等並重；社會公益則著重

在減少不平等；而四大福利方案投入最高經費為減少不平等，期每個族群都能獲得均等資源。 

      

21% 2% 17% 20% 38% 2% 

SDGs1  

消除貧窮 

SDGs2  

消除飢餓 

SDGs3  

健康與福祉 

SDGs4  

優質教育 

SDGs10  

減少不平等 

SDGs15  

陸域生態 

透過改善居住

生活條件或提

供弱勢青年學

習不中斷之獎

助金，以扭轉

貧窮現況之輪

迴 

共餐資源挹

助，平衡三餐

飲食不均之囧

況 

延緩身障者及

偏鄉長者體能

老化狀態並提

升肌耐力及訓

練腦力維持海

馬迴體積 

發展學生的多

元展能，也活

化學校特色及

傳承在地文化 

透過各項資源

挹注，減少因

資源落差所產

生的不平等 

汰換偏鄉社區

據點或社福單

位或弱勢族群

之耗能設備，

為環境保護盡

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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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偏鄉社區方案捐助 

 

慈揚在偏鄉社區投入了 

 



参、偏鄉社區方案捐助 

 

乾燥車服務 

於疫情下， 111 年度慈揚乾燥車

仍然持續服務，共計服務 211 個

單位，服務人次達 4,194 人次，到

訪 23 個台南市行政區域。 

 學校                                 社福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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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偏鄉社區方案捐助 

 

小飛飛體健場 

文/七股區樹林里  里長黃寶田 

回到樹林陪伴這一群老伴算一算也快 8 年了，雖然還沒達到自己設定的目標 100 人，內心裡很

感動也很感謝他們願意出來參與所有的項目。所以每天除了思考該準備怎樣的中餐來一起享

用，最費心的應該是如何安排課程及活動才能適合他們的需求,透過學習過程讓他們每天能自動

自發帶著喜悅的心情來參與。 

雖然堅持著自己的理想與目標但空閒之餘開著車享受孤獨時刻，每每經過公園時總會向人潮甚

多的體健設施多看一眼，心想！假如在樹林社區公園也能有一處這樣的設施該有多好，如果這

樣我們的學生就可以多一項選擇，更能提供社區及鄰近的里民一處運動健身的場域。 

有時私底下會調侃自己怎能日復一日的這麼堅持！或許是天公疼憨人真的好感動，當獲知慈揚

有機會可以協助社區體健場的設置頓時無法言語，在歷經一年多的時間【小飛飛體健場】在眾

人的期盼下終於完成了。 

現在！小飛飛體健場每天從早上到黃昏都會有許多社區及鄰近社區的里民，透過體健場各項設

施健身運動，同時也提供樹林社區黑皮學員健身課程的使用。所以每天只要經過小飛飛體健場

總是要佇立許久懷抱著感恩的心，鞭策自己更要好好的充分使用它。 

最後還是忍不住再說一聲~感謝您~慈揚基金會。



参、偏鄉社區方案捐助 

 

  

運動不打烊-樹林社區戶外體健場 

文/許允豪 

這兩年下的疫情生活，讓許多人人心惶惶，也打壞大家原本的生活腳步，當然在社區也有相同

的狀況，疫情期間大家幾乎都足不出戶，尤其是身體原本就比較虛弱的長輩對於疫情議題感到

擔心與不安，就算是據點恢復服務了，他們還是不敢到據點裡與大家在室內＂群聚＂，少了許

多社交生活與運動的機會，長輩的體能或精神狀態也會隨之更為低弱。 

樹林社區黃里長有感長輩的顧慮，因此在２０２１年的年底便向我基金會提出戶外體健場的建

置需求。他想:「若要是長輩不敢到室內來，那我們就一起去室外運動吧！ 

在社區裡要是能有個適合的地方可以讓長輩一起運動，這樣也或許讓沒有來據點的長輩也有相

同的機會自行鍛鍊，強身健體。」 

但在建置過程中多次因為多種因素拖延了工程，從整地開始一直到完工也耗時整整７～８個

月，終於在２０２２年１０月正式啟用！樹林社區表示目前每周都會固定帶據點長輩到戶外體

健場上課外，除了教導他們能正確適用戶外的健體設備外，還可以多曬點太陽。社區表示:常常

長輩也會自行在據點尚未開門前就到場內去動一動活動筋骨，在周末那裡也是一個他們帶孫子

女共享天倫的好地方。 

小飛飛體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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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偏鄉社區方案捐助 

 

第一屆 

107 年 

辦理於樹林社區,

採取長輩團體跑

關, 場面熱鬧滾

滾, 長輩也玩得

不亦樂乎, 結束

後長輩給了超好

的回饋, 期待未

來還能參加。從

此嘉年華決定每

年都辦理,讓長輩

能 fun 心玩。 

第二屆 

108 年 

楠西社區主力協

辦, 增加個人競

賽與混和賽,讓

活動更多元、有

趣。尤其是長輩

拿到屬於自己的

獎牌都興奮不

已, 自信心大

增。 

第三屆 

109 年 

重溪社區主力協

辦, 剛好適逢聖

誕節, 社區長輩

各個穿著社區自

己特別加工的造

型服飾,打扮妖

嬌帥氣。109

年”最佳造型

獎”獎落麻豆區

-麻口社區的-婆

姐們。 

第四屆 

111 年 

由慈揚專屬的熱

身歌曲拉開序

幕, 志工上台帶

領長輩動起來, 

增加了多樣個人

獎項, 讓長輩能

有得自上台領獎

的機會。 

    

「慈揚健知樂長者嘉年華」至今來到了第 4 屆辦理囉，前一年度(110 年)因為擔心疫情問題， 

只能忍痛取消辦理。直到 111 年下半年度，一發現疫情狀況逐漸明朗後，基金會就立刻決意動

員投入嘉年華的籌辦。而推動基金會籌辦嘉年華的主要動力，就是社區長輩殷殷期待的心情，

還有每次參加完活動他們開心的笑容。每次才剛在年初，社區窗口就會反應，許多長輩們都已

經開始關心與詢問 “什麼時候要開始準備嘉年華的比賽練習與表演?”  

對於長輩來說，慈揚嘉年華對他們來說，顯然是一件年度的大事情，除了抱有高度的參與期

待，也都很希望能盡快到嘉年華來大展身手。 

111 年度總共邀請 6 個社區參與，包含楠西社區、樹林社區、七甲社區、重溪社區、新榮社

區、東榮社區。參與的長輩共有 219 人，雖然不是每位長輩的體能都有辦法一同下場競賽，但

是他們在場邊幫忙加油打氣的士氣可是不輸給任何一個人呢!  

也因為有 200 多位的長輩參與，所以璨揚志工群也是早早就已經做好萬全的準備，好來迎接這

些可愛的爺奶們。在活動的一個多月前，就召集志工們陸續為活動的細節開了幾次會議，對於

活動的流程與方式，志工都認真投入，逐一確認沒有漏掉的細節，希望給長輩一個完美的活動

參與經驗。  

雖然嘉年華為競賽闖關活動，但基金會的用意還是期待給長輩一個活動的目標，不論輸贏勝

負，為了相同的目標，大家一同協力練習，培養默契…等，這才是基金會最樂見的，長輩的認

真投入也是最讓人感動的事!  

健知樂長者嘉年華 

 文/許允豪 

 
歷年健知樂長者嘉年華 

年度 107 108 109 110 111 總計 

志工參人數 31 68 40 疫情 

停辦 

40 179 

長輩參與人數 195 201 212 219 827 

參與社區數 5 6 6 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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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偏鄉社區方案捐助 

 

健知樂嘉年華賽後感言 

文/台南市學甲區 新榮社區發展協會 

111 年 12 月 10 日長輩們開心得搭上遊覽車，出發! 

這是我們第一次參加慈揚基金會『健知樂嘉年華』活動，比賽前幾週，跟長輩說明這次活動的

內容，長輩們每週一、四下午總是認真的練習比賽項目和非洲鼓(有種一定要奪標的雄心喔)，果

真如願!回來後，長輩們的臉藏不住得意的笑。還有來上課的老師跟我分享，長輩們開心得跟

她說我們參加慈揚嘉年華，還拿出獎盃給老師看，甚至有長輩把獎牌帶來據點。 

我們其實很少有這樣的機會，這一次的參與後，不再看到長輩們的孤獨感，甚至會主動的關心

同儕，彼此加油鼓勵。讓我看到長輩們的榮譽心、成就感。 

真心感謝慈揚基金會，對社區長輩的照顧，想的、做的遠比社區來的多。 

還有慈揚的志工們，在會場的安排、照顧更是讓人感動~ 

感謝有您 ~慈揚  



参、偏鄉社區方案捐助 

 

綜合維他命下鄉活動 

文/新化區 礁坑社區發展協會 

感謝慈揚基金會從社區草創初期就一直給予支持，礁坑屬於偏鄉地帶，高齡化社區，服務的長

輩平均 80 歲左右，體能活動也都較為退化。 

慈揚基金會帶領同仁下鄉到礁坑辦理 2 場甲你走作伙活動，給長輩們從運動觀念到良好的體能

活動，從課程中讓長輩知道保持運動的好處，運動也有助長輩們保持平衡和協調能力，減少跌

倒的風險，尤其對於那些年齡較大、身體機能較差的長輩尤為重要。 

透過活動鼓勵長輩走出來，也將許多的運動加入趣味遊戲，讓長輩不單單只是坐著運動，體能

課有更多的互動性，有些長輩常會面臨許多社交的問題，透過課程中兩兩一組長輩們也能增進

感情彼此多多交流，活動中的運動觀念更能動動腦。 

活動中感謝志工們用心的帶領長輩也很關注長輩們的狀況，每個人都從姿勢去細節調整，更能

將運動效果發揮到最好，也讓長輩知道有時候運動時沒有注意到姿勢不對，反而會造成運動傷

害，所以走出來學習真的很重要。 

透過兩次的課程活動，大家都樂在其中，長輩們都回饋說有這麼多用心的老師來教學互動，長

輩接收到的不僅僅是運動而是溫暖跟用心關懷，感受到身心靈都達到好的效果， 

再次感謝慈揚基金會志工伙伴們的帶領與用心!  



参、偏鄉社區方案捐助 

 

  
2022 年慈揚維他命下鄉 

文/許允豪 

「超強紅衫軍！」我們會這樣形容我們的璨揚企業的志工們～ 

自慈揚基金會服務以來，每每需要人力協助的時候，總會有一群強而有力的志工與我們一同

共進退，不論社區有多遠，不用二話就和我們下鄉去! 

除了平時幫忙協助活動，璨揚還有 12 位講師級的運動帶領志工，在疫情狀況一好轉,這些志

工就與基金會進入四個社區-鹽田社區、礁坑社區、中寮社區、六甲社區，共帶領了 85 位長

輩針對肌耐力做了重量訓練與運動趣味競賽。 

俗話說:「台上 10 分鐘台下 10 年功」，志工們都知道要留住長輩的肌力是十分重要的，也很

願意教導長輩運動的方法，但是要能站在台上「上課」是真的很需要勇氣與技巧的。平時從

未習慣站在台上的志工們，為了長輩的健康也想給予長輩正確的運動方法，確實是需要克服

內心的擔心與緊張。在進入社區前幾個月，志工們都特意在下班後留在公司裡，帶著有點疲

累的身體，還是扎實的上了 5 堂課程,跟著專業的指導老師練功夫!  

上完訓練課程，志工還會經常聚在一起發想教案、準備排練然後進入社區。 

從暖身、訓練、遊戲與收操，課程志工把講師曾經叮嚀的重點都放在課程設計中，在每次上

課的 1.5 小時中，時時可以看到長輩開心與自信的的臉龐，跟著志工的速度舉著沙袋，拉著

彈力繩。 

長輩說: 「你們來，我熊歡喜」、「你一次那麼多人陪阮運動真趣味」、「老師教尬足好」。雖然

不是每個社區的長輩都喜歡運動，但是在課程志工的鼓勵與活潑的帶領模式下，長輩都還是

很願意下場跟著動一動。 

維他命下鄉帶領課程是許多志工的初體驗，但是我們說好了，明年度依然要再到更多的地方服務社

區長輩，帶阿公阿嬤一起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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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偏鄉社區方案捐助 

 

參與維他命下鄉活動之社區 

  
新化區礁坑社區 安南區鹽田社區 

  
六甲區甲東社區 七股區中寮社區 

# 高齡者阻力運動指導培訓課程 

共培訓-5 堂  

志工訓練時數-10 小時 

培訓志工人數-15 位 

#維他命下鄉活動 

帶領社區- 鹽田、礁坑、甲東、中寮社區 

共 4 個社區 

受益長輩-170 人次 

下鄉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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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方案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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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社福方案捐助 

 

社福方案之四大福利 

  

 

社福方案之回饋 

社會公益篇 長者福利篇 身心障礙篇 兒童福利篇 

“誠致基金會”共同為

教育而努力,導入 KIST

教育理念,讓學校經理與

領導思維的改變,能在偏

鄉教育上落實翻轉弱勢

孩子的人生願景 

 

“美善基金會”台江健

身俱樂部之阿喬篇,從原

本腦傷後的醫院復健,經

介紹來到健身俱樂部,透

過定期的教學與訓練,自

己提升體力也感動原來

自己也能和常人一樣在

健身房運動 

 

“慈光心智協會”展現

服務對象的自信心,運用

社交課程的練習,鼓勵學

員可以自主表達,強化社

會認知的能力,也能提升

自己的信心和勇氣 

 

“道德重整協會”未來

公民培力篇,透過體驗式

學習及課後陪伴,協助慢

熟青年建構自己的個人

能力及自我的生涯探索,

能提升學習動力及問題

解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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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社福方案捐助 

 

110-111 年易讀專案成果 

文/吳涵渝 

近二年來慈揚持續支持身障社福單位進行易讀專案，為讓身心障礙者能夠獲得資訊平權，台南

市共有 4 個服務身障的社福單位參與專案，其中美善基金會和蘆葦啟智中心持續參與慈揚第二

年的合作案，兩年總受益人次為 517 人次，112 年易讀專案也持續進行中，新年度內容也突破

過往紙本樣式，將朝網站與語音易讀前進，讓我們一起期待新年度的成果。 

專案執行過程中也收到來自各方的回饋，並有愈來愈多的單位投入，雖非與慈揚合作，然這對

身心障礙者而言都是很大幅度的進展，易讀不只讓工作人員更理解服務對象的想法及需求，也

讓工作人員和服務對象建立良好的溝通橋樑，有效的溝通增進雙方的信任感及合作關係，使服

務更貼近身障朋友們的需求。 

年度 課程 

時數 

受益 

人次 
經費 身障社福單位與易讀成果 

110 104 447 250,320 

伊甸基金會-台南辦公室 

1.生活公約 

2.請假單 

3.申訴流程 

4.暴力事件處理流程 

5.作業評量表 

6.服務使用者滿意度調查表 

美善基金會 

1.易讀手冊 

2.公告欄資訊易讀 

(1)公告欄資訊、(2)生活品質八大

領域、(3)作息表、(4)申訴單、 

(5)意見單 

瑞復益智中心 

1.招生簡章 

2.工作坊自我倡議宣導單張 

3.服務對象 ISP 服務計畫  

4.性侵害事件處理流程 

5.性騷擾事件處理流程 

蘆葦啟智中心 

1.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共 17 項表

單 

2.社區居住共 8 項表單 

111 24 70 66,131 

美善基金會 

1.服務契約書 

2.請假單 

3.生活公約 

4.菜單 

蘆葦啟智中心 

1.行前通知 

2.作業活動 

3.我確診了怎麼辦 

4.契約書、 

5.教案-人際互動技巧、性別平等 

7.意見反應 

8.影像使用同意書 

9.環境(空間)易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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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社福方案捐助 

 

一起來易讀  

文/美善基金會 台江&濟生工作坊 

▼台江工作坊 夥伴/阿智 

我覺得契約書可以幫忙到我，我心情不好的時候，老師會拿給我看，我覺得對我有幫忙到。 

▼台江工作 夥伴/阿名 

我很常用請假單，改成新的之後我覺得變好寫，希望可以繼續用新的。 

▼台江工作坊 社工/劉育廷 

本來以為自己對於易讀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但是實際操作後，才發現理論、想像跟實務上有一

定的落差，真的要和智能障礙者一起合作過才知道「原來他們的視角是這樣」。是很多收穫、體

驗的一場計畫。 

▼濟生工作坊 教保員/陳品妃 

去年參加易讀課程獲益良多，與夥伴們一起品管圖片，了解到夥伴與我們的想法真的不一樣，

他們能看出圖片的意思，而我們因為被文字限制，往往缺乏那點想像力，不只他們在學習當品

管員，連我們都在學習怎麼與他們使用圖片溝通。 

▼台江工作坊 教保員/陳毓婷 

小作所的服務契約書、生活公約易讀易讀版本完成後，觀察到小作所的青年從過去零星的資訊

中，因而有具體遵循的方向，情緒變穩定，活動參與更主動。我體會到這就是資訊對等的益

處，知道自己的選擇可能會對未來造成什麼影響，在這些基礎下對人生有掌握，生活品質也更

好了。 

▼台江工作坊 社區店家/鍋燒意麵店 

你們做的這份菜單真的做得很漂亮，很用心。這份菜單可以幫助一些獨居老人，他們是我的上

一輩，有很多沒有讀過書，不認得字，有這些圖片可以讓老人一看到圖片就知道是什麼，如果

是說鍋燒意麵，會不知道是什麼，但看到圖片就可以明



肆、社福方案捐助 

 

美善易讀成果分享 

  

服務契約書 請假單 

  

生活公約 菜單 

*每份表單的文字內容、字型、大小、顏色都有其意義，表單均通過各單位服務對象之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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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社福方案捐助 

 

資訊平權路上 你我一起 

文/蘆葦啟智中心 劉瓊芬組長 

『沒有我的參與 不要為我決定』，看似簡單的一句話，對心

智障礙者而言何其困難。 

回想心智障礙者成長歷程，因著障礙特質，即便已到成年階

段，家人或支持者也將其視為孩子般照顧，因此在各項生活

決定上，容易直接落入為他決定的模式當中，進而剝奪了許

多學習負責的機會。蘆葦在 26 年的服務歷程中看見，在無

數的自我實現中展現每個生命的價值，近年更是有幸能與慈

揚基金會合作，大力推動『易讀.易懂』設計與建構。過程中

帶著服務對象感受生活中與自己有關的事務，將多元豐富的

各項資訊藉由文字與圖像的轉譯，將資訊傳達給每一位心智

障礙者，支持障礙者在生活中為自己做各項決定。 

在一次與工作坊青年分享坊間活動資訊時，阿珠(匿名)帶著看似有想法，但又不知如何表述的疑

惑眼神看著支持者，在遲疑沉默一段時間後，阿珠說『你們去把它變成我看得懂的那個啦』，支

持者與阿珠確認想法後，阿珠所指我看得懂的那個，即指『易讀.易懂』。 

蘆葦在推動易讀建構過程聽取多方的聲音

與討論，對服務產生最多的好奇來自，你

們投入這麼多有形無形的成本，真的會有

幫助、會有成效嗎？然而，這些問題，在

阿珠的小插曲中，給了我們答案。服務的

推動雖然無法如特效藥一般立即見效，但

在一步步的建構與落實中，帶著服務對象

一起感受生活、體驗生活，將決定權落實

在每個生命當中，不僅是服務的價值，更

是服務應當落實的基本品質。 

 



肆、社福方案捐助 

 

蘆葦易讀成果分享 

  

行前通知單 我確診了怎麼辦 

  

服務契約書 影像使用同意書 

*每份表單的文字內容、字型、大小、顏色都有其意義，表單均通過各單位服務對象之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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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學校方案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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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偏鄉學校方案捐助 

 

 1 

2 

3 

4 

5 

6 

7 

服務 20 間大台南地區偏鄉學校。 

受益的國小及國中學生共 2,367 位。 

補助相關教師鐘點費及教材費共 1,097,450 元。 

提供多元社團方案，培養學生不同興趣。 

結合學校在地資源，發展特色校本課程。 

發展資訊課程，學習科技新知。 

持續推動教育即生活專案，將所學知識應用到生活上。 

學校方案經費變動 

77 萬

139 萬

170 萬

110 萬

10所

19所

26所

20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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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105年 108年 111年

金額 學校數

從 103 年開始執行學校方案，合

作的學校每年陸續增加，補助金

額也逐漸提高；然隨著偏鄉教育

逐漸受到外界重視，學校可以申

請的資源及管道也更加多元化；

除此之外高齡少子化的議題，也

讓部份學校開始展開減班動作，

因此近兩年，申請的校數也隨之

下降。 

學校方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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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偏鄉學校方案捐助 

 

 

  

  

 

 

 

 

 

 

吉貝耍國小

舞蹈課程與在地文化結合，透過原住民耆老的經

驗與文化傳承，讓學生習得西拉雅文化的精神。

文昌國小

二胡社團為培養孩子課後興趣學習及傳統樂器文

化，藉由表演展現學生練習成果及建立自信。

重溪國小

科技創客課程讓學生藉由機械馬達組合及程式設

計學習，結合校內生態課程，創作生態機器人。

仙草實小

推動教育即生活-衣專案，體驗藍染布料及裁縫實

作課程，從中認識衣服的材料以及清潔與收納等

知識。

鹽水國中

第二年推行教育即生活-住專案，從色彩學到空間

配置還有戶外踏查等課程，讓學生著手進行校園

空間改造。

土庫國小

推動教育即生活-食專案，課程從食物、食材延

伸到農作、料理，最後到科學探究，學生以愛玉

為主題參加臺南市中小學學生科展，榮獲國小化

學組第二名及第一類國小組團體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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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偏鄉學校方案捐助 

 

先相信，就會實現 

文/仙草實小校長 李志軒 

仙草於 110 學年度改制為實驗小學，在誠致基金會和慈揚基金會共同協助下，引進 KIST（KIPP 

Inspired Schools in Taiwan）的教育理念，用企業思維翻轉偏鄉學校經營。透過課程的解構、

探究式的教學模式，打破公立學校守舊的框架，有效地弭平城鄉在教育資源上的差距，實現真

正的公平正義。 

仙草實小 107 年在籍的學生人數只有 19 人，而如今新學期的學生數已達 38 人，是五年前的兩

倍。這代表只要有心，即使面對少子化趨勢，偏鄉小學也能有所作為。 

解決困難的問題，才能發揮影響力。提升偏鄉學生的學習品質、給予優質的教育資源是我們改

制實驗學校的初衷。以校長的角度來思考，能先建立同行夥伴的目標共識、凝聚打群架的團隊

向心力，是我認為最優先要處理的事項。 

過去仙草這兩年的努力，我們克服了生員短缺、教師意見整合、發展轉型…等等的難題。從報章

媒體的介紹、絡繹不絕的市內外參訪團體，我們用實際的表現告訴外界，藉由公私協力的支持

和輔導，可以把學校經營上的限制轉化成故事。 

透過系統化的工具與方法，帶領這群人在共同的價值觀下工作，往共同的目標前進，此時，我

們已經看見在不遠處閃閃發光的希望。



 

 

 

社會公益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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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社會公益捐助 

 

01 

02 

03 

04 

 2022 年璨揚志工投入的服務 

 

   

    

居家修繕 

協助地方社區長輩或行動不便者

裝置扶手，讓生活環境更安全 

慈揚盃 

身心障礙樂樂棒球賽， 

讓身心障礙的朋友們到戶外運動 

社區下鄉 

帶社區長輩進行簡易體適能活

動，維持他們的身體健康 

志工教育訓練 

志工們參加教育訓練，學習專業

知識，保護服務對象安全 

疫情趨緩後，璨揚的志工們

更加積極的參與志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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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社會公益捐助 

 

2022 居家安全修繕 

 

 

 

 

 

                           

   歷年居家安全修繕服務成果 

年度 社區 
志工參

與人次 

長輩服

務數 

扶手裝

置(支) 

防滑服

務(戶) 

照明改

善(戶) 

107 
楠西社區 

重溪社區 
32 62 98 14 0 

108 

環湖社區 

樹林社區 

將軍社區 

58 83 147 8 0 

109 

新榮社區 

七甲社區 

嘉苳社區 

楠西社區 

56 104 130 55 4 

110 
大灣社區 

新榮社區 
13 27 41 10 3 

111 

礁坑社區 

河東社區 

中寮社區 

山上社區 

新榮社區 

東榮社區 

城西社區 

44 106 130 31 9 

礁坑社區 
志工人力-11 人次   長輩-23 戶 

扶手裝設-23 支   防滑服務-3 戶   照明改善-3 戶 

志工人力-14 人次   長輩-33 戶 

扶手裝設-48 支   防滑服務-15 戶  照明改善-2 戶 
河東社區 

志工人力-12 人次   長輩-26 戶 

扶手裝設-35 支   防滑服務-6 戶   照明改善-2 戶 

志工人力-7 人次   長輩-10 戶 

扶手裝設-11 支   防滑服務-5 戶   照明改善-2 戶 

新榮社區- 長輩-5 戶 扶手裝置-5 戶 

東榮社區- 長輩-8 戶 扶手裝置-7 支 防滑服務-1 戶 

城西社區- 長輩-1 戶 扶手裝置-7 支 防滑服務-1 戶 

中寮社區 

山上社區 

到咖手 

修繕方案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志工參與 32 58 56 13 44

受益長者 62 83 104 27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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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社會公益捐助 

 

 young 青年飛翔計畫 

文/吳涵渝 

慈揚基金會自 2016 年起提供獎助學金『young 青年飛翔計畫』陪伴弱勢家庭青少年完成他

們的學業，此計畫的核心目標為提供獎助學金以鼓勵經濟弱勢家庭且有志向學之青少年，能

穩定就學完成教育，並提昇個人競爭力，期待未來青年也能盡己之力回饋社會，讓愛的循環

持續延伸。 

Young 青年參與計畫期間，同時也會邀請企業主管擔任青年的陪伴委員，與青年分享不同的

生命經驗，並給予情緒支持及鼓勵，讓青年們的成長過程不孤單。2016 至 2022 年間基金會

共陪伴了 16 位 young 青年成長，目前已扶助 8 位青年自立，而青年們一路從高中升大學或

五專升二技，不但保持優異的成績，且不間斷地進行志工服務，也看見他們不斷的茁壯，慢

慢長成他們的模樣，甚至有自立青年已開始能加入回饋基金會的行列，這都足以讓基金會引

以為傲。 

其中於 111 年 6 月共有 5 位青年從學校畢業，他們有各自的人生規劃，有些人將投入職場，

有些人則是繼續升學，不論就學或就業基金會都給予祝福，期待青年們邁向未來道路時，都

能一切順利，而基金會也會繼續守護大台南地區的莘莘學子。 

以下為畢業的青年們所分享加入『young 青年飛翔計畫』的心得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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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傑 

開始接受慈揚的幫助後，一路走來也已經 6 年多了，不免俗還是得對慈揚的大家說聲謝謝您們，我才能

變成一個敢於去思考夢想的人。 

依稀記得當年在面對家中狀況那種無助感，也許可以說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的遇到我自己沒辦法解決的

狀況，當時甚至在朋友家住了一個多月不能回家住。後來事情的轉機是高中的班導師吳佩樺老師幫忙打

聽一些獎學金的消息，並且建議我申請慈揚基金會的 Young 青年計畫，才有了後來的事情，也許您們

還有印象當初我不太敢於表達的樣子，後來也有了很大的變化。 

首先得感謝第一位負責和我接洽的社工姊姊瑋翎，許多對我有幫助的活動她都會推薦我去參加，儘管我

因為時間安排的關係常常無法參加，她也會建議我可以詳細權衡每件事情的重要性。在她去澳洲之前給

我的卡片有提到希望我去參加那年的青少年領袖高峰會，原先我自己深深明白我不是適合當領袖的類

型，也許是出於使命感，後來我還是去參加了，並且學習到一些終身受用的能力。 

實際上這場活動中即便不是要當領袖也有非常多可以學習的地方，整場活動中探討了一些全球性社會議

題，並且要我們提出企劃來設想解決這些現狀。在討論的過程中，每個人都得提出自己的意見，一向不

喜歡發言的我當然有些不習慣，但這次的經驗對後來的我有深遠的影響，我明白了在一個優秀的團隊

中，每個意見都會被有效地討論，不需要刻意隱藏自己，也從一個純粹的「乖」小孩變成一個在必要的

時候敢於發表意見的人（雖然大部分時候我還是不愛說話）。 

還要感謝漢蔚經理，除了有幾次參加活動麻煩他接送之外，每次聚會聊天都讓我一點一點更加確定自己

的規劃。另外那本「被討厭的勇氣」，也讓我在看待事情的時候多了一些不同的維度能發想；感謝易志

校長，聚會時總是怕我吃太少。猶記得去年年初，家中突然又急需金額不小的現金，夜深人靜不知道怎

麼辦便打給易志校長，也得到了一些解決問題的方向。每次的談話中，都能從您們身上學習到一些經驗

與觀念。 

感謝雅婷、俐如和涵渝姊姊，不同時期基於不同原因，我一直都不太好聯絡，您們也很有耐心的處理我

的事情，偶爾聽我說一些日常的事情，每次都能感受到您們的用心；感謝允豪姊姊，雖然似乎不是直接

負責我的事情，但每次見面也都感受到您的關心；感謝 Monica 和執行長，前幾年是我一生目前為止

過得最糟糕的日子，身體狀況不佳、心理狀況更糟，經歷了一些事情、付出了一些代價、家人朋友也少

了一些，甚至一度懷疑全世界，但因為有您們的陪伴，使得這些事情不至於就這麼打倒我。 

要感謝的人太多了，也許無法在這邊全部提及，但您們的付出給了我很大的力量。記得 Young 青年計

畫一開始的時候有提到不只想提供我們經濟上的援助，更重要的是陪伴我們成長，我想說：您們給的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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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真的深深影響了我的人生，如果沒有這些陪伴，我現在大概是個過於理性且現實的人，或許還帶點憤

世忌俗。而現在，我甚至相信這世界上真的有一群人是付出不求回報的，而我也想努力成為這樣的人。 

雖然狀況並沒有完全解決、傷還在隱隱作痛，有再也不願想起卻也捨不得忘掉的事、有自己心中的矛

盾、有不敢坦然面對的事；但這樣的我，假日會和朋友同事去爬爬山、下班偶爾會想騎腳踏車回家，偶

爾適當給自己一些獎勵、有重視的人、有自己的底限、找到了一份喜歡又有成就感的工作，而且我知

道，我還在持續變得更好，將來有一天，我會好到足以像這樣對其他人的人生有些許正面的影響。 

 

      小榆 

從國中畢業進入學習的下個階段，家裡卻突

逢劇變，沒辦法專心在課業上，剛好有這個

機會，並經由師長的推薦與基金會的面試，

成功與慈揚基金會結緣。 

剛加入基金會時的我個性沉默寡言、不輕易

表達任何意見，也不會有什麼主見，經過每

個學期志工服務開始發掘我反饋社會的心，

從當團康姊姊和小朋友接觸、社區義賣再到

社福機構辦公室進行文書工作、與身心障礙

者一同進行社區服務，不管是哪種志工，都是在磨練自己的技能，擔任團康姊姊時需要照顧小朋友的責

任感並且維持熱絡氛圍、在休息站義賣卻被拒絕的經驗、帶著社區民眾進行節日活動並當表演的幕後人

員等，回憶起來，快樂的時間充斥著學習的時光，慢慢熟悉與人群接觸、並且也從中獲得許多、改變許

多，若沒有加入基金會，或許我仍然只是個會死讀書，並仍然坐在書桌前面的書呆子。 

基金會的活動讓我見識廣闊多元世界，並且也提供機會參與其他活動，與執行長、主任、經理、社工師

們對話來正視自己的想法、發掘更多未知的內容，讓我在每個階段成長時做好充足的準備，改變與人溝

通的模式，勇敢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一切都是在獲得慈揚獎助金機會時得到的。 

慈揚帶給我的改變是巨大的，帶給我新的、正向的體驗，可以說，沒有慈揚，就不會有現在的我，能夠

勇敢向未來邁出一步、改變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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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雄 

時間飛逝，一眨眼過去，慈揚和璨揚也已經陪伴我四年的大學階段，所幸這幾年有你們的陪伴，讓我能

夠安穩地成長與生活，讓我準備好踏上下一段人生旅途，回顧這四年基金會對我們 young 青年所投入

的養分，這些養分讓我們更加茁壯，例如:每學年舉辦學習聚會，提供企業實習，學長姐對學弟妹的經驗

分享會，其中使我學習最多的是企業實習，前兩年在智働部實習本科系主要的工作內容，讓我更瞭解我

曾經在高職學習過的內容，也把工作內容帶回學校，在大學選擇與未來趨勢相關或是幫助在職場上能使

用的課程，第三年的實習到了新的部門研發部，學習新的領域知識和與不同領域、部門的人員交談，這

一年我也打開了視野，因為不同部門的前輩會有不同的見解，這使我觀察事情能用更寬的視野，也能了

解如何去做到跨部門的溝通，而這三年的職場體驗，讓我感覺提升了社會歷練，讓我與同輩、同學之間

在面臨挑戰和處事上多了一點成熟。 

除了學習方面，基金會的陪伴委員也給足了我們心靈上的支持，我們會定期聯絡委員，讓他們瞭解學員

們的生活與學習狀況，而委員會在我們迷失方向時給我們路燈，引導我們走出迷宮，也會在我們無助時

給予及時的幫助，讓我們可以勇往直前，無後顧之憂，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可以跟慈揚基金會結識這一

份緣分，謝謝你們給了我一對翅膀，讓我能夠在未來無懼地飛翔，這份感恩會永遠存放在我的心中，在

未來遇到需要幫助的人時我會伸出援手，讓這份善能持續循環下去。 

 

      小如 

一直以來都很謝謝基金會各方面的協助，每一次都能從聚會裡學到一些什麼，或是反思自己目前的種種

行為，也開始強迫自己好好規劃及安排自己的未來，以前的自己總是會事到臨頭才開始緊張，或是保持

著床到橋頭自然直的心態，總是不會事先規劃好自己的未來並為自己設立目標，不過也因為每個月的匯

報，也開始強迫自己好好想想自己的未來，也在每一次的談話中慢慢發掘自己所偏好的，也開始學會表

達自己的想法，我想這大概是我收穫最大的東西了吧！ 

接下來大概是每個學年的服務學習，每一次的服務學習都讓我有各種不同的體驗，也因此學到也體驗到

了很多不同的事物，遇見更多不一樣的人，也在每次的服務學習裡不斷成長茁壯，也比較不會害怕與人

接觸，也開始比較知道該如何與人互動相處，也因為在各個不同單位服務過，因此相較於同齡的同班同

學，也有更多的經驗，當他人問起時，也能夠將自身經歷分享給身邊的朋友們，最後再次謝謝基金會這

些年來的幫助，以及委員們每個月的關心，真的讓我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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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云 

真的真的很感謝 young 青年計畫，能參與這個計畫真的是我人生中最幸運的事。 

首先真的要感謝我們班導怡秀老師給我機會參加面試，因為國中就是單親家庭的我，為了省錢，在當初

選擇學校的時候，輾轉來到唯一一間國立的南護，但因為也要離鄉背井到台南，住宿也成了一大問題，

媽媽也為了這件事特別寫信到學校希望可以住宿到五年級，因為家裡的低收入戶一直過不了，學校也只

能保證我們三年住宿，即使如此也是心存感恩，可能因此老師也特別照顧我，所以將機會讓給我，之後

能通過面試真的是上天眷顧，每學期的這筆金額入帳，真的真的減輕我們家很大的經濟開銷⋯⋯也因為基

金會的約定加入了志工團隊，學到很多經驗，也認識了不同年齡層的朋友，還認識了基金會裡的姊姊們

跟同校的朋友，這些人緣也幫助我學習如何待人處事。原本護專生活適應得還不錯，基金會每年的聚會

也參加的很開心，每次都學到新的經驗，受益良多。 

沒想到這一切到了高護實習變了調⋯那時候真的精神

崩潰到不行，基金會也給我很多空間，協助疏導我的

情緒，還給我很多資源，那時候真的很多事都像是屋

漏偏逢連夜雨，實習不順利、阿嬤的健康告急等等⋯⋯

在四上還沒實習之前就開始焦慮的我原本有諮商，學

期結束也告一段落緊接著實習，緊湊的步調我也沒想

過要去諮商，直到下半年的實習開始看了醫生，還休

息了一個梯次的實習，加上重新開始諮商，之後轉換了觀念，為了不讓自己壓力太大，所以實習成績不

太好看，但基金會還是給我很多資源，還有定期的關心，即使課業繁忙有時候忘記聯絡委員也只會提醒

而從不責罵我。 

也真的很感謝負責我的委員玉琳姊姊願意包容我的一切，跟我分享許多人生道理，幫忙開導我，也像朋

友一樣分享生活趣事，真的真的很開心能跟姊姊分享生活大小事！還要感謝當初進來負責我的俐如姊姊

跟後來的涵渝姊姊總是要提醒我志工時數還有跟委員聯絡的大小事，以及定期的電話關心，能有個抒發

管道真的很好。 

還有當初媽媽被肇事刑責困擾時，幫忙協助解惑的 Monica，隨時也會指引我們方向以及鞭策我們。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沒想到參與這個計畫四年了，現在已經要告一段落了，在這裡遇到的許多貴人相

助，心中無盡的感謝由這些文字傳遞出來仍然覺得不夠。即使之後要轉換跑道的我，希望之後有機會到

台南也能到基金會找姊姊們聊天。 

真的很感謝基金會協助我順利完成護專的學業，希望將來有機會能將這些福報也傳遞給有需要的人，有

能力的話也想要回饋給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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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淑雅 

走過 COVID-19 這三年的疫情衝擊，終於一切來到尾聲，從膽顫心驚的生活開始回復常態的生活，這是

一場很寶貴的經驗，所有的社會服務都重新被檢視及單位的自我升級，相信大家都從這個疫情中學習也

改變了部份的服務模式，找到更貼近服務使用者的方法，這對於我們無疑都是一種無形的正向社會經驗

的累積。 

慈揚基金會在 2023 年正式邁入第十個年頭，回想這十年來累積的一切，我們衷心感謝這一路上不吝陪

伴與指導我們的各位前輩，有您們的提點和支持，在公益服務的這一路上，我們可以走得更為踏實及自

信。然而這十年來，慈揚基金會也看見了超高齡社會帶來的問題及困境，所以第二個十年，我們將會採

取更貼進在地化的服務結合企業志工的專長及熱忱來發展不同的服務面向，讓志工服務不再侷限於只是

時間的付出，而是透過付出發掘自我價值的重要。 

慈揚基金會的背後有璨揚企業集團的支持，因此可以紮實的提供各種不同面向的服務及資源給需要的單

位或團體。然而隨著國人的壽命延長及觀念的改變，大家開始思考第三人生的規劃及重要性，因此慈揚

基金會也期待以預防延緩老化的方式來規劃展開服務，結合璨揚企業志工之屆齡退休之熟齡族共同規劃

訓練課程，從自己的人生規劃開始展開擴展到社區服務，期盼透過系統化的訓練來建置服務架構，也能

發出不同的服務方案模式，期待能在地建構出多元的照顧模式從樂齡學習延伸至健康促進再推展至在地

日間照顧，讓在地服務能更加完善。 

慈揚基金會展望未來的服務下，依然會秉持著那裡需要我們，我們就在那裡的理念，持續做對的事情，

同時也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把企業提供的資源發揮極大化，讓更多社福團體或學校及社區據點能被更多

人看見，得到更多的支持及肯定，一起讓善的循環加倍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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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慈揚基金會成立邁入第 10 年 

●112 年度新年度規劃 

退休練習曲-打造美好第三人生                                       文/許允豪 

這幾年，台灣的社會議題常會討論”老化”或是”照護”~ 但，因為科技日新月異，醫療系統

完善，目前國人平均壽命年齡都可超過 80 歲，對於 55 歲就從職場退休的人，還有約超過

20~30 年的生活，退休生活擁有了更大量的時間，在這一個階段更是需要妥善安排，為自己訂

定退休後的願景與目標去充實與享受人生，比甚麼都不做更能過得愉快與自由。 

慈揚基金會特辦理「退休練習曲」之計畫，讓屆齡退休者或是家中有已退休長輩者能對退休生

活能知道做什麼?怎麼做? 盡早為自己的第三人生做規劃。 

在方案計畫的第一階段，基金會邀請了中正大學成人教育學系魏惠娟教授，一同協助與規劃課

程的方向，課程中包含了啟動生涯 3.0-面向不確定世紀的秘訣、設計生涯 3.0-三個人生版本、

我的生涯 3.0-藍圖分享與退休理財生活大哉問外，也邀請了已退休後又再投入樂齡教育工作的

劉文端老師，分享他的第三人生的規劃。一連 5 場的課程與分享，參與學員也從中去尋找出自

己的人生板塊，將自己夢想的架構實際寫下來，然後能帶著夢想計畫表，滿心期待的迎接屬於

自己的「第三人生」。 

當然，要積極迎來開心的第三人生，必須更要多學習、多規劃，在璨揚企業的支持與慈揚基金

會輔助下，正式在 112 年成立了「樂活人生行動社」，除了持續講座、課程、讀書會外，在行動

社的每個成員都能相互鼓勵與分享，一起讓心中對未來的規劃藉由真實行動力慢慢朝目標前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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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年度徵信 

 

 

111 年度徵信名單 

序號 捐款人姓名 捐款月份 捐款金額 

01 璨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 月 2,000,000 

02 王○娥 1 月 6,000 

03 璨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 月 2,000,000 

04 璨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 月 2,000,000 

05 鍾○春 3 月 3,100 

06 台灣比菲多醱酵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 3 月 LP 優酪乳 15 箱 

07 璨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 月 2,000,000 

08 璨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 月 2,000,000 

09 柯○秋 5 月 1,100 

10 璨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 月 2,000,000 

11 璨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 月 2,000,000 

12 王○鳳 7 月 500 

13 璨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 月 2,000,000 

14 璨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9 月 2,000,000 

15 璨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 月 2,000,000 

16 釋○彬 10 月 20,000 

17 陳○銍 10 月 5,000 

18 張○挐 10 月 36,000 

19 陳○君 11 月 1,000 

20 吳○芳 11 月 2,000 

21 璨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 月 2,000,000 

22 璨揚企業(股)職委會 11 月 3,385 

23 許○泰 12 月 18,000 

   

感謝以下單位提供文章及照片:   

七股區樹林社區、學甲區新榮社區、新化區礁坑社區、美善基金會、 

蘆葦啟智中心、仙草實小、young 青年們，以上依文章出現順序排列。 

THANK 

YOU  

39 



信己無私 信人有愛
700台南市中西區湖美街215巷17號06 2506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