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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的話

胡頤仁
│董事長│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的發展，近年台灣也因疫情的衝擊帶來經濟的不景氣，

造成人心惶惶，介惠肩負捍衛弱勢權益的使命，在這更需要正面力量的時刻，介

惠秉持著善的精神，服務偏鄉弱勢的腳步並未因各種困難而停歇，持續深耕偏鄉

老弱照顧、人才培力與社區永續發展的議題。

過去一年，經過環境、社會變動和艱困的洗禮，從一開始的調適到如今，在

施執行長的帶領下，全體同仁的齊心協力，擴展介惠在社會各界的觸角，讓外界

與我們一同看見台灣社會的問題，同感偏鄉現況的需要，透過跨域合作、精益求

精的創新，為組織的服務邁向更全面的發展，讓團隊同步因應著偏鄉的變化及服

務對象的需求，提供偏鄉更整體性、多元、優質的服務。

在長者服務上，今年持續得到新北市政府、屏東縣政府對本會的肯定，獲得

績優老人共餐單位、6位同仁獲得優良長照服務人員暨家庭照顧者表揚。

以愛之名  濟弱扶困  
2022年對介惠基金會而言深具意義，透過出版「介惠 35偏鄉愛無阻周年特

刊」，分享 35年來所有的愛與溫暖、成長的軌跡，還有撒落的種子，日復一日，

一代傳承一代，也看見偏鄉社區生活的改變和希望。如今也秉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服務宗旨，堅守濟弱扶困、關懷偏鄉弱勢的服務信念，

穩定腳步繼續前行。為此，感謝執行長與介惠全體同仁的付出與努力，讓介惠在

偏鄉的服務能至今不間斷，並在既有的服務上深耕、開創。

由衷感謝所有支持與肯定介惠的各級政府部門、企業、社區合作夥伴及社會

各界機構與善心人士，與介惠一起將愛化成實際服務的行動，成為支持偏鄉永續

發展的力量。

未來，介惠仍會以改善偏鄉弱勢處境，攜手同心、行而不輟迎接各樣挑戰，

實踐守護偏鄉、打造希望的願景，也期盼各界持續的給予支持與鼓勵，一同共讓

台灣更好。

看見台灣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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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社會各界的肯定與支持，成為介惠穩定前進最大的力量，在 2022年迎來

介惠基金會成立的第 35年，讓我們更能以信心前進，邁向下一個新里程，為偏鄉

工作注入新活力。

介惠以「在地人服務在地人」理念，改善偏鄉長者及失能者無人照顧的窘境，

創造在地就業機會、穩定家庭經濟；近年來更致力推動社會永續，朝全人關懷與

社會共好的服務發展邁進，持續發展、優化長者照顧、婦女增能和社區培力三大

重點工作。

專業服務的核心關鍵是「人」，介惠穩定服務的其一不可或缺的要素則為偏

鄉的婦女夥伴，介惠不僅僅是培力訓練她們取得專業技能和證照，也持續做好陪

伴、支持的輔導工作，培養她們的數位力、金融力、永續力，提升自我及家庭、

規劃未來的老後生活，進而發揮對家鄉的影響力，為偏鄉挹注永續發展的能量。

10月邀集產、官、學三大領域專業學者跨界合作辦理的「ESG永續社會進行

式 -2022 社福 金融 教育」論壇，讓各界瞭解本會推展婦女金融素養的服務模式與

成果，並展現本會服務的實質成效與落實社會責信。

響應政府長照政策，介惠年底完成 8站屏東偏鄉家托輔導工作，看見資深照

服員經介惠培訓轉為家庭托顧站負責人，並獲得政府機關的認可與社區長者的信

任。回首過去 8年的努力，從培力個人的成長累積成安定社區的力量，介惠全體

同仁兢兢業業的努力，也見證了社區培力的重要和成果，讓我並引以為榮。

愛是世界共通的語言！

在地婦女照服夥伴努力不懈的付出，偏鄉長者有了更適切的照顧；介惠同仁

也勇於承擔，進到校園輔導國中生學習與體驗照顧的技能，將照顧的力量、知識

向外向下扎根。

未來，介惠除了培養偏鄉婦女和青年照顧好自己和家鄉，也在捐款者和支持

者的協力下，積極導入各界資源至偏鄉，讓各種學習發揮鄰里影響力，讓好的影

響持續傳承，創造在地永續的力量，實現每個人回鄉生活、落葉歸根的想望。

愛是世界共通的語言！期盼持續凝聚各界的愛與祝福，為需要的人們帶來更

多溫暖。介惠也將繼續帶著 35年所淬煉的專業精神與經驗，激勵全體同仁繼續向

前，成為更優質的團隊，繼續為守護偏鄉而努力，一起邁向美好永續的生活。

執行長的話

│執行長│

施欣錦

守護偏鄉每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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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惠秉持初衷，聚焦偏鄉社區弱勢的需要，結合社會資源，發展專業服務。以「在地人服務在地人」之理念，提供偏鄉

婦女、青年在地就業機會，幫助偏鄉婦女撐起家庭經濟，讓偏鄉長輩在生命晚年獲得有尊嚴的照顧，讓沒落的偏鄉社區重現

生機，實踐「改善偏鄉社區弱勢處境，使偏鄉成為生活、工作、安養的好地方」的願景。

介惠過去一年於偏鄉持續以推展長者服務、婦女增能、社區培力三大工作策略，持續拓展服務，深耕台灣偏鄉脆弱地域，

培力扶植在地人力，建構安穩與創生的雙重契機，以促進弱勢群體的權益，邁向永續社會發展的目標。

集眾人之愛  惠及偏鄉

工作成果分享

2022服務成果數據

1‧於屏東縣、彰化縣、新北市共 20個偏鄉遠鄉鎮服務，

輔導支持屏東偏鄉 10站家庭托顧服務站，並於新北市

經營 2處日間托老據點。

2‧平均每月為 811位偏鄉長者及身心障礙者，提供持續周

延的照顧服務，共計提供 100,489人次，及 25,723人

次長者健康促進服務，協助長者延緩老化、在地活躍

老化。集結社會資源關懷老弱，辦理 4場次節慶關懷、

81場次到宅關懷服務，共計 3,082人次偏鄉弱勢長者

及家庭受惠。

3‧提供 57名在地婦女擔任照顧服務員一職，穩定家庭經

濟，合計專業並透過定期培訓機制辦理 78場次增能

工作坊、19場次服務管理訓練及主題講座，共計服務

930人次；另辦理近百場次的財務、健康、親子研習及

活動，提升偏鄉婦女自信和抵抗風險的能力，強化經

濟與生活的安全感。

4‧為充實鄉社區量能及建構社區照顧網絡，辦理 8場次長

者服務宣導活動，及 1場次關懷失智倡議活動，並提

供 7場次青年學子照顧技能體驗教學服務，共計服務

625人次，實踐社會教育，促進社區共好。 

2022榮譽分享

1‧榮獲新北市政府 111年度績優老人共餐單位

2‧榮獲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身心障礙就業促進「進用績優獎」

3‧111年屏東縣政府長照服務人員暨家庭照顧者表揚大會

       介惠的獲獎名單如下 :

      【活力新人】江宜君、【資優照顧】汪月香

      【資深敬業】尤素貞、【文化照顧】巴淑芳

      【優質專業獎】鐘怡雯、【溫馨家托獎】郭美珠

收入明細

項目 金額 百分比

服務收入 64,058,376 80.10%

捐贈收入 12,521,235 15.66%

利息收入 3,264,093 4.08%

其他收入 126,626 0.16%

合計 79,970,330 100%

支出明細

項目 金額 百分比

老人福利 59,429,165 90.08%

社會福利 4,029,473 6.11%

行政管理 2,516,069 3.81%

合計 65,974,707 100%

※此財報業已經嘉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

2022收支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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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社會帶來的衝擊與影響是多面向的，要如何健康的慢慢變老，是值得深

思的課題。

23年來，宜蘭、台東、屏東等原鄉，都少不了介惠的足跡。為獨居老人提供

在宅、送餐、居家等服務，並設置部落老人日間關懷站，是介惠持續在做的事。

近年更展開更多元的服務模式，新增了新北市公共托老中心 (日托據點 )、彰化縣

居家照顧服務與屏東縣家庭托顧服務，提供給不同需求的長者，更加落實長期照

顧體系的永續發展，並符合在地需求，尊重長者的生活樣態。

傳愛偏鄉  長者照顧不間斷
2022年，疫情並沒有阻擋介惠服務的腳步，足跡遍布全台 20個鄉鎮，為 772

名屏東縣原鄉、彰化濱海線偏鄉長者及身心障礙者，提供周延的照顧服務，服務

人次更達 100,489次；也設置了托老中心，為 39名新北市萬里區、金山區的社區

長者們，提供健康促進相關服務，協助在地活耀老化。

為了關懷偏鄉獨居、經濟弱勢及家庭功能不彰之長者，介惠更進一步結合社

會資源，推出「傳愛偏鄉‧守護孤老」計畫，完成了 81場到宅關懷服務，捐贈

400組照顧輔具及健促工具，共嘉惠了 327位弱勢長者。

由於疫情影響，子女較少回鄉探望，社交活動也銳減，偏鄉長者孤寂感因而倍

增，影響心靈健康。介惠透過舉辦「中秋烤肉暨長照宣導活動」，讓在地青年陪

伴部落 60名獨居長者烤肉，溫馨過中秋；並辦理長照宣導講座，讓長者能夠認識

照顧的資源，並能善加利用。而在關懷訪視之外，更定期提供民生物資予生活困

苦的長輩，在歲末捐贈 2,634組厚毛浴巾組、保暖用品等民生物資，也結合手做春

聯的互動活動，與長輩一起同樂，總計共關懷了 876位長者。

尊重長者生活樣態，一直是介惠的服務方向，也將持續就近提供在地服務與關

懷，與長輩們一起共話日常，一起享受生活的美好。

踏遍 20鄉市鎮    服務逾十萬人次
愛在偏鄉‧長者照顧消除飢餓終結貧窮 健康與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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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居的陳奶奶，先生甫於 2022年 10月過世，遠

在台北工作的兒媳，擔心母親一個人在家胡思亂想，

希望有個人能夠陪伴母親，介惠照服員群芳的到來，

也使兒子的擔心迎刃而解。

陳奶奶平常三餐很隨便，一碗飯配著肉鬆或罐頭

就一餐。群芳發現後，擔心陳奶奶營養不夠，每天前

往服務時，就帶著兩顆水煮蛋，然後邀請陳奶奶說：

我早餐還沒吃，你陪我一起吃。「因為若是直接讓陳

奶奶吃，她一定不會吃。」群芳笑著說。長期下來，

陳奶奶也會開始分享自己種的菜給群芳，有時群芳不

好意思收，陳奶奶還會故做生氣的樣子，讓群芳一定

要帶回去。群芳將陳奶奶當成自己的長輩一樣照顧與

陪伴，陳奶奶又何嘗不是將群芳的陪伴當成像自己孩

子一樣呢！

陳奶奶的媳婦曾對群芳說：「你來陪伴以後，婆

婆的情緒就比較穩定了。」兒子也覺得很安心。 

體貼入微  無異家人
同樣住在彰化的陳伯伯，在未生病以前，雖然行

動較為緩慢，但也精神奕奕，至少拄著拐杖一樣能夠

走路外出，日常生活也能自理。然而突如其來的疾

病，讓他成為需要臥床，而無法獨力自理生活的老

人。陳伯伯面對自己身體狀況的惡化，挫折感很大。

有一段時期，他情緒很差，直到介惠的照服員群芳來

之後才有所改善。

從「心」開始  
見證陪伴的力量

愛在偏鄉‧長者照顧

群芳為他提供餐食照顧、沐浴洗頭以及協助他活

動肢體和關節。也因為照服員的協助與陪伴，患有帕

金森氏症、脊椎神經壓迫、心臟病和高血壓等多種疾

病的他，臉上有了笑容，妻子的照顧壓力也跟著減

少。群芳體諒陳伯伯臥床辛苦，有時會先幫他拍背後

才去沐浴。拍完背，洗完澡，陳伯伯邊吃飯邊露出滿

意的笑容，「照服員對我的幫助很大。」他對來訪的

介惠基金會執行長施欣錦表示感謝。

照服員，不僅是偏鄉獨居或失能長者不可或缺的

照顧與陪伴支柱，服務的過程也讓人看見陪伴帶來的

改變與實質成效。在群芳的身上，看到的不只是照服

員的專業與認真，更有隨處可見的愛心及耐心，還有

那份無異於家人的體貼。

多年來，介惠從南到北始終與偏鄉最需要扶一把、最需要守護照看的孤苦老

弱同在，邀請您支持介惠「關懷偏鄉長者」專案，扶持介惠堅守崗位，在偏

鄉有需要的角落，持續陪伴、服務偏鄉長者。

支持介惠 關懷偏鄉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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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部落是遠離塵囂，假日休閒的秘境，但是對

許多偏鄉孤苦的老人家而言，這裡可能是他們不捨也

無法離開的牽絆所在。

投入屏東原鄉服務 23年，介惠深刻體會偏鄉實

際服務場域有諸多的困難與挑戰，但仍持續守護在地

婦女夥伴，共同堅守對偏鄉服務的承諾，持續用心照

看每一位偏鄉失能長者。

用心照護  讓他們快樂安老
 高齡 90歲的黃奶奶與同樣年邁失能的丈夫相互

依靠，居住在屏東縣最南邊的牡丹鄉高士部落。兩老

皆因罹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且隨年紀增長精神

狀況及下肢逐漸衰弱無法久站，須使用助行器並搭配

照服員一旁看視、攙扶才能活動，生活也需要仰賴照

服員的協助。

介惠照服員秀霞服務兩老已有 5年多，就像他們

的女兒一般，每天輕柔的喚醒他們，時間到了提醒他

們吃藥，幫忙洗澡、換上乾淨的衣服，協助移動減少

兩老跌倒的風險，也時常陪伴倆老聽音樂、唱歌，當

他們最佳的開心果，是兩位老人家的守護者。

偏鄉生活機能諸多不便，失能長輩備餐困難甚至

無法自理，想要吃上熱騰騰的餐食，難上加難。為了

能讓兩老好好吃飯，秀霞會特別以他們喜歡的菜色、

偏鄉老人的守護者  
用愛走進部落長輩的日常

缺少的營養，來安排每一天的菜單；也會引導兩老透

過感恩進行餐前儀式，並全程注意用餐安全。如此細

心的照顧，也讓假日才能回家探望的大女兒表示，慶

幸有了秀霞就近的專業照顧，讓她能安心外出工作。

真情陪伴 溫暖長輩的生活  
居住在屏東春日鄉的戴奶奶已 71歲，因高血壓、

心臟病、糖尿病及腎臟等疾病纏身，臉上滿是愁苦和

哀傷，只要一挪動身軀就疼痛，讓她幾乎 24小時都

只能與床為伴；且因患有失智，有時會因為忘了剛接

受治療而不自覺拔掉洗腎的針，弄得床上都是血，令

人見了怵目驚心。

同住在春日鄉、在介惠服務年滿 20年的資深照

服員淑錦，服務戴奶奶 5年多，總會耐心安撫、逗奶

奶開心，幫忙買奶奶愛吃的豆腐、幫奶奶把藥袋裡的

各式藥丸，依照服用時間一一分類裝入藥盒裡；幫不

堪久坐的奶奶定期剪指甲、用溫水清洗雙腳，每次清

潔工作完成，也會像照顧小嬰孩般，仔細擦拭乳液讓

奶奶皮膚保持濕潤。

  大多時間需臥床的戴奶奶，床頭的收音機和淑錦

的聲音，是她孤單生活裡唯一的聲音和信息。淑錦提

供的已不只是服務，還有熟悉的陪伴與溫暖。

愛在偏鄉‧長者照顧

熱情招募 │居家照顧服務員

資格條件：領有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書者
服務區域：彰化縣二林區濱海鎮、屏東縣原鄉部落
福利制度：享有勞健保、勞保及團保、員工自強活動、健康檢查、
                      偏鄉獎勵及交通津貼、春節績效獎金、節慶禮金
專業指導：照顧服務專業培訓、生活知能輔導支持、
                      促進多元職能發展
連絡電話：中部 (04)896-7507、屏東 (08)721-4109
歡迎加入介惠黃衣天使服務團隊，溫暖守護偏鄉長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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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歲的吳質阿嬤說：「身體是自己的，我如果沒

有來這邊，哪能像現在這樣健康。」阿嬤的話，卻是

許多長者的心聲。

美足阿姨今年 70歲，與先生兩人相互扶持。獨

處時，難免有時會感覺落寞。因緣際會下，經朋友

的推薦加入金山托老中心。在這裡，長輩們會相互關

心、問候，分享彼此的生活瑣事，且每天都有不同的

課程及活動。有時在家忙著家事忘了時間，先生還會

提醒她記得去上課。美足阿姨說：「很感謝介惠提供

這麼好的場所，讓我的身心靈跟著成長，和先生也有

了更多話題。」

量身訂做特色課程 豐富長者日常生活
托老中心的課程琳瑯滿目，不管是休閒、律動，

或是紓壓療癒，每一堂都是為了讓來到托老中心的長

輩們，生活更豐富、身心更健康而量身訂做。

音樂輔療課老師羅敏貞說：「老人家就是寶，很

像小孩子，非常需要關懷和鼓勵。」看見「美玉」修

長的腿，羅敏貞就會誇她：「妳這腿走路像台灣小姐

一樣好看。」自此，她的舞蹈動作腳總比別人抬的高。

發現「阿嬌」的歌喉不錯，羅敏貞就會讚賞：「唱的

跟鄧麗君一樣好聽！」從此「阿嬌」一定總是唱的最

起勁。

與長輩們真誠的互動，給予長輩鼓勵，除了提高

他們的自信，也增添許多生活樂趣。

擁抱健康    熱愛生活裡的節奏感

從 105年萬里托老中心開辦，就一直在中心教學

體適能課程的老師何杰勳提到：「一開始上課的長輩

只有 1-2位，現在已經增加到 20位左右；長輩們從

覺得上課好累，動不動就不想來上課，到現在時間到

就會自動就定位，準備迎接今天的課程。」

乍聽之下，體適能課程好像是年輕人的專利，但

透過專業的設計及評估，就能達到運動、提升身心功

能及活化大腦的目的，其實很適合長輩。

規劃課程不是件容易的事。要顧慮到長輩們的喜

好、興趣，也要考量他們的身體狀況；最重要的，是

希望長輩們藉由參與，每天都能「過的開心、動的健

康」。

身心接收到正能量，身體的病痛自然就會減少，

生活也會更舒心自在。這正是與長輩們朝夕相處的照

服員與授課老師們，心中共同的想望。

愛在偏鄉‧長者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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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惠除了提供長者身體照顧服務，同時也關懷經

濟弱勢長者，重視長者身心靈健康，並結合各夥伴，

展開家訪探視關懷、辦理節慶關懷活動、提供民生物

資捐贈等，將社會各界的愛心化為暖心關懷行動，幫

助偏鄉孤苦長者藉由照顧方案的推動，達到生活及精

神上的支持。

跨鄉鎮獨老聯歡 中秋團圓不寂寞
因疫情在外工作的子女鮮少返鄉過節，為了安撫

老人家思親之情，也陪伴長者們歡度佳節，介惠聯合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部落文化健康站，舉辦

跨鄉鎮的獨老聯歡烤肉活動，讓屏東縣霧台鄉、瑪家

鄉 60位獨居長者，在介惠年輕志工陪伴下，一起烤

肉、唱歌及遊戲，部落青年烤肉達人也親自為長輩們

烤乳豬、魚及雞肉，場面十分溫馨。

78歲的楊婆婆說：「因為疫情孩子們沒回來過節，

今年我總算烤到肉了，真的很開心！」烤肉志工也分

享：「部落老人不只關心疫情，還擔心颱風殃及農作

物，近期又有部落長者過世，長輩們的心情都鬱鬱寡

歡。今天看見長輩們露出笑容，又是唱歌、又是跳舞

的，心裡也放心了許多。」一對年邁的親姊弟，平時

因無法自行外出，即使住的近卻無機會見面，透過活

動相聚，留下感動的時刻。

行動不便無法外出的獨居長輩，志工們也一一分送

餐點，讓他們也感受到團圓氛圍和社會的關愛與祝福。 

重拾歡樂展笑顏    延續滿滿幸福感

暖心行動關懷 助長者重拾笑容
偏鄉長輩大多經濟能力不佳，僅能接受政府核定

長照的免費服務項目，但卻無力負擔日常耗材、輔具

的開銷，使長者清潔度維持不易、活動力不佳，易衍

生身體上的病痛，久而久之也影響心理健康。為此，

介惠特別引進外界資源，辦理「健康 -從頭開始」、

「握住幸福‧健康有活力」，為有照顧需要之弱勢

長者提供到宅關懷服務，並捐贈 164組洗頭槽、頭部

舒緩器及 236個握力球。 

獨自居住在屏東縣三地門達來部落的蔡奶奶今年

72歲，患有心臟病、糖尿病、神經衰弱及退化性關

節炎等疾病，原與先生及孫女共同居住，但一年前先

生及孫女因病相繼離世，讓原本個性幽默、開朗的蔡

奶奶滿是憂愁與悲傷。 

為了能多陪伴蔡奶奶，撫慰她憂傷的心情，介惠

在地婦女夥伴帶著行動洗頭槽、握力球至蔡奶奶家，

陪伴的同時也教她使用握力球增加肌力，也讓長期低

著頭洗頭的蔡奶奶體驗有如美容院般的洗頭服務。到

宅關懷服務，不僅讓蔡奶奶的生活多了人來陪伴，也

結合社會的愛心， 讓偏鄉 327位長者共同受益，不

僅獲得日常生活需求獲得滿足，也獲得心靈的支持和

安慰。 

如今，蔡奶奶已恢復以往爽朗的性情，臉上有了

笑容，勇敢面對人生。

愛在偏鄉‧長者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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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是翻轉偏鄉及社區的關鍵力，深耕偏鄉 35年來，婦女一直是介惠的協力

好夥伴。除了提供就業機會與專業支持，也積極強化婦女的多元能力，讓她們成

為改變社區的生力軍。

在彰化濱海與屏東原鄉推動的偏鄉婦女培育增能計畫，就是為了促使更多長照

從業婦女續留家鄉就業而設立。

2022年，介惠為偏鄉 57位婦女照顧服務員，舉辦了 78場聯合及區域增能工作

坊，提供就業輔導支持及專業諮詢，並透過團隊共學，擬定適合的工作模式，共計

776人次參與。同時，結合專業顧問與學者，為居家督導員及社工辦理 19場服務管

理訓練、個案研討、專業服務諮詢及主題講座，共計 47小時並服務 154人次。

為了協助從事照顧服務的婦女減輕訓練費用的負擔，並獲得長照認證積分，在

偏鄉開辦的 8場長照服務繼續教育課程，頗獲婦女們的青睞。她們也深感偏鄉的專

業訓練資源取得不易，對學習機會更是十分珍惜。系列活動共吸引了 81位婦女的

參與，服務高達 396人次。介惠也專為術科操作及演練設立了屏東照顧服務術科訓

練教室，更協助了 5位婦女照顧服務員，考取照顧服務員單一 (丙 )級技術士證照。

看見自己的力量 見證家鄉的改變
而推動健康生活的系列規劃，除了提供定期健康檢查外，亦請專業老師帶領分

析健康檢查報告數據，並成立健康運動社團，舉辦 70場活動。一周三天，由專業

教練帶領 15分鐘的線上運動課程，增進親子互動，並提升偏鄉家庭健康意識，累

積下來，20小時的訓練，嘉惠了 565人次。

連續三年的財務幸福計畫，透過跨域合作提供理財健檢，協助偏鄉婦女實踐理

財目標，強化財務管理及抵抗風險的能力，也有 549人次受惠，成效相當良好。

介惠更積極推動會內、會外的服務優良表揚活動，讓優秀婦女獲得肯定，並成

為團隊的示範與標竿。今年度屏東縣長照服務人員表揚，介惠輔導的婦女也有六

位同仁獲得此項殊榮。而第三屆介惠金照獎，更提供十大獎項，肯定偏鄉婦女的

付出與努力。

逾百位偏鄉婦女在介惠的協助下，看見自己的價值，也透過自己的力量，見證

了家鄉的改變。

多元能力在手 翻轉偏鄉不是夢
在地力量‧婦女增能 終結貧窮

合適的工作及
經濟成長健康與福祉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鄉
多元夥伴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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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要照顧臥病在床的先生，美珠在介惠的引導下參與了許多課程與學習，一步

步讓她成為專業的照服員。58歲才入行的她，笑說著希望可以一直做到不能動為止。

7年來，美珠成了搶手的照服員。許多個案或家屬會互道美珠的優質服務，也希

望由她來照顧。美珠卻謙虛地跟這些人說：「你們不要為了要讓我去服務就一直說我

好 ......」愛心跟細心，是美珠打動人心的重要關鍵。目前她照顧的個案高達 17位。

當了照服員，美珠仍然持續學習各種知識，介惠開辦的理財、健康課程，都可以

看到美珠的身影，她充分了解健康跟財富一樣重要，才能讓她的照服員生涯更長久。

她也跟女兒分享學到的理財知識與觀念，女兒還跟她說：「媽媽你說得很對 !」美珠

很認真地提到這些課程對自己的幫助很大，她還因為受到健康課程的啟發，瘦了 11

公斤。

現在，因為照服員的工作，讓她在先生過世後，有能力獨自撐起一個家。隻身一

人，她很清楚自己必須及早規劃，並為退休做準備。學習理財、瘦身，保持身心的健

康，都是為了更長遠的生活而準備。美珠言詞之中數度表達對介惠的感謝，為她開了

這扇窗，讓她學習了好多，人生也變得很不同。

有一天，朋友帶著淑娟去上照顧服務的課程，激起她對照服的興趣。身為介惠優

質照服員的大姑知道之後，推薦她加入介惠照服員的行列。

生性害羞的她，剛開始面對老人顯得有些手足無措；她很感恩介惠同仁與督導的

鼓勵，而今的她，不但可以從容地面對，且溝通順暢。甚至在團隊中擔任小班長的角

色，教導年長照服員如何填寫報表，並擔任新進同仁的見習老師。

談到服務的過程，淑娟提起剛開始有些長輩會心生排斥，或是產生疏離感；但淑

娟仍然耐心以對，透過安撫與接近，慢慢地他們對淑娟就產生了信任感。有時候淑娟

會帶著照服的長輩上介惠的健康課程，讓他們也可以藉由適當的運動，身心更健康。

淑娟開心地提到身為照服員的隱藏版福利。身為魯凱族的她，照服的對象多半為

排灣族，她也因此從他們身上學會了排灣語。

她的態度、專業深獲部落長輩的肯定，許多個案也指定要淑娟服務；淑娟也在

109年度獲得屏東縣傑出長照人員獎，並於 111年在居督員鼓勵下積極學習，取得照

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士技能證照。

她們的故事 ─ 部落裡閃亮的明珠

在地力量‧婦女增能

石美珠│介惠照服員╱ 65歲╱服務年資 7年╱屏東獅子鄉排灣族

巴淑娟│介惠照服員╱ 45歲╱服務年資 5年╱屏東縣霧台鄉魯凱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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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2月 13日，介惠與台灣金融研訓院合作舉

辦的「ESG永續社會進行式 -2022 社福金融教育」論壇，

齊聚產、官、學界的專家學者，開啟社福、金融及教育

三個領域的對話，實現世代共融邁向永續社會的願景，

並吸引 300名各界人士透過實體及線上參與。

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以宏觀角度，分享世界各

地從脫貧、資產累積到社會投資的歷程，同時也提到

婦女的關鍵力量。台灣金融服務業聯合總會祕書長吳

當傑則以「營造經濟與福祉永續社會－ ESG金融永續

與友善服務」為題，作出分享。

與談主題「幸福方程式－推展與實踐社會責任之

看見與可為」，由台灣社會福利總盟理事長、輔英科

技大學董事長卓春英擔任主持人，美商摩根大通營運

長汪慧玲、介惠基金會執行長施欣錦、台灣金融研訓

院所長傅清源及台灣大學財金系教授陳彥行則擔任與

談人，從不同領域分享實踐社會責任的成果。

介惠執行長施欣錦指出：「ESG是很好的媒介，但

不要忘了 S不只是社會責任，更是我們活生生生活的

社會，所以社會問題需要我們共同努力。」她很高興

論壇的舉辦獲得許多肯定，認為這樣的分享非常值得，

希望藉著舉辦這個論壇，看到跨界合作的重要！

財務養成計畫，助偏鄉媽媽創造幸福紅利

婦女一直是翻轉偏鄉弱勢的關鍵，介惠長期於偏鄉

提供長者照顧、婦女增能與社區培力工作，促進在地生

活與社區發展的雙贏。然而，有些婦女則因欠缺財務觀

念與能力，面臨財務問題，對未來不敢有期盼。

ESG跨界翻轉    共創永續行動力
因此，2020年在美商摩根大通集團的支持下，與

台灣金融研訓院合作，展開為期 3年 6期的「偏鄉婦

女財務幸福計畫」課程，共有 92名學員參訓，整體存

款增加超過 1000萬、債務減少近 460萬、財富也增

加了約 1500萬，成果相當顯著。

過程中，學員對課程變得愈來愈積極主動，更懂

得分析財務並將收入變成穩定的支持。不僅強化了在

地家庭的穩固力，也同時促進了社區的經濟成長。

有感於金融素養的重要性，介惠更進一步與陳彥

行教授展開台大開放式課程平台的未來合作，推廣民

眾金融理財相關的觀念與知識。

在地力量‧婦女增能

青壯年離鄉，留下老幼無人照顧，偏鄉媽媽的溫暖守護，成為偏鄉安定的力量。

邀請您與我們共同關心偏鄉婦女，捐款支持「愛相挺 幫助偏鄉婦女」專案計
畫，協助偏鄉婦女照顧好他人，也照顧好自己，成就偏鄉大幸福。

上了課，不只改變了我的財務觀念與行為，

也影響我的家人，讓生活更有希望，一起變更好！

不想要照以往的方式過生活，我開始控制消費，但也不

會覺得難過，不然老了可能沒錢渡日，會更難過！

如果我能早一點學到有多好！大家都應該早一點學到！

│學員心得│

愛相挺 幫助偏鄉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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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力在地居民自立自強，吸引青壯返鄉發展、活絡社區，是近年地方創生

的發展重點，也是介惠相當關注與投入的方向。

介惠從服務的出發點，致力為偏鄉老人提供居家照顧服務，落實「在地人服務

在地人」的理念，培育在地婦女與青年成為照顧服務員，創造偏鄉就業機會，改

善偏鄉老幼無人照顧、經濟弱勢等社會問題，也見證了「人」才是改變社區的根

本。

然而，社區是「家」的延伸，社區的組成是整個台灣的樣貌。因此，從 2009

年莫拉克風災開始，介惠陸續完成台東大武、高雄桃源、屏東泰武及牡丹的生活

重建、社區培力等階段性任務。也因應環境及居民需要，帶動在地社區組織發展、

社區長者的健康關懷據點及兒少照顧服務，啟動了社區自主照顧的意識與能力。

如今部落文化健康站、兒童課輔班，也成為活絡原鄉社區、促進就業及造就青年

返鄉的核心因子。

全人關懷  社區共好
因應大環境和政策的變化，社區不能停止發展，介惠積極推動全人關懷與社區

共好，就是為了維持並創造長久的社區發展能量。

2022年社區培力服務項目：

‧偏鄉家庭托顧輔導計畫：充實社區照顧量能，並實踐「去機構」與在地老化的

長照政策，培植偏鄉資深照顧服務員在宅設立家托站，並可穩定自主營運。

‧社區友善智者倡議行動：通過社區宣導活動，呼籲社會大眾關注失智議題，帶

領社區鄰里、在地產業及民眾，共同幫助失智者，也藉此學習相關知識，凝聚

地方共識與力量，共同打造文化、產業、照顧並行的美好社區。

‧青年學子照顧知能教學體驗：將照顧知能導入校園及社區，在國中技藝班進行

培植訓練，讓學生學習照顧自己與家人，激發青年學子對長照服務的熱誠，成

為長照服務預備接班人，實踐社會教育。

介惠始終相信，一個人的力量有限，需要凝聚更多的微光，共同來照亮、指引，

才能讓偏鄉自立、永續。在新的年度中，也積極匯集公、私部門資源，串聯跨專

業領域，著手規劃、執行更多元的偏鄉社區共學、倡議行動；介惠也將持續幫助

偏鄉社區，能自主並整體性地改善偏鄉體質，深耕在地，為種下永續發展的希望

而努力。

在地人服務在地人    延續愛的力量
永續共生‧社區培力

合適的工作及
經濟成長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鄉

多元夥伴
關係

終結貧窮 健康與福祉 優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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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充實偏鄉照顧需求，增進失能長者人際互動，

也幫助偏鄉民眾在照顧自己家人的同時，也可在家中

創業穩定經濟收入。介惠於 2014年開始鼓勵、輔導

資深居服員轉戰家庭托顧服務工作，並協助改造居服

員的住家成為合乎規定且溫馨的托顧場所，並於同年

設置第一處家庭托顧服務站，連續 8年的時間至今已

輔導 10處家托站的設立，其中 8站更是已經能夠獨

立經營。

瑪家社區裡的熱心媽媽胡大姐 
已 74歲的胡大姐，先前為介惠資深的居服員，

在介惠的鼓勵下在屏東縣瑪家鄉自宅設立三和家庭托

顧站，除了照顧家中失智的母親及身障的女兒，也照

看社區中生病、寂寞的長者及身心障礙者，讓受照顧

者一同用餐、運動、彼此陪伴，如家人般的共同生活。

胡大姐雖然教育程度不高，也已達退休年齡，但

始終對社區弱勢的照顧保持高度的熱心，面對複雜的

行政文書、營運策略及政策應對，除了花比別人多的

時間學習，也讓親友一同投入了解、支持家托的服

務，肩負起家托站負責人的角色，也獲得屏東縣政府

溫馨家托站獎項的表揚。

家庭托顧的播種者   社區裡穩定的力量

永續共生‧社區培力

回首這 8年，胡大姐對介惠一路的支持永記於心，

也感謝輔導社工細心的教導：「沒有介惠，沒有今天

的我。」

十八般武藝樣樣來的美珠姐

具有護理和社工專業知識背景的美珠，一直希望

能夠藉由照顧技能實踐自己以專業助人的夢想，同時

也兼顧家庭的需要。聽聞介惠輔導偏鄉家托站多年，

3年前親自請託介惠輔導她在泰武鄉萬安村開設家托

站。透過社工的輔導和組織提供充沛的增能課程，讓

美珠不斷充實自我，持續在服務中求好、求新、求變

化，透過將排灣文化帶入延緩失能活動，圓夢計畫帶

服務對象進到社區，當講師教手工藝成就自我，服務

對象也因為有她的陪伴，身心獲得妥善的照顧。 

美珠不僅同樣評獲屏東縣政府溫馨家托站獎項的

表揚，也因優質、豐富的家托服務，常受邀去分享家

托服務經驗。美珠說：「如今的成就來自許多人，感

謝介惠和親友的陪伴與協助，能用專業服務部落並受

肯定，讓我充滿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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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於日本 NPO法人認知症フレンドシップクラ

ブ在 2011年首次與失智者完成函館至札幌 300公里

的伴走里程，往後每年持續辦理，而在 2017年擴展

到海外台灣舉行。

介惠基於長期關懷長者身心，重視長者失智預

防，加入由社團法人台灣居家服務策略聯盟自日本引

進的 RUN伴健走活動 (全名為 RUN TOMO-RROW），

即是朋友、親友一起共同陪伴失智者的意思，宣導陪

伴對失智者的重要性；介惠更於 2020年起主辦屏東

場迄今，2022RUN伴健走在屏東《與介惠攜手關懷偏

鄉長者》，活動總參與人數共計 233名，動員 22處

網絡單位，其中包含 12名 80歲以上長者及 10名 10

歲以下孩童，參賽者亦有從台北、新竹、彰化、台東

各地民眾不分族群、年齡與地域，一同前往響應，共

同攜手陪伴失智長者，認識失智與長照議題。

友愛智者、社區相伴

2022RUN伴健走在屏東活動場地選擇在與介惠有

相當情感淵源的吾拉魯滋部落，這是介惠 20多年前

開始在泰武鄉推動長者照顧與婦女培力的工作起源

地，更是八八風災緊急安置居民到陪伴社區整體重建

與發展地。在疫情解封後，將源自日本的 RUN伴活

動精神 --友愛智者、社區相伴引進部落，更宣告介惠

跨齡同行，RUN伴健走在屏東

對偏鄉部落的長期關懷。

活動當天由在地排灣族耆老用特別報信的儀式，

為活動祈福後正式展開。結合失智症與長者照顧議題

設計六道闖關遊戲，寓教於樂，使參與者不僅能陪伴

失智者，也在遊戲中體驗、感受失智者的照顧需求。

參與者健走行經部落居民家時，沿途加油與打氣歡

呼聲，創造了失智者與民眾相互認識與交流的美好經

驗。其中有高齡 90歲的長者雖坐輪椅，但也在家人

陪同下組隊參加。失智症是家屬擔心也期望更了解的

議題，透過 RUN伴健走活動，長者與家屬都能更認

識失智預防與照護，家人的陪伴同行更讓長者感到幸

福無比。

未來，我們也將持續結合「國際失智症月」，於

9-11月間辦理《與介惠攜手關懷偏鄉長者》社區倡

議活動，屆時歡迎各界共襄盛舉，也邀請您透過支持

「培力社區永續發展」專案，幫助偏鄉社區建立友善

高齡照顧網絡，行動響應傳遞愛的能量。

永續共生‧社區培力

支持培力社區永續發展

2023年《與介惠攜手關懷偏鄉長者》社區倡議活動，敬請關注本會活動公告，
也邀請您以行動響應傳遞愛的能量，幫助偏鄉社區建立友善高齡照顧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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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第一間長照體驗空間教室，於 2021年在竹

田國中啟用，希望可以藉由深化長照課程內容，帶動

並培訓更多相關人才投入長照。

介惠在 2016年於竹田國中啟用術科教室，進而

牽起了合作的緣分。藉由一線人員的經驗傳承，讓學

生有深入學習的機會，包含協助長者於床上洗頭、生

命徵象測量、長者的移位技巧等；甚至在疫情嚴峻期

間，服務長者時還須穿戴隔離衣。

課程規劃細緻  學員受用無窮
具有照服員證照的介惠同仁羿君，也是本專案計

畫負責人：「為了讓學生有更好的學習體驗，除了向

前輩請益，也透過照服團隊的共同交流、準備教材、

演練教學流程，讓課程更加豐富，也讓同儕間有良好

的學習機會。」

 眾多課程中，最重要的【生命徵象測量】是現今

社會不能忽視的一項簡單的自我檢測。讓學生理解體

溫、呼吸、脈搏以及血壓該如何正確的測量；學生也

在返家後將所學的測量生命徵象，協助家人測量，並

告知血壓正常值及如何做預防措施。一台不起眼的血

壓計，卻可以知道一個人的健康的數值，進而影響生

命。

17位學生以及隨班老師，經由介惠同仁的教學訓

練，皆能正確的操作。學校還挑選了六位菁英，參加

生命徵象測量的技藝競賽，經過嚴謹的訓練，一位選

手獲得了第五名，且得到了升學的加分，讓介惠感到

照服培育向下紮根    探索職涯新方向

永續共生‧社區培力

與有榮焉。

竹田國中輔導室主任曹淑靜也表示：「非常感謝

能與介惠合作，看了學生的回饋與課程照片，就能感

受到介惠同仁的用心。透過活潑的知能傳授、團康、

桌遊與實際操作，讓孩子有更多的認知。配課老師觀

課後也表示活潑互動式的教學方式，讓孩子更喜歡這

課程。」

參加課程的學生張睿程表示：「覺得這個職業 (長

照 )讓人受尊敬，需要學習很多專業知識，不僅能照

顧他人，也能在自己發生狀況的時候，知道如何處理

或請求幫助，所以未來不會排斥這個職業。」

對這群國中三年級的學生而言，照顧知識及經驗

分享，正好為他們未來的升學與就業方向，提供了更

多的空間及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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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社會各界的愛心支持，陪伴偏鄉弱勢民眾及需要幫助的朋友平安走過這一年。
2022 年介惠基金會共收到愛心捐款約 1,252 萬，及愛心捐物 3,382 個，
每一塊錢、每一份心意，對偏鄉而言都是莫大的幫助，介惠也十分的珍惜，
抱持著嚴謹與感恩的態度，持續將公益的愛心化為有效的行動，
將溫暖傳遞到各個需要的角落，並努力為偏鄉創造更多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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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會	 02-29125530	 231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 293 號 4樓之 3
北部服務中心	 02-24928312	 207 新北市萬里區瑪鋉路 221 號 3樓
中部服務中心	 04-8967507	 526 彰化縣二林鎮文華一街 72 號
南部服務中心	 08-7214109	 900 屏東市和生路一段 18 號

介惠官網 介惠臉書 捐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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