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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暖前行　共築未來

自 2025年起，臺灣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65歲以上人口已占總人

口約 20%，亦即每 5人中即有 1位為高齡者。面對高齡人口結構所帶來

的照護挑戰與需求，政府預計於 2026年推動「長照 3.0」政策，進一步

提升服務涵蓋率、強化照顧者喘息機制，並拓展高齡者在社會中的支持

網絡。此一政策方向，與介惠基金會長期以來「以在地人服務在地」的

永續照顧理念相輔相成。

在施欣錦執行長的帶領下，介惠基金會持續深耕偏鄉，推動「長輩

及失能者照護」、「婦女增能」與「社區培力」三大核心任務。透過

設立於新北北海岸、彰化海線及屏東原鄉地區之服務據點，提供居家照

護、健康促進等服務，形塑更有溫度的照顧支持。本會的專業投入亦獲

得各界肯定，包括衛生福利部及屏東縣政府頒發的志願服務獎勵與優良

長照人員表揚，共有 6位相關同仁獲得殊榮，彰顯第一線服務的堅強實

力。

除了關注偏鄉高齡與弱勢族群的需求，介惠亦重視強化女性工作者

的專業能力，推動性別平權，並將國際發展的永續價值融入人才培育體

系中，致力於實現更全面的社會共融。我們也持續與重視社會責任的企

業攜手合作，將資源有效引入需要的地區。

為了促進社會大眾永續的參與、提升弱勢福祉和創造更具韌性的社

區，籌備多時之「大新全齡共創基地」於屏東縣佳冬鄉啟用。此基地期

望成為全齡共享、共學與共創的社區場域，讓居民在日常互動中建立更

深厚的連結，並為照顧者與被照顧者提供身心靈支持，開啟世代之間溫

暖對話的新篇章。

走過 37載，介惠基金會得以堅守使命，持續服務社會上有需要的

族群，深深仰賴社會各界愛心的支持與陪伴。值此之際，謹向長期捐款

支持本會的朋友，信任支持本會的各級政府機關、企業與社區在地夥伴

表達最誠摯的感謝。並向全體同仁致上最高敬意，正是因為大家共同的

付出，才能讓關懷與希望不斷在偏鄉扎根。

誠摯邀請您繼續與我們同行，將愛化為希望，攜手打造偏鄉永續發

展的堅實力量。

︱董事長的話︱

︱董事長︱

胡頤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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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

施欣錦

︱執行長的話︱

以人為本的服務願景

介惠與偏鄉同行的日子，倏忽已過 37個寒暑。

在既有的服務上，我們看得更深入，也做得更好，

並持續在社會脈動上，察覺弱勢的需求，提供解決

方案。 

深耕偏鄉的照顧之力

介惠以培力角度，為偏鄉婦女創造工作機會與

家庭照顧雙贏生機。一雙雙介惠照服員的手，為偏

鄉撐起了一片天。去年，我們首度透過攝影師的鏡

頭和心的視角肯定她們對社會的貢獻，讓更多人看

見她們四季奔走偏鄉的專業與堅毅。這群女力夥伴

令人感佩在心。

我深信照顧的供給無論如何以科技輔佐，人與人

對話的溫度仍無法被取代，我們更強化具文化敏感度

的服務，讓照顧者更具傾聽、觀察與同理的能力，讓

服務的過程具有溫度。

財務賦能與科技培力

當偏鄉婦女們獲得穩定經濟後，需要擁有管理

財務的能力。去年，我們再次獲得資格前往聯合國

婦女署第 69屆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會暨周邊論

壇（NGO CSW69），並主辦「婦女財務賦能」論

壇，分享介惠於偏鄉培力婦女財務賦能的成果，獲

得國際與會者肯定。我們也持續和金融研訓院合作，

為社福單位開設財商課程，增進全民財務幸福感。

面對數位時代的需求，針對相對缺乏科技教育

資源的女性，我們與企業資源連結，首度推出「科

技女力」計畫，讓全臺擁有轉職夢想的青年，能透

過科技培力轉換到更有發展性的職業，使他們更有

信心面對未來。

國境之南的資源網絡

由於屏南地緣關係，資訊相對難以取得，我希

望介惠扮演串聯屏東偏鄉資源的平台，讓全球永續

的概念，得以實現於女性助人工作者的行動上，使

全球思維得以遍地開花。感謝各單位的信任，2024

年我們共同帶來更多元的課程，也廣受參與者的好

評。

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在偏鄉永續發展及與國

際接軌議題上，更需以長遠的視野來面對。接下來，

介惠擔起重大的任務，接手屏東縣政府「大新全齡

共創基地」營運責任，將有更多元的服務與課程在

此發生。

感謝一路以來支持我們的所有同仁與各界朋

友，在大家無私的付出與鼓勵下，介惠才能持續堅

韌前行，共同守護偏鄉，為弱勢點亮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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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成果與責信︱

2024 工作成果分享
介惠以「在地人服務在地人」的理念推動服務，

培力偏鄉婦女、青年在地就業，不僅幫助他們兼能穩

定經濟與照顧家庭，也讓偏鄉長輩及身心障礙者得到

照顧與陪伴，使社區能自主並整體性地改善與發展。

介惠也持續關注臺灣社會與全球議題，落實解決行

動，透過注入資源與各界力量，強化弱勢族群的金融

素養及科技賦能，邁向社會永續發展目標。

2024榮譽分享

1.  衛生福利部「2024年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獎勵」，

本會志工丁木榮獲「銀質獎」，志工林孟寬榮獲

「銅質獎」。

2.  屏東縣政府「2024年度長照人員及長青敬老楷模

表揚暨運動大會」，本會余雪妮照服員榮獲「資深

敬業獎」；何惠珍照服員榮獲「照顧品質獎——文

化照顧」。

3.  「2024年度長照人員表揚」，本會有 4位照服員

獲獎，分別為：獅子鄉石美珠照服員榮獲「傑出居

家照顧服務員楷模」；霧臺鄉何惠珍照服員榮獲

「優秀長照人員」；霧臺鄉賴曉文照服員、泰武鄉

高仁玉照服員榮獲「敬老楷模」。

2024 服務成果數據

1.  於新北市經營 2處日間托老據點；彰化縣服務 6個

偏遠鄉鎮；屏東縣服務 9個偏遠鄉鎮，輔導支持 6

個家庭托顧服務站。

2.  新北、彰化、屏東服務處，平均每月為 254位長

輩及 281位身心障礙者，提供持續且周延的照顧

服務。其次，為 31,104人次長者提供健康促進服

務，協助長者延緩老化與在地活躍老化。再者，集

結社會資源關懷老弱，辦理 981場次節慶關懷，共

計 1,249人次偏鄉弱勢長輩及家庭受惠。

3.   彰化縣、屏東縣合計提供 53名在地婦女擔任照顧

服務員一職，穩定家庭經濟。另透過專業定期培訓

機制，辦理 7場次照顧技術增能工作坊、19場次

服務管理訓練及主題講座，並辦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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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能力。

2024收支明細

收入明細

項目 金額 百分比

服務收入 64,007,742 80.06%
捐贈收入 12,989,900 16.25%
利息收入 2,942,186 3.68%
其他收入 8,010 0.01%
合計 79,947,838 100.00%

支出明細

項目 金額 百分比

老人福利 63,049,769 85.45%
社會福利 6,102,473 8.27%
行政管理 4,631,200 6.28%
合計 73,783,442 100.00%

※ 此財報已由嘉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

4.  為串聯社會資源連結與運用，爭取商界團體與企業

支持女力培育計畫，共計 1,793人次參與，促進婦

女健康及金融素養等知識，提升本會專業發展，並

維繫合作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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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照顧服務　讓長輩在地安老

依據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 1（2025），截至

2025年 3月底止，臺灣 65歲以上人口達 453萬

9,904人，占人口比例 20%，已正式步入超高齡社

會。而國發會最新人口報告 2（2024）推估 ，至

2070年，臺灣社會恐逾 46.5%為 65歲以上長者。

因此，完善高齡者的照顧環境與社會支持，日益重

要。

衛生福利部《高齡社會白皮書》3（2021） 中

曾提及，人口結構高齡化的挑戰，包括高齡照顧的

壓力與高齡者家庭的需求增加。其中獨居比例上升，

造成長輩心理上的孤獨感，以及失智長者的照護問

題，都是介惠在第一線服務所面對與憂心的狀況。

因此，讓長輩們獲得良好的照顧與心靈的支持，始

終是我們努力耕耘的重點目標。

介惠自 1999年走入屏東原鄉為獨居老人服務；

2015年於彰化縣開始提供居家照顧服務；2016年

成立新北市日間公共托老中心。2024年，介惠持

續深耕 17個鄉鎮，服務 254名、31,104人次的長

輩。透過聘用在地人服務在地人，為各地不同需求

的長輩提供適切服務，讓他們能在熟悉的家鄉及文

化環境中，維持健康活力與社會互動的需求，不但

使被照顧者生活得更加自在、健康與更具自我價值

感，也讓照顧者得以喘息並獲得支持與專業知能。

我們也持續與更多企業及社會力量攜手公益，

提供物資及身心靈的陪伴關懷，共同為偏鄉爭取社

會關注，創造更多的愛與希望。介惠也會定期舉辦

「公益之旅」，透過邀請支持介惠的公益好友一同

參與，實際了解和陪伴偏鄉長輩，拉近彼此距離。

每位長輩的笑容都是介惠最珍貴的收藏，理解

並尊重長輩的生活樣態，透過居家照顧及日托照

顧，讓長輩得以延緩老化、在地安老，是介惠落實

於服務行動，並永銘於心的理念初衷。

1　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庫——縣市人口年齡統計指標，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2025年 3月。

2　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4年至 2070年）報告，國家發展委員會，2024年 10月。

3　 高齡社會白皮書，行政院 110年 9月 27日院臺衛字第 1100185964號函修正核定本，衛生福利部，2021年 9月。

1
終結貧窮

2
消除飢餓

3
健康與福祉

10
減少不平等

︱愛在偏鄉．長輩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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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岸托老中心　助長輩活絡人生下半場

介惠於 2016年開辦北海岸金山及萬里日間托老

中心，為長輩提供多元的健康促進課程，讓長輩能

維持社交，豐富生活及知識。我們也積極連結企業

ESG活動：例如：端午節與摩根大通舉辦志工日，

教導長輩自製艾草槌；年底與台灣第一三共公司舉

辦歲末同樂會，不僅有健身操甚至還有魔術表演。

期許來到中心的長輩都能夠在金山和萬里的日間托

老中心，健康、快樂過好每一天。

神采飛揚　創造美好回憶

陳王麗華阿姨今年 76歲了，她從 2019年 4月

開始到萬里公共托老中心參加活動，至今已有 6年

時間。阿姨的個性活潑外向、作風海派，並且熱愛

服務，只要是中心規劃的活動都非常積極參與且支

持。

參加托老中心前，麗華阿姨本身因造血功能不

良，患有缺鐵性貧血。自從參加托老中心活動後，

身體健康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阿姨分享：「因為

有規律的中心活動和運動，原本的生活作息正常了，

每天的心情都神采飛揚。」

麗華阿姨在托老中心的這 6年裡，認識了許多

好朋友，雖然因年紀增長，記憶也逐漸退化，但毫

不影響她每天生活的熱鬧歡笑。阿姨說：「介惠很

關心我們老人家，托老中心的每一個人也都很棒，

都會互相照顧。希望中心可以ㄧ直辦下去，讓我繼

續增添許多美好的回憶。」

熱心助人　找回生活目標

金山日間托老中心裡年紀最輕的長輩蔡若雯大

姐，曾經當過音響工廠的品管人員和展場的銷售人

員，因為工作需要常搬重物，過度操勞使得身體狀

況不佳，55歲就選擇退休，再加上喜歡泡湯，所以

搬到金山來住。

有一次她參加金山當地的旅行團，認識了已加

入萬里托老中心的長輩，讓退休後苦無去處的若

雯大姐，自此找到人生下半場的寄託。大姐個性熱

心，經常主動協助其他年長、學習較慢的長輩，或

是陪伴他們唱歌、聊天、玩桌遊，也經常分享各種

旅遊資訊，讓阿公阿嬤們增廣見聞。她的加入，為

中心帶來了更多活力和溫暖。

若雯大姐很感謝介惠開辦托老中心，參與課程

活動不僅讓身體更健康，也讓當過志工、熱心公

益的她，有了可以盡情發揮的舞臺，獲得滿

滿的成就感。

︱愛在偏鄉．長輩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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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偏鄉．長輩照顧︱

中部海線居家照顧　尊重與陪伴的貼心服務

在每一段照顧的旅程中，照服員不只是伸出援

手，更用心走進每位長輩的世界。他們傾聽情緒、

化解不安，以溫柔穿越信仰的高牆、人際的隔閡，

在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互動中，編織出一張張情感

豐沛的照顧之網。

尊重長輩信仰　用同理心打開心門

91歲的游爺爺是虔誠的信徒，他相信夢中神明

的啟示：「若讓他人觸碰身體，將無法成佛。」這

份深植心中的信念，讓他即使年邁、行動不便，也

始終抗拒家人協助沐浴，這讓家人傷透了腦筋。

照服員菀璘初次到訪時，游爺爺並沒有抗拒，

沒想到從第 3次起，他便反覆提起夢境中的神明告

誡而不願配合洗澡。

菀璘並未氣餒，她細心觀察，得知爺爺有每天

到廟宇參拜的習慣。為了讓爺爺更加信任，她每

次到訪都會先陪同爺爺去參拜。她在神明前誠心祈

禱，擲筊請示神明是否能讓她協助爺爺沐浴，得到

聖筊的肯定答案後，再協助爺爺沐浴。

然而信念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動搖，為了更能同

理游爺爺，菀璘特地向佛堂師父請教，師父的一句

話讓她了然於胸：「只要心態擺正，不用怕無法成

佛」，菀璘也以這句話與爺爺分享。漸漸地，他不

再拒絕洗澡，甚至願意坐在客廳等待菀璘到來。

當寒流來襲時，菀璘會從家中帶來暖風扇，讓

爺爺洗澡時不感到寒冷。這份由理解後而產生的信

任悄悄地扎根開花，串起了兩人間深厚的情誼。

理解不同家庭文化　溫柔建立服務信任

雅慧第一次照顧梁奶奶時，真的被嚇到了，才

進門，就看到奶奶高舉著拐杖揮舞，作勢要打人。

而家人雖然申請了備餐服務，梁奶奶卻堅決不讓外

人踏入廚房，雅慧的起步，困難重重。

然而雅慧沒有退卻。她每天耐心與奶奶閒話家

常，日復一日，幾個月下來，奶奶開始願意分享自

己的生活點滴。在雅慧真心照顧下，與梁奶奶及其

家人的相處愈來愈順利。

另一方面，雅慧也留意到家庭成員之間有時溝

通方式比較激烈。她認為每個家庭都有不足為外人

道的故事，但至少她能在所見範圍內，協助每個成

員之間更加和睦。她並未直接介入，而是在適當時

機婉轉的提醒家人「也許可以換個方式說」，這些

溫柔的建議，讓梁奶奶的家庭氛圍逐漸和緩。

前陣子雅慧因病手術休養數週，沒想到重返服

務崗位後，梁奶奶竟時常詢問雅慧術後恢復情況，

語氣裡的擔心就像家人一樣，讓雅慧紅了眼眶。她

從未與自己的爺爺奶奶相處，但在梁奶奶身上，她

感受到一份如同親人般的溫暖，這份情誼，也成為

服務過程中最觸動她的回憶。

6      



讓屏東原鄉的長輩　感受到愛與關懷的溫度

介惠照服員們用一顆顆真誠溫暖的心，協助長

輩的生活，也走進長輩的心裡。無論在山林小徑或

村里巷弄，她們的陪伴不只是日常的照顧，更是讓

長輩重拾笑容與尊嚴的重要力量。

讓長輩走出家門　活出健康人生 
在屏東瑪家鄉，照服員月娥已經耕耘了 13個

年頭，經過一次次與個案互動，她逐漸明白照護工

作不只是協助備餐、沐浴等家務事，建立信任與情

感連結，更是這份工作的精髓要義。

林伯伯是月娥照顧了兩年的長者。他因工作觸

電意外，雙手指節壞死而被迫截除，獨居加上生活

拮据，只能靠著微薄的身障津貼度日，讓林伯伯自

我封閉，不願出門，心情也鬱鬱寡歡。

月娥協助林伯伯吃飯、洗澡、打理家務，更常

陪他聊天、鼓勵他。慢慢地，林伯伯開朗的笑聲逐

漸迴盪在鄰里間，甚至在月娥鼓勵下，他還能騎著

小單車在村子裡到處穿梭串門子！雖然沒辦法拉動

手煞車，但改以雙腳充當煞車，林伯伯的生活過得

豐饒而有趣。

月娥說：「一開始我只想把事情做好，後來發

現聊天是很重要的。」現在每到個案家，月娥總會

先寒暄，讓彼此都能在放鬆、愉悅的心情下共處。

同時她也體會出，「愛心、耐心」絕對是照服員的

必修課，將每一位個案都當成自己的家人，以真誠

的陪伴，協助個案重新找回繼續走下去的力量。

十年如一日　深入山林的照顧路   
照服員淑芳在介惠服務將滿 10年。這 10年

來，她每日騎乘近一小時的蜿蜒山路深入屏東霧臺

原鄉，即使風吹日曬、雷雨交加，從未退卻。她總

說，最放不下的，是那群在山中等待她的長輩們。

在這群長輩中，有一位 79歲的龍奶奶。龍奶

奶獨居，患有高血壓及退化性關節炎，雙膝與雙肩

時常痠痛不已。

淑芳每週固定來訪，幫龍奶奶洗頭、備餐、打

掃環境、測量生命徵象，還幫忙代購生活用品、繳

水電費。龍奶奶常坐在家門前編織手工藝品，每當

淑芳前往訪視，龍奶奶總是笑容滿面、熱情迎接

說：「淑芳來啦！我的腳不好，有你幫我買東西、

繳水電費，還有熱騰騰的早餐吃，真的太好了！」

龍奶奶眼裡泛著溫熱的光：「真的很感謝淑

芳，這麼多年來一直照顧我，真的很貼心。也謝謝

介惠每年歲末都送物資，讓我不僅有年節的氣氛，

更感受到被關心的溫暖。」

十年如一日，淑芳用她的溫柔與堅韌，在霧臺

原鄉間遍撒關愛與希望。她總說，原鄉的長輩就像

自己的親人。她也期許自己能一直守著初心，陪伴

長輩度過更多個春夏秋冬。

︱愛在偏鄉．長輩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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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衛福部統計處身心障礙統計專區——身心障礙者人數按障礙成因及類別分，2025年 3月。

秉持關愛支持信念 
協助身障家庭重拾生活力量

長期照顧服務的對象除了長輩之外，身障失能

者家人同樣身陷艱辛的照顧困境，專業長照需求巨

大且迫切。衛生福利部 113年度研究 4（2025）統

計，全臺灣造成身心障礙的主要原因，有 8成 7是

由於後天疾病、各種意外或老年退化所致。而失能

家庭面對的，不僅是年輕人照顧長輩，更有大部分

是家長照顧失能的孩子，這 10年、20年，甚至是

一輩子的照顧責任，對於家庭而言是巨大的身心靈

壓力。 

此外，在這些身障家庭中，近 6成的家庭照顧

者需要同時扮演照顧者及經濟來源提供者的角色，

讓他們往往難以兼顧照顧責任與家中經濟重擔。因

此擴大推動身障失能者的長期照顧，提供家屬喘

息機會，同樣被列為當前臺灣重要的衛福

政策之一。

介惠長期深耕資源匱乏

的偏鄉角落，足跡遍

及彰化、屏東等鄉鎮，2024年共服務 15個鄉鎮，

281位身心障礙者。希望透過完整的失能者居家照

顧服務，包括備餐、協助餵食、沐浴、家務協助與

陪伴等，緩解身障家庭的困境。而服務對象遍及腦

性麻痺、癲癇、肢體癱瘓、失智症等失能者。

透過照顧身障者的日常生活，讓家庭照顧者也

有時間外出工作、維持家計，重新找回生活的重心

與目標。也透過服務的過程，關懷主要照顧者的心

靈健康，減輕照顧負擔，讓家庭生活更為平衡。

介惠基金會將持續秉持「愛心、關懷、支持」

的信念，為更多身障家庭提供更多幫助，讓每一個

身障者和照顧者都能在關愛和支持中，勇敢面對生

活的挑戰，創造屬於他們的美好日常。

1
終結貧窮

2
消除飢餓

3
健康與福祉

10
減少不平等

11
永續城鄉

︱全人關懷．失能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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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身體更照顧心情　緩解失能家庭多元需求 

開口的小雅媽媽來說，這句話不僅是感謝，更是壓

力釋放的表現。

疲憊的日常中　成為家人最可靠的後盾 
小芳年幼時因高燒延誤就醫，導致智力、視力、

語言及行動能力受損，還伴有癲癇。生活起居仰賴

姊姊照顧。隨著小芳年紀漸長，身體愈加沉重，日

復一日的照顧壓力，讓姊姊承載了無限的疲憊。

此時，年紀輕輕的照服員夢歡走進小芳的家，

由於她曾有親人臥床的經驗，對於小芳姊姊的辛苦

感同身受。她每天風雨無阻地往返小芳家中 3趟，

協助更換尿布、沐浴更衣、關節運動並耐心餵食，

不僅減緩姊姊負擔，也讓小芳感受到關愛和陪伴。

照服員新進一個家庭，最大的挑戰，莫過於建

立彼此信任。剛接手時，小芳一家對夢歡仍存有

戒心，因此每次到訪，夢歡總是先花時間與小芳家

人們閒聊，化解陌生心防。她更用心傾聽與觀察，

避免觸碰或進入會令家人們不安的「地雷區」。

夢歡細膩的心思與謹慎的態度，一步步贏得家人

們的信任。

當姊姊一度因病想將小芳送往安養院，最終

由於夢歡的協助而打消了念頭。小芳姊姊說：「很

感謝介惠這 15 年來支撐著她照顧妹妹，如果沒有

照服員的幫忙，生活真的不敢想像⋯⋯。」夢歡

的陪伴，成為小芳家人們最可靠的後盾。

︱全人關懷．失能照護︱

當照顧重擔不再獨自承擔，家屬壓力獲得釋放，

失能者才能擁有更具品質的生活照護，讓家庭關係

在理解中被接住，在信任裡安穩前行。介惠扛起傳

遞關懷與幸福的責任，在需要幫助的偏鄉失能家庭

中奔走，讓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皆能獲得更好的生活。

用愛與專業　緩解無法言說的照顧重擔  
小雅 11個月大時因腦部缺氧，成為重度腦性麻

痺患者。如今雖已 26歲，行為反應卻仍像個不到 1

歲的嬰兒，長年臥床、全身關節僵硬，更深受癲癇

所苦。

小雅媽媽在長期照顧的沈重壓力下，罹患了重

度憂鬱症。爸爸在辛苦的郵務工作之餘，下班後需

要接手照顧小雅，還得抽空下田工作，生活重擔讓

全家必須咬牙苦撐。

介惠服務小雅已近 10年，兩年半前起，由照服

員秀絹接手協助小雅洗澡。由於挪動小雅需要兩人

協力，這對原本獨自扛起沐浴責任的媽媽來說，秀

絹的到來像一盞溫暖明燈，照亮了這個疲憊的家。

擁有 20年照服專業的秀絹深知，照顧身心障礙

者，比照顧長者更需細心與耐心。她除了為小雅清

潔身體，還會幫她活動關節，以免僵硬持續惡化。

有時甚至主動分擔家務，讓生活環境更加舒適。

最令她難忘的是有次幫小雅洗完澡後，媽媽輕

聲對她說了句「謝謝」，這一刻，秀絹感到所有的

付出都有了意義！她知道，對於被憂鬱困住而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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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惠基金會深耕偏鄉 37年來，婦女一直是介

惠協力的好夥伴，也是協助介惠翻轉偏鄉及社區的

關鍵力量。介惠不僅培力婦女們取得專業技能和證

照，也持續做好培力、陪伴與支持，培養她們在數

位技能、財務管理、永續發展等領域的學習知能，

協助婦女們做好當前及未來老後的生活規畫，進而

發揮對家鄉的影響力，為偏鄉挹注永續發展能量。

提供女性的培力支持計畫包括：長照訓練及知

識推廣的「偏鄉婦女守護計畫」；針對社福機構

財務知能培養的「提升社福員工的金融能力，創

造幸福的社福！」計畫；延續 2023年好評再加開

的「國境之南共學堂」，藉由各類型課程，提升

南臺灣民眾在專業力、領導力、永續力的培植；

以及針對非營利組織特別舉辦的共創課程「女神

領航✕照顧未來：啟動、影響、共創」計畫。

基於對全球女性科技力的重視，2024年首度

與摩根大通共同發起「科技女力」計畫，藉由提

升程式開發的專業賦能，同時媒合就業機會，為

遇到職涯瓶頸的人，打開圓夢的可能性。

而默默守護偏鄉的婦女照服員，她們的專業與

辛勤奉獻值得被大眾看見，除了一年一度的介惠

「金照獎」感恩表揚活動，本年度首次在臺北、

彰化、高雄等地，舉辦「鏡頭下的力量」公益攝

影展，留下偏鄉照顧日常裡每個感動人心的瞬間。

此外，與覺亞品牌公益合作的「頭皮養護課程」，

也是介惠疼惜、舒緩照服員身心的寫照之一。

介惠每年陪伴逾百位的偏鄉婦女，無論在第一

線的照護工作，或是在她們各自的專業領域上。

力求讓婦女們在介惠的協助下，達到自我成長，

同時肯定自己的人生目標，更為家庭與社區的轉

變注入能量。

陪妳走長路　點亮偏鄉路

︱在地力量．婦女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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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賦能凝聚微光  
綻放女力引亮偏鄉

2024年，介惠結合各界資源，為本會照服員

及偏鄉婦女舉辦了 34場聯合及區域增能工作坊，

提供就業輔導支持及專業諮詢，透過團隊共學，擬

定適合的工作模式，共計 944人次參與。

重點計畫與活動分述如下：

偏鄉婦女守護計畫

感謝「徐有庠公益信託家族基金」持續肯定本

會在偏鄉的努力，2024年持續補助推動「偏鄉婦

女守護計畫」，提供交通不便、資源不足、學習高

成本的偏鄉婦女再教育機會，建構在地性多元長照

知能，讓走向凋零的偏鄉社區重現生機。

計畫目的主要為創造偏鄉婦女穩定就業機會，

內容包括：

1   穩定就業：以個別技能培訓，及每月一次的工
作輔導機制及服務研討會，輔導在地婦女考取

長照證照，已協助 60位婦女安心就業。

︱在地力量．婦女增能︱

2   增能培訓：辦理 10次的「長照服務人員訓練繼

續教育課程」及多元專業訓練補助，協助偏鄉婦

女克服城鄉差距與文化差異所造成的專業落差，

使 100名婦女受益。

3   家庭支持：辦理 5場次女力工作坊，建立偏鄉女

性互助共學平臺，使 100名婦女受益。另辦理

社區服務宣導及青年體驗教育，增進社區民眾了

解如何善用照顧服務資源，並促進偏鄉青年投入

照顧職場意願與知能。使民眾及國中以上青年約 

120名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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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下的力量

介惠深耕偏鄉 37年來，在各個需要照顧者的角

落，總可以看到介惠照服員們忙進忙出的身影。她

們為長輩或失能者服務，日復一日，風雨無歇。

然而，一般社會大眾並非都有機會進入偏鄉，

了解當地生活狀況與照服員們的辛勤勞苦，因此透

過舉辦「鏡頭下的力量」公益攝影展，展現偏鄉的

女性力量。

4位長期致力於公益的專業攝影師：王朝民、

洪大為、陳建安與楊永智。他們的作品，捕捉了 17

位女性照服員工作中的影像故事，不僅帶領大家近

距離認識這群照服員每日穿梭在偏鄉田邊小路、跨

越不同部落的服務日常。更看見她們照護長輩時充

滿愛的力量，以及她們奮力向上的人生故事。無論

面對任何困境都還是樂觀積極，並對生活充滿熱情

與希望。攝影展於 2024年 6月到 7月分別在臺北

衛福部醫院、彰化夢想館、環球購物中心新左營車

站展出，獲得廣大迴響。

金照獎

「金照獎」是介惠的年度盛事，自 2020年首

辦以來已邁入第 5屆。活動藉由表揚優秀照服員，

並感謝她們對長者家庭的細心服務與溫暖陪伴，肯

定他們於社會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持續提升社會對

照服員的專業認同，以及自我價值。

隨著頒獎的進行，照服員們分享了動人的故事：

璘璘因婚變投入工作，以細心與專業照顧長輩，找

回自我價值與安定感。芳芳因丈夫受傷，深刻體會

專業照顧的價值，決心加入介惠成為偏鄉守護者。

每個故事都展現了照顧工作帶來的深遠影響，令人

動容。

透過金照獎的定期舉辦，期望為長照工作注入

正能量，讓照服員的貢獻獲得應有的肯定與尊重，

並為未來長照服務奠定堅實基礎。

︱在地力量．婦女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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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亞頭皮養護課程

介惠看到辛勤的照服員，無論艷陽或風雨，都

是騎機車來往個案家中；或是居家清潔時為了顧及

衛生，得綁住頭巾。長時間悶住的頭皮，若護理不

當，常造成皮膚及健康問題。

介惠與髮肌品牌「juliArt覺亞」，公益合作提

供頭皮紓壓養護服務，以及正確清潔保養知識技能，

讓他們好好照顧自己，更能為自身的職涯發展基礎

加分。

課程從了解頭皮屬性、清潔方式到認識頭部穴

位、學習放鬆的按摩技巧，每個步驟都讓參與者們

在課程中，感受到滿滿的關懷與呵護。最令人感動

的是，許多照服員的第一直覺，都在思考在要如何

利用本次所學，回饋於所服務的家庭，幫長輩們按

摩頭皮。課程期間共有中部 13名照服員參加多元

紓壓，接下來也會將頭部養護知識傳遞到南部，並

擴大服務對象，讓社區家庭照顧者一同參與。

科技女力

科技知能在現今職場上，由於社會文化結構等

因素，女性在科技職場的參與度顯著低於男性。此

外，投入科技職場所需付出的高額培訓成本，也使

女性望而卻步。

因此，介惠希望能結合企業資源、專業知能資

源，為有志於轉職科技業卻力不從心者，打造一條

通往科技領域的有效通道。2024年首度與摩根大通

共同發起「科技女力」計畫，以實體及線上授課模

式，系統性的教育女性數位職能的知識。完訓者將

取得課程證書，並接受就業媒合。

授課內容包括欲成為資訊、資安或網頁設計工

程師，所需具備的 8種程式開發技能，觸及人數達

143人。第 1季課程結束後，有 17名通過訓練、6

位接受就業輔導，1位已順利就業；第 2季預計有

9名結訓，2025年將有更多需要的民眾加入計畫。

「國境之南」女力共學堂 
延續 2023年好評再度舉辦的「2024國境之南

女力共學堂」系列課程。透過核心職能五力結合體

驗教育模式，建構高屏地區職場及非營利組織女性

工作者多元視野，成為安定家庭與社區的中堅力量。

本屆課程分為初階與進階兩類工作坊，內容包

含強化溝通力、善用數位力、發揮領導力、創造永

續力、擴大影響力五門關鍵核心職能培養。透過教

學、實作、案例討論，以及永續企業參訪、兩天一

夜的戶外整合體驗教育、自我覺察課程等方式，深

化在地工作與生活的共學、共創價值。累計舉辦 15

場次 90小時，參與人次 416名，執行場次與時數

目標達成率皆為 100%。

︱在地力量．婦女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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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力量．婦女增能︱

本屆共學堂更特別邀請北、中部跨界師資到屏

東開課，平衡學習資源南北落差，讓屏東地區專業

女性工作者，也有機會學習新興議題及職涯培力的

專業。過程中學員們相互支持、交流與傳承在地經

驗，帶動女力一齊綻放 Power Together。

「女神領航✕照顧未來」工作坊
承接屏東縣政府社會處「女神領航✕照顧未來：

啟動、影響、共創」工作坊，參與者包括屏東縣境

內，推動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的 30位社區及社團組

織幹部和領導者，目的為提升在地非營利組織女性

的領導意願與能力。

課程中，學員透過專業培訓和實作練習，首先

學習到如何靈活運用不同的領導工具和技巧，增強

在社區和組織中的影響力。其次，透過了解長照政

策，更有效地促進資源整合與利用，推動組織或專

案發展。再者，經由活動設計的互動環節，加強社

區互動與合作，增進彼此了解和支持。

課程設計也納入了簡報即時互動工具 Slido之

介紹與應用。在講課過程中透過 Slido與在場學員

即時民調與測驗，活潑的方式不僅提升學習效能，

也回應參與學員實務工作需求。

提升社工金融能力，創造幸福的社福！   
為提升偏鄉婦女的財務素養與能力，介惠曾在

美商摩根大通集團支持下，與台灣金融研訓院攜手

策劃並推動「偏鄉婦女財務幸福」計畫，幫助偏鄉

婦女提升理財能力，翻轉偏鄉貧弱困境。

計畫的實施成效卓著，共有 82位學員完成課

程，整體存款增加約 1,190萬，減少負債約 456

萬，並創造出高達 1,580萬元的財富。

因此介惠於 2024年擴大推行範圍，再次攜手

台灣金融研訓院，結合國際認證高級理財規劃顧問

（CFP）協會，推出「提升社福員工的金融能力，

創造幸福的社福！」公益計畫，參與的社福團體共

8個，學員共 748人次。

這次計畫核心在於讓社工們學會基本的金融知

識，理解債務的意義， 然後由他們自己做出最適合

的財務決定。計畫中不僅提供了專業知識，更強調

陪伴和支持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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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共生．社區培力︱

攜手在地　共築溫暖社區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定義，社區培力指

的是使社區能夠增強其對生活掌控能力的過程。而

介惠在 2024年持續積極推動全人關懷與社區共好，

透過社區參與、社區自決，促進社區能力成長、激

發社區改變的意願，並落實「人」才是改變社區的

根本原則，在社區培力上呈現多元且具體的成果。

介惠也積極匯集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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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倡

議行動。

重點計畫與活動包含：

1 歲末傳愛
年末對大多數人來說，象徵著溫馨與團聚，但

對偏鄉的獨居長輩來說，卻是巨大挑戰。他們孤獨

生活、行動不便、缺乏親人照護，在寒冷中顯得格

外無助。基金會自成立以來，即發起寒冬送物資的

活動。至今，介惠持續邀請社會大眾加入「歲末傳

愛」計畫，以愛與溫暖陪伴偏鄉弱勢族群。

2 輔導家庭托顧站
介惠輔導婦女留在社區生活，在自己家鄉成立

合乎政府規定的家庭托顧站，讓回鄉婦女兼顧家庭

經濟，也提供長輩親密及舒適的照顧。

3 照顧接班人計畫
為因應高齡化社會與長

照需求日增趨勢，介惠於屏東縣

竹田國中「照顧服務術科訓練教室」推

動學理與實作結合的照顧課程，實際教導青

年學子居家環境安全、用藥原則等照顧工作項目，

增進社區青年對於照護工作的了解。

4 數位服務據點
有鑑於城鄉之間存在巨大數位落差，特別是位

處於偏鄉的長輩，更成為數位詐騙事件的高風險族

群。因此介惠希望透過提升民眾數位應用知能、強

化個人資通安全，以達到防詐宣導目的。

5 第五屆 RUN 伴在屏東
「RUN伴」活動自 2020年由日本引進屏東原

鄉，介惠連續參與第五年，藉由陪伴長輩健走的活

動。希望引導大家關注失智、長照議題，並延續友

善智者，社區相伴的精神。

6 承接「大新全齡共創基地」營運責任
2024年底本會承接了屏東縣政府的「大新全

齡共創基地」，於 2025年年中開始營運，我們計

劃將其打造成一個為照顧者、長輩與社區民眾提供

支持與關懷的據點，同時提供青年培力的課程。

︱永續共生．社區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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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多數人而言，年節是團聚、熱鬧與溫馨的象

徵，但在偏鄉，卻有些獨居或行動不便的長輩，得

在寒冬中獨自面對孤單與無助。

 一份社會的用心　溫暖兩代人的家庭
91歲的沈爺爺，一輩子在礦場揮汗如雨，換來

的卻是矽肺病纏身的晚年。2年前又因為感染新冠

肺炎，使得肺部纖維化的情況惡化，如今只要稍微

走動、說話，都會讓他氣喘吁吁。

介惠照服員剛開始照顧沈爺爺時只是單純協助

沐浴，後來因為爺爺的女兒生病住院，爺爺頓時無

人可依。照服員便主動分擔了一些家務，讓沈爺爺

在困頓中，仍能維持安心、乾淨的環境生活。

歲末年終，當介惠同仁帶著物資來到沈爺爺家，

爺爺和出院的女兒笑意盈盈地站在門口歡迎，他們

看到堆滿整桌的暖手器、法蘭絨毯、提燈、毛浴巾

組⋯，開心地要求同仁幫忙拍下這份感動，他說：

「謝謝介惠、謝謝大家的愛心！」

愛心照亮　屏東小貨櫃屋

在屏東來義鄉的山間，66歲的鄔伯伯獨自住在

簡陋的貨櫃屋裡，他的生活既簡單又艱辛，每一天

都在和身體的極限拔河。

鄔伯伯患有心臟病、高血壓、痛風，即使是日

常生活也顯得格外艱難。同時，他的身體也正承受

著頸椎與股骨骨折手術，以及雙膝人工關節和雙眼

白內障手術的後續療養，每兩週都得長途跋涉前往

高雄長庚醫院回診治療。不僅如此，最近還被診斷

出肺部腫塊，一連串的健康問題，讓他身心俱疲。

當介惠同仁帶著物資來到鄔伯伯家時，鄔伯伯

才剛出院不久。他眼泛淚光表示：「謝謝你們，特

別是這盞露營燈，對我來說太重要了！每當部落大

風大雨停電時，有了它，我就不怕黑夜了！」

對他來說，這不僅是生活用品，更是介惠與社

會大眾以愛為名所傳遞的溫暖洪流。讓他在與病痛

拉鋸的路上，有一份安穩的依靠，始終在背後支撐

著他。

介惠基金會透過「歲末傳愛」計畫送出物資，

籲請大眾一起投入愛心，在寒冷的冬季裡，串聯起

一束束希望的光。

歲末送暖　傳遞社會關愛與良善

︱永續共生．社區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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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家庭托顧站 
讓長輩享有親密的照顧
家庭托顧服務，是臺灣近年來發展的一種新型

照顧模式，核心理念是讓長輩能夠在自己熟悉的社

區中安心老去。當長輩因失能無法獨立生活時，即

可就近到家托接受照顧，就像孩子托給鄰里保母一

樣。這樣的模式不但提高了服務的可近性，讓家屬

能更安心託付，長輩享有更多關懷，更延續了社區

裡的人情與支持系統。

自 2018年起，介惠便投入家庭托顧的輔導工

作，並持續在不同地區協助設立家托站。2024年，

介惠共輔導了 6處家托站，遍布於屏東縣的各鄉鎮。

回鄉開設家托站　介惠是最強後盾

陳廷寧原本是一位重症護理師，因為家庭因素

決定返鄉，開設自己的家托站：「沐恩家托站」。

創業的路不簡單，幸好她在機緣下認識了介惠。從

一開始的構想到正式營運，介惠社工一路陪伴，幫

她一點一滴實現心中理想的家托站。

因為有醫療背景，廷寧對長輩的需求特別了解，

從空間設計、活動安排到飲食照顧，她都親力親為、

用心規劃。至於比較複雜的行政流程，介惠的社工

也提出很多專業建議，像提醒她需依照長照法規修

改廁所門檻，讓長輩更安全、方便進出。

廷寧說，她真的很信任介惠的社工夥伴，不管

遇到什麼難題，他們總是第一時間出手幫忙。介惠

甚至貼心整理了一本《服務行政手冊》，方便大家

查詢流程。廷寧笑著說，這本小寶典就像社工永遠

在身邊一樣，讓她非常安心。

現在的沐恩家托站已經能夠穩定運作。回想起

這段歷程，讓廷寧最感動的是社區裡一位 90歲的奶

奶，因為喪子之痛，長期不肯出門。廷寧知道後，

一次次親自去家裡探望，還為了和奶奶有共同話題，

特地學了原住民手工藝。終於，在她的耐心陪伴下，

奶奶願意走出家門，並來到家托站，也慢慢重拾喜

愛的原住民手工藝製作，重新找回生活的光彩。

未來，介惠將繼續推動「以在地服務在地」策

略，培育具文化敏感度的一線工作者，並在服務中

融入心靈關懷與活動設計，結合地方文化特色，讓

每一段老去的旅程都走得更加溫柔。

︱永續共生．社區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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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傳承的種子向下扎根

屏東縣政府是首創將「長期照顧服務」納入國

中技藝教育課程的縣市。自 2016年起，屏東縣政

府與本會，聯合在竹田國中設立屏東縣第一處常態

性的「照顧服務術科訓練教室」；2021年後更共

同攜手將學理與實作的照顧課程分享給青年學子。

負責教學的本會同仁從老服系學習了 4年的專

業知能、技術養成，畢業後投入長照領域，成為居

家服務督導員。日常工作除了居家服務品質管理，

確認服務輸送與服務使用者的需求是否被滿足外，

這 3 年又兼任照顧服務訓練講師角色，在備課過

程中，蒐集一線居服員現場的執行狀況，化成案例

與學子們討論，讓知識的傳遞更加生活化。

同仁分享，在實作課程中，相當重視孩子們的

每一個步驟是否正確，因為照顧是件謹慎、重要的

事，光是在生命徵象的測量就有許多不同的環節。

例如在為洗腎患者量血壓時，需注意避免使用瘻管

手臂；而量血壓的位置與姿勢、數據的判讀，也都

需由專業課程引導。

參與課程的學生則回饋說：過往不清楚長照服

務是什麼，透過課程了解，原來政府建構了整合各

領域專業的照顧體系。不僅是讓人尊敬，也是相當

偉大的工作。

當聽到學子們分享，課程對於未來協助家人藥

物使用與生命徵象測量等實際照顧的應用層面大有

幫助，甚至未來考慮從事長照工作時，讓介惠投入

此教育的同仁感動於學子們在學程中的成長：「原

來知識的傳承如此動人！」

偏鄉照顧服務的種子需要有效傳承與培植，透

過竹田國中照顧接班人的養成，介惠期許未來照顧

者的專業能力與正向同理態度，能向外擴展並向下

扎根。

︱永續共生．社區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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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3年全國社區失智症流行病學調查結果，國家衛生研究院，2024年 3月。

營造更好的社區　用行動落實知識傳遞

介惠長年深耕偏鄉服務，對地方文化脈絡與社

區居民的生活需求有深入理解。除了致力於照顧服

務，更看見了文化延續與知識普及的重要性。透過

與各單位的跨域合作，將社會趨勢及生活知識傳遞

出去，陪伴社區居民一同邁向更充實、美好的生活。

第 5屆「RUN伴」活動在屏東花香中開跑
依據衛福部於 2024年公布最新「全國社區失

智症流行病學調查 5」結果，全國社區 65歲以上長

者失智症盛行率為 7.99%，亦即每 100位 65歲以

上的長者中，約有 8位可能罹患失智症。因此正視

失智症的預防與陪伴，一直是本會重要倡議主題。

「RUN伴」活動源自日本非營利組織「失智

症友誼俱樂部」。介惠則於 2020年將「RUN伴

Taiwan」計畫引進屏東原鄉，截至 2024年，已是

介惠第 5場「RUN伴」活動。

本屆以「2024 花智 Run 綻，與介惠攜手同

行」為主題，地點選在九如的玫瑰農場。「花智

Run綻」指的是讓長輩與伴跑者共同沉浸在馥郁花

香中，閃耀運動活力，更象徵透過「RUN伴」活

動，讓參與者在介惠的溫馨關懷與攜手陪伴下，活

出自信。

內容包括伴跑、尋寶拍照及配對記憶大考驗等

闖關活動。而農場中的遊客也給予正面鼓勵，達成

推廣民眾正視預防失智的目的，並期望透過陪伴者

的響應，展現攜手共同照護的「RUN伴」理念。

數位發展部委辦　偏鄉民眾數位基礎教學

我們發現因數位資源不足，家中長輩容易成為

被詐騙的高風險族群。數發部委託介惠於彰化舉辦

4場「數位服務據點推動」計畫，希望能透過據點

力量，充實社區民眾的數位能力。本據點以過往

關懷據點服務經驗，結合地方資源，一起推動數

位據點服務。 

參與實體活動共有 108 位社區民眾，透過手

把手的教學，讓民眾學習設定手機操作等基礎功

能，例如 LINE的相關設定、軟體更新、找回遺失

密碼⋯⋯等。以增進數位知能，並提升生活方便

性。課程中也教導認識常見的詐騙資訊，以避免

受騙和陌生人的騷擾。

此外也同步以社群貼文的方式提供民眾學習總

結及回饋，平臺總計觸及 2,273人。

︱永續共生．社區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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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大新基地」　 串聯社區與世代共融
社區共生與青年培力的場域

英國社會處方箋國家研究院（NASP）發現，

在走向高齡化的過程中，藥物無法解決高齡者及家

庭照顧者孤獨、孤立或壓力的問題，因此「社會處

方箋（Social Prescribing）」成為新的解方。接下

來，大新基地的營運也將融入「社會處方箋」概念，

進行活動與服務規劃。透過人們參與社區活動、團

體與服務，建構居民情感連結，讓基地與社區共生

共融。

「社交」社會處方箋：銀髮與青年跨域溝通與經驗
傳承的「真人圖書館」⋯等。

「藝術」社會處方箋：藝術創作、手工藝體驗、電
影影音欣賞⋯等

「運動」社會處方箋：體適能課程、舞蹈教學、瑜
珈教學⋯等。

「綠色」社會處方箋：園藝輔療、芳療療法、治療
犬社區陪伴⋯等。

我們期待透過不同空間功能的運用，陪伴每一

位在照顧旅程中的人，找到屬於自己的喘息與成長

角落。

︱永續共生．社區培力︱

介惠 2024年承接屏東縣佳冬鄉的「大新全齡

共創基地」，從最初的構想到具體的行動，介惠團

隊積極與地方居民、專業夥伴和企業合作，從空間

規劃、資源盤點，到課程設計與社區串聯，逐步勾

勒出基地的未來樣貌。這裡將成為地方社區的承

諾——照顧者的支持網絡、社區共生及青年培力的

場域。

照顧者的支持網絡 
家庭照顧者在長輩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關鍵角

色，然而照顧者卻常面臨孤軍奮鬥、壓力與支持不

足的困境。未來，大新基地將給予照顧者支持、喘

息服務，並串聯照顧資源網絡，以期緩解壓力並提

升照顧效能。

其目標包括三項：
1   提供家庭照顧者和被照顧者可共同使用的友善空

間，及各項促進身心的課程或活動，給予服務對

象關懷支持。

2   透過類似經驗的照顧家庭彼此交流，藉由自助、

互助過程，形成家庭照顧者互助支持網絡。

3   盤點屏南地區家庭照顧者需求，串聯在地家庭照

顧者、長照單位機構之交流小聚及人才培訓，提

供共享共融共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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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大新基地」　 串聯社區與世代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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