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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網路、媒體出現了一則「全
台九大醜吉祥物」的票選新聞，票選
結果一出，立即引起熱議。但我看了
之後，不僅無法置之一笑，甚至一股
怒氣不自覺地湧上心頭，也感慨萬千
。

我在大學教書，但自期是個社區
工作者，因為過去近20年來，我一直
在從事與社區相關的教學、研究及服
務工作。在這段時間裡，剛好見證了
政府大力推動社區營造政策的過程。
說實話，我非常支持政府社區營造政
策。我認為我們的社會要改變，一定
要從基層改變起，而改變基層，就是
要進行社區營造。

這次媒體票選活動裡的社區吉祥
物，其實也算是社區進行營造工作的
項目之一。社區製作吉祥物的本意，
是希望透過具體物件，表達社區的特
色，以凝聚社區意識，並進行社區行
銷。這樣的社區吉祥物製作，基本上
會受到政府肯定，也會得到經費補助
，因此全台各鄉市社區的吉祥物，隨
處可見。

    然而，這次網絡、媒體出現的
「最醜」吉祥物票選活動，令人不感
苟同，也有必要做點釐清，才不會讓
此事件，僅停留在人們茶餘飯後的八
卦新聞而已。我之所以認為此事應嚴
肅以待，並非剛好我就在澎湖服務(

社區實踐作為一種志業
王明輝/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授

西嶼鄉大池社區入口意象，花枝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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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敝校也有一件中獎)，為澎湖抱不
平，而是覺得此事件背後存在著一些
心態問題，值得深入探討。

    首先，我認為這個活動，讓我
上面所說的社區吉祥物意涵，完全失
焦。未來大家再看到這些社區吉祥物
時，可能只會聯想到，美不美、醜不
醜、可不可愛等膚淺的直接感覺而已
。其次，面對這些社區吉祥物，大家
也不會有興趣它是如何被製作出來的
。是社區共同討論出來的嗎？是哪個
藝術家的創作呢？又是如何被創作的
？以及為何會是這個主角當吉祥物？
這些問題，可能不會有人想知道了。
另外，這種戲謔性的活動，對社區與
吉祥物的創作者，都是非常不尊重的
舉動。因為以「醜」來形容這些社區
吉祥物，對當事人而言，是不僅是一
種貶低的看法，令人感到相當難受，

也會打擊社區創意想法。

    除此之外，更根本的是，這社
會普遍存在著「二元對立」的觀念，
善與惡、對與錯、好與壞、美與醜…
等等，皆是如此。這種二元對立的觀
念，簡化了我們的思維，也激化了我
們的對立，並把自己不喜歡的那一部
分，都歸類到負面的一邊。今天，這
種票選最醜吉祥物的活動，無疑也是
這種心態在作祟罷了！這世界是多元
、豐富的，我們應該用包容與好奇的
態度去理解他們，這樣我們才會有開
闊的心靈，及和諧的社會。所以，未
來或許你遇到覺得不夠美的人事物，
你可以說它怪、說它特殊，也可以不
認同、不欣賞，甚至不喜歡它，但就
是別說它醜，因為美的另一面，並不
是醜。

▲白沙鄉鎮海社區入口意象，槍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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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善必做
匯聚行動力量
有善必做
匯聚行動力量

做事有條理，謙卑學習社區事的
後寮社區關懷據點照顧服務員嘉玲，
目前已經在自己成長的社區服務近4
年的時間了，憑藉著對於社區的情感
，在服務中拾獲熱情，開始設計多元
的健康促進課程與活動，目的希望帶
給社區長者活躍老化，除保留他們原
有的性格外，也培養接收新知的能力
。

她起初回想對於社區完全沒有概
念，僅停留在外所聽到社區派系的負
面問題，及社區有做一些事情，但不
曉得實際做了什麼的模糊印象。

後來，在109年後寮社區成立關
懷據點，在理事長的因緣牽線之下，
開始了社區服務的歷程。

起先，嘉玲在適應據點工作的階
段，以保守的作為在進行健康促進、
餐食等服務，也因為謹慎地付出，在
據點活動的媒介下，開始與長者有更
多的接觸與互動，並發現到，團體活
動服務受到社區長者們的認同，尤其
喜愛動態性團體活動。因此，開始嘗
試在服務上，用盡了心思，以團體動
力凝聚為目標，提供老人更多元適切
的服務，增進社區老人對自身老化過
程抱持信心，增加社會參與意願。

方
嘉
玲

白
沙
鄉
後
寮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照
顧
服
務
員

專
訪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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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社區長者生活製作農曆布告欄
讓長者留意活動的時間

▲ 健康促進服務設計益智新創的趣味遊戲

首先，第一作為，提高服務的出
席參與度，細膩的發現長者習慣看農
曆度日，並製作大型手動抽換的農曆
，讓長者可以清楚看到每天的日期及
留意活動的時間，避免錯過活動，讓
社區據點的出席率有明顯的正向提升
，長者也變得更有定向感。此外，為
讓老人留在熟悉的社區內，維持生活
自主性，在餐食設計上，也與志工共
同討論，符合長者牙口吞嚥又具有營
養性的料理。在多元健康促進的服務
方面，自己更是擔任指導員，以長者
熟悉的古早味生活記憶小點為切點，
融合益智新創的趣味遊戲，創造老有
所為的模式，來進行老人顧護的社區
服務，獲得長者們的喜愛與熱烈回應
。

其實，嘉玲也分享在社區服務，
經常性面對社區長者或長輩幹部，身為
新生代的青年角色，會遇到理念無法認
同、意見紛左的時候，是跨世代社區共
事得去面對的，有時候導致難以匯聚行
動力量，會覺得相當不容易，甚至影響
到自己的熱情。

不過，在失落之際，便告訴自己
，這時候更需要耐心的對話，堅定的表
達自己的所思所想，穩重的傳遞有善必
做的決心，並相信在過程中，大家將看
到你的誠心誠意，感受到展現利他的行
為時，就會開始建立社交的連結。學習
站在當事人的立場，重新審視自己的行
動與社區的整體活動，並把這個精神傳
播到整個社區，讓社區有了創新與進步
，開啟社區發展的新動力。

古早味生活記憶小點為切點， 獲得長者們的喜愛與熱烈回應古早味生活記憶小點為切點， 獲得長者們的喜愛與熱烈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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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社區聘僱移工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06

社區福利化工作

臺灣自民國80年代逐步開放引進外籍移工，截止
111年12月統計，全臺移工人數接近73萬人。隨著人口
超高齡化，家庭照顧者的照顧期程拉長，在照顧過程中
，也面對自己逐漸老化的問題，身心都承受壓力；此外
，家庭結構改變，子女北漂、南漂、或至海外工作等因
素，使家庭中的照顧者樣貌也轉變了，更多無子女同住
的老人、更多仰賴外籍移工的家庭出現，家庭原本預期
的照顧者退居第二線，聘僱移工照顧家中失能長輩，已
是臺灣家庭在照顧安排時的重要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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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家庭分擔照顧責任，及如何協助維
持被照顧者功能，或延緩失能程度惡
化，增強家庭處理照顧問題的能力，
以提升生活品質。

第二、安排訪視，探詢移工有興
趣參加的課程，可以設計如：中文或
臺語課程、臺灣飲食烹飪課程、一般
照顧技巧訓練，這些學習興趣，確實
也與他們執行的主要工作有關，也大
都符合照顧者提到的困擾。

目前全國有部分縣市提供移工免
費的照顧技能培訓，但社區組織看見
聘僱移工家庭支持服務議題，並提供
服務量次則是非常少。

未來，在人口老化的趨勢之下，
長照服務中移工，將有機會被視為一
種類家庭照顧者，且聘僱家庭在長照
的照顧面向上，還有發展不同適應服
務方案的空間，社區組織可學習擔任
中介的角色，與長期投入長照服務的
民間組織合作，共同邊做邊學的累積
對聘僱移工家庭的工作經驗，成為聘
僱移工家庭能夠喘息與成長的地方。

然而，在引進家庭類移工的條件
不斷放寬下，全臺目前有超過22萬名
社福移工，其中澎湖縣共791人，散
落在家戶中照顧國人，與我們共同生
活。雖然僱用外籍看護工有助於家庭
減輕照顧負荷，但間接家庭把照顧負
荷移轉給了移工，但照顧負荷一直存
在，只是由不同的照顧者承擔，如何
提供支持服務，協助移工面對棘手的
照顧問題，降低照顧負荷，提高照顧
的品質，提升工作成就感與滿意度，
是需要我們共同關心的議題。

以「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礎」
的服務架構，在社會安全網分類的「
危機家庭」、「脆弱家庭」與「一般
家庭」中，雖不易觸及聘僱移工家庭
，不過社區組織可以嘗試著從長照服
務的社區關懷據點與勞政管理找到連
結點，透過設計社區服務活動，進行
資源盤點，協助家庭安排照顧，有機
會調和家庭對移工的期待；也能看見
移工勞動處境，協助調整照顧勞動的
安排，發展社區聘僱移工家庭支持服
務方案。

第一、陪伴家庭銜接長照2.0之準
備，將長照2.0宣導納入，連結公私部
門資源，讓家戶重新認識長照如何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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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角落

澎湖縣社區培力中心以將落實澎
湖縣政府發展主軸，以社區培力中心
永續經營的概念與方向，建議由專業
、實務輔導、創新研發等三個面向加
以思考。建構具有系統性操作的模式
與邏輯，期待可在專業性的直接服務
工作中，超越科層的限制。從事社區
工作或社區培力的工作者，宜運用操
作手冊內的引導與建議，型塑社區培

力中心的專業氛圍，並具體落實於社
區組織與社區工作的發展。

為推展本縣社區發展工作永續，
結合社區資源輔導培育人才，輔導社
區朝向永續與創新發展，以提升本縣
社區發展工作績效。而採取的連結與
支持方式，可依情況區分為下圖五種
模式：

楊倩姿/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

注入新活力 
大專生志工隊跨域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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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力中心成立大專生社區志工隊 進行社區資源盤點與協助

▼培力中心大專生社區志工隊 協助社區志工建置資料與彙整

進一步推動社區陪伴制度，導入大專生志工透過專業團隊之輔導
與經驗傳承落實大學社會責任共好，社區紮根共同培植社區自主發展
潛力。透過課程活動讓大專生志工進入社區，從中學習在地社區長者
志工陪伴技巧，提升社區志工文書處理與資訊的教學，透過服務陪伴
與互動過程，學習長者之智慧、文化技能與知識，期許將所學之專長
與技能投入及運用於各社區發展協會上，雙贏共創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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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公市東衛社區工作成效盤點

▲馬公市朝陽社區工作成效盤點

112

3
10

月

日

112

3
10

月

日

▲馬公市東衛社區工作事項蒐集

▲馬公市馬公社區工作事項蒐集

112

3
14

月

日

金卓越社區選拔輔導

112

3
14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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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1
12

月

日

112

1
12

月

日

112

1
14

月

日

粉彩畫創作教學課程粉彩畫創作教學課程

粉彩畫親子創作粉彩畫親子創作

外垵在地認識課程外垵在地認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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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夢外垵基地
兒少陪伴扎根計畫

12

112

3
4

月

日

112

3
4

月

日

續案輔導續案輔導

續案輔導續案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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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夢外垵基地
兒少陪伴扎根計畫

112

3
20

月

日

112

3
20

月

日

112

3
25

月

日

委員續案審查委員續案審查

委員續案審查委員續案審查



志工團隊經營管理主題討論工作坊
台灣夢兒少陪伴扎根計畫111年度

112

2
18

月

日

112

2
18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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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社區化
旗艦計畫

馬公市朝陽里
前置工作
輔導討論

3月聯繫會議3月聯繫會議

112

3
22

月

日

馬公市朝陽福利
社區化旗艦計畫

啟動儀式
大家都是一家人

112

2
3

月

日

大家都是一家人



澎湖縣社區再造培力中心，為促成澎湖縣社區幹部及居民交流的平台，藉由「
菊島・社區事」刊物發行，讓投入社區的同伴們，藉由文字的溫度及圖像的輝映，分
享社區組織的經營心得、社區服務的行動經驗等永續深耕的紀實故事，為社區的成
長與改變做紀錄，引導公共事務訊息的交換，聽聽社區角落的聲音，觸動真實感受
，啟發社區民眾認同，進而產生人人關心社區事，大家參與社區事，營造協力共好
的澎湖願景。

徵稿內容：
1.各鄉市社區發展協會推展社區福利化服務實踐與願景。
2.社區人物、團體、機關單位參與社區活動經驗、心得分享。
3.社區福利政策或社會弱勢關懷的行動宣傳
4.挖掘澎湖縣社區在地故事與資源特色。
5.社區相關議題討論

投稿流程
1.文字稿件以word檔，夾帶電子圖檔寄至信箱npupece@gmail.com
2.電子信件主旨：［投稿］＿姓名＿題目＿日期
3.來稿文末請註明真實姓名、連絡電話（手機）、地址，以利投稿相關事宜聯繫所用。
4.澎湖縣社區再造培力中心保留編審權，將在14個工作日內回覆稿件是否刊登。
5.稿件一經刊載，稿費以每字（含標點符號）0.85元計算。

稿件規格：
1.文字稿件內容800~1200字為宜。
2.提供畫素500 萬（2560 x 1920）以上的2-4照片
3.照片圖檔為JPG或JPEG檔。
4.照片圖像請於投稿信中提供相關說明
5.照片圖像勿加邊框（白框、模糊背景等）。

注意事項：
1.本站保留選稿、文章修潤，以及大小標修改之權利，倘若投稿者不接受潤稿服務，請另行註明。
2.若來稿或照片有涉及抄襲、盜用或侵害他人著作權等，作者須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3.投稿稿件是要未曾出版或發表過的文章，其版權屬於澎湖縣政府、本中心與作者所共有、複製、散佈及轉載。

徵稿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