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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本著對文教這個領域的嚮往與熱情，參與了基金會的志工服務。因為

在志工團的服務的時間不長，所以在眾多志工中，與黃春榮也只是淺談的點頭之交，

我們就像兩條平行線，相識卻無交集。

      數年後，在社區營造的場合又再度相逢，見他還是對公益充滿熱忱。我問他還

在文教基金會嗎 ? 他說：「還在。」他從基金會成立至今，一刻不曾停歇，應該有

二十幾年了。二十幾年，一段不算短的時間，能為這個文教公益團體無怨無悔的投

注，真是難能可貴。

      常常在文教月刊拜讀春榮老弟的文章，讓同是喜好文學的我與他有著共同的話

題。細看他的文章，對於文史方面的調查與記載頗豐，尤其在關於廟宇的沿革、古

文物的收藏、地方史的研究、田野調查等，都有鉅細靡遺的記載，我相信他一定下

過一番功夫的。與他言談時，他常感慨的說:「當今的社會一切求新，新舊更迭快速，

前人的史料一滴一滴地在歷史的洪流中被淹沒，如果不加快腳步搶救或是記錄，就

無法找到老一輩留下的足跡與智慧」。充滿使命感的想法思緒，讓我深深的感佩。

      本校志工隊在疫情降為二級時，仍按原定計畫於 110.9.16 及 9.30

辦理二場的「志工成長進修」，由東石數位機會中心蔡麗萍老師協助

規劃「迷你無人機研習」，邀請張乃立教授擔任講師，為志工介紹新

科技寵兒無人機，內容有無人機飛行的法令限制、無人機的機型規

格、無人機運用的地方、及如何操控無人機飛行、降落等，感謝蔡麗

萍老師提供這麼好的學習機會，還有本校志工們踴躍的參與。

      本來志工們都抱持觀望的心態，覺得無人機是太新穎的科技產

品，不太敢嘗試接受，但經過教授詳細的講解，大家覺得這個無人機

真是太可愛了，用途也很廣，尤其無人機從自己手掌飛上去的那一剎

那，大家都像孩子般地開心得不得了，覺得很有成就感。原來年輕人

在玩的無人機我們也學會了 ! 學習真是不分年齡的啊 ! 也充分表現出

「活到老學到老」的積極態度 !

      真的學習是不分年齡的，只要抱持終身學習的精神，我們永遠可

以追求新知、擴展知識領域及視野，走在時代新科技的潮流中，可以

自得其樂、可以朋友、夫妻、祖孫一家同樂 !

      看到本校高齡的志工吳典主任及太太林彩娥志工，兩人手握一起

認真學習無人機飛行的這一幕，真是令人感動萬分 ! 他夫妻倆一起同

心當志工，他們熱忱服務、犧牲奉獻的精神，堪稱學習的典範與楷模，

值得大家一起高聲喊讚喝采 !

      重新認識他之後，發覺我們都參與社區營造，他擔任雙福社區總幹事一職。我則是文隆社區的志

工我們的接觸又添增一層緣分。我常常騎著腳踏車去拜訪雙福社區，穿過村中的每個角落，發現彎彎

長長的巷弄裡，牆壁上有不少奇特的藝術創作，有趣的「連語字」是特聘請藝術家陳明卿先生創作，

而牆上栩栩如生的剪紙畫、龍的圖騰，出自於他的手繪，戶外牆壁彩繪的鮮豔在幾年後就會隨時光的

流逝退去它的色澤，他總是任勞重新再加以上色、彩繪，使之恢復原來的色澤，隨時歡迎來欣賞的人

們。社區小公園在他的規劃及社區志工的協助配合下，點綴得美輪美奐。春榮推展社區營造的出發點

是以環境美化與文化活動為主，把社區定位於藝術文化村，曾辦理過充滿人文藝術活動有 --「稻草人

文化節」、「土地公文化節」、「中秋文化祭」、「牛車再現」等。近幾年在他的安排下，讓久未辦

理活動的家政班復活，並協助家政班辦理各項活動，現在家政班已能獨立運作，和社區互相配合、相

輔相成，增加社區整體的活力。在村與社區之間因部分的理念無法溝通時，仍努力用心溝通協調，幾

度曾推卻欲離去，最後仍因心中對社區的那份執著與熱情，還是重回他深愛的領域，繼續為「社區營

造」的再生奮鬥。

    幾番和他晤談，發覺這個老弟，確實還有幾把不同的刷子，尤其在攝影這個方面造詣頗深，如他轉

述，從十六歲開始就被相機的「喀嚓喀嚓」聲所吸引，一頭就栽入「寫真」的天地。每有閒暇，總騎

上他的機車，風塵僕僕的上山下海，用相機寫歷史。用其幾十年的攝影經驗結合文史工作調查，如魚

得水樂在其中。於接任攝影協會的理事長期間，攝獵的題材除了優美的風景線外，帶領大家走入人文

的世界，記錄著鄉土文化藝術、宗教、歷史文物的寫實與探究。

    每個人都是社會的小螺絲釘，都有他存在的價值，同時也有付出的道義。春榮老弟為社區、為文史

的傳承無怨無悔的付出，默默行善。因緣際會下，我寫這篇文章向這位老志工致意，也希望咱們民雄

打貓的鄉親能一起秉持著這種精神，投入社群服務，充份運用社區資源，貢獻一己之力，為提昇社區

的藝術人文而努力。 

才華洋溢的
基金會資深志工 模範夫妻 ~ 長青志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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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96 年，時任太保國小幼教老師，當時升國的重心主要是家庭暨學校工作，因緣際會下接觸

了太保分駐所的志工團隊，讓我的生活有了不一樣的體驗，除了校園生活，還多了社區服務、警政服

務等，一轉眼已屆 15 餘年。 

      原本我的生活圈僅止於校園內的菁菁學子，每天除了應付學校周而復始的文書工作，下了班就是

返家照顧二名幼子，生活平淡而愜意，在一個偶然機會下，開始了我的警政志工之路。回想當初剛加

入時，裡面的夥伴都還相當生澀，彼此間也都還相當陌生，15 年後我的這群娘子軍卻成為了無話不

談的好閨密。 

     10 幾名來自不同家庭的成員，靠者志工隊長的凝聚力，參與太保轄內許多的宣導活動，例如社區

治安座談會、校園犯罪預防宣導、重要節日安全維護等等，讓我接觸到更多不一樣的面向，就像是社

區治安座談會中，由於嘉義縣屬於老年化比例高的縣市，與會的幾乎是年長者，透過活動，一方面讓

我們向這群老菩薩宣導一些平日該有的正確觀念，另一方面，我們也從他們身上吸取到了許多人生歷

練、經驗，可謂教學相長。 

         嘉義縣水上分局太保分駐所志工隊，每個成員都是來自不同家庭、背景，靠者這個服務機會，

讓我們聚在一起，透過這個團體，讓我們感受到施比受更有福，在警察繁重的勤業務下，成為員警們

最強大可靠的後盾。 

      近年來，在相關業務機關的用心經營下，讓志願服務系統更加健全，像是志工的團體保險、志工

的餐敘福利，都再再顯示政府對於志工這區塊的用心，讓我們在服務之餘，也更加的有保障。現今的

社會上，在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志工的身影，我們的服務關懷讓人與人之間有了溫度，15 年來的

警政志工，也讓我認識的許多志同道合的夥伴，獲益良多。

　　國父說：「人生以服務為目的。」要博愛同胞、貢獻社會。10 年前加入嘉義縣太保市戶

政事務所志工隊（現今已合併為嘉義縣水上戶政事務所志工隊），服務事項包含清潔打掃辦公

室內外環境、引導民眾服務，有時須走動服務，注意是否有老弱婦孺、身障人士需要協助；見

到民眾即微笑打招呼、協助抽取號碼牌，並詢問辦理什麼業務，證件是否帶齊全了；人多擁擠

時請民眾坐在等候區，提供茶飲服務，叫到號碼時引導民眾至櫃台辦理；有時和民眾聊聊天，

博感情，答覆民眾問題，代填書表，排解紛爭，維持秩序…等，接待民眾就像接待自己親人一

樣。人經歷生死結離都要到戶政辦理各項業務，我在戶政提供志願服務期間，看盡了人生百態，

悟出人生無常，人生自然看得開闊，心情豁達開朗。

　　因為愛地球、愛臺灣，14 年前我參加環保局志工隊參與環保工作，包含淨山、淨灘、淨

溪、社區環境清潔維護及環保教育推廣等，環保是一種儉樸簡單健康的生活方式，少一點物質

需求、多一點精神滋養，愛物惜福，知足感恩，保護環境從心靈做起。中國古代哲學思想曾說：

「天人合一。」天是大自然，人依靠大自然而生存；莊子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

又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佛祖曾說：「對待萬物要有情有義。」因此我們必須保護

環境，生活應抱持著節能減碳的觀念；外出用餐要攜帶環保杯及環保餐具，多吃蔬食，少吃肉

類，選擇當地當季食物；愛用國貨，減少碳足跡，並盡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採用無廢氣排放

的車輛，如腳踏車、電動車，降低都市廢氣的產生；看到河川有污染，通報環保主管機關；生

活用品盡量購買有環保標章的產品，使用對環境友善之清潔用品，節約用水，減少家庭廢水排

出，田地少施農藥及化肥，避免大地受污染。

活在世上，當個快樂志工，學習更多知識，活動身體，無憂無慮，歡喜做，甘願受，施比受更

有福，自己認為對的事，就繼續做下去，勿理會他人說三道四，做志工不僅自己獲得報福，也

會引導他人行善；做志工是在做功德、在修行，會得到神明稱讚，回到天上的家時，也覺得欣

慰。

人物特寫

快樂當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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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然記得在就學期間，學校裡總是會有幾棵宏偉的大樹佇立著，不論是在球場，還是在教學大樓旁邊，

或是學生們每日行走得路徑上，都會有高大的樹木提供樹蔭遮蔽。偶爾在悶熱的教室中也得益於樹木群，能

夠享受吹拂進來的解暑微風。雖然我在當時並不會特別去關心這些樹木，但是畢業後多年的現在，只要回到

母校，便會時常在這些看著我們長大的老樹下漫步，感謝他們在學校內陪伴著每個人。

      也許在我們的生活中，並不會與老樹有直接的關聯，無論是工作、平時的生活等等，要關心的事情太多了，

要顧慮的煩惱也不少，讓我們失去了對周遭環境的敏銳度，失去對環境的觀察。在因緣際會之下，我加入的嘉

義縣老樹志工隊，從志工的訓練以及相關的培力課程中，慢慢地注意以及關心我們生長的環境。在嘉義縣內有

許多超過百年的大樹，無論是在森林茂密的山區，或是在看似乾熱的海邊，都會有生長在此、佇立了百年的老

樹、大樹。對他們的關懷、敬畏之心也在這一段時間中慢慢地感受。就如同慢慢地找回就學時期的回憶，對校

學中那些大樹的回憶漸漸的清晰。在現代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樹木往往是無法發聲的族群，任由都市的發展、

土地的開發而漸漸地消失。往往都會有新的路需要舖設、新的住宅需要興建，從而破壞了遠本的生態、原本生

長在此的林木。

      在加入志工隊之後，我也慢慢的發現自己喜歡照顧植物、喜歡看著他們生長，幫植物澆水、在盆栽中施放

一點肥料，每天看著小小的綠色植物漸漸成長，也讓我得到很大的滿足感。小小的種子盼望著他們發芽；小珠

的植物期待他們茁壯；大一點的則希望能夠綻放花朵，每一盆植物都會有它獨特的成長過程，也會有各自不同

的造型。加入志工隊之後，從苗圃園認養了一株羅漢松回家，如今也成長及腰的高度了。我將它放在陽台上，

讓它能夠曬足陽光喝足水分。而在最近，讓我驚喜的事情發生了。在羅漢松的樹頂端，築了一個小巧可愛的鳥

巢。為了避免打擾到鳥媽媽與小鳥窩，我將陽台關上並避免出去陽台。隔著落地窗，我觀察到巢穴中的鳥類應

該是班鳩，而鳥巢內順利的孵化了三隻小小鳥。待到數日後，小鳥們順利成長飛離了巢穴，而我也終於可以出

去陽台整理環境，看著生命的茁壯與發展，那樣的感覺是神奇而又感動。雖然只是一珠不大的樹木，可是卻足

以提供生命的依靠與誕生。人類的發展何嘗不也是與自然界互相依賴、互相照顧的情況下成長茁壯嗎 ? 對於我

們周遭的生態環境，我們需要投注心思關心，減少自己對自然的破壞。

      雖然因為社會的發展、工業的開發等等，我們有時候不得不去改變生態、砍伐樹木，不過也因為在志工隊

中的培訓與培力課程，讓我知道許多能夠共存與補救的方法。例如去年我們前往苗栗的十呆環境保護基金會，

他們向我展示了他們是如何運用媒合的方式，將老樹、有歷史意義與價值的大樹移植至願意認養的校園、企業

甚至是家庭庭院之中。我想只要我們能夠多關心我們周圍的環境、每天花一點點時間投入志工的活動巡護老

樹，我們的「嘉」就能夠越來越美麗。

      足跡踏遍全臺灣各鄉鎮的饅頭哥哥、饅頭姐姐，開著滿載製

作饅頭工具及食材的小貨車，來到嘉義榮服處與嘉義地區榮民眷

結善緣，為弱勢高齡長輩，製作養生饅頭，本處員工、榮欣志工

及在地好朋友們也一起加入製作暖心饅頭行列，疫情期間為大夥

兒注入歡樂有趣的活水。    

      製作饅頭的這天清晨天剛亮，嘉義榮服處郭豫臨處長和饅頭

哥哥、饅頭姊姊已在榮服處庭院，與榮欣志工們挽袖工作囉，大

夥兒有的和麵粉、有的揉麵糰，忙得不亦樂乎，看著蒸籠裡的麵

糰，像變魔術似的，變成了一籠又一籠的養生饅頭出爐，志工姊

姊們又趕緊包裝，希望能將熱騰騰的饅頭送到長輩們的手中，讓

愛溫暖他們的心。

      饅頭姐姐在 6 年多前經歷一場意外受傷，體悟到「活著的感

覺真好」，決定放下原本緊湊的生活，環島旅行散心，卻又因老

天爺的安排，讓自己有機會深入到育幼院等醫療、養護機構，發

心為弱勢族群做饅頭，也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以及生活經驗，藉

以鼓舞激勵孩子們奮發向上；一顆小小饅頭或許不起眼，但饅頭

姐姐常說的一句話：「善的事情不分大小，做就對了」，透過製

作愛心饅頭的過程，愛與善的種子在潛移默化之中，已深植人們

心中。

      郭豫臨處長表示，新冠肺炎疫情至今尚未平靜，長輩心情仍

處於不安惶恐之際，感謝饅頭哥哥、饅頭姐姐到嘉義榮服處為榮

民眷長輩們做愛心饅頭，除感謝夫妻倆對於公益的不遺餘力，並

製作以「愛連結  善循環 做就對了 ~ 饅頭哥哥 饅頭姐姐與大家

有約」為標題的布條懸掛在會場，希望將這布條隨著夫婦倆全臺

走透透，也期盼他們的善行義舉擴散到全臺各地，散播歡樂與慈

善的種子，讓愛無極限。

來「嘉」當志工  如「樹」家珍

愛連結 善循環
饅頭哥哥姊姊 暖心送到嘉

社團法人嘉義縣鄉村永續發展協會－－郭蓮螢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嘉義榮民服務處－－李慶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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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社區要能動起來，絕非一朝一夕的事，這種披荊斬棘的過程沒有經過的

人很難體會。除了要有憨人還要有錢，要想辦法爭取經費，不斷寫計畫，寫計畫

就要去請教專家、要去上課，接下來很多該做的事就接踵而至。志工與解說員的

培訓、社區軟硬體的規劃…，每一項都是考驗也是試煉。最終社區必須發展地方

特色產業，或結合其他產業一起發展，社區才能有財源可繼續經營。吸引鮭魚返

鄉才是奠定社區永續發展的重要基石。後廍社區的確不簡單。

      透過導覽員的解說，我們了解紅檜與扁柏的區別、認識金狗毛與其功效，也

看到紫嘯鶇、鉛色水鶇、葉牡丹、水晶蘭、鬱金香…諸多漂亮的動植物與大自然

的明媚的風光，當然也凝聚了我們的向心力。最最驚豔的就是親眼目睹藍腹鷴的

風采，一身漂亮的羽毛令人駐足，手機、照相機拼命拍，牠也不吝展現牠的英姿。

我一直認為餵食園區的動物，只是剝奪他們覓食的能力不可為之，殊不知還會破

壞動物生態的平衡，真令我茅舍頓開。

     這次的增能訓練，從每個人的笑靨就可看出，不僅身心靈得到充分的釋放，

個個也都滿載而歸，感謝主辦單位精心籌畫這麼好的地點與課程，也多謝芮蓁、

家平與哲豪的協助，由衷的感謝你們，謝謝。

111年增能訓練心得 
嘉義縣環境保護局－－邱建吾

      民國 100 年 12 月初，當時我被公司派駐大陸廣東省，在一次返台假期中，

趁著假日晨曦漸露，我騎著自行車在大崎村防汛道路運動時，巧遇一群志工手持

竹帚正在清掃著堤防斜坡和道路兩旁的落葉及垃圾，勤奮的志工們一大早犧牲美

好的假日時光，熱心致力於美化清潔社區的環境，這樣的熱情真的令人感佩，這

也是日後促使我加入志工行列的想法深埋於心。

     在外派期滿返台復職後，立刻決定參加 102 年度水環境守望相助巡守隊志工

訓練，並取得資格正式成為志工。因大學時期主修園藝，與水環境的綠美化恰好

可學以致用；在職時就不斷地汲取各種知識，並取得多項技術證照，對於教導後

進同仁也從不藏私，不吝將多年工作經驗和知識全力傾囊相授，深得各級主管肯

定，並提拔擔任部門主管。

      110 年 5 月 3 日自職場退休後，我更全心投入社區志工服務。協助村長、理

事長及執行長處理社區關懷據點相關事務及資源整合，協助長輩主動參與健康促

進活動，進而減緩失智發生；也致力於水環境綠美化，提供社區居民有更多的休

閒活動場所。

　　自投入全職的志工服務至今已將屆滿一年，在這過程雖說是服務，但我深切

感受到，獲得遠比付出多更多，不僅結識一群如同家人般的志工伙伴，而在長者

關懷的過程中也讓我學習到如何安適老化的心態，加入志工使我的退休生活，每

日不空過天天都充實精彩！

大崎水環境巡守隊
大崎水環境巡守隊－－王養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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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之組織承諾與工作績效

壹 ‧ 前言

貳 ‧ 非營利組織組織屬性

參 ‧ 志願服務之意涵

南華大學生死系助理教授－－蔡長穎

     人類的社會組織在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包含社

會結構與文化觀念的平行發展層面，雖然文化是因應

社會秩序模式的反映及表達而出現，即文化是起源自

人類共享的社會生活，組織文化乃是組織結構的衍生

物，但是，一旦文化觀念的形成，他們就具有獨立自主

性，反而過來影響社會秩序的安排與運作（何淑樺，

1996）。因此，一個組織的社會現象，不只偏重物質

層面的分析架構。也要重視精神層面的文化解析。一個

組織是由個人所創立，也是由人所組成，但組織活動也

足以影響到個人行為張苙雲（1980）。組織社會學者

一再重複論述，組織文化起於人類生活秩序，一旦成為

成員共享，會回頭影響社會組織與成員的行為模式。     

     志願服務在許多國家中已然成為普遍存在的觀念，

它乃是一種自發性的自我服務，在非營組織中扮演著舉

足輕重的角色，願意付出一己之力的志願服務工作者，

展現了社會救助的具體表現。然而，在志願服務的過程

中，豐沛的志願服務人力固然提供了服務組織莫大的協

助，但也帶來管理上的難題，因為志願工作者乃依個人

意願及想法加入了志願服務的行列，容易夾雜著高度的

個人自我意識，導致志願服務的組織經常得面臨管理上

的盲點；此外，組織運作對志願工作者的影響程度，也

關係著志願工作者投入心力的多寡。

      鑒於專業分工化的社會裡，宗教、政治、經濟、教

育等各個社會領域是呈現分化的現象，而宗教領域也

從古代社會的主導地位退居為一個與其他社會領域互

相影響且依賴專業部門的領域，換句話說，宗教組織

（Religious organizations）乃是現代社會中特殊的社會

現象，韋伯也在其所撰寫的科層制一文中，揭示科層制

此種現代組織特色在政治、基督教會以及私人經濟等三

種社會領域中得到充分發展。更指出，在組織普及到各

個社會領域的現代社會裡，宗教組織已經變成一種大規

模的組織型態。

     宗教非營利組織在台灣近年來受到重大的矚目，積

極參與社會服務，當發生重大事件時，會發現宗教團體

組織穿梭其中，其蘊含豐富的社會福利資源，彌補了政

府公部門無法負擔的福利缺口，Salamon(1987) 曾提出

「政府失靈」理論（government failure）來說明非營利

組織扮演補充政府的角色；相對地 Salamon(1987) 也提

組織之結構及操作化定義：（一）正式化（formal）

：制度化之運作過程。（二）私人的（private）：由

民間組成，不屬於政府之一部分。（三）非利潤分配

（nonprofit distributing）：所得利潤不分配給員工或管

理者。（四）自主管理（self-governor）：組織自行管

理業務，不受外部控制。（五）志願服務（voluntary）：

組織中有些事務由志工負責，業務具有志願性。而林宜

琁（1996）也曾指出非營利組織應扮演之特殊角色：

開拓及創新之角色、改革及倡導之角色、價值維護之角

色、服務提供之角色及擴大社會參與公眾教育角色。

      而在國內，非營利組織的分類由民法中的「法人

篇」可一窺究竟（陸宛蘋，1999），其可分成「社團

法人」及「財團法人」。其中「財團法人」之定義為：

（一）有公益性質，具有特定目的。（二）以捐助財產

為基礎，故須有一定之資產。（三）以董事會為其執行

機關。如基金會、教堂與寺廟、私立學校、私立醫院、

社會救助設施、政府捐贈成立之財團、職工福利委員會

等皆可算是財團法人非營利組織之類別。故由此看出私

立醫院乃是屬於財團法人的類別，而本文所界定之範圍

便是私立醫院，其制度化的過程、私人的性質、非利潤

分配的配給、自主的管理風格及志願服務工作的加入，

再再都顯示出非營利組織的主要特色。

     而無論在西方或是東方，非營利組織乃是整個社會

安全制度中不可或缺的支撐要素，甚至是社會福利推展

的主要動力（王順民，1998）。非營利組織不但表現

出社會的良心，具有持續的或更新的社會價值、信念、

規範的活力，並進一步開發新的社會服務方式以滿足未

來民眾的需要（江明修，1994）。以此可知，非營利

組織在社會上扮演著日趨重要的地位，與人民、政府有

著息息相關的不可分割關係，協助政府完成人民的需

求，達致社會公益角色的蓬勃發展。非營利組織潛在貢

獻大，運用資源多，社會對它們的期望也高，因此必須

注意其經營管理之水準（司徒達賢，1999）。以國內

的慈濟功組織為例，只要證嚴法師登高一呼，追隨者就

會努力執行並完成法師的想法，這種一呼百諾的管理制

度，韋伯稱之為組織中的「奇理斯瑪」（charisma）信

仰，對既存社會具有改革的意味（林宜璇，1996）。

     慈濟組織不管在慈濟功德會、慈濟醫院等志業體中

的管理方式較偏向人治色彩的管理現象，可是組織的數

目字管理的精確程度是科層化（bureaucracy）的顯現，

而這種精確所帶來的科層化的發展隨著慈濟組織的擴張

卻日形重要，可以說是佛教教義中因果觀念的做事風格

所帶來的「非預期效果」（何淑樺，1996）。

      非營利組織在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法中定義為：

「各種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且合於民

法總則公益社團或財團之組織。」有關非營利組織的定

義，學術界有各種不同之說法，美國學者 Wolf(1990)

曾界定非營利組織之定義：（一）必須具備有公益使

命。（二）必須是正式合法的組織，接受相關法令規章

的管理。（三）必須是個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組織。（四）

其組織經營結構必須是不以獲取私利為目的。（五）

其組織享有政府稅賦上的優惠。（六）捐贈給該機構

的捐款可享受稅賦優惠。另外美國 The Johns Hopkins 

Comparative Nonprofit Sector Project 曾提出五項非營利

志願性服務工作者與專業人員參與組織的動機有極大的

差異，專業人員將工作視為收入及穩定生活的依靠，而

志工則是將志願性服務視為滿足精神生活及充實生命的

來源（司徒達賢，1999）。美國全國社工人員協會將

志工定義為：參與志願團體的工作者，而自願團體則是

本是自我意願與選擇而結合之團體。國內於 2001 年曾

公佈志願服務法，其對志願性服務之定義為出於自由意

志，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律責任，秉誠心以知識、體能、

勞力、經驗、時間等貢獻社會，不以報酬為目的，以提

高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作為之輔助性服務。

Ellis 與 Noyes(1990) 對志工的定義為一群視社會責任為

自己義務的工作者，不以個人利益為關注點。而秦燕

（1996）也曾對醫院志願性服務工作關係分為三種（引

自蔡依倫，2001）：

（一）醫院外的志工團體：使用志工並非醫院政策，而

是工作人員個別接洽，志工自成為一個團體，彼此間聯

繫多；該志工團體與特定的工作人員有關係，此類的志

工團體，如紅十字會。

（二）醫院外的個別志工：個別志工主動來提供服務，

醫院並無通盤計劃；志工間彼此聯繫少，個別志工僅與

特定的工作員有關係。

（三）志工成為醫院一份子：運用志工成為醫院的政策，

醫院中有管理志工的事務，志工與醫院間有一體感，榮

譽與共。

      另外 Stenzel 與 Feeney(1968) 指出志工有五種不同

基本理念（引自程香儒，2000）：第一、志工並非是

生涯工作者，志願性服務是無酬勞的，可以自由決定對

組織提供的心力。第二、志工所提供的服務是不支薪

的，僅可以申請交通費、餐費或參加研討費與訓練費

用。

第三、志工與機構內的專職人員，具有不同的責任。第

四、志工對於志願服務有不同的使命與背景，不像專職

人員需要有專業的背景與學經歷。第五、志工對於組織

認同程度不同。

     司徒達賢曾利用「CORPS」模式來進行非營利組織

與志工間關係的討論。所謂「CORPS」是五個英文字母

的縮寫，這五個字母分別代表非營利組織運作中的五項

基本因素。C：clients，服務之對象；O：operations，

創造價值之業務運作，含規劃與組織；R：resources，

財力與物力資源，含資源提供者；P：participants，參

與者，含專職人員與志工；S：services，所創造或提供

之服務。而其中的 participants 正是人力資源因素，其

包括了專職人員與志工，前者是屬於組織內受薪的正式

員工，常駐組織內執行各項例行工作；後者是不領薪的

志願工作者，他們基於對組織使命或理念的認同，參與

組織運作與服務。

出「志願性部門失靈」（voluntary failure），他認為當

非營利組織失靈時，政府於是反過來扮演補充者的角

色。由此可知，非營利組織存在於福利國家中之不可抹

滅性，因此提升非營利組織的品質與效率便成為現今重

要之課題。台灣近年來的宗教熱潮中，以慈濟功德會為

例，堪稱現在人間佛教的典範，這個宗教團體組織十分

重視以有效管理制度與積極的實踐行動來淨化人間的濁

世，且以醫療、慈善、教育、文化等具體志業來體現佛

法大義。

     而國內現階段宗教研究成果，會發現較少學者採用

組織管理的觀點與研究模式來探討台灣現代宗教非營利

組織的管理模式、組織文化及其表達方式，以及組織對

當今功利主義、經濟掛帥之台灣社會引導的社會變遷影

響，所以這種社會現象應該是現代社會科學領域中的重

要議題，也是現代宗教團體為求生存發展所關切的問

題。

     根據台灣地區社會發展趨勢調查暨社會參與延伸

調查統計顯示志願服務以宗教服務的參與率最高，

佔了 37.5%，而國內捐款大多捐給非營利機構，佔了

34.5%，其中宗教組織一項便獨占了 62.5%（行政院主

計處，2000）。如此一來，便可發現國內之志願服務

行為與宗教團體有極大的關聯性。志願服務工作一直是

非營利機構中重要的人力資源，宗教性質的非營利組織

透過宗教的信仰吸引著志願工作者的付出與實踐，而其

與非宗教性質的非營利組織所經營的志工管理模式各有

差異。在不同性質的非營利組織運作下，其對志工工作

績效的影響差異，便成為本文最主要的探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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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潛在的優點是擴大組織的生產力、創造性運

用、勞動力、專業技能、能力的貢獻。創造性的運用、

勞動力、技能、活力等公民貢獻可以使得組織運用不同

的方法盡可能的提供服務，增強服務或是方案提供的品

質。在緊急狀況、服務滿載時、測試新開創的活動或改

革行動時維持機構的正常運作。一個設計良好的志願服

務方案也使得員工更懂得利用時間創造出更好效能，志

工們能高度緩和培訓日常例行的服務提供人員，使他們

自由地集中心力在專業經驗與背景需求上要負責的責任

與任務，以給予最高品質的服務，這樣一來，志工運用

有限資源來增加組織的才能。

志工通常也會被要求參與一些職前訓練，其設計的訓練

方案，包括各種的活動、興趣和技術，而此些活動皆會

被反映至個人努力成果上。志工的管理者若想凝聚團隊

信念，就要了解志工的想法與動機；而志工管理者的態

度也會影響到志工對組織的承諾與工作的績效。管理者

必須創造出一些有意義的活動，讓志工與組織目標有共

同相依的感覺，當然也得設計出一套完善的績效評估標

準。醫院組織通常設立兩種系統，一為監督系統，其輔

佐志工的督導，讓每一個組織清楚地了解是否達到成果

標準。另一為文件系統，其能清楚的紀錄志工工作時間

和活動。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估計，2001 年底有 5.9 萬人投入志

工服務行列，其中以女性居多，約占 7 成，志工主要

年齡層分布在 18 到 49 歲之間，50 歲以上志工亦占了

34%；若以教育程度區分，高中職程度志工所占比例最

高，國中及以下程度占 27%；若按職業別區分，則以

工商界人士及家庭主婦為主。此外全體志工 2001 年服

務時數 568.7 萬小時，相當於 2734 位一般工作人員之

全年工作量（行政院主計處，2001）。

台灣地區十五歲以上民間人口中，從 1998 年 5 月至

1999 年 4 月期間曾參與志願服務工作者計 214 萬 1 千

人，占 13.31％，其中以偶爾參與者較多占六成，而持

續或規律性參與者則占四成。若與往年調查資料比較，

志願服務參與率由 1988 年 5.1％、1994 年 7.6％，呈

現逐年提高之趨勢，若包括未參與但過去曾參與志願服

務者之 3.76％，計達 17.07％曾參與志願服務，惟仍低

於日本 25.3％，加拿大 31.4％及美國 55.5％。若觀察

未參與志願服務者之未來意願，將來願意參與志願服

務者計占 15.67％，顯示國人參與志願服務工作日益普

遍，鑒於聯合國已訂頒公元 2001 年為「國際志工年」，

志願服務工作之學術研究，確有其時代意義（行政院主

計處，2003）。

在日趨多元之現代社會，志願服務之範疇亦日趨複雜

充實而擴大。國人參與志願服務之項目以「宗教服

務」最多占 37.48％，其次為「環保及社區服務」占

31.40％，再其次為「社會福利服務」及「學校社會服

務」分占 22.79％與 12.62％。。若按年齡別觀察，參

與「宗教服務」與「環保及社區服務」之比率隨年齡

之提高而增加，15 ～ 24 歲參與「宗教服務」者僅占

18.02％，至65歲以上者則高達五成三（行政院主計處，

2003）。 

      而近年來，台灣更有所謂醫療服務宗教多元運作

的趨勢，例如：佛光山就是一個多元企業宗教組織的

典型，而慈濟功德會更是兼具教育文化、慈善與醫療

等四大志業的社會服務事業的龐大組織（朱瓊四，

1996），而台灣的民間宗教也能因應社會文化變遷

而採取適當改變，並發揮實際的社會效應（許木柱，

1976）。台灣基督教更採取空前未有的聯合型態，發

起一連串的關懷國事的社會運動，例如：1992 年的「反

賄選、救台灣」的街頭遊行。

      而西方教會來台行醫的歷史，可回朔至日本據台

前的 30 年間，此時期稱為台灣教會醫學時代（張苙雲，

1998），此時期的傳教士大多以醫療為宣揚福音的方

式，以宗教熱忱救濟病人，其身分大部分是來自英、加

長老教會的外籍傳教士，其中共有 7 位外籍傳教士受

過現代醫學訓練，而日本據台至光復前，又有 16 位受

過專業醫師訓練之傳教士來台傳教。過去西方宗教透過

結合醫療服務提供台灣地區早年醫療資源不足的窘境，

而近幾十年來，本土佛教組織也產生觀念上的轉變，人

間佛教的概念在台灣地區普遍深化。

      綜合過去台灣宗教發展與醫療行善工作，有幾項條

件造就當前台灣宗教醫療環境：

一、宗教醫療團體提供台灣民眾行善環境

     宗教組織的出現，為數眾多的善心人士有了足以信

賴的捐款場所，而且宗教團體結合這些善心人士，並使

這群「行善後備軍」大量獲得行善的機會（張維安，

1993）。

     所謂的「行善後備軍」是以借用馬克斯形容資本主

義等待就業狀態的「產業後備軍」（Reserve army）一

詞 (Marx, 1975)。人皆有惻隱之心，許多人想要行善，

卻害怕受騙上當，再加上「為善不欲人知」的傳統觀

念，因此行善就更加成為私人的事情，然而在宗教組織

正面形象的影響，加上為善最樂理念的鼓勵下，許多人

原本具有行善經驗紛紛投入宗教醫療組織的行列。也可

以說，宗教組織了在台灣這群等待行善的後備軍，使他

們脫離原來各階層的利害關係，而共同為行善之舉凝聚

共識，並創造宗教行善的新形象。

二、宗教組織現況與台灣社會之關係

     宗教非營利組織座落在台灣社會環境之中，其發展

與台灣的歷史有相互對應的關係，非營利組織早期是以

濟貧作為走入社會的開端，在社會中擔任主要兩項工

作－貧病者的長期救濟以及緊急災難救濟關懷（例如：

水災、火災、礦災或飛機失事等現場處理以及災後的訪

查救濟）。如此一來可知，非營利組織中的社會服務與

宗教信仰有及密切之關係。江燦騰（1997）指出，以

慈濟功德會的崛起為例，實際上與台灣在一九七零年代

末，外交環境丕變及經濟快速崛起，有著非常密切的關

係再加上當時台灣對東部原住民有著罪惡感，進而激發

慈濟聲望的急遽膨脹，締造台灣空前的龐大慈善事業。

另外基督教強調神愛世人的精神，西方傳教士紛紛扮演

醫療救護者之角色，進入台灣為善行醫。這些大愛精

神，使得宗教非營利組織與社會服務救助得以緊密結合

在一起。

      隨著台灣經濟起飛的腳步，宗教非營利組織的捐款

人數與款項不斷提高，同樣的，受教育的人數與款項也

不斷增加，這說明台灣的兩個現象，經濟奇蹟使富有的

人增加了，但是貧病意外的人數並未因為經濟實力而改

善。貧病的醫療問題、政府社會福利工作的缺陷，宗教

非營利組織站在宗教大愛的立場，以「濟貧教富」實際

行動補救政府不足之處，而因為如此，使得宗教非營利

組織等民間團體開展出不同於政府部門的救濟心態與醫

療制度。

     組織在社會學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功能與影響，一直

是社會學的重要議題，而宗教組織在現實社會的位置經

常隨著歷史環境而變遷，但是人們對宗教的需求卻不因

此而消失，即使如此，目前台灣社會，宗教組織之勢力

不因為所謂的理性化、現代化的腳步而消聲匿跡，相反

的，卻不斷興盛勃發（林宜琁，1996）。

三、宗教組織的管理制度

      宗教組織存在著魅力型的領導模式，只要領導者

登高一呼，追隨者就會努力執行並完成領導者的想

法，這種一呼百諾的力量，韋伯稱之為「魅力型」

（charisma）信仰，對既存社會具有改革的意味（林宜

琁，1996）。宗教組織無論是在醫療機構或是救助機

構的管理方式，皆較偏向人治色彩的管理現象。

學術研究中，特別重視宗教非營利組織的人治色彩管理

現象，非營利組織的領導與管理和營利組織最大的不同

在於其著重於人性化與自我管理（王士峰，2000）。

     過去組織中之領導者，大都採用支配型領導，利用

明顯之個人色彩，管理整個組織，容易招致反叛情緒。

如今組織中之領導者，強調以人性為根本，取得眾人信

任之後，再培養自主意識，養成積極之服務觀。宗教組

織運作的模式以濃厚的信仰色彩為出發點，宣揚教義涵

化人心，處處顯露出柔性的組織管理模式。

四、西方宗教組織於台灣社會扮演之角色

     台灣宗教社會服務的發展經驗而言，宗教團體

所提供的社會福利仍是以慈善救助為主（王順民，

2000）。本土的宗教救助與西方宗教救助在台灣有不

同的發展趨勢。西方宗教組織在台灣的福利服務主要可

分成三階段：早期傳統慈善發展階段，基督教提供了醫

療與教育的服務；再來則是轉型發展階段，提供傷殘及

勞工服務；最後則是多元發展階段，提供了多元性的社

會服務（王順民、張世雄，1995）。

肆 ‧ 國內相關志工組織

     Buchanan(1974) 提出了組織承諾應具員工代表其組

織的意願、強烈留在組織中的意願、對組織歸屬感及忠

誠度、對組織主要目標及價值之認同性，最後就是對組

織的正向看法。此外，組織承諾也可以定義為個人對組

織認同及受組織影響的相關力量，其不僅影響一個人對

組織投入的強度，同時也代表個人與組織連結在一起的

態度 (Steers, 1977)。

      組織承諾同時也是經由高度認同感所產生的態度，

是一種內化的規範力，會使外在行為合乎組織目標及利

益 (Wiener, 1982)，其行為之特性如下：個人為組織做

出犧牲、不受外在環境影響其永續性、個人對組織投入

高度關注及大量心力。構成組織承諾的因素包含了對組

織目標及價值的強烈信念、對組織追求之利益所發揮的

意志力及維持成員關係的強烈渴望。換言之，組織承諾

就是組織成員對組織的認同感、使命感和歸屬感等情感

性的態度反應。林營松（1993）曾說組織承諾代表著

個人對組織之忠誠及奉獻。而從實證觀點的來看，組織

成員的認同感、使命感和歸屬感可以反映出組織成員的

工作意願（李天賞，1991）。

Reichers(1985) 曾將組織承諾之觀點區分成三類：

（一）投資觀點（side-bets）：組織對成員之投入報酬

越多，所獲得成員對組織之承諾會相對提高。

（二）歸因觀點（attributions）：承諾乃是個人態度與

行為之連結，當個人對組織信念及行為不變之時，會歸

因於對組織之承諾。

（ 三 ） 個 人 與 組 織 目 標 一 致 化（individual/

organizational goal congruence）：當個人與組織之目標

一致時，會增加個人對組織之承諾。

      Steers(1977) 曾提出關於影響組織承諾的因果模

型，而此模型包含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自變項，包括

了個人特質、工作性質及工作經驗；第二部分則是依變

項，也就是工作績效、留職意願及出席率。此模型預測

了幾項結果：第一、組織承諾愈高，其對組織維持的慾

伍 ‧ 志工之組織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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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也愈強烈；第二、組織承諾愈高，則會有愈高之參與

率；第三、組織承諾愈高，會有更正向積極的態度；最

後則是組織承諾愈高會有更完美的表現。Mowday 等人

(1982) 更詳述了組織承諾的自變項與依變項，自變項

包括了個人特徵、角色特徵、組織特徵及工作經驗，其

中個人特徵變項包括了年齡、年資、教育年數、性別、

種族及人格特質變項；角色特徵變項包括工作範圍、角

色衝突、角色模糊等；組織特徵變項包括組織規範、工

會介入、控制制度、分權制度及決策參與制度；工作經

驗變項包括組織可依賴性、期望程度及群體規範。而依

變項則是工作績效、年資、缺勤及怠工。Mowday 等人

(1979) 發現了上述這些自變項與組織承諾有高度之相

關性，而組織承諾對依變項之影響也同樣存在著高度相

關性。

而在組織承諾概念中，另有一相關變項，此相關變項便

是對組織認同。組織認同理論之發展，可從社會認同理

論來推演得知。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認為社會認同乃是一群人一致性的觀感看法，社

會認同起源於對團體特色、團體名聲、及團體結合之分

類，社會認同將導致認同的具體化，且協助團體間之認

同感，並強化團體形成前的認同感。而根據社會認同理

論（SIT），個人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乃是由個

人認同及社會認同所構成 (Tajfel et al., 1971)。根據社

會認同理論，此兩種認同會在各種情況下對個人產生影

響（Ashforth ＆ Mael, 1989）。而對社會的認同分類有

兩個功用：它將社會情境分門別類，提供個人有系統地

界定他人的方式以及社會分類使得個人能在社會情境中

界定自己的角色。社會認同理論中的四大定律：

（一）認同由知覺所構成，牽涉到任何特殊的行為及有

影響力的狀況。

（二）社會及組織認同是個人在團體中所經驗的成敗感

受過程。

（三）社會認同雖未在文獻上被詳盡探討，但還是可以

與內在化區辨，社會認同著重於社會分類，內在化偏向

於價值與態度的合併。

（四）組織認同就如同在認同一個人一樣，或是相互的

角色關係。

此外，SIT 提出了幾種增加個人對組織認同的指標：

（一）團體價值在相類似的團體中是較明顯的。

（二）組織的名聲，Ashforth (1988) 發現認同組織的名

聲會去影響對組織的認同。

（三）認同似乎牽涉到外團體的特色，外團體的特色的

形成會影響團體內部的認同。

（四）組織形成的因素也會影響到認同。

而普遍存在的一個通病是社會認同與社會承諾常會受到

混淆，有一些理論認為兩者是相等的，Reichers(1985)

定義組織承諾為個人在組織中認同的相關力量，在他們

的認知中，承諾乃是個人信服與接受組織的目標與價

值。

陸 ‧ 志工之工作績效

柒．結論

本文欲探討組織之運作文化與志工間之關係，以志工的

工作績效作為志工完成工作的評估，Vineyard 提出有效

的志工評估包括了六個原則：志工必須對其所要做的工

作有清楚的了解、評估必須公平、評估必須著重在工作

而不是個人、評估應該是在合作的氣氛下完成、志工應

該有成功的完成指派工作的工具和支持及當志工作出明

顯錯誤時，要立刻糾正他們（引自蔡天生，2001）。

一般的志工管理較少組織願意進行志工的評估 (Utterbak

＆ Heymen, 1984)，因為志工屬志願性服務工作，若有

評估動作，可能造成志工對其組織志願服務的意願。

但因非營利組織在近年來迅速增加，志工的素質需求則

越來越受重視，於是乎對志工的評估也相形重要。而評

估志工的方法，吳寧遠（2000）提出了下列幾種：

（1）督導者的評估：志願性工作環境中，最直接觀察

志工之行為者，應屬於志工督導，並可藉由專業能力判

斷其行為能力。

（2）自我評估：由志工本身做自我能力的評估，此種

方式可信度較低，所以不適合當作評估工具，而應作為

發展工具（Campbell et al., 1988）。

（3）同伴評估：由工作夥伴一同作出對彼此的評估，

此種方法較不客觀，夥伴間關係是一大考量要項。 

而需要評估的乃是志工的效力與效能，效力之研究在

討論方案達到了哪些目標，達到了哪些需求，Gamm 與 

Kassab(1983) 曾說 :：效力研究關心的是方案最後的品

質與影響，如：服務多少個客戶及其服務的品質如何；

效能則著重資源的運用，會去比較志工的成本花費與提

供給客戶的服務是否具有效性，如：比較志工與職工的

成本花費及所能提供服務的收益。而在過程中，便是在

要看志工的任務表現、工作時的技術與能力、職位的領

導能力、工作演出、對方案的滿意度、所貢獻出的時間、

留職意願以及職工對他們效力的支持。過程評估同時也

在檢測方案的協調性與管理、志工任務的指派、管理的

適當性、訓練的有效性、全體員工與預算能夠支持的程

度、被期望的表現結果。

由此可知，工作績效乃是組織效力評估之重要標準，而

組織承諾為影響工作績效的重要變項，由 Steers 之模型

預測了幾項結果：第一、組織承諾愈高，其對組織維持

的慾望也愈強烈；第二、組織承諾愈高，則會有愈高之

參與率；第三、組織承諾愈高，會有更正向積極的態度；

最後則是組織承諾愈高會有更完美的表現。

組織管理者必須建立一套完善的評估標準，而這套

標準必須被大部分的志工所接受。根據 Fulmer 與 

Franklin(1982) 提供監督者一些評價指標：

（1）要求組織必須對志工工作清楚描述和陳述作為評

估的指標。

（2）專注於提高特別行為和成果目標倒不如一般性評

估指標。

（3）針對有改進和有用的成果給予獎賞。

（4）討論改進的需求和提供具體建議，訓練和支持志

工達成成果。

（5） 使 用 團 體 問 題 解 決（ 小 組 會 議 ）。 

（6）針對工作內容作評價，而非對人評估的工作有自

我評估、同儕團體評估或使用評估工具進行評估。

組織要徹底的達成志工服務之效益，志工個人的目標必

須要與組織使命相連結，而如需提升志工工作效力的增

加，組織便得持續進行需求評估或提升志工的喜好。另

一方面組織也得必須考量整合志工進入組織內的組織結

構，組織結構的調整安排包括：評估特殊志工的努力及

方案執行部門的分權方法。

志工服務的有力動機之一是達成有價值且看得見的成

果，執行成果的評估可以引導志工朝此方向改進，沒有

任何一個奉獻時間或勞動力的志工會希望他努力被浪費

在錯誤導向的活動，或者是錯誤判斷的活動。而工作績

效評估方法有許多，通常由接受志工報告的員工執行評

估，或者是由志願服務主管或是機構的高層來評估，有

可能是共同一起評估。志工也可以自行評估自己的工作

體驗、成就和組織的目標達成。這評估應該契合這工作

任務的重要層面滿足。當然志工管理不止需要評估系

統，它也需要一個表彰志工的方法，表彰應該自然地跟

隨著志工的工作表現，組織高層可以透過多樣性的活動

來表揚以及表現對志工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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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乃針對相關文獻進行省思，以梳理組織屬性對志願

服務組織承諾及其工作績之相關資料。在影響組織工作

績效的因素中，志工之個人體驗及服務體驗越高，工作

績效也會提高；此外若是志工越重視組織，其工作績效

也會來的較高；另外對組織忠實度越高的志工，在工作

績效上會有較佳之表現，對組織忠實度越高者，也越能

認同組織的一切作為，自然在工作時會投入以全心的精

神，工作績效也會增高。工作績效乃是組織效力評估之

重要標準，而組織承諾為影響工作績效的重要變項，由

Steers 之模型預測了幾項結果：第一、組織承諾愈高，

其對組織維持的慾望也愈強烈；第二、組織承諾愈高，

則會有愈高之參與率；第三、組織承諾愈高，會有更正

向積極的態度；最後則是組織承諾愈高會有更完美的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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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
直擊GO



嘉義縣水上鄉公所

嘉義縣水上鄉公所

嘉義縣鹿草鄉公所

嘉義縣鹿草鄉公所

嘉義縣鹿草鄉公所

嘉義縣鹿草鄉公所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 大林志工隊 )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 大林志工隊 )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 大林志工隊 )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 大林志工隊 )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 大林志工隊 )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 大林志工隊 )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 大林志工隊 )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 大林志工隊 )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 大林志工隊 )
社團法人嘉義縣生命線協會

社團法人嘉義縣生命線協會

社團法人嘉義縣生命線協會

社團法人嘉義縣仁里慈濟會

嘉義縣大林鎮明和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竹崎鄉義和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竹崎鄉義和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民雄鄉東榮社區發展協會

黃月雲

蔡淑慧

葉翁秀琴

蘇秀琴

賴秀燕

張媖婷

劉簡美雲

李麗珠

何順福

張桂英

吳嚴正

林秋燕

林春眉

張李秀娥

呂謝靜

蔡青芳

周福興

翁伯森

陳甲煌

陳美枝

陳麗妃

王昭惠

梁淑珍

羅玉蟬

3,232 
2,498 
2,803 
3,120 
2,526 
2,315 
2,010 
2,042 
2,146 
2,175 
2,011 
2,581 
2,093 
2,538 
2,064 
2,090 
2,072 
2,022 
2,043 
2,418 
2,334 
3,007 
2,614 
2,226 

衛 福 部 銀 牌 獎

嘉義縣民雄鄉公所

嘉義縣民雄鄉公所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 大林志工隊 )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 大林志工隊 )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 大林志工隊 )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 嘉義縣居家服務中心 )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 嘉義縣居家服務中心 )
社團法人嘉義縣生命線協會

社團法人嘉義縣生命線協會

社團法人嘉義縣生命線協會

社團法人嘉義縣生命線協會

社團法人嘉義縣扶緣服務協會

社團法人嘉義縣仁里慈濟會

簡新卿

洪水結

吳郭琴

郭堆

郭錦梅

李秀盆

郭賴月女

蔡裕豐

林素敏

黃燦華

謝絹鳯
江淑煖

陳玲玉

2,526 
2,583 
2,581 
2,583 
2,502 
5,259 
2,998 
2,563 
2,550 
2,614 
2,548 
2,854 
2,543 

衛 福 部 金 牌 獎

110 年衛生福利志願服務 獎勵名冊

嘉義縣水上鄉公所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 嘉義縣居家服務中心 )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 嘉義縣居家服務中心 )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 大林志工站 )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 大林志工站 )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 大林志工站 )
社團法人嘉義縣志願服務協會

社團法人嘉義縣生命線

嘉義縣民雄鄉西安社區發展協會

黃月雲

李文博

涂水田

吳秀鳳

張秀枝

趙淑娥

詹宏生

陳素綢

陳清茂

5,137
10,243
8,247
6,137
5,335
5,076
6,142
5,985
5,074

銀 牌 獎

嘉義縣鹿草鄉公所

嘉義縣水上鄉公所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 嘉義縣居家服務中心 )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 嘉義縣居家服務中心 )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 大林志工站 )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 大林志工站 )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 大林志工站 )
社團法人嘉義縣生命線

社團法人嘉義縣生命線

社團法人嘉義縣生命線

社團法人嘉義縣扶緣服務協會

社團法人嘉義縣扶緣服務協會

嘉義縣竹崎鄉義和社區發展協會

蘇秀琴

王素霞

李秀盆

郭賴月女

林季芬

許忠老

楊春茶

彭妙棻

官劉蘭

江明信

林世元

江淑煖

王昭惠

3,197
3,173
5,273
3,125
3,087
3,045
3,025
3,177
3,115
3,011
3,541
3,055
3,245

銅 牌 獎

110 年嘉義縣志願服務 獎勵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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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水上鄉公所

嘉義縣水上鄉公所

嘉義縣水上鄉公所

嘉義縣水上鄉公所

嘉義縣水上鄉公所

嘉義縣水上鄉公所

嘉義縣六腳鄉公所

嘉義縣民雄鄉公所

嘉義縣民雄鄉公所

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 大林志工隊 )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 嘉義縣居家服務中心 )
社團法人嘉義縣生命線協會

社團法人嘉義縣生命線協會

社團法人嘉義縣仁里慈濟會

社團法人嘉義縣中埔鄉老人會

社團法人嘉義縣中埔鄉老人會

王素霞

李珍

傅素雯

黃馨

張新德

李金花

侯莊碧桃

林秋金

許湘益

鄧憶青

吳美秀

葉千綺

黃鈺真

章蕙貞

李芳森

黃秋梨

2,855 
1,602 
1,902 
1,842 
1,624 
1,546 
1,593 
1,742 
1,694 
1,853 
1,680 
1,605 
1,535 
1,555 
2,783 
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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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嘉義縣中埔鄉老人會

社團法人嘉義縣中埔鄉老人會

社團法人嘉義縣中埔鄉老人會

社團法人嘉義縣中埔鄉老人會

社團法人嘉義縣中埔鄉老人會

社團法人嘉義縣中埔鄉老人會

嘉義縣大林鎮明和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竹崎鄉義和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竹崎鄉義和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民雄鄉西安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民雄鄉西安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民雄鄉西安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民雄鄉西安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民雄鄉西安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民雄鄉西安社區發展協會

陳富興

陳林阿菜

蕭源松

鄭呂彩雲

羅洋麗雪

田彩花

郭玉玲

林宜東

鄭黃錦

陳清茂

蔡鎮洋

陳吳芥月

何建章

李昭雄

王素芬

1,819 
1,809 
1,608 
1,647 
1,630 
1,633 
1,799 
1,885 
1,705 
4,579 
2,387 
2,156 
2,009 
1,857 
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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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徵稿訊息：

       『嘉邑志工』為展現全縣志工團隊特色的刊物，邀請所有從事志願服務的夥伴們一起來耕耘、

灌溉這片園地，讓我們一齊分享嘉義志工的大小事，並呈現給其它縣市的民眾產生交流與共鳴，

衷心期盼您的來稿！ 

二、徵稿期間：即日起開始徵稿，於 11 月 30 日截稿。

三、徵稿內容：

      1 專欄文章－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志工投稿文章

      2 志工團隊報導～邀請新成立之志工團隊自我介紹。

      3 志工人物報導     

      4 活動直擊 GO ！     

      5 經驗分享：志願服務經驗心得與分享

      6 由各目的主管機關各局處輪流協助提供大型活動或志工服務照片 3-5 張（JPG 檔格式）

四、徵稿對象：

      1 嘉義縣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2 嘉義縣從事志願服務的志工夥伴。

五、投稿方式：投稿信箱 ccasa.ccasa@msa.hinet.net
六、徵稿格式：

      1 文字：請使用 word 格式寫作，500-1000 字為限，A4 橫式繕打，字型統一為標楷體、12
         號字體為主，行距為單行間距；請使用本中心提供之格式書寫，並以電子檔方式投稿。

      2 相片：

         1. 每篇文章請檢附至少 3 至 4 張相片，活動照片請提供數位相片電子檔 (JPG 檔格式 )，手

            機拍攝或貼在 word 中的照片恕不採用。

         2. 照片說明 20 個字以內為佳，照片說明可直接為照片檔名。

七、注意事項：

      1 來稿信箱或電子郵件主旨請註明『嘉邑志工專刊－投稿文件』，務必填寫服務單位、聯絡

         人真實姓名、聯絡方式等資料，並致電本中心確認稿件已收到；本專刊所蒐集之電話、

         e-mail 等資訊，作為聯繫相關業務所需之用，不會將資訊用做其他用途，並將確實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收集、處理及利用志工的個人資料。

      2 隨文所附照片，電子檔案需達 300dpi 或清晰照片，以免印刷模糊。

      3 稿件及照片恕不退回，請自行留存備份資料，中心保留刊登與否的決定權。

      4 本會對來稿內容有刪修權，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6 『嘉邑志工』徵稿屬於長期性質，如不克於當期刊載，則將轉編於下期。

      7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詢問。

             嘉義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聯絡人：賴仁乾總幹事

             聯絡電話：05-2111990　傳真電話：05-2110757　

      8 稿件表格下載請至嘉義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網址：http://www.ccasa.org.tw/

嘉義縣志願服務專刊
第34期「嘉邑志工」徵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