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4屆「名人愛獻館」~守護心智障礙童心寶貝獻愛活動公益拍賣將於12/3(二)開跑囉！今年共有Jolin
蔡依林、Kevin老師、沈春華等18位名人朋友響應，共捐出21件美麗包包。競標活動將於113年12月3日至
10日於Yahoo拍賣平台進行公益競標。

第一社福面對逾千名服務對象複雜且多元的療育照護需求，需更努力籌集資源，邀請大眾一起行善，
為心智障礙家庭撐傘，將名人獻愛的各式精美包款標回家，一起守護憨兒，用愛溫暖給予心智障礙家庭更
多支持！

第14屆名人愛獻館 即將登場！

第一社福邀您用愛「包」容 守護憨兒

公益競標平台：yahoo拍賣    

競標期間：
113/12/3 (二) 中午12點 ～ 12/10 (二) 中午12點
參與藝人（照藝名筆畫順序）： 
JOLIN蔡依林、Patrick 派翠克、Kevin老師、方馨、王心恬、米可白、吳翔震、
吳速玲、宋芸樺、李佩甄、李佑群老師、沈春華、林又立、 
張榕容、黃韻玲、黃沐妍小豬、雷嘉汭、劉涵竹。

活動詳情請見官網 https://www.diy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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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福基金會附設各單位
機構：
．第一兒童發展中心
．博愛發展中心
．中和發展中心
．崇愛發展中心

．恆愛發展中心
．愛智發展中心
．愛立發展中心
．三興團體家庭

．永愛發展中心
．愛新發展中心
．三重五華日間照顧服務中心
．�新店央北社宅身心障礙者社區

式支持照顧服務

社政方案：
．�臺北市信義南港區早療社區資源中心
．臺北市南區輔具中心
．臺北市合宜輔具中心

．�新北市第3區早期療育
社區資源中心

．�新北市樂智身心障礙者
家庭資源中心

．新北市偏鄉早療服務
．第一行為工作室
．社區大學健樂營

職重方案：
．第一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中心
．第一物業管理庇護工場
．第一輔具庇護工場

社會企業：
．第一清潔社會企業
．第一輔具中心

11



誦經結束，持續一小時左右的追思儀式落幕了，第一社工牽
著阿仁的手，步出靈堂。焚香的氣味，在阿仁心裡留下記號，他
明白父親已經遠行的事實。阿仁的爸爸93歲離世，那一年阿仁51
歲。帶著阿仁去經歷父親喪禮的所有流程，是第一社工早已計畫好
的事——為何爸爸不再出現？為何周末不能回家？透過「儀式感行
為」，第一社工希望給出一個答案，藉以幫助擁有自閉症特質的阿
仁重新建立生活的秩序感、展開從今而後365天都住在第一的新生
活。

根據文獻指出，心智障礙者退化速度比一般人提早約20年，而
此時，他們的父母已是65歲以上的長者。老父母與老憨兒雙雙迎向
老化挑戰，形成「雙老化」議題。阿仁與父親差距42歲是典型的雙老
家庭。

阿仁爸爸是在臺老兵，妻子病逝多年。無親可依的阿仁爸爸，
生前在第一社工協助下，完成預立遺囑、財產信託、監護宣告，
以及幫阿仁的健保卡註記「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
書」，並且買好靈骨塔位。這則安心放手的故事，如今成了第一社
工與家長討論服務對象未來規劃時，最合適的例子。

理解生命的變化
 「中重度心智障礙者面對親人離世，不見得會出現明顯的悲傷

反應；他可能覺得家裡少一個人、照顧他的人換了，或是發現自
己要去別的地方住，這些變化都會讓心智障礙者心理產生衝擊。」
第一基金會執行長張菁倫說，一般人會透過摺蓮花、辦法事哀悼亡
者，其實這些儀式都是為了幫助生者向亡者告別，心智障礙者同樣
也需要這份幫助。「我們會陪伴學員參加親人喪禮，讓學員有機會
跟親人道別，同時也藉由儀式讓他接受現狀的改變。」

這幾年第一帶領成人中心學員製作《生命故事書》的目的也是基
於此——透過照片剪貼、簡單書寫，讓學員理解每段生命歷程會遇
到不一樣的人，生活的變化會帶來不一樣的體驗和快樂。 

第一恆愛發展中心主任蔡家羚進一步說明，翻閱《生命故事書》
是幫助學員排解思念親人情緒的一種方式，在製作《生命故事書》的
過程裡，老師會和學員討論對於未來生活的想法。「老師會問：『假
如爸爸媽媽不在了，你們想跟誰住？』，有人會說：想跟哥哥姊姊
住；也有人說：想要住機構。」

「考量不是每個心智障礙者都有自理能力和足夠的支持、在主
要照顧者離世後獨立居住，我們會帶日托學員去參觀全日型中心，
也會邀請住宿學員來日托中心分享宿舍生活點滴。」張菁倫說，第
一這麼做是想要凸顯，住哪裡只是不同選擇而已，好比有些老人家
選擇住在養生村一樣，「我們讓日托學員看到住機構的同學過得很
好，他們就會知道將來如果眞的需要住機構也不用擔心。」

▲  社工帶領生命教育團體，從認識自己的優缺點、喜好開始進行。

▲  中心社工帶阿仁到慈恩園悼念父親。

安心放手需要準備
第一編織安全網  守護雙老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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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家長盤點資源
孩子老了！是蔡家羚這幾年最有感的事。「跟不上工作進度、

做沒多久就要去旁邊休息、腸胃吸收變差經常拉肚子...，大部分學
員35歲之後生理機能會開始退化。當學員被編入中高齡班，一開始
他們的家長都不能接受。」

面對心智障礙者老化這件事，需要很多準備。張菁倫經常提醒
第一的社工，「學員和家長是一起邁入高齡，很多事情家長不會去
想，而是我們要先幫忙想，因為家長只要能把今天過好，他就很感
恩了。如果我們不能對這個家庭的未來先做想像，我們永遠在處理
問題，不是在預防。」

對第一而言，預防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顧好當下，另一種是
準備未來。「第一很早就發現，爸媽的健康是小孩的幸福。心智障
礙者父母把自己照顧好，跟小孩的相處時間才會拉長。因此，第一
也會主動關心家長的健康議題，比如：了解家長是否穩定就醫和服
藥、觀察家裡的無障礙設施，或是幫忙連結相關的照護資源。」張
菁倫說。

準備未來，則是透過家長聯繫會議。蔡家羚表示，針對高風
險的家庭，例如獨生子女的心智障礙家庭，我們會鼓勵家長做財產
信託和監護宣告，確保服務對象將來的生活品質。「在會議上我們
也會分享不同家庭的經驗，聽到認識的家長過世，大家通常第一個
反應都是『他的小孩怎麼辦？』，趁這個機會我們會跟家長分享，第
一陪伴孩子做了哪些事；也會問家長關於孩子將來的照顧議題想怎
麼規劃、有沒有想過誰可以擔任照顧替手；甚至會告訴家長不要害
怕，第一會陪家長一起準備。」

成為手足的夥伴
張菁倫坦言，說服家長啟動規劃孩子未來生活並不容易，溝通

時間往往要以年為單位來計算。「我只要比孩子多活一天」，經常是
他們的念想，因為覺得對孩子有虧欠，他們無暇考慮自己，「誰可
以比我照顧得更好」、「把孩子送去機構是拋棄」，這些執念盤旋在
家長心頭，始終揮之不去。

理解家庭脈絡後，第一社工會把這個家庭未來三至五年可能會
需要的資源告訴家長。「比如，需要外出就醫的時候，申請台北市
家庭托顧服務，讓照服員接替照顧孩子；或是等到體力無法負荷的
時候，讓孩子平日住機構、周末回家團聚。」張菁倫希望家長的心
能夠有這樣的彈性。

張菁倫說，「有個媽媽曾經也很排斥讓孩子住機構，但孩子眞
的去住機構之後，他發現第一的工作人員把他的孩子照顧得非常
好，他反而更放心，而且他有餘力可以照顧自己，他可以回到他原
本的人生、過和同齡人一樣的生活。」踏出第一步之後，家長便會
明白，其實沒有想像中難，儘早替孩子的未來做打算，對自己和孩
子都是好事。

第一從過往經驗發現，主要照顧者生前若沒有預做規劃，往
往會讓接下照顧責任的子女感到焦慮和挫折。「很多家長不知道怎
麼開口，我們會建議他們邀請子女來第一，一起參與服務對象『ISP
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的討論。」蔡家羚說，服務對象與手足不見得
關係疏離，但很多手足都沒有親身照顧的經驗，「手足不曉得服務
對象的就醫狀況、喜好，也不淸楚第一在做什麼…有機會見面、了
解第一的服務，手足會安心，至少知道需要照應的時候，夥伴在哪
裡。」

心智障礙者一旦來到第一，這個家庭與第一的緣分往往長達
二、三十年，關係就如家人一般。處在高齡化社會，第一期許提供
的支持與照顧方案，能夠減輕雙老家庭的生活壓力，並為他們的未
來建立生存的保障。

▲  教保老師運用圖片，介紹人生病了可能面對的狀況跟需要。

▲  製作手足卡片，並向同儕分享介紹家人。

▲  由社工帶領一個月兩次樂齡小組活動，透過製作生命故事書鼓勵服務對象在活動中
表達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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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發展中心／林以哲主任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夢想，渴望著有一天能夠實

現。然而，對身心障礙者來說，追逐夢想的道路往往
充滿了挑戰。第一基金會始終堅信，每一個生命都應
該有平等參與的權利，讓夢想不再遙不可及。

在第一社福附設的中和發展中心有一群心智障礙
靑年，他們用行動告訴世界「我們可以」，他們全心投
入拔河訓練，為全國拔河比賽做準備，展現出無比的
熱忱與毅力。每週二的淸晨，他們緊握繩索，從基礎
動作、力量訓練到模擬對戰，每一步都浸透著汗水與
努力。新加入的成員小芬，默默地展示她因訓練而紅
腫的雙手，臉上卻洋溢著自信的微笑。家人們見證了
他們的進步，給予了無盡的關懷與鼓勵。

追求夢想，超越勝負
10月24日，智靑踏上了前往「 2024 拔河嘉年華」的旅程。晨

曦微露，薄霧難掩他們內心的光芒。站在拔河場上，手中的繩索連
結著彼此的心。面對強大的對手，他們一度處於劣勢，但隊友們的
加油聲讓他們的信念愈發堅定，不到最後一刻絕不放棄！他們咬緊
牙關，雙手用力，腳步穩健地向後踩踏。力量在他們之間流動，逆
轉的契機悄然出現。儘管最終未獲得名次，甚至在人仰馬翻中笑聲
不斷，但每個人臉上綻放的笑容，正是超越勝負的喜悅和共同努力
的見證。本次比賽還有來自日本的朋友特地來台參賽，增添了國際
交流的色彩。大家彼此分享故事，深化了友誼，讓這次經歷更加難
忘。

創新比賽形式，創造平等參與機會
然而，中心裡還有更多重度和極重度的智靑，也同樣渴望參

與拔河的樂趣。為了讓每一位智靑都不缺席，中和發展中心在內部
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拔河趣味競賽。支持者和智靑們為了團隊榮
譽，全力以赴。拔河是一項需要團結合作的運動。為了讓所有智靑
都能參與，中和發展中心使用專業的教學方法，創新了比賽形式：
拖重物向前衝、坐著拔河、背對背互推，讓每個人都找到適合自己
的參與方式。平時不太愛動的小廷，展現了他「不動如山」的特質，
讓對手無法撼動，現場笑聲不斷。近期情緒低落的阿德，勇敢挑戰
胖主任並成功勝出！當他露出久違的笑容時，掌聲雷動。即使有支
持者的協助，大家不僅不覺得不公平，反而更熱情地為他加油。

攜手同行，共創未來
這樣的活動，不僅讓每個人感受到團結的力量，更讓他們體會

到自己是中和大家庭的一員。第一基金會相信，給身心障礙者一個
機會，他們同樣能展現無限的潛能。我們將繼續努力，為智靑們創
造更多元的活動平台，讓他們持續成長，活出精彩的人生。讓我們
一起攜手，給予他們平等參與的機會，讓每個夢想都能起飛。

▲

奮力拚戰，永不放棄。

讓每個夢想都起飛
中和智青的拔河之路

▲  每週認眞的練習，期待比賽的到來。

▲  拔河嘉年華第八名。 ▲  拔河練習時最喜歡的隊呼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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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福「AAC跨越溝通鴻溝平台」響應ISAAC（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國際
溝通輔助系統學會）AAC國際意識月活動，2024年的主題「Vibes of 
AAC: Check it Out!」，即鼓勵大家從各個角度更深入認識AAC，舉
辦第二屆「AAC影音創作比賽」，和大專校院特教系、聽語系、幼教
系學生，及身心障礙機構、小作所、語言治療師、特教老師等相關
領域的工作者、家屬，甚至障礙者本身徵求AAC溝通互動相關的影
片來參賽，目的是希望能觸及到更多有AAC需求的家庭。今年共有
24部優質影片參賽，除了前3名外，另有佳作3名，還有11件入圍
的作品，足見影片水準之高讓評審也難以選擇。比賽於11月1日假
台北當代藝術館舉辦頒獎典禮，此次比賽多了許多AAC使用者的家
長，跟使用者本身的作品，參與人數大幅增加，這表示越來越多人
知道這個有意義的活動。

人，只要在社會上生存，那麼和他人的溝通與交流就是避不
掉的必修課，而這些溝通與交流，多是依賴「口說語言」的方式來進
行，不能說話的人要如何來跟人溝通交流呢？這時候輔助溝通系統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簡稱AAC）就成
為幫助有口難言的弱勢族群，好好與人溝通的工具。

一般人對於這些溝通輔具的既定印象，通常侷限在「先天性的
缺失導致無法言語」的想法上，殊不知，一般人也會在一些情況下
導致語言能力喪失，像是中風、意外事故或心理因素……等，這些
人也是適用AAC的族群，只是因為沒有接觸，所以多數人不知道
AAC可以為他們帶來什麼幫助。第一社福基金會於去年第一次舉辦
「AAC影音創作比賽」，目的就是希望透過影片的推廣，讓更多人看
到AAC對於口語困難者所帶來的幫助，也讓更多不知道AAC可以協
助他們重返社會的語言困難者，發現AAC，進一步尋求協助，學會
使用，然後再度融入社會中，和人群正常交流，這是第一社福致力
於推廣AAC讓大眾認識的主要原因。

獲得此次創作比賽第一名的參賽者郭書瑋，小時候在第一社福
接受過早療服務，長大後也常常回來看當初協助他的語言治療師，
雖然有口語，但跟他不熟悉的人，對於理解他在說什麼需要花點力
氣辨認，因此除了口語，書瑋還有平板、手機打字、注音符號板和
溝通板等溝通輔具，這些都是讓書瑋可以和常人溝通無礙的工具，
由於書瑋是多重障礙的患者，他無法走路，但他有電動輪椅做代
步工具，可以很自由地想去哪就去哪，也因想早日完成「獨立」的夢
想，書瑋總是開著他的電動輪椅，去尋求工作的機會。就是這樣的
積極，他爭取到電影《白衣蒼狗》中的一個角色，這個契機讓他認識
了他的戲劇老師--林宗儒導演，當時林導演獲邀為這部電影的戲劇
指導，就這樣和書瑋認識成為朋友，書瑋想拍片分享自己溝通的歷
程，也是第一個想到請他幫忙，1+1的力量，讓這部高品質的影片
成功奪得此次比賽的第一名。

第一社福張菁倫執行長表示，根據衛福部統計，臺灣目前有
語言障礙的人數約12萬人，這些人無法透過語言溝通來達到訊息

傳遞、人際關係、社交禮儀這些基礎的交流，雖然眼神交流、肢體
動作、臉部表情及比手勢也可以進行一部份交流，但終究不如口語
來得容易讓人理解，且有些人因為先天身心障礙或是後天疾病的關
係，不只無法和人用口語溝通，連用肢體溝通也很困難，怎麼讓
這群人也可以和他人溝通無礙，不被社會邊緣化，輔助溝通系統
（AAC）就是最佳的解決方案。

人是群居的動物，溝通能力是抒發自我、幫助融入、減少誤會
的重要關鍵，第一社福將努力不懈地推廣AAC，讓社會大眾明瞭喪
失語言能力不代表只能過著孤獨或沉默的生活，經由AAC 的支持，
有口語溝通困難的人們也能和他人溝通互動，自信地表達出自己的
需求、想法和情緒，同時享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AAC是什麼】
輔助溝通系統 (Augmentative &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簡稱AAC)，主要是針對暫時性或永久性損傷，無法透過口語或書寫
來滿足溝通需求的溝通障礙者，透過AAC的支持服務，幫助他們把
想要說的話，用最快、最精準的方式表達出來。

恭喜得獎員工
．第三名：恆愛發展中心（許紫婕）．佳作：新北市愛立發展中心
（周芳瑜、郭珮倫）
．入圍： 中和發展中心（黃郁婷、鄭名君、謝嘉）、博愛發展中心

（黃歆喬、葉淸美）、第一兒童發展中心（劉映心、王嬿
茹、周思蘋、施懿芳、陳桂芳）

．佳人氣獎：中和發展中心（黃郁婷、鄭名君、謝嘉）

「AAC跨越溝通鴻溝平台」第二屆AAC影音創作比賽得
獎作品連結： https://reurl.cc/WN5v27 

▲  入圍的博愛發展中心教保員帶服務對象一起受獎分享榮譽。 ▲  第一名得主郭書瑋、林宗儒導演受獎。

▲  第一社福會持續推廣AAC，讓更多口語困難的朋友也能溝通無礙。

即便無法說話，也能順暢溝通

讓大眾更能理解AAC對有口難言族群的重要性
第二屆AAC影音創作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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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福服務台灣心智障礙者及其家庭邁入第45年了，每年
有許多企業夥伴幫助第一，讓服務穩定持續下去。其中一家企業夥
伴——「肯邦國際」，可謂是美髮產品的龍頭企業。

理念契合而聚集
肯邦國際看似為一家代理商，但從創辦人朱平跟執行長孫

希均二位的經營理念中，就可以看出肯邦不一樣的靈魂。30
幾年前，朱平創立肯邦公司時，曾經將肯邦定位成一個實驗室
（Laboratory）。在那時候美髮行業普遍薪資、利潤不高的年代，
大家最常聽到的是洗頭小妹洗到手都爛掉也賺不到多少錢，肯邦想
扭轉這個行業的頹勢，除了向美容院經銷產品外，更是重新改造美
容院經營方式；朱平鼓勵美髮師教育消費者自己整理頭髮、提高洗
髮價格，讓美髮師做高附加價値的剪燙染髮，而非著眼於廉價的勞
力付出。他們常常在品牌發表會時，將許多環保永續理念、對環境
友善觀念置入，讓店家也有責任意識，認為環境守護是大家責任，
慢慢也使得美髮師以使用肯邦產品產生強烈的認同感及榮譽感，大
家揪團不是為了取暖，而是為了共同理念，比如環保、永續、公益
等議題。尤其藉由每年的商務會議，除了讓來自全台各地的美髮行
業夥伴們能得到最新的專業資訊，跟公司的經營方針外，也常常將
公益元素置入其中，比如2020年肯邦商務會議就與第一社福一起關
懷心智障礙雙老家庭，除了拍攝第一社福的公益影片分享推廣外，
還在商務會議現場舉辦名人、藝人小黑裙無聲競標活動，也邀請一
批台灣設計師品牌捐衣義賣等一連串公益活動，最後集眾人的力量
捐贈二十幾萬善款給第一。

肯邦全台志工大隊長期耕耘在地志願服務
從2007年開始，肯邦就在全台成立志工大隊， 將一年一度關

懷社會的聚會式活動—「肯邦設計師節」，蛻變為可以在地長期服務
的團隊，以「在地人服務在地人的想法」出發，在這片土地的每個角

落散播善的漣漪。從那時起，全台的每個縣市都有肯邦的志工團隊
不間斷地執行各種公益善行。這些無私善行慢慢地改變了沙龍的文
化及設計師的某些想法, 沙龍因此逐漸建立了自己的文化型態, 進而
對鄰近的鄰里社群產生了強烈的影響力。

付出即是收穫
提到跟第一的緣分，孫希均執行長說，因為自己家人曾經在第

一服務，他非常認同第一的理念，第一的存在幫助一些困難家庭解
決問題。也因而當他聽到第一服務「雙老家庭」的問題，才知道老爸
媽帶著老憨兒的壓力有多沉重，尤其心智障礙者比一般人老化快20
年，當6、70歲的雙親帶著40歲的憨兒，實際上可能是帶著60歲身
體年齡的子女，形成老人照顧老人的狀況，這也讓他很不捨雙老家
庭實際要面對的困難及挑戰。他說企業的責任在於行有餘力之時，
能夠盡力挺身而出。在行善的過程中，看似我們在幫助別人，但實
際上是，「當我們在付出的時候，我們才是眞正的收穫者。」

除了年年贊助健走禮品之外，肯邦國際還有一件年年都會做
的事，就是訂購第一社福經營的「恆愛發展中心」中秋禮盒；在某一
年中秋節前聽說第一的烘焙禮盒銷售不佳，恆愛烘焙班的學員因為
生意不好發愁難過，這位美髮界行銷專家訂購2百多盒要當公關贈
禮，他貼心的在每一盒禮品中放進親手簽名的卡片，誠心推薦第一
童心寶貝手做烘焙禮盒，邀請肯邦國際合作的講師群、企業夥伴、
藝人朋友、員工一起支持。這一舉動讓童心寶貝當年的中秋檔期不
至於失業沒事做，也讓更多人認識第一社福的服務及烘焙產品。

肯邦認為在這個美的行業裡，設計師不只是有能力幫人改變髮
型，其實，也有能力發揮好的影響力，讓創造美這件事變得更有力
量。這應該是肯邦很重要的價値之一。

▲  前執行長賴美智接受肯邦國際邀請，於商務會議晚宴介
紹第一的服務。

▲  肯邦國際執行長孫希均代表公司捐出無聲義賣所得支票。 ▲  肯邦新竹志工隊到偏鄉小學義剪。

▲  一年一次肯邦商務會議，大家一起汲取新知、分享交流、為公益出錢出力，是一場志同道合的年度盛宴。 ▲  多位藝人及服裝品牌捐出衣物響應無聲拍賣。

關懷的腳步從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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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支持第一烘焙屋中秋禮
每年的中秋節前是第一烘焙屋智靑充滿鬥志、準備大顯身手的

忙碌時期，想要與第一好友們分享他們認眞學習、分工合作製成的
美味糕點。感謝台灣大哥大志工持續數年，連續10多天每天10位同
仁接力來到恆愛支援，讓禮盒能順利的如期完成寄出。謝謝大家的
踴躍支持，今年的
中秋禮盒訂購順利
達標喔。感恩每一
份支持心智障礙靑
年學習自立的溫暖
心意。

第一正向行為支持講座分享美國案例
近年來第一社福基金會持續推動正向行為支持服務模式，期望

提供工作人員有效支持情緒行為困擾的心智障礙者有穩定的生活，
9月18日第一很榮幸邀請到美國堪薩斯大學Dr. Howard Wills分享美
國學校及學校結業後針對高挑戰行為的預防與介入講座，如何運用
正向行為支持( #PBIS )支持具有嚴重情緒行為的心智障礙者，正向
行為支持應有的態度及策略，同時也分享了在美國使用中的自我監
控軟體的運用。藉由講座的討論及反思，提醒工作人員，正向行為
支持服務需要更有結構的進行策略規劃，這樣服務模式的執行有助
提升心智障礙者自我提示、覺察及決策的能力，最終目的是要讓身
障者過有意義的生活！謝謝老師的分享，讓所有參與者獲益良多。

7-ELEVEN 小7集點換物資
6/26-8/18本會與7-ELEVEN合作「小7集點卡」點數愛心捐贈合

作，點數愛心捐贈共1,049,254點。8月份將獲贈點數兌換物資包
括：隨機公仔香皂 8237
個、uni water250箱、
萬家香淡口醬油1340
瓶、Super Mario磨菇
電子鐘夜燈35個、軟式
珪藻土吸水地墊8個、
迪士尼公主系列馬克杯
4入組5份。此次點數兌
換之物資用於第一社福
心智障礙者服務及活動
贈品使用，感謝所有參
與點數捐贈的朋友。

台北福齡扶輪社捐助幼兒服務
因台北福齡扶輪社一位社友與第一創辦人同為北一女校友的

情誼，開啟福齡扶輪社認識第一的緣分，之後福齡扶輪社通過了支
持第一兒童腦性麻痺幼兒設備添購、及幼兒服務的教保訓練經費。
捐贈儀式當天，張執行長特別介紹幼兒服務的小設備輪凳，她指出
教保員坐輪凳與孩子高度較一致，照顧孩子時眼神較能平視，照顧
指導時，更能觀察孩子臉部表情，增加互動；而且幼兒服務常要攜
抱孩子，坐在輪凳上抱小學員移行，可減低攜抱所需的力量、降低
受傷風險，是教
保員日常的好幫
手。謝謝福齡扶
輪社獻愛第一，
除 了 贊 助 設 備
外，還支持教保
培訓，讓專業可
以走的更穩、更
遠。

恭喜第一社福112年全台機構評鑑全數榮獲
優等
． 113年度「我畫我話–身心障礙繪畫比賽」得獎名單  

恆愛發展中心(方文源、李欣宇、吳明貞、宋柏奕、陳佑
齊)、三重五華日間照顧服務中心(陳家慧、王星九、陳依
圻)

． 第27屆「愛在畫中」畫展得獎     
愛智發展中心(李品逸)、愛新發展中心(鍾元倫)、崇愛發展中心
(許宏生、陳珮吟、呂俞賢)、新店央北社宅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支
持照顧服務(許銘峰)

．2024 第廿一屆國際身心障礙者藝術巓峰創作聯展
  三重五華日間照顧服務中心毛耀誠、羅鈞瑋、詹宜樺、葉心汝
． 2024第12屆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北區初賽多元表演成人團體
組第四名

 崇愛桶鼓隊
．113年新北市模範身心障礙者家屬得獎名單
 愛智發展中心羅研
．113年新北市績優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專業人員
 中和發展中心曹博雅
 愛智發展中心彭家政
．113年新北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有功人員
 愛立發展中心張碧雲

恭喜得獎！

．2024第12屆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北區初賽視覺藝術類 
 優等／ 新店央北社宅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支持照顧服務(李佳儒)、

崇愛發展中心(陳建佑)、愛立發展中心(謝大偉)
 佳作／ 三重五華日間照顧服務中心(毛耀誠、林柏安)、中和發展

中心(伍哲漢、楊淑芬)、愛立發展中心(呂金憲、巫佳靜、
段喬茵、陳志維、陳韋銘、游昱倫、游淑萍、葉柏毅、
蔡富豪)、崇愛發展中心(呂俞賢、林奕辰、邱玟綺、陳姵
吟、劉玉珍、劉宗弈)、新店央北社宅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支
持照顧服務孫寅棟、許銘峰、劉岱祥、第一就服中心快樂
時光聯誼會(李靜宜)

 入選／ 新店央北社宅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支持照顧服務(陳品安、鄧
婷方)、中和發展中心(石井啟介、范世葦、范烝瑋、謝岳
成、謝純眞)、崇愛發展中心(范芷榕、許宏生、陳彥伶)、
三重五華日間照顧服務中心(許以白、陳家慧、蔡侑庭)、
愛立發展中心(盧冠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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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人姓名：      性別： □ 女   □ 男  生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分機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 □□                                                            

收據抬頭： 　身份證字號／統一編號： （同意上傳至國稅局，採網路申報時免附收據）

收據寄發： □年度彙總 ( 隔年 3 月寄發 )     □按月寄送（每月 27 日扣款後寄發）    □不需收據
徵信查詢 ( 捐款記錄 )：□願意公開     □不願意公開     【註】：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規定，除捐款者事先以書面表示反對外，本會需主動

公開前一年度捐贈者淸冊，包括姓名、金額等。

我願意 □ 定期定額月捐 元 / 或單筆捐款 元，不索取贈品
 □  單筆捐款 1000 元，索取童心寶貝畫作杯墊 2 入。（贈完為止）

 □  單筆捐款 2000 元，索取□ 甜美粉貓咪□ 奇幻粉獨角馬□ 英勇綠恐龍□ 好功夫熊貓。（ 贈完為止）

  □  定期定額月捐 500 元 ( 持續一年以上 ) 或  □ 單筆捐款 6,000 元，索取尼尼愛心傘。（ 贈完為止）

 □  定期定額月捐 600 元 ( 持續半年以上 ) 或  □ 單筆捐款 3,600 元，索取康健雜誌 4 期康健雜誌   
(2024 出刊月份：一 . 三 . 五 . 六 . 七 . 九 . 十 . 十一 )+2 本康健特刊。

  【註】：定期定額月捐款，欲停止捐款請來電 (02)2722-4136#831

【贈品收件人資訊】：□同捐款人   □另寄，姓名：    電話：    

    地址：
【信用卡資料】

信用卡卡別：□ VISA    □ MASTER    □ JCB    □聯合信用卡              

信用卡卡號： - - - （美國運通卡不適用）

發卡銀行： 　　信用卡有效期限： 月 年 ( 西元 )

持卡人簽名： （請與信用卡背面簽名欄簽名相同）

尼尼愛心傘童心寶貝畫作杯墊

信用卡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05175271•戶名：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請塡下列授權表並傳眞至：02-27201932  捐款洽詢電話：02-27224136 轉 431  或至本會官網 www.diyi.org.tw 線上刷卡

康健雜誌

感謝希洛恩有限公司支持慢飛兒早療服務，捐
出4款共224個Bixbee 3D童趣書包，即日起凡單筆
捐款滿2,000元，即可獲贈Bixbee小童造型書包一
個(贈完為止)。有甜美粉貓咪、奇幻粉獨角馬、英
勇綠恐龍、好功夫熊貓等四種童趣款式，邀您一同
捐款支持幼兒早期療育，把可愛書包帶回家！

捐款響應：

邀請您透過全家便利商店店內FamiPort機
台或手機APP，支持【愛陪伴動出健康-成
人心智障礙者運動樂活計畫】，幫助心智障
礙者培養運動習慣，增強其心肺功能與肌
耐力，維持身心健康穩定，小額捐款輕鬆
行善，幫助童心寶貝健康樂活。

★時間：114年1-12月
★  操作方式：
1. 店內FamiPort機台：首頁「公益」→「愛心捐款」→「關懷身心障礙者」→「第一社福基金會」
→輸入姓名/捐款金額/電話/地址→列印繳費單→櫃檯刷條碼繳費捐款。

2. 全家手機APP：於APP首頁下方點選「我的公益」→「捐$做公益」→「身心障礙」→「第一社
福基金會」→「我要捐款」→塡妥付款資料→捐款完成。 【 線上捐款 】

每月100元，守護童心寶貝 讓愛延續下去

活動期間：113/6/1~114/5/31
誠摯邀請您跟我們一起
守護童心寶貝
即日起於momo購物網定期定
額捐款$100元，以實際行動幫
助童心寶貝活力老化。

愛心定期捐
【陪你一起老 助憨兒活力老化】慈善捐款 邀請您支持

全家便利商店FamiPort機台&手機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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