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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基金會官網
改版【正式上線】

https://www.tzuch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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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
慈濟永續報告書上線囉！

感恩有您的護持，為實踐永續發展及善盡對社會與環境的責任，

2022年我們發行了第四本永續報告書，以負責嚴謹的態度，就公

益關注者最為關切與本會慈善推展有重大影響的議題，檢視及揭露

我們的因應策略、做法與成果。同時，期待本報告書也將做為與公

益關注者溝通的重要媒介，懇請藉由內、外部公益關注者不吝給予

指導與建議，讓慈濟持續邁向永續發展方向。

*註：公益關注者即為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

永續專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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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提報電話：
0800-787-080 

（0800-親幫親-鄰幫鄰）

提報個案 11,124件

長期濟助 94,869戶次
居家關懷 149,867戶次

急難補助 13,596件

居住環境改善 370件

助學 4,659件

■ 慈濟慈善個案關懷，以「家庭」為單位，透過全人、全
家、全面、全程關懷陪伴模式，依著訪視工作中看見的需
求，以直接、務實、即時提供照顧，如長期濟助、居家關
懷、急難補助、房屋修繕、獎助學金等，以期提升家庭功
能，全方位守護弱勢家庭。

二Ｏ二二年第三季慈善重點成果

統計區間2022/1/1-9/30

臺灣慈善

✪第三季慈善關懷數據：

3

您或您身邊有人需要幫助嗎

加入慈濟
官方LINE
線上提報

■ 2022年1-9月 慈濟關懷社區災害意外事件，共計137件，
於各地急難援助膚慰，志工投入逾4,451人次，慈濟在全臺
關懷1,272戶次、發放應急慰問金322戶。



合作慈善

澎湖縣府攜手慈濟
簽署合作共善備忘錄

九月七日，慈濟與澎湖縣府進行合作共善備忘錄簽約儀式，
由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與澎湖縣長賴峰偉雙方完成簽
署儀式，以「慈善關懷」、「教育關懷」、「醫療照護」、
「災後防救」、「環保生態」、「公益人文」等目標，共
同合作並打造永續發展、愛心循環的海洋城市。

不論海內外，哪裡有需要，慈濟的慈善足跡就到哪裡，透
過共善簽約，慈濟與澎湖縣政一同攜手服務到更多的澎湖
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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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防減災策略聯盟成立
資源互助資訊互通

9月15日，在慈濟花蓮靜思堂舉行了「111年度防減災策略
聯盟與教育深耕研討會」，在研討會進行之前，舉行防減
災策略聯盟成立儀式，此聯盟由農委會主導策畫，從中央
到地方，橫跨水土保持、消防救災、以及衛生教育等共12
個公民營單位，共同簽署策略聯盟，分享經驗也結合資源，
提升應變能力，降低災害對民眾的影響。

＊聯盟成員包含，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花蓮林區管
理處、行政院農委會農田水利署花蓮管理處、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交通部公路總

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花蓮縣消防局、花蓮縣政府農業處、花蓮縣政府建設處、花蓮縣
政府教育處等花蓮在地公部門，及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東華大學、大漢技術學院等民
間團體及學校共12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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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慈善

共同守護鄰里之愛
慈濟澎湖輔具平台揭牌

9月7日，慈濟澎湖聯絡處舉行慈濟澎湖輔具平台揭牌儀式，由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副執行長張宗義、慈發處主任呂芳
川、多位澎湖當地民意代表等，及實際參與運作慈濟志工參與
揭牌。

最早投入輔具領域的慈濟志工謝國榮分享，5年半之前，成立二
手輔具的初心在於補政府不足，另外為落實環保，輔具來源來
自各方愛心民眾的信任及支持，輔具平台預計日後將成立維修
班，進行輔具維修及保養服務。

慈濟輔具平台目前全台有25個據點，平均一年送出兩萬件輔具，
除了愛惜物命，也幫助有需要的弱勢家庭，慈濟澎湖輔具平台
揭牌，往後期待也能照顧到更多的澎湖鄉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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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教育獎程耀寬
田徑場上擲出一片天

今年總統教育獎得主，台中清水國中二年級的程耀寬，父親罹癌，
新住民母親身兼多職撐家計；而他自己也罹患妥瑞氏症，病症影響
課業，直到接觸鉛球和壘球擲遠，發怪聲的症狀改善了，比賽表現
也拿下全國第一，這次再獲獎，長期陪伴的慈濟志工感到欣慰，送
上筆電，幫助他學習。

耀寬分享：「在國小四年級的時候，就發現我得了妥瑞氏症，然後，
它讓我上課的時候都會不自主發出聲音，練一年左右，我的病情就
有比較好轉，就不會那麼常發出聲音。」

一次又一次，練習最基本的步伐，停頓，思考，再修正。體育這件
事，不只改善病症，也讓他找到照顧家人的方向。耀寬希望可以變
成國家級的選手，拿到一些獎金來幫助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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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總統教育獎最年輕得主是澎湖縣中興國小四年級黃宜萱
同學，雖然從小生活條件有限，家裡最拮据的時候，不僅白飯果
腹，甚至存摺的數字是個位數。但扶養她長大的母親與兩位姊姊
給予滿滿的愛與正向引導，黃宜萱不會覺得自己身處逆境，反而
會利用機會回饋社會。對於一路上許多幫助過她的貴人，無論是
公部門、社福團體、師長、同學……黃宜萱最想跟他們說聲：
「謝謝」。

慈濟志工一路陪伴，見證她們的艱辛與努力，志工蔡麗春印象很
深的是黃宜萱的母親曾說過：「孩子不能選擇父母，但父母要傾
全力給孩子最好的身教。」蔡麗春表示，宜萱能獲得總統教育獎
殊榮，我們看到她回收環保惜福愛物的創作、努力的堅持，也看
到她從受助者變成助人者，由衷敬佩與讚嘆。人生沒有過不去的
關卡，在於本身要不要努力，黃宜萱一家做了最好的示範，也祝
福黃同學一家平安吉祥。

二Ｏ二二總統教育獎
最年輕得主 黃宜萱
勤學助人獲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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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慈善

0 9 1 8 池上 地震
慈濟、台積電攜手
協助花蓮震後重建

花蓮縣政府攜手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與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共同

進行震災復建工作，10月7日於玉里鎮公所召開定期工作會議，

由縣長徐榛蔚親自主持，使修繕進度順利推進，透過定期工作會

議彼此掌握進度與資源協調。

徐榛蔚縣長表示，重建之路是漫長的，需要更有效率地落實完成，

感謝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和台積電慈善基金會，積極就重建修繕

進度進行細部討論，全力協助房屋損壞的鄉親都能得到最好關懷

及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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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國際合作夥伴
守護烏克蘭難民兒童

俄烏開戰後，烏克蘭孩子在逃難中，受到了創傷變得像「小烏龜」，
心理沒有安全感，對人對事對物都有防備心。聯合國估計，烏克蘭
有730萬孩童，七成需要人道援助，其中，三分之二的孩童無家可
歸，300萬滯留烏克蘭境內需要救援，250萬成為難民，700位嚴重
受傷外，更有無數的孩童受到心理創傷，飢餓⋯⋯

在難民移動的路上，慈濟也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合作提
供安全庇護，於摩爾多瓦、斯洛伐克，波蘭、羅馬尼亞、義大利、
保加利亞設立37個「藍點」安全空間，為兒童及其母親提供必需品、
醫療服務、醫療急難金援助。

每天，幾千個孩童會在這些安全空間短暫的休息、登記留檔確保安
全或尋求特殊照顧，然後繼續前進抵達安全國家。

慈濟也和天主教靈醫會合作，提供難民家庭住宿。其中沃米基修道
院將部份空間空出來，收容了20位成人和11位孩子，特別收容媽媽
帶較小孩子與身心障礙難民，住在這裡的難民大家互相幫忙，吃飯、
打掃都要自己做，收容所就是他們共同的家。羅馬神父說：「只要
難民需要，我們會一直守護他們。感恩慈濟讓這個家充滿孩子笑聲，
帶來希望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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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戰火持續，受傷的軍人不計其數，得知波蘭政府收留烏克
蘭傷兵，給予醫療服務，慈濟波茲南團隊立即啟動關懷，幾個
星期以來，陸續走訪不同城市，慰問受傷的士兵，並提供一千
波幣（約6,844台幣）的現值卡，作為生活補助。

受傷士兵友人哈莉娜，感恩地說：「這些烏克蘭士兵受傷後只
能拿到半薪，然後又被送到波蘭接受治療，身上幾乎什麼都沒
有，基本無法維持生活，所以我認為他們需要外界持續給予支
持。」

志工送上全球慈濟人的祝福，並留下聯絡方式，未來也會繼續
關心，評估需求提供相關援助。

閱讀更多：
＊土耳其經驗助慈濟為烏克蘭難民發放
＊陪烏克蘭難民等一條回家的路

波蘭接收烏克蘭傷兵
慈濟發放現值卡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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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佛國 援助尼泊爾
洗腎中心啟用運作

尼泊爾藍毗尼是佛陀的出生地，二千五百年後卻依然貧窮且醫療資
源匱乏。二○一八年尼泊爾國際佛教協會創辦人麥特立法師看見居
民需求，希望在義診中心增設洗腎服務。同年八月馬來西亞分會副
執行長陳吉民醫師帶著人醫團隊前往藍毗尼探勘，並於二○一九年
九月啟動洗腎中心增建工程、改善醫療環境。洗腎中心於二○二二
年三月獲衛生部核准運作，開始為病人洗腎。

阿木是藍毗尼洗腎中心的第一號腎友，她之前需要奔波約三小時的
車程到另一處，再花四小時的洗腎時間，有時還要過夜，兒子因為
要接送和陪伴媽媽，以致無法工作。」阿木的兒子費洛上班不固定，
為了醫治母親的腎病，賣掉了所有金飾和部分田地，欠下巨債。還
好是鄰居，費洛的老闆，常送來熱食讓他們一家免於挨餓。

如今，阿木轉到義診中心洗腎後，只需要二十分鐘的車程就能夠抵
達，省下舟車勞頓的辛勞，也節省了開支，兒子也可以安心去工作。
慈濟團隊帶來醫療和慈善關懷，幫助阿木一家改善生計，但願慈濟
帶來的善能量，能協助阿木度過考驗，翻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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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然環境的一念心
慈濟代表NGO登聯合國演說

聯合國大會舉辦為期一日「為自然環境的一念心」（Moment for 
Nature）高階座談，「聯合國新聞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Global Communication）推薦與邀請慈濟「全球
合作發展事務室」專員楊宇緗（Ashley Yong）前往紐約聯合國總部
代表「聯合國新聞部青年委員會」(Civil Society Youth 
Representatives Steering Committee) 參與此高階座談發表演說。
楊宇緗代表聯合國新聞部認證的1,600個組織的青年成員，向各國代
表闡述青年族群對環保議題的關注與行動，這是當天會議中，唯一
一個非政府組織代表。

在簡短的近三分鐘演說中，楊宇緗以「青年在環境保護過程中做出
什麼行動」為主題，呼籲大會成員應更關注青年族群對「三重地球
危機」的環保行動，重視青年族群有趣和有創意的環保項目，提升
對下一代環保行動的投資，讓年輕人能更多的參與決策，繼而讓新
生代成為守護地球環境的核心推動者。最終目標是讓各年齡層的人
都能一起攜手，解決生態危機與氣候變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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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綠能知識紮根
淨零碳排環境展向

以科技融合人文關懷，工研院與慈濟基金會8月22至24日於沙崙綠
能科技示範場域，共同舉辦第一屆「科技人文種子師資培訓營」，
以「用專業、做公益」為宗旨，結合兩大組織特色「科技研發」與
「人文關懷」，打造多元、跨領域的虛實整合培訓活動，培養具備
科技人文跨域能力的種子師資。

營隊特色為結合慈濟人文領域及工研院科技專長，快速充實志工在
從事科普教育輔導工作時，應具備的先進科技知識，也同時培養科
技人士投入兒童公益志業時應具備之人文關懷意識。

8月23日是第一批次學童科技體驗課程，以「地球防衛隊」為營隊
主軸名稱，展開「兒童公益科技體驗營」活動課程。不同於教室裡
的上課模式，而是善用綠能科技示範場域，以闖關的模式設計了「
太陽能樹」、「風之使者」、「節能屋」、「充電樁」、「氫能科
技」五個關卡，將淨零碳排七大次領域主題的活動與任務，結合工
研院技術特色及慈濟人文環保性質，以及闖關團隊共同的生活經驗
，以生動活潑的遊戲挑戰，將科技人文帶給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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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 與“玩轉學校”
攜手實踐社會共善與創新

慈濟基金會邀請東部地區慈濟關懷家庭的大專生，利用寒暑假來慈
濟工讀，擔任領航員，幫慈濟關懷戶孩子一對一的課輔，並依領航
員的專長興趣，在營隊當中做紀錄、攝影、影片剪輯等，同時依據
他們的專長，進一步安排參與慈濟的社會創新活動，致力於提供多
元機會讓大專青年投入社區公益服務，期待善的種子能種在每個孩
子的心田裡，成為生命力量的活水源頭！

致力於以遊戲推廣創新教育，並為全臺第一間教育領域，獲得國際
B 型企業認證的「玩轉學校」，第三年與慈濟基金會合作，首次以
「領航員培力計畫」攜手共善規劃創新創業營隊，除了培養宜花東
國中生社會創新的精神之外，更帶領近30位以上領航員投入營隊工
作人員，讓領航員從手心向上的受助者，變成手心向下的助人者。

透過與慈濟連三年的合作，歷年合作的營隊成果顯示，有9成以上學
員活動後開始關心世界，更有8成以上孩子認為自己的自信表達能力
提高，並有97% 學生表示想再次參加玩轉學校的活動！玩轉學校期
盼能將此合作模式推廣至台灣各縣市，從教育著手推動社會創新的
討論風氣、對孩子關鍵能力的培養，以創新教育為基石，攜手共創
「對世界不再冷漠」的未來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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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靜思堂
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繼慈濟高雄靜思堂後，台中靜思堂也獲得「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
證，舉行了隆重揭牌典禮。台中靜思堂秉持友善環境理念，本身建
築就使用省水、省電的環保工法和通風設計。目前共設三個展館，
分別為友善大地館、綠色生活館及永續未來館，包含科普教育體驗、
環保一條街、環保一條龍、聲控環保主題牆，展出各種循環產品包
含，環保黑板布、環保塑木，以及環保打卡裝置藝術等。提供學，
與民眾環境教育學習體驗。

靜思堂的環境教育場域不只有低碳生活、節能減碳，更結合慈濟救
災經驗的永續教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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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A台灣永續行動獎
慈濟慈善、防災及環保獲獎

「凝聚永續力量讓世界更好！」2022第二屆「TSAA台灣永續行
動獎」8月12日在台北世貿舉行頒獎典禮，慈濟基金會積極呼應聯
合國永續發展的ESG(環境保護Environment、社會責任Social、
公司治理Governance），在社會共融面向，以青年公益慈善行動、
防災永續與合作共善提報，雙雙獲得金獎肯定，另環境永續面向，
提報慈濟台灣環保志業行動，則獲銀獎殊榮(金獎從缺)。

「青年公益實踐計畫」為青年量身訂做，2017年起每年辦理青年
公益實踐計畫，依循《慈濟願景白皮書》六大友善呼應SDGs，為
全臺首創青年公益孵化社會創新平台。

2021年聚焦永續發展目標精神與準則，以「認識永續發展、了解
社會議題，透過公益孵化，讓青年創造更多正向社會影響力」為
旨，開展「永續發展」與「社會創新孵化與培力」兩大方向，期
望年度規劃結合當代議題趨勢，及慈濟長期深耕公益經驗，成為
臺灣青年公益孵化與實踐行動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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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永續與合作共善」與慈濟2016年揭櫫於《慈濟願景白皮書》
之「友善地球」願景，及SDGs 11建設包容、安全、具防災韌性
和永續的城市和社區契合，更與自1969年起建立國際賑災「六安：
安身、安心、安居、安學、安生、安養山林」模式吻合。

另外，慈濟在社區投入資源回收與環境教育，環保站除了帶來環
境效益，也帶來正面的社會效益。以公益社會影響力（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方法學分析結果顯示，環保志工
透過協助社區資源回收與鄰里互動，更建立自我及提升團體認同，
增進人際關係，進一步促進身心的健康。

慈濟基金會也規劃「以臺灣之名、共善同行─變，是唯一不變；
永續，是慈濟基金會致力的方向」為主題，參展「2022亞太永續
行動博覽會」，2022年慈濟將邁向第57年，使致力於人間佛教的
靜思法脈導入「Power BI」數據視覺化管理，

未來將建置組織治理與特色創新的BI指標儀表板，致力優化全球
慈善行動，拓展落實於全球各慈濟分會及分支聯絡處，並加速數
位轉型、輔助永續視野，慈濟將以「邁向永續」為最終目標，為
人類永續、地球永續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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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袍救災醫師吳坤佶
當選全國救護志工菁英

於2021年0402太魯閣事件中，這張暖心的照片溫暖了許多人，照片

中的吳坤佶醫師，為花蓮慈濟醫院骨科主治醫師，身兼花蓮縣消防

局救護大隊大隊長、特種搜救隊教官，經內政部消防署審查評核，

當選2022年全國救護志工菁英。

照片內的男童，是當時吳坤佶醫師深入救援時遇到受驚嚇的小朋友，

慌亂地抱著媽媽，看到醫師更怕。我請媽媽讓我抱他，「媽媽受傷，

我們今天不打針，你不用擔心！」一歲多的小弟弟剛開始有點掙扎，

後來就乖乖地倚在我身上，很勇敢，我跟媽媽說等你處理好，小貝

比會跟你到醫院，不要擔心！直到支援人力將他們送到臨時醫療站，

再送往醫院治療。

吳坤佶醫師蹲坐隧道裡，為驚嚇的小男童帶來最大的安慰。（圖／義消蔡哲文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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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荊山大師佛畫藝術
經典展」於花蓮靜思堂展出

活動紀實

夏荊山文化藝術基金會、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花蓮縣政府合辦
「萬法心生：夏荊山大師佛畫藝術經典展」，於8月29日舉辦開展儀
式，由國際級美術館規劃策展團隊規劃，首次展出夏荊山佛畫各系
列經典之作，分為「巨幅佛像」、「入世紅塵」、「超凡境界」等
三大主題，共展出6件10公尺巨幅畫作及118件全系列經典作品，透
過夏荊山清淨祥和的佛像繪畫，廣結善緣，淨化人心。

展覽以四大系列「慈、悲、喜、捨」作呈現，結合慈濟「慈悲為懷，
濟世救人」的初心，夏荊山藉佛法修持融匯而出的佛理睿智與筆墨
精華，期待大眾透過修身養心，而能萬事自在隨緣，終得善果。

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顏博文執行長表示，夏荊山老師的文字與畫都
很莊嚴，可見其在藝術的造詣、在佛學上的修行。「心中有佛，看
人是佛；心中有法，看畫是法。」相信夏荊山老師的畫可以呈現與
相應我們個人在佛法上的體會。花蓮縣政府徐榛蔚縣長以其中一幅
鍾馗的畫分享「心正，則千千萬萬邪不入。」也提到當代藝術巨擘
夏荊山師從南懷瑾，其畫作蘊含極深的佛法哲理，更感謝慈濟基金
會與夏荊山基金會攜手將畫展訂於花蓮舉辦，進而弘揚佛法，引領
社會人心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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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與傳》中區聯展
邀您看見在地懷舊與傳藝

21

慈濟基金會在中部地區台中靜思堂、慈濟民權聯絡處、清水靜思堂、
慈濟大里聯絡處、慈濟南投聯絡處、慈濟苗栗聯絡處等六處會所，
展出《船與傳聯展》，以當地懷舊人文采風為主題，各點結合當地
歷史人文、風土民情，展現在地傳藝之美。

慈濟基金會副執行長何日生表示，這次《船與傳聯展》追述過去各
點的歷史文化特色，透過展出，讓年輕一輩透過輕鬆方式理解傳統
文化的美、里仁間的愛，「船」乘載久遠的智慧與文化至今，我們
有今天的成就與繁榮復甦，要感謝先祖的基礎。在介紹各展區的特
色時，也以慈濟大里聯絡處的《大里杙》展區，提及「船」對於佛
教、慈濟有特別意義，以法船比喻引渡眾生到彼岸，讓眾生依靠著
「愛」、把心靠岸。

台中市文化局副局長施純福特別感謝慈濟，對於台中市不僅是快打
站的付出，也推動文化，非常令人感動跟敬佩，疫情期間文化局推
出以「藝」抗疫，用藝術來療癒人心，慈濟也展出《船與傳聯展》，
非常感謝慈濟在社會公益、在文化的力量協助台灣對抗台灣這次的
疫情。

本次聯展展期為期半年，自2022年7月29日至2023年2月28日，歡
迎民眾索取集章護照，參觀慈濟民權聯絡處（台中分會舊址）再加
三個會所即可索取手作結緣品。



六藝劇團《南洋奇遇記》
1,100名親子高雄靜思堂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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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基金會邀請六藝劇團在慈濟高雄靜思堂演出「南洋奇遇記」，
透過童話故事背景、編排戲劇方式呈現，傳達各國迥異的文化內涵，
彼此互相尊重與包容。1,100名親子在這場奇幻之旅的互動，寓教於
樂了解新移民、新的文化背景。

臺灣是個多元族群組成的國家，「新住民」成為人口結構上重要族
群之一，認識及尊重來自不同國度的文化，臺灣因為新住民的加入，
讓文化更顯多元與豐富。慈濟基金會在社區深耕、關懷新住民多年，
期待在族群融合上，彼此之間能多點理解，消除歧見，和諧共處，
六藝劇團演繹的《南洋奇遇記》，透過戲劇讓孩子了解不同國家的
民俗風情。

《南洋奇遇記》透過主角班傑明前往四個國家，學習及帶回不同的
能力及人才，讓孩子除了了解自己的文化，也能尊重、包容他人的
文化、風俗，六藝劇團演出的故事都是親子劇，就是希望家長陪孩
子一同來看戲，親子共讀、共賞，回家後能有更好的溝通管道，親
子一同成長。

靜思堂不僅是慈濟人在此活動，全年開放的靜思堂更是歡迎大家進
來走走、坐坐，認識慈濟，也希望藉由這次親子劇的演出，能讓小
朋友開心看表演、大朋友找回赤子之心。



「如果兒童劇團」於8/20至花蓮演出「小熊愛地球」，讓蒞臨觀賞
的大人小孩，從表演中得到愛護地球人人有責的啟示。現場有超過
800位民眾在花蓮靜思堂渡過美好的週末時光。

「小熊愛地球」描述因為人類的濫伐樹木、亂棄垃圾造成森林中的
「清涼薄河」受汙染，小熊和朋友如何去拯救這條河的故事。慈濟
基金會副執行長劉濟雨致詞表示，有這個機會讓爸媽帶著小孩來靜
思堂參加有意義的活動，相信大家會過一個溫馨祥和的家庭日。
「如果兒童劇團」表演的內容是現在每個國家、每個人都重視的環
保議題，沒有地球，我們就無法生活。

演員誇大的動作、活潑的舞步和有趣的對話，讓小小觀眾看得目不
轉睛。寶貝們依偎在父母的懷裡，過一個溫馨的親子假日活動。民
眾許女士是第二次帶著女兒來花蓮靜思堂看「如果兒童劇團」的演
出，她分享說劇團利用小孩感興趣的話劇表演，來引導小孩去了解
事情，還能刺激出小孩不一樣的想法，小孩很喜歡看。小女孩在一
旁附和著說「真的很好看！」

劇團生動活潑的演出，不僅小孩喜歡看，爸媽也會喜歡。慈濟靜思
堂除了是道場空間，更期許成為社區的交流互動所在，除了廣邀各
類團體共同舉辦活動外，平常也歡迎大家來靜思堂參觀。

如果兒童劇團《小熊愛地球》
花蓮靜思堂環保愛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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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慈濟 line	在一起
推出 六 大 新功能

慈濟基金會LINE官方群組，推出六大新功能，包括個人專區、慈濟
網頁、心靈成長、活動資訊，善用科技，讓你隨時行善、心靈充電，
隨時掌握慈濟訊息。

順應行動科技時代，慈濟基金會Line官方群組，透過民眾常用的行
動通訊軟體，隨時更新慈濟資訊，善念善行不漏接，善用科技，除
了愛心捐助、志工招募，讓你能隨時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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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捐款慈濟官方line

一指積善共造福緣，一念成功歡喜功德，

動一動手指就能啟動善行，把握付出的每一刻！



線上場次

https://reurl.cc/NGRE7p
地區場次查詢

https://reurl.cc/OE4eZr

2022年歲末祝福

誠摯邀請，闔家蒞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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