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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的話                                         秘書長／黃盈豪

部落廚房正式搬家了喔，現在在達觀口東崎路旁新搭建的地方繼續提供照顧服務，

也繼續大安溪沿線的部落工作。

從九二一地震之後，大安溪部落工作站就開啟部落照顧的相關計畫，也開始籌建部

落廚房。用貼近部落在地文化脈絡和在地人力來進行老人送餐、醫療接送和簡單的居家

照顧服務。十多年來幾乎都是用一群部落媽媽經營部落廚房產業的盈餘和民間少數方案

的力量在支撐，沒想到十多年後政府也終於開始重視用國家的資源來開展部落老人照顧

積極推動長照2.0了，樂見現在各個專業團體和部落組織也都投入了老人照顧的工作。
這一期的深耕部落報，可以看到部落廚房多年來累積的照顧服務和發展的脈絡，一

群深耕部落的工作者有外來的專業社工有部落青年都投入了細緻的照顧工作，翕翔和澎

澎描寫了醫療接送和老人照顧的情景、羅賓分享了部落課後照顧的新開展、小白幫忙把

告別舊廚房的系列活動做了記錄，很令人感動的是這些部落照顧的工作都是靠部落廚房

自己的力量在支撐而沒有國家的資源介入。過程中多年來一直協力的至善基金會也親臨

舊廚房的告別活動，謝謝至善執行長智杰給新廚房的祝福。新廚房有新旭大哥親力親為

的手作和帶頭搭建及裝潢，也有建治帶著大夥在新的土地種下新的作物和飼養，未來希

望正慢慢在發芽，雖然挑戰也不少，但大家還是協力向前不忘推動共食分享的初衷。

延續部落文化中的「共食」

傳統，來客不分南北來，不

管身分是政府、民間、學校

代表，深耕的老友們，都不

見外的每人拎來一道菜，擺

上桌，大家一起吃飯。

深耕德瑪汶協會要搬家了，首發

活動在農曆年前的一個寒流天，我提早

一天從台北南下到達觀的新廚房和素鳳

、建治等人聊聊天。天氣好冷，但大伙

兒在新廚房忙進鑽出，山坡上的櫻花開

得熱鬧，剛好和我們一起見證部落廚房

十五年的重要時刻。

不到十度的冷天，重頭戲是大伙兒一起吃飯。延續

部落文化中的「共食」傳統，來客不分南北來，不管身分

是政府、民間、學校代表，深耕的老友們，都不見外的每

人拎來一道菜，擺上桌，大家一起吃飯。

這是一場山中的饗宴，我邊吃著各地來的食物，一

邊欣賞原住民實習生們帶來音樂創作，我看著一張張投入

音樂裡的熱切臉孔，他們有的是魯凱，有的是泰雅，有的

是太魯閣族，大伙兒聚在這裡同慶，是因為受到深耕長期

投入部落發展工作的精神號召。

九二一地震催生出深耕德瑪汶，但滋養他們，給他

們力量的是這一塊土地，如今深耕儼然已成為原住民部落

社區發展工作人才的搖籃，至善真是與有榮焉。

善的古字，上面是羊，下面是口，一群人一起吃羊

，很快樂，就是善。在傳統中華文化裡，一起吃飯是最棒

的事，這和原住民的共食文化是相通的。吃著別人貢獻的

美食，我突然領悟，至善一直以來做的是多元文化發展工

作，不管是在華人文化還是在原民文化裡，我們總是和社

區一起工作，一起走到最後，是因為我們在文化相通之處

─善─相會，彼此理解、連結，一起成長。

謹以此文，邀請朋友們到部落廚房一起吃飯，給新

廚房祝福，給深耕夥伴們支持，你會和我一樣，很快樂。

一起吃飯，真快樂！ 

深耕×重要時刻＝給新廚房祝福    
 至善基金會執行長／洪智杰

隨著工作站搬遷陸續完成，農園農具屋與飼養場逐一

搭建完，新農園各項工作正式開展。

這幾年，農園的經營從蔬菜耕種慢慢進入到飼養的階

段基礎已具成效，這樣所累積的基礎提供我們對耕種更多

元的想像，也開始有了較策略性的蔬果耕種規劃。所謂策

略性耕種，就是提高不須花耗大量人力的蔬果種植比率，

與選擇幾種全年生與可在短期進入生產期的種類，所以去

年秋天我們開始嘗試種植了地瓜和馬鈴薯，今年春天我們

也搭完百香果架子，秋天也規畫種植木耳和香菇，加上協

會新租借的桃子園與原來甜柿與各種季節性蔬果，幾乎整

年協會都可有產品推出，豐富穩定的生產端，就更可累積

消費者的信賴與支持。

幾年的努力，我們讓土地慢慢變豐富，也看到了更多

的可能，自立、茁壯是我們堅持的道路，這條路上，德瑪

汶夥伴們會繼續一起攜手共創部落更美好的未來。

因為以前自己所學的專業科目在『傢俱木工』，在

廚房常常也因此常常會扮演修繕、建造的角色。新廚房

的建造經驗有別於以往，過去在舊廚房的搭建因為有政

府的資源，在建造房子的過程中有很多人可以一起投入

，但現在因為資源不足，投入的人更少，新廚房的搭建

也更不容易。從挑竹子、鋸竹子、牆面設計、修補，在

沒有設計圖的情況下，往往是自己想到什麼該做，就會

去做。而在這些過程中，最大的挑戰是二樓的隔板，因

為是輕鋼架，鋼材間彼此間隔也較開，也因此隔板需要

需要兩層交錯，既要固定，又要考慮結構的安全問題。

但也因為在這些建造的過程，同時也讓自己可以複習過

去十多年前學過的技能。而對於新廚房落成後，其實也

象徵新的開始，希望廚房可以越做精緻，也希望自己在

部落廚房的所學可以更加精進。

一起吃飯，真快樂！ 

努力×廚房落成＝部落更美好的未來   

德瑪汶共同農園新展望
執行秘書／林建治

蓋自己的房子
廚房組長／藍新旭

自立、茁壯是我們堅持的道路



雪山陪讀      

串連×穩定合作＝陪伴在地部落學生    
社工員／穆佩玉

感恩暨募集認養人系列活動源自於舊廚房（育英巷

17﹣5號）租約到期，我們希望透過某種方式，除了好好
的跟這一塊相處十多年的地方說再見，同時對於新的廚

房（東崎路一段46﹣5號），能有新的開始、新的展望。
於是，我們就在2018年租約的最後一個月（二月份），
舉辦為期一個月的『感恩暨募集認養人』的系列活動，

無論是從動態參與的方式（募款音樂會、圍爐-青青菜菜

活動、春酒活動），或是靜態的空間照片展，我們希望

在這十多年發生的一切、認識的朋友都可以回到這個地

方，彼此訴說著當初如何認識廚房，和廚房產生何種連

結，對於廚房的下一步，又有怎麼樣的期許和展望……

。而除了感謝過去幾十年來不斷協助部落廚房的組織、

朋友外，該系列活動同時也希望招募新的認養人，讓部

落照顧（兒少陪伴、青年培力、婦女就業、長者照顧、

友善環境……）的基礎可以越加穩固。

從02/03的感恩音樂會揭幕，在部落內，我們邀請兒
童、青年、長者一同來到廚房；當天也有認識很久的認

養人、組織，除了一起吃吃飯，也透過音樂會的方式，

讓大家透過聆聽與傳唱，彼此回顧這幾十年的生活與改

變；02/10圍爐-青青菜菜活動，則是透過舊有空間與土
地連結，重新在土地的勞動與收穫上找到未來可能的下

一步；02/28的春酒活動，我們邀請了沿線和廚房相關的

組織一起吃吃飯，除了正式的公告廚房搬遷、謝謝原地主

十多年來的租借與幫忙外，也邀清大家到新廚房走一走，

給予廚房新的祝福。

而如火如荼的幾個月忙碌，其實讓大家最有感的還是

整個布置的過程，不論是在空間故事的設計，還是老照片

的擺設，過程總是讓大家時而大笑、時而沉默，很多歷史

的記憶都停留在這一刻，看著很多已經不在的同事、部落

耆老，或是從孩提時代已變成為人父母的……，其實心中

的觸動是很大的，在部落生活越久，好像越能看見許多事

情正在悄悄地前進中……。2018二月，我們搬到了新的廚
房，也期待廚房可以續走向下一個十幾年……。歡迎大家

持續支持部落廚房，並成為我們認養人，讓部落照顧可以

不斷延續。

感恩暨募集認養人系列活動    

感謝×部落照顧＝新的開始和展望   
產業組經理／蘇文仙

103年3月進到苗栗的大安部落，與在地部落長輩一
起開始了快樂屋文化成長班陪伴在地部落學生，但持續

了一年半後，長輩因生涯規劃無法持續進行，也囿於協

會人力、資源與交通限制，而影響服務穩定性；在部落

陪伴孩子幾年的經驗，觀察到各部落兒童的需求不同，

也因為大安的經驗，我們學到跟部落組織建立穩定合作

關係的重要性，因此規畫協力/培力在地組織做部落學

童陪伴工作。

這一年多以來，除了尋找在地組織合作之外，也尋

覓在地可以一起工作、共同負擔照顧的人，發掘該社區

的照顧需求，不過連結有意願合作的組織和關鍵人並不

容易，一方面是當地組織因資源不足、人力不穩定，也

需要配合部落農忙期、活動季節期和社區本身的能量等

步調，談論服務時，也要很小心資源的進入是否帶來高

度期待、或是否會對社區原有的良好機制有所改變？在

物資分享、活動合作等機會與不同部落可能發展兒童陪

伴的社區討論在地需求和釋出可能合作的訊息，歷經了

約訪撲空、組織工作方向不同而婉拒、農忙期等過程，

所幸透過學校主任－同時也是當地部落的居民來協助串

連，終於在106年年底連結到桃山社區發展協會，以試辦
的方式開展夜間陪讀來陪伴部落的孩子，也邀請了兩名

社區居民成為主要陪伴者，目前已有十多名學生參與，

甚至有部落家長主動捐書籍到社區分享。我觀察到部落

因為一個小型服務方案的開始慢慢讓當地部落動起來，

雖然參與的學生穩定性不高，但就先慢慢建立讓學生完

成作業的習慣，而我們也與該社區討論之後續辦評估，

期待培養部落協力服務員，讓居民參與學童與家庭的關

懷。

這次的機會讓我可以在部落中找得以合作的社區組

織夥伴，以串連的方式來填充協會有限的服務能量，讓

服務更全面，也讓在地資源就近滿足在地需求，透過社

區、家庭的力量共同來實踐Gaga精神。

回到部落第一個工作是開醫療接送車，九人座大車

、升降半自動化功能，對一個剛考上駕照的我，有種莫名

的壓力，協會社工說：自921地震後，現在再次啟動接送
車，是部落老人一直有這方面需求，加上資源剛好到位，

在經費不足下先以一周一趟，開始在自達線部落開啟我的

第一份工作。

我的第一天是非常緊張的，不到一年的開車經驗，

就要開這麼大台的車，而且又是手排，還載很多長輩上車

，開起車來真的綁手綁腳的，精神完全集中在開車這件事

情身上，沒辦法顧及太多事情，但最終是平安的。

抵達醫院後，我真的不太懂醫院的流程，反而是長

輩帶著我該去哪裡做些什麼事這樣，掛號去哪、哪一個診

間等以及再去哪裡復健，其實根本沒辦法主動幫忙什麼，

都是長輩們說翕翔過來這裡，懵懵懂懂的過了這一天，自

己也注意下次來我該怎麼做，能更順利的完成。

在接送的過程中，畢竟只有一位司機以及一位隨車

員，最多要顧上7位長輩的狀況，其實來講，在掛號跟等
診間時，有點吃力，不一定每次每一個人都是看復健科，

也有皮膚科、身體不適的，不同的診間這樣跑來跑去，彼

此要分配好才能顧好每一位長輩。

在醫院當中，只是一個治療的過程，其實有一點也

是不可被忽略的，那就是交際，平常大家因為行動不便，

多半都是待在家中，很難走出戶外去閒聊，從一開始的都

不好意思講話，到後來上車每個人都是有說有笑的，有時

候大家還會在車上一起唱傳統歌謠，是個很舒適且安全環

境，並不像說坐公車我要走一段路到站牌、上那麼高的公

車、做起來也不是很舒服、還要趕公車回來的時間，若趕

不到，就要公車站等

一段時間，畢竟來回

山上班次並不多，有

時候會覺得名義上是

醫療接送車，我覺得

比較更像長輩們的採

買車。

還有一個我覺得也是對於長輩們的另一種價值，長

輩們更懂的會打理自己的儀容整潔，很可愛的一個舉動，

慢慢發現長輩們的衣服越來越漂亮、頭髮越來越整齊，真

的不誇張，連化淡妝的都有，我自己覺得這是一件很棒的

事，通常在家不要不舒服就好，到後來也是懂得照顧自己

的生活環境以及自己的儀容，有乾淨的身體及環境，就不

會讓自己處於生活在病毒的壟罩下。

在這工作中，出車的前一天，我都會去長輩家拜訪

，了解這禮拜有什麼需求，以及上禮拜看完醫生到今天的

狀況是如何並做紀錄，因每個禮拜的隨車員都不一定一樣

，回來可以與隨車員討論，我們出車這一天跟到醫院該怎

麼幫助每一位長輩，另一方面也可以與醫院的醫生護士做

溝通，讓醫療能夠更貼近長輩的需求。

自己到醫院，每個人的狀況我都會紀錄下來，使用

什麼器材、器材是在幫助改善什麼的以及有什麼該注意的

，當我在拜訪時，也能夠與長輩的家人溝通，讓他們了解

就醫的狀況，讓家人們能夠更放心交給我們，這是一種責

任也是一種信任，並不是就只有開個車，這麼簡單的一件

事。

部落工作的經驗 ~老人醫療接送車

需求×資源到位＝啟動醫療接送車    
 社工員／張翕翔

自106年10月開始，大安
溪沿線的達觀部落，多了一

個文化健康站。週一至週五

早上的時間，能自己去的長

輩，就踏著緩慢卻是滿滿愉

悅的步伐到活動中心集合；

行動不便的，文健站的工作

者就會出動去載長者們來到

跟大家一起活動筋骨、聊天

、增加情誼。活動結束之後

，這些長者們就會來部落廚

房，跟這裡年輕的、壯年的

工作者們一起吃飯。「一起

吃飯」這件事在部落裡，是

非常重要的，

透過這樣的方

式，彼此可以

靠得更近，部落廚房的媽媽們也跟自己部落的長輩有更

多的認識和連結，長輩們也總是很期待、很開心可以來

廚房跟自己的「孫子們」一起吃飯。

長者照顧工作是個甜蜜的重擔，非常不容易，但只

要部落長輩們能夠快樂地生活，就是這份工作最美麗的

收穫。現在，隨著部落逐漸走向高齡化，再加上政策的

發展，照顧這件事情開始被重視，部落裡長者照顧的組

織也慢慢多了起來，怎麼樣彼此分工合作、彼此串連，

讓長者們能夠安心地在熟悉的家鄉生活著、直到走上彩

虹橋的那端都還是幸福快樂地，是我們要共同努力的重

大責任。

長者共食-部落組織間的合作   

連結×長者照顧＝文化健康站   
社工員／彭鈺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