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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中體驗人口販賣 加入施達，服侍貧窮人

註：��-��年度全年預算支出為HK$��,���.���，請以禱告及行動支持施達及夥伴的事工。

教會與貧窮人 
扶貧的創意視野
慷慨的期望

>
>
>

思維轉變，帶來社區發展

(Incorporated with limited liability)

奉獻 · 祝福關懷 · 起動

2022 年 10-12 月

為了深入淺出地介紹人口販賣議題，
施 達 基 金 會 以 著 名 遊 戲 《 殺 手 》 、
《 狼 人 》 為 藍 圖 ， 設 計 了 《 哀 鴻 騙
野》桌上遊戲，模擬現
實世界中的人口販賣活
動。遊戲完全免費，歡
迎團體索取。

眼見世界上有這麼多貧窮人，如果你
的內心有感動，又願意坐言起行服侍
他們，那就馬上加入施達吧！我們正
在聘請：
 · 傳訊幹事（多媒體）
 · 項目幹事
 · 會計及事工行政助理

本年度（����年�月至����年�月）收支報告
本年度累計

��年�月至�月

慷慨的期望
分享：Belinda
整理：馬迅榮（傳訊幹事）

父母總是希望孩子能夠慷慨，懂得
分享，可是有甚麼方法做到？如果
你也有這個疑問，可以看看Belinda
和丈夫的做法。

本年三月，Belinda和丈夫打算為女
兒Hailey舉行「百日宴」，可是疫
情嚴峻，兩人唯有打消念頭。

當 時 ， 正 值 俄 羅 斯 入 侵 烏 克 蘭 初
期，她每天都在新聞見到難民的情
況。碰巧她也有朋友是烏克蘭人，
那位朋友從前在香港工作，如今已
退 休 回 國 。 故 此 ， 當 戰 爭 爆 發 ，
Belinda和丈夫就很關注局勢發展。
他們一邊為朋友祈禱，一邊想為當
地難民作實際援助，於是想到金錢
奉獻。

Belinda和丈夫向親朋募集捐款，並
以 女 兒 出 生 一 百 天 ⸺ 「 H a i l e y 
���」的名義奉獻。方法亦簡單方

便，他們聯絡施達同工，得到網上
奉獻的二維碼之後，就可以讓親友
透過二維碼，利用電子方式奉獻。

這些行動，源於Belinda和丈夫相
信，人心本有愛，只是等候機會發
揮出來。結果，有��位親友願意回
應這個愛心的邀請，以行動表達對
難民的關懷。

最初，Belinda和丈夫並沒有想過，
要為這次奉獻留下記錄。他們願意
讓施達分享，因為「希望可以鼓勵
更 多 人 實 行 施 比 受 更 為 有 福 的 道
理！」

Belinda和丈夫製造機會，讓親朋以
行動援助別人。他們又透過分享，
鼓勵別人施予。兩人也希望教導女
兒成為慷慨的人，不要只專注自己
的事，要放眼世界，顧念別人。

我們相信，Belinda和丈夫會成為他
們 女 兒 H a i l e y 的 榜 樣 ； 他 們 的 慷
慨，會傳承到女兒身上，將來女兒
也同樣成為一個慷慨的人。

家長們，你會願意和孩子分享，世
界上另一個國家的苦難，一起用奉
獻表達關懷嗎？

言 傳 身 教 ， 讓 孩 子 學 會 慷 慨 與 分
享。

扶貧的創意視野
訪問：周迎教授
整理：馬迅榮（傳訊幹事）

SIGHT（Student Innovation for 
Global Health Technology），中文
譯名是「視野無界」。這是一個在香
港科技大學的平台，讓學生嘗試構思
並實踐解決方案，藉此幫助資源有限
的地區，處理不同的醫療問題。

負責這個平台的是周迎教授，任教
於香港科技大學的「化學及生物工
程學系」。她原本可以像其他老師
一樣，留在學校裡教書和做研究，
但她寧願選擇帶學生上山下海，走
進貧窮國家的貧民窟和山區，用科
學、技術和創意服侍當地的居民。
為何她有這個選擇？

周教授一直關心全球健康（Global 
Health）議題，她在接受施達訪問
時提到，貧窮地區的居民之所以要
面對艱苦，原因只是他們在當地出
世，這是一種不公平；而她認為只
有祈禱並不足夠，應該有所行動。

到����年，當時香港的大學剛轉為
四年學制不久，她見到有改變和行
動的空間，而且得到當時的副校長
支持，她更加肯定這是上主為她開
路。於是，她開始成立SIGHT這個
平台，帶領學生去服侍貧窮人。

她和學生幫助貧窮人的方法，就是
透過對話，了解貧窮人的需要，然
後利用不同的科技和設計，去解決
困 難 。 例 如 她 曾 帶 領 學 生 到 柬 埔
寨，得知當地某個非政府組織有醫
療隊。醫療隊在貧民窟為居民服務
時 ， 需 要 收 集 和 記 錄 受 助 者 的 資
料，但他們身處貧窮地區，不可能
經常有無線網絡。故此，了解醫療
隊的需要後，學生設計應用程式，
幫助醫療隊收集資料，又研製了流
動無線網絡，也組裝了流動藥箱，
令醫療隊可以更方便的攜帶。

過程中少不免有辛苦的時候，她在
接受施達訪問時也笑言，有一次帶
學生到貴州考察，期間她病倒，反
過來要學生照顧。可是當她見到學
生認識貧窮國家居民的需要，而且
學以致用，透過設計和科技幫助貧
窮人解決問題時，她就覺得整個過
程有上主的心意在其中，她並見證
了學生的成長而感到高興及欣慰。

看了周教授創立SIGHT平台，帶領
學 生 去 關 心 和 解 決 弱 勢 羣 體 的 需
要，你會想到用甚麼新方法幫助貧
窮人？信徒不一定要派食物，派物
資，捐錢才算幫助別人，嘗試發掘
一下上主給我們有甚麼恩賜，然後
加上創意運用出來，我們也可以創
造出令人眼前一亮的扶貧事工。

圖片取自SIGHT網站

圖片取自SIGHT網站

收入 捐款
 撥款
 賑災捐款
 其他收入
 小計

支出 發展項目 — 亞洲
 　　　　  　中國及香港
 　　　　　  非洲
 災後救援及重建
 推廣拓展
 行政費
 小計

全年盈餘／（不敷）



焦點‧主題 回歸‧聖言

編者話：教會如何祝福社區中的
弱勢羣體，是教會的長執，以至
信徒必須思考的問題，尤其是在
多變的世代，我們更加要展現創
意，才能切合受助者的需要。在
今期呼聲的「焦點·主題」，我
們介紹在盧旺達的夥伴向當地教
會推廣整全使命，從而讓教會成
為社區發展的動力。在「回歸·
聖言」莫陳詠恩博士以馬太福音
經文，提醒我們為何教會羣體需
要服侍貧窮人。「關懷·起動」
和「奉獻·祝福」是兩個實踐的
故事，我們希望你看後會思考：
一個信徒就足以發揮影響力，為
別國的貧窮人帶來改變；如果更
多 信 徒 ， 都 能 夠 發 揮 這 種 影 響
力，教會必定能夠將上主的祝福
帶進社區。

思維轉變，
帶來社區發展
撰文：馬迅榮（傳訊幹事）

在牛棚裏，兩隻牛在低頭食草。

Francois看到這個畫面，心中百感
交雜；不過數年之前，他的家庭無
論如何努力儲蓄，都不可能擁有兩
頭牛。在他的認知之中，這是個神
蹟。

他回想自己平生，他已經��歲，是
一位貧窮農村中的牧師。微薄的收
入要用來供應妻子和六個子女的開
銷，財政狀況經常是很緊張的，更
加不要說有足夠的餘錢來買牛，協
助農耕。

像Francois牧師這樣活在貧窮下的
居 民 ， 在 盧 旺 達 的 卡 龍 吉 縣
（Karongi）不在少數。盧旺達，曾
經 因 為 種 族 清 洗 的 悲 劇 而 聞 名 於
世。大屠殺發生在����年，至今超
過��年，這個國家逐漸復甦。可是
繁 榮 地 帶 主 要 在 首 都 基 加 利
（Kigali），在一些偏遠地區，人民
生活仍然面對很多困難。

位於盧旺達西部省的卡龍吉縣並沒
有分享到首都區域的富庶，依舊陷
於種族清洗遺留下來的影響（大量
人口死亡、寡婦陷於極端貧窮）。
據施達夥伴World Relief Rwanda
（下稱WRR）近年提供的資料，縣
內 有 � � . � % 的 貧 窮 人 口 ， 同 時 有
��.�%五歲以下小童有營養不良的
情況。在����年�月，該區亦受到
天災侵襲，��,���人受洪水影響，
���個家庭無家可歸。

WRR在����年於卡龍吉縣展開工
作，這個時刻大概就是Francois牧
師和縣內不少弱勢居民生活的分水
嶺。

施達夥伴WRR打從����年開始，就
服侍經歷大屠殺的盧旺達人民。他
們先賦權予教會，再藉教會幫助當
地弱勢社羣。而伴隨着盧旺達國內
發展，居民的需要也日漸不同，夥
伴的工作亦開始轉變為社區發展。

要做到教會賦權和社區發展，夥伴
的做法是成立「教會賦權區」。以
卡龍吉縣作為例子，教會賦權區成
立之後，夥伴聯合區內教會，讓教
會領袖有一個交流的平台，從而共
同 了 解 區 內 居 民 面 對 的 問 題 。 另
外，夥伴亦會為領袖提供訓練，令

教會懂得運用社區內的資源來回應
居民需要。

縣內居民所面對的問題，主要是貧
窮和關係比較疏離。居民的經濟情
況，從上述夥伴提供的數字就可想
而知。至於關係疏離，如果我們站
在Francois牧師的角度，相信也會
明白一二。Francois牧師很清楚在
夥伴開展工作之前，在教會中信徒
只熱衷於教會崇拜，不願意幫助別
人和建立關係；而不同宗派的教會
領袖也較難見面和互相支援。

經過夥伴的引導，區內的教會開始
有所變化，領袖之間會互相邀請出
席不同聚會，教會之間甚至有合作
推動的事工；Francois牧師形容現
在各個教會的關係為親如手足。無
論 由 教 會 單 獨 負 責 ， 抑 或 合 作 處
理，這些事工的目標都是回應區內
居民的需要，幫助居民走出貧窮的
困境。事工多數以小組形式進行，
內容亦有所不同：

農耕訓練小組：在盧旺達的偏遠地
區，大部分居民仍然以農耕維生。
這類小組的目標，是教授當地農夫
現代的農耕方法（培養優良種子、
使用有機肥料等）、派發種子、肥
料和果樹。

儲蓄小組：區內居民欠缺有效的儲
蓄文化，即使居民嘗試實踐，結果
都沒有成效，例如他們每週可能只

儲蓄���至���盧旺達法郎（約港幣
$�.�至$�.�）。因此組內成員會學
習儲蓄的方法，然後共同儲蓄一筆
金錢，作用是讓有需要的組員可以
借貸。組員借錢之後，可能是用於
渡過家庭經濟難關，也可以是作為
開 展 生 意 的 資 金 。 有 部 分 儲 蓄 小
組，會以替組員購買牲畜為目標；
如果以一頭豬作為例子，價格大約
是��,���盧旺達法郎（即約港幣
$���），這個數額遠遠超出當地居
民的負擔能力。而透過儲蓄小組，
成員每人每月投放的金額只是���盧
旺達法郎（即約港幣$�.�），經過
小組��名成員合力，幾個月之後就
有足夠金錢購買。

Francois牧師一家，正是受惠於儲
蓄小組，因為他的妻子也有參與其

因為妻子參與了儲蓄小組，Francois牧師的家庭
終於可以擁有牲口。

中。不過除了經濟環境改善，同樣
重要的應該是居民之間的關係變得
緊密。因為在小組裏，組員會一同
學習，亦會互相幫助，有些小組更
加會讓非信徒參加。

「我們當然要感謝 WWR 以帶動思
維改變的方式來幫助我們，因為這
促進了我們的家庭、教會和整個社
區的發展。」Francois牧師說。

Francois牧師見證了區內不同羣體
的轉變，因為他所屬的教會由一開
始就參與夥伴的工作。這個項目由
����年開始，至今不過四年，社區
內已經出現變化。而根據夥伴上年
度的統計（編按：因為本文撰寫時
本年度尚未完結），整個卡龍吉縣
內，各個教會合共成立了��個項
目，幫助���位區內最弱勢的居民。
除了上文提及的儲蓄小組和農耕訓
練，部分項目內容是為居民提供食
物 、 醫 療 援 助 、 人 力 （ 如 裝 修 房
屋、興建廁所）。

區內的教會一直都存在，可是正如
Francois牧師所見，因為欠缺思維

上的引導，所以未能發揮影響力，
而夥伴的工作正好扮演這個角色。
如今卡龍吉縣內的教會和居民，關
係變得更加緊密，互相幫助。我們
相信，他們一定會繼續努力，令整
個 社 區 走 出 傷 痛 ， 變 得 完 善 和 美
好。

Francois牧師參與夥伴的事工，令他教會事奉和
家庭經濟都煥然一新。

教會與貧窮人
撰文：莫陳詠恩

經文選讀：馬太福音二十五��-��

這是一個耳熟能詳的關於最後審判
的 故 事 。 主 耶 穌 把 義 者 和 惡 者 分
開，決定的因素，就是他們有否關
顧饑渴交迫、赤身作客、身陷囹圄
的弱小之輩。服侍困境人的被稱為
義；袖手旁觀，忽略窮人的被稱為
惡。這個故事對今天的教會有很重
要的教訓。

作為耶穌基督的門徒，我們不應該
看到周邊有貧窮受壓的人而坐視不
理，總要想辦法減輕周圍的人的痛
苦。在教會之內，弟兄姊妹的分享
可以讓窮人不至於落到一貧如洗的
地步。教會不能夠讓人致富，但最
少也可以守望相助，防止赤貧。在
教會以外，我們也應盡力去服侍社
會上弱勢的人羣。按着這段聖經的
教導，歷史上教會一直都有社區參
與 ， 如 醫 療 服 務 ， 監 獄 探 訪 等 事
工。教會用行動來傳揚福音。

聖經又告訴我們，服侍弱者其實是

服侍基督。扶弱濟困的人，大概也
不會期待受助者對他們有任何的回
報 ， 因 為 弱 勢 羣 體 一 般 都 無 依 無
靠，沒有能力去回報那些施贈者。
但是就在義者沒有渴望報酬的情況
下，他們不知不覺的服侍了基督。
所以，服侍窮人不是單向的施予，
不只是我們付出了，也是我們接受
了禮物；可以服侍基督，就是我們
的光榮。

誠然，貧窮和不公是社會的常態。
在 這 個 網 絡 世 界 裏 ， 我 們 安 坐 在
家 ， 就 能 夠 看 到 各 地 的 災 難 和 困
難。在個人的層面我們沒辦法解決
全球貧窮和不公的問題。但教會羣
體總可以在小範圍內，成為小羣人
的祝福。

讓我們一同思想：

你的教會有沒有關注社會貧窮和不
公的問題？如果沒有的話，你建議
可以如何開始？

Francois牧師和家人受惠於夥伴的工作。

除了Francois牧師，農村內其他居民也從教會的事工中得到牲口。

編按：更多關於教會與貧
窮 人 的 靈 修 文 章 ， 可 到
「施予達仁」靈修App閱
讀。

下載App：https://link.cedarfund.org/app-���
除了Francois牧師，農村內其他居民也從教會的事工中得到牲口。

施達夥伴和社區居民一起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