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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氣旋「米強」緊急救援 以禱告參與服侍

註＞施達財政年度為每年7月1日至翌年6月30日。2023至2024年度全年預算支出為
HK$25,058,000，請以禱告及行動支持施達及夥伴的事工。

關愛貧窮肢體
為貧窮人竭力奔跑
為阿富汗SEN孩子「加添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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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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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其頓的呼聲

(Incorporated with limited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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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氣旋「米強」肆虐印度，引發
印度南部地區多處暴雨成災。請即
奉獻支持救援工作，向災民派發緊
急糧食、衛生用品及防水帆布等救
援物資。

除了以奉獻與我們同行，禱告亦同
樣重要。我們每月更新代禱需要，
邀請大家以禱告參與服侍。

關懷 ‧ 起動

為貧窮人竭力奔跑 
撰文：趙嘉欣（推廣拓展部主管）

認識Queenie姊妹，需由馬拉松說
起。今年施達參加了渣打香港馬拉
松2024「馬拉松慈善計劃」，獲得
50個「十公里賽事（非挑戰組）」
名額，邀請各方友好參與，捐款支
持施達支援本地及阿富汗特殊教育
需要（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SEN）的孩子及其家庭。

Queenie是其中一位參加者。她透
過公司的同事得知此活動，當同事
發起參與，她第一時間報名。看她
纖瘦的身型，筆者以為她是跑步比
賽的常客。她卻說自己很少跑步，
因她比較喜愛打網球和非帶氧運
動。而參加是次比賽，Queenie表
達純粹是為了做善事。她知道機構
可用作幫助貧窮人的資源有限，所
以得悉有渣打香港馬拉松的籌款計
劃，便有感動參與，希望能為扶貧
事工籌募更多資金。充滿善心的
她，其實不單支持施達，也有為其
他機構籌款。

若只是捐款，可能對Queenie來說
並不困難，但她希望藉着親身參與
這次10公里賽事，向他人募捐，為
有需要的人籌得更多善款。因此，
她認為必須拼盡全力，於是她報名
後便邀請一位教練朋友幫手，為她
開展一個為期10星期的訓練計劃：
每星期跑步三天，每次連續最少跑
15分鐘，並逐漸增加跑步時間。

Queenie工作非常忙碌，下班時間
不早，每天也很疲累，但她除了因
感染新冠肺炎及出差而暫停了練習
兩、三個星期外，她每星期亦堅持

下班後練跑，就算練習時膝蓋疼
痛，她也硬着頭皮繼續向前跑。問
及她是否有過放棄的念頭，她表示
絕對有，尤其每次跑步都觸及膝蓋
舊患；不過有次正想放棄之際，她
發覺沿路有很多不同的十字架標
誌，彷彿是上主給她的支持及鼓
舞，因此她願意繼續練習，並向物
理治療師請教如何減輕跑步的痛
楚，不要讓傷患影響她回應上主的
感動。

Queenie為了支持有需要的社羣，
竭盡所能。對於一位不是恆常跑步
的人，從比賽前七至八個星期才開
始接受跑步訓練，在賽事當天她只
用了1小時2分鐘便完成10公里，實
在令人佩服。筆者稱讚她很有跑步
天分，她卻說在比賽前幾天才第一
次完成10公里的全程訓練，真的既
驚訝又感恩。

問及她除了慈善跑步比賽，作為信
徒 ， 還 可 以 如 何 幫 助 貧 窮 人 ？
Queenie認為只要用心關懷別人，
無論以何等方式，也可以成為別人
的祝福，見證上主。希望Queenie
的見證鼓勵各位讀者，善用自己的
恩賜與才幹，用各種可行的方法，
盡心竭力，為面對艱難處境的羣體
伸出援手。

童心．童行

為阿富汗SEN孩子「加
添體面」 
撰文：黃浚傑（傳訊幹事）

今年施達參加了「馬拉松慈善計
劃」，為本地及阿富汗特殊教育需
要（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SEN）孩子及其家庭籌款。SEN孩
子在成長中面對很多挑戰，尤其在
貧國成長的，他們的處境尤其堪
憂。回應今期「回歸聖言」中關愛
「不體面」肢體的教導，筆者與大
家分享施達如何幫助阿富汗SEN孩
子的見證。

長年戰爭糟蹋下，阿富汗人深受各
種打擊：經濟不振、極端貧困、營
養不良、公共衛生系統幾近崩潰。
在嚴重缺乏衛生及醫療支援下，很
多疾病未能得到適切治療。根據一
項調查，阿富汗2-17歲的孩子中有
17.3%患有殘疾。如果這些孩子無
法得到及時幫助，他們在未來將更
難應對生活的挑戰。

教育賦予孩子能力，讓他們在成長
後有更多工作機會。可是，由於當
地學校大都缺乏對SEN的配套，患
有殘疾的阿富汗孩子很難獲得教育
機會，前途黯淡。另外，由於社會
普遍認為有殘疾的人是家庭的恥
辱，是「不體面」的，因此那些孩
子往往被社會孤立，要留在家中不
能外出，除了缺乏運動，他們也失
去人際互動的機會。資料顯示，他
們患有肌肉萎縮症、焦慮和偏頭痛
等疾病的風險很大。

「不體面」的孩子即使有機會到學
校等公共場合，也會受到羞辱。在
我們幫助阿富汗SEN孩子的項目

中，有一位患有聽力障礙的受助者
Rafi（化名），他曾經就讀普通學
校，可惜學校從來沒有接收過聽障
學生，沒有經驗協助他融入校園生
活，同學們又不懂得體諒他，反而
常常嘲笑他、拿他開玩笑，令他十
分難過。

雖然從世俗眼光來看，這些孩子被
視為「不體面」，但我們相信他們
也是上主寶貴的兒女。因此，我們
與當地夥伴合作，為視聽障礙孩子
「加添體面」，向他們提供生活技
能訓練、教他們凸字或手語、協助
他們入讀實施融合教育的學校，並
為教師進行點字和手語培訓。和
Rafi一樣，許多受助孩子在這些學
校取得優秀成績，證明即使他們面
對阻礙，也有能力學習和展現才
能。

儘管仍有很多人認為有殘疾的人是
「不體面」的，但他們也是我們的
肢體。感謝主使用，施達能為孩子
「加添體面」，並提高社區對特殊
教育的認識，好使社羣能接納他
們。請更多為我們的事工禱告，讓
更多有SEN的孩子能夠過上有尊
嚴、愉快的童年。

Queenie姊妹靠主的鼓舞，完成十公里賽事。 阿富汗SEN孩子在施達項目中學習手語。

阿富汗夥伴



編者話：施達的異象目標是「與
神同行，共建公義仁愛世界。」
在扶貧的路上，我們十分注重上
主的教導和帶領。今期「焦點．
主題」分享施達開展項目中的信
念和標準，同時會以阿富汗的
「馬其頓的呼聲」，跟大家分享
我們如何回應上主的恩領。「回
歸．聖言」藉林前的經文帶領我
們關愛貧窮肢體。「關懷．起
動」訪問一位「馬拉松慈善計
劃」參加者，她蒙上主的鼓勵，
竭力為貧窮人完成十公里賽事。
「童心．童行」則回應「回歸．
聖言」的教導，分享「焦點．主
題」提及的阿富汗夥伴項目，亦
是今年施達藉「馬拉松慈善計
劃」籌款支持的兒童事工。

焦點．主題 回歸　聖言

馬其頓的呼聲
撰文：趙嘉欣（推廣拓展部主管）

施達能夠在過往30多年，在全球超
過40個國家不斷開辦扶貧項目，轉
化貧窮社區，讓貧窮人的生活得到
改善，是出於上主浩瀚的恩典。然
而，除了上主的帶領，人的責任也
不可或缺，為了將最好的獻呈給
主，施達對於項目的開展審慎；同
時受眾奉獻者交托，我們必須善用
資源，才能無愧地面對扶貧濟困的
職分。

兩大項目類別：人道救援及社區發展

施達項目分為兩大類：人道救援及
社區發展，前者是對受突發的天災
或人禍影響的社羣施以援手，項目
着重對災民即時的幫助，例如派發
物資；後者則是透過培訓、資源提

供、動員社羣參與等工作，提升貧
窮人和社區的能力，讓他們自力更
生。

開展人道救援項目，最要緊的是快
速決策；面對突發災難時，受災社
羣命懸一線，我們必須盡快提供援
助。感恩的是，在多年人道救援經
驗中，我們認識多個充滿經驗、與
我們有默契的「老夥伴」，每次發
生災禍時，我們都與夥伴密切聯
繫，他們迅速讓我們了解災區的需
要，好讓我們能短時間內審議應對
方案，批出撥款。

與人道救援項目相反，社區發展着
重 的 不 是 速 度 ， 而 是 長 遠 的 果
效——若要打擊童工或童婚問題，
便要讓貧困家庭的父母明白孩子讀
書的重要，不要讓子女輟學打工或
販賣子女，但同時要理解貧窮家庭
面對的壓力，提升他們謀生技能，
培養他們儲蓄的習慣，當他們有一
定的經濟基礎，孩童便有教育機
會。貧窮問題錯綜複雜，絕不是朝
夕便能解決，所以社區發展項目的
年期一般都很長，施達有些社區項
目，由開展至今已十多年。

支援時間愈長、投放的資源就愈
多，我們就更需要仔細策劃項目內
容。開展新社區發展項目前，施達
同工會先了解目標地區的情況，包
括貧困程度、文化習俗、宗教及地
區體制。除了按調研數據去了解該
國情況及透過夥伴講解當地情形
外，同工更會親身到訪當地目標社
羣，觀察他們生活狀況、教會在社
區的參與度等，搜集第一手資料。

當然，施達本身擁有的資源及機構
策略都是考量的條件。施達作為一
個小型機構，資源有限，不能回應
所有貧窮議題，只能按策略行事。

因為施達的宗旨是建立社羣助人自
助的能力，故此，純粹硬件設備
（ 如 ： 建 校 建 屋 ） 或 行 政 費 用
（如：夥伴同工薪金），都不在施
達考慮之列，我們希望能將資源集
中用於提升社羣的工作中。另外，
若夥伴要求加大撥款額或開展新項
目，我們會先協助夥伴尋找其他當
地資源或資金，然後才考慮回應，
以避免施達成為夥伴的唯一或主要
資金來源，令夥伴產生對施達的依
賴，失去自力更生的動力。

多年來，施達都按以上的信念和標
準開展扶貧救災項目。然而，上主
的意念比我們高，祂會用「馬其頓
的呼聲」，帶領我們作出改變。

「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
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許。他們
就越過每西亞，下到特羅亞去。在
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有一個馬其
頓人站着求他說：『請你過到馬其
頓來幫助我們。』保羅既看見這異
象，我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以
為上帝召我們傳福音給那裏的人
聽。」（徒十六7-10）

「馬其頓的呼聲」是上主改變僕人
的異象，上主藉此改變保羅的宣教
策略。施達多年來領受很多不同的

「馬其頓的呼聲」，縱然有機構的
策略及同工專業的判斷，我們仍願
意細聽及順服上主的帶領，改變計
劃。以下跟大家分享其中一個「阿
富汗的呼聲」的經歷。

阿富汗工場的轉變

施達服侍阿富汗多年，卻由於當地
狀況不穩定，一直未能派同工前往
當地視察項目及探訪受助者，只能
遙距與夥伴溝通，並按夥伴每半年
提供的報告了解項目進度。為此我
們一直禱告尋求上主，施達是否要
撤離該工場，將資源調撥至其他鄰
近國家？上主藉一位夥伴同工對個
人事奉的回應，解答了我們的求
問：有一位我們合作了很久的印度
同工遠赴阿富汗事奉，擔任我們夥
伴機構的總幹事，因着我們多年來
共工的經驗和信任，加上對方救援
事工的經驗及人際網絡，使我們對
阿富汗的事工更有把握，便決定繼
續服侍該國貧民。

到了2021年5月，美國和北約部隊
先後從阿富汗撤軍，塔利班迅速攻
佔所有主要城市，阿富汗全國陷於
水深火熱之中，成千上萬的人被迫
逃難。6月時，阿富汗夥伴向施達申
請撥款展開救援工作，我們迅速回

應；及後情況愈趨嚴峻，夥伴作第
二階救援申請，施達亦再撥款支
持。到了8月，美軍倒數完成撤軍的
日子來到。當時形勢日趨危急，很
多國家呼籲本國人民盡快離開阿富
汗。施達夥伴作為基督教機構，在
塔利班政權下處於非常危險的境
況，印度裔的總幹事與其他同工留
守，無畏無懼繼續服侍，直到在機
構顧問要求下，總幹事才撤離阿富
汗。

阿富汗同工的呼聲

直到11月，我們收到該總幹事的緊
急請求，希望施達能支持同工薪
金。因為西方國家的支持者未能提
供奉獻，夥伴已兩個月沒有足夠的
現金支薪，而很多同工是家庭收入
支柱，若繼續欠薪，他們無奈離
職，那些救援項目在沒有同工執行
下便要終止。

施達按照一向的方針，是不會直接
資助夥伴同工薪金的。當時，施達
同工很掙扎——我們了解他們的需
要，但又不想打破慣例。為此，施
達同工一起祈禱，最終決定順服主
的呼聲，撥款支持他們的薪金。其
後收到夥伴同工的分享，若非當時
施達及時資助，他們的家庭便生計

無依，不單欠缺糧食及渡冬的燃
料，或許連人生希望亦會失去。

筆者非常感恩，我們按上主的帶領
先撥款支持夥伴薪金，後來才為此
籌款，卻收到不少支持者的回應。
這令我們喜出望外，因為坊間有不
少聲音指出，很多捐獻者希望機構
將善款用於弱勢羣體而非同工薪酬
上。支持者的積極回應讓我們感受
到，上主為了成就祂的心意，會讓
不 同 的 人 都 聽 到 「 馬 其 頓 的 呼
聲」。

回應上主的感動

保羅願意順服，回應「馬其頓的呼
聲」，結果將福音傳至歐洲。施達
回應「阿富汗的呼聲」，讓夥伴同
工繼續在當地服侍至今，使阿富汗
的殘疾及少數族裔兒童有接受教育
機會。

我們的幫助只是杯水車薪，反而阿
富汗夥伴的勇氣及堅毅，使他們面
對家鄉變天、在極度艱辛的情形
下，願意緊守崗位服侍有需要的
人。筆者相信，他們同樣因為聽到
貧困人的呼聲，順服上主的呼召，
所以甘願放下自己的意願作出回
應，以服侍他人為己任。

關愛貧窮肢體
撰文：陳文達（傳訊主任）

經文選讀：哥林多前書十二12-26

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保羅強調聖
靈所賜的恩賜是多樣化的，並以肢
體的比喻肯定持不同恩賜的信徒的
價值。正如身體需要各肢體彼此配
搭才能發揮完整功能，基督徒羣體
也需要持不同恩賜的信徒參與，才
能成就上主的國。

在比喻中，保羅用了「手和腳」、
「眼和耳」、「眼和手」、「頭和
腳」四個組合作對比，並為它們設
計了對白。在這前兩個組合中，腳
和耳拿自己跟那些看似「更重要」
的肢體──手和眼──比較，然後表
達自己不如對方，不屬乎這身子。
而在後兩個組合中，那些自覺「更
重要」的肢體──眼和頭──卻對那
些看似「次要」的肢體──手和腳
──說用不着它們。

保羅生動地刻劃了兩種在羣體生活
中常見的心態：自卑和自大。恩賜
少或弱的人，往往自卑地拿自己跟
別人比較，然後懷疑，甚至否定自
己的存在價值；而恩賜多或強的
人，則容易自大起來，輕看其他
人，否定別人的存在價值。

而上主的心意是「如今肢體是多
的，身子卻是一個」（20節），作
為羣體的一部分，誰也不能因恩賜
的多少或強弱，而退出或把別人趕
離羣體。經文進一步教導恩賜多或
強的人：「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
體面的，越發給他加上體面；不俊
美的，越發得着俊美……把加倍的體

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免得身上分
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
（23-25節）

雖然這段經文教訓的對象是信徒羣
體，但其中彼此相顧的精神，卻不
限於當代信徒相交，而應延伸至所
有人之間的相處，畢竟在上主眼
中，每個人也是祂寶貴的兒女。

活在富裕的城市，我們擁有很多資
源，就彷如比喻中的眼和頭，作為
看似比較有能力的肢體，我們要學
習謙卑的功課。謙卑的人，除了不
會輕看或否定別人，還懂得把自己
和個人的需要看輕，把別人和別人
的需要看重。若將焦點從自己轉
移，我們就能看到他者──世界上很
多「不體面」的貧窮人，他們都是
我們的肢體。他們或許會因為被貧
窮剝奪尊嚴，失去自信，但他們仍
是身體的一部分。

肢體在同一身子，感同身受：當貧
窮人活在困境，我們也受苦；當他
們得着幫助，我們也一同快樂。基
督教羣體中「肢體」一詞的美，就
在於我們連結起來是一個身子，不
分門別類，乃彼此相顧。願眾信徒
切實關愛貧窮肢體。

蒙「馬其頓的呼聲」恩領，施達到今年仍能幫助阿富汗兒童。

在社區發展項目中，我們常常與村民商討社區計劃，切實了解當地社羣需要。

阿富汗夥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