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
造
萬
華
地
區
愛
心
用
餐
網
絡
，
讓
愛
的
力
量
全
部
都
展
現
！

二○

一
六
年
踩
街
首
次
推
動
「
待
用
券
服
務
」
由
九
十
七
個
善
心
人
士
、
團
體
、
友
善
店
家

共
同
合
作
提
供
了
四
千
四
百
五
十
份
的
待
用
券

讓
孩
童
、
老
人
與
身
心
障
礙
者
、
經
濟
弱
勢
家
庭
獲
得
一
份
實
際
溫
飽
。

很
感
謝
這
一
年
來
社
會
大
眾
與
萬
華
在
地
店
家
的
支
持
，
讓
弱
勢
家
庭
感
受
到
這
個
社
區
給
予
的
支
持
力
量
。

二○

一
七
年
待
用
券
服
務
需
求
總
計
五
千
一
百
二
十
五
份
，
我
們
期
待
您
的
加
入
，

讓
孩
童
學
子
長
得
頭
好
壯
壯
、
讓
老
人
與
身
心
障
礙
者
吃
得
營
養
健
康
，

讓
萬
華
成
為
溫
暖
互
助
的
友
善
社
區
。

艋舺踩街報
2017 MONGA

● 踩街十年

● 待用餐券執行成果

● 社福團體與服務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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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的32,475位老大人，1,108位獨居老人，11,871位身心障礙者，
約有3,758戶低收入戶，均居臺北市之首（資料來源、臺北市萬

華區公所104年、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05年)，在這個多元特色的所
在，凝聚各種在地力量與資源，是個活力閃耀的地方。 萬華區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資產，再加上本區社會福利多元豐富
的特性，本活動在2007年由「西門扶輪社」、「艋舺扶輪社」與
「立心慈善基金會」共同發起， 2009年「台北仁濟院」的加入，
萬華區公所大力支持，擴大為區域性活動，邀請老人家與小朋友的扮
裝，並搭配財神爺這樣的吉祥裝扮，印製福氣地圖，更成功的連結了超

過120個店家的參與，使本項活動成為歲末最具有特色的活動。踩街活動足跡踏遍萬華並走過了十年歷史，我們分別以「獨居長者歲末祝福」、「讓夢想

成真-大手牽小手」、「艋舺的未來在你手中」、「福利遶境-社區結緣」、「福利遶境-慶元

宵」、「福利遶境，萬華有勁」、「活力健康，商業繁盛」、「讓呷飯成為愛心的起點」來

做社區的動員，目前每年約80個團體，200多個店家，3-4000人參與踩街活動。

艋舺踩街~
社福、在地鄰里與商圈店家的社區動員

艋舺大道 

西藏路

莒光路

萬華火車站(西站)

萬華
區公所

龍山寺

台北
仁濟院

西
園
路
二
段

●林家古宅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踩街踩街

仁濟醫院

捷運龍山寺站

1
龍山線龍山線

2
仁濟線仁濟線

3
東園線東園線

4
萬大線萬大線

和平西路三段 

廣州街

桂林路

大理街 

東
園
街

大理街 

和平西路三段 

梧
州
街

西
園
路
一
段

西
昌
街

康
定
路

華
西
街

萬
大
路

萬
大
路

青草園青草園
和平和平

艋舺公園

踩街繞境路線圖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臺北市萬華區公所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濟院、財團法人台北市立心慈善基金會、台北西門扶輪社、台北市警察局萬華分局

籌備小組：臺北市萬華兒童服務中心、臺北市萬華社區大學、社團法人台灣社區實踐協會、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辦理臺北市萬華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臺北市
萬華龍山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社團法人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展遲緩兒童基金會辦理臺北市中正
萬華區早期療育社區資源中心、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辦理向陽會所、中華全球婦女產業促進會

協辦單位：鈞揚商行、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董事會、祿承坊足道養生門、財團法人愛家文化基金會、菁典獅子會、艋舺天后宮、善心人士 ( 蔡淑如、蔡武男、
蔡陳碟、劉欽宗、劉書瑋、董光世、陳容秋、孫國華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臺北市公共
運輸處、臺北市義勇消防總隊防火宣導大隊萬華中隊、臺北國稅局萬華稽徵所、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萬華分處、臺北市萬華區健康服務中心、龍山國
中第 37 屆、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人陳重光文教基金會辦理臺北市萬華親子館、臺北市萬華老人服務中心、台北市西區輔具中心、臺北市
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萬華少輔組、萬大路玫瑰天主堂、財團法人台北市私立愛愛院、良居康復之家、財團法人台北市立心慈善基金會家庭綜合服
務組、社團法人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財團法人國際單親兒童教基金會、臺北市西區新移民社區關懷據點、臺北市西區少年服務中心、環宇
國際文化教育基金會、臺北市中正親子館、臺北市萬華區萬大社區發展協會、臺北市萬華區保德社區發展協會、臺北市萬華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台北市智障者家長協會辦理臺北市中正萬華區身心障礙者資源中心、西園醫院、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青山里、糖廍里、保德里、和平里、
富民里、福音里、富福里、忠德里、日善里、全德里、雙園里、壽德里、新安里、頂碩里、和德里辦公處、台北市龍山地下街商場自治委員會、臺
北市艋舺服飾商圈促進會、台北市華西街商圈區協會、廣州街商圈自治會、梧州街商圈自治會、艋舺夜市自治會、台北市萬華飲酒店業協會、佛具
同業公會、台北仁濟院志工隊、龍山豆豆家族志工隊、新北市板橋區志願服務協會、中華民國紳士協會萬華分會、台北市百合獅子會、台北市慧智
獅子會、台北市復興獅子會、台北市金剛獅子會、聯維有線電視、寶福有線電視等

和 平 青 草 園
( 原 舊 4 0 2 號 公 園 )
艋 舺 大 道 與 西 園 路 口

2/11 (六)
2017

【踩街繞境隊伍集合出發路線】
●  龍山線：龍山國宅　　●  萬大線：玫瑰天主堂

( 萬華區梧州街 36 號 )　　　　( 萬大路 405 號 )　

●  仁濟線：台北仁濟院　●  東園線：萬華兒童服務中心 

( 萬華區廣州街 200 號 )　　　( 萬華區東園街 19 號 )　

龍山線

A

東園線

A

萬大線

A
龍山線

B

仁濟線

A
仁濟線

B

龍山線

A B+

【一起來踩街，通年都幸福】
歡迎各鄰里單位、公司行號組隊來踩街，跟著我們的財神爺及吉祥
物到店家賜福，與慈祥的老人家、可愛的小朋友、身心障礙朋友等
福利團體一起分享愛與關懷，隊伍將匯集至和平青草園。

【支持愛心待用餐券】       
這些餐券透過萬華的各社福單位，提供給
● 經濟弱勢老人、家庭、民眾 
● 弱勢家庭兒童，青少年假日，暑期課輔的餐食，生日蛋糕
● 行動不便的身心障礙者

【踩街報】
社區裡愛的故事，通通報給你知！歡迎到捷運站、萬華區公所、
各里辦公處索取。

【踩街繞境】
隊伍報名：臺北市萬華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網站報名：https://form.jotform.me/62908013430447
連絡電話：(02)2303-0105#14 洽詢吳社工

【有你們真好：招募友善店家】 
邀請您加入友善店家的角色，您可以協助我們

★ 贊助待用券─讓“呷飯”成為愛心的起點

★ 加入愛心「待用餐」店家─打造萬華的愛心用餐網絡

★ 宣傳活動─張貼活動海報，放置踩街報，讓更多人一起參與

★ 提供物資─讓我們分送給有需要的家庭

★ 在 2017 年與踩街的團體至少有一次公益活動的合作

友善店家報名： 龍山老人服務中心 (02)2336-1881
台北仁濟院 (02)2302-1133*5601
萬華兒童服務中心 (02)2332-0623
社團法人台灣社區實踐協會 (02)2339-4933)

【福利博覽會】 
現場有「健康站、福利站、生活資訊站，豐富節目表演及摸彩」
活動時間：14:00-17:00

一個社區的動員活動，是需要時間慢慢的行程，

我大概將踩街的發展分成四個階段

本時期的活動以龍山老人中心為主，結合了西

門與艋舺扶輪社，協辦單位包括有仁濟醫

院、青山里、富民里辦公處 、萬大、 和平、華

江區發展協會、華山基金會、台北縣板橋市志願

服務協會、寶福、聯維有線電視等。

老人與合辦團體一起扮裝踩街，範圍以龍山老

人中心周邊為主，包括康定路，廣州街，西園路

等。第一年參加的長者與家屬約 60 人，店家約

30 家。主要目的在提供獨居老人歲末祝福，增進

老人與社區融合。

台北仁濟院社會服務室主任 / 陳穎叡

第二年結合萬華兒童福利服務中心，主題為「讓

夢想成真-大手牽小手」，倡導社區敬老、愛老意識，

開發艋舺敬老商店。

本時期大概建立了 2 個艋舺踩街的幾個一直延續

下來的特色。1. 以社福為主題，透過踩街活動讓社

區認識社福議題，並連結與開發社區資源。2. 扮裝

踩街，扮財神爺是西門扶輪社社友暨仁濟醫院院長

董光世靈機一動的想法，在歲末時節非常受到社區

的歡迎，在踩街在連結社區合作上有很大的貢獻。

第一階段：踩街的形成
2007-2008獨居長者歲末祝福
2008-2009讓夢想成真-大手牽小手

踩街十年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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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社區組織磨合
2012-2013福利遶境-萬華有勁
2013-2014活力健康-商業繁盛
2014-2015活力健康-商業繁盛

第二階段：擴大成為區域活動
2009-2010艋舺的未來在你手中
2010-2011福利遶境-社區結緣
2011-2012福利遶境慶元宵，打造有愛心社區

● 本時期參與情形

由於踩街的規模逐漸擴大，要拜訪的店家及聯

繫事務逐漸增加，因此邀請萬華社區協力聯

盟的成為一起加入，在 2012 年成立一個踩街籌

備小組，不再只有立心與台北仁濟院負責行政事

務，其他社服團體也一起參與籌備。

● 新團隊的加入讓踩街活動增加更
多的元素

新團隊的加入讓踩街活動增加更多的元素。西

區少年中心引入年輕的思維，建置了一個雲端報

名模式，讓報名及事後的資料整合都更加的簡便。

更多單位的加入，也讓店家的

拜訪可以更加的扎實。製作

了友善店家說帖，由各路

線的負責單位一一到各單

位去詳細的說明活動參與

方式及公益合作模式，包

括海報張貼，福利宣導，

高齡友善站，物資提供等，

增加更多與店家的互動。

也因為與店家的互動更頻繁，

也感受到地方對於透過踩街活動，熱鬧地方的期

待，因此這時期的活動主題以擴大店家的參與，

繁榮地區為主軸，店家增至 200 家以上，艋舺夜市

攤商也組隊參與踩街活動，扮裝甚至搶盡風采。

也因為有更多的單位參與，為了增加參

與隊伍的能見度。在踩街的終點，設

立了拱門讓各單位拍照留影，留下

紀念。也規劃了進場的星光大道，

保留時間讓各單位在舞台前秀自

己。甚至舉辦扮裝比賽，希望促進

扮裝豐富度。也由於參與的迅速地

超過 3000 人次，服務博覽會的攤位

也超過 30 個，場地最後固定於 402 公

園(和平青草園) ，以容納所有的參與民眾。

在這個時期，也有更多的單位，希望踩街的效益

可以持續，成果能被展現。開始製作踩街報，把社

區的合作的故事報導出來，促成更多的合作。也將

海報，踩街報等文宣放置到 30 個捷運站，讓更多人

看到艋舺踩街。甚至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也感受到踩

街對於建立社區支持系統的效益，邀請各社服中心

主任前來觀摩，讓踩街活動成為社區所有人期待的

一個歲末活動。

2009 年台北仁濟院加入主

辦，提撥經費及社會工作

人力的加入，讓踩街活動規

模迅速的擴大。

踩街路線在這三年間從二

條線擴大為四條路線，店家

數量也擴展到 100 多家。

台北仁濟院邀請設計師用版

畫打造踩街意象，成為未來海報主

意象。邀請店家填寫社區關懷認同書，成為友善

店家，第一年就成功連結 90 家商店，店家從龍山

寺周邊，擴大到艋舺服飾商圈，飲酒店街，龍山

地下商場，西園路等，並製作銀賓店家標章，

踩街地圖介紹友善店家及福利單位。

也將仁濟醫院作為最後的集結會場，

並設置福利博覽會，共有 20 幾個團

體參加，透過園遊會的形式讓更多

人認識在地資源，並加深在地團體

的互相交流與連結。

在踩街部分，區公所的大力支持本項活動，這時

期的王鴻裕區長及周德威區長，還有之後的黃國彥

區長都曾親自扮裝參加踩街，也讓社區的參加更踴

躍，艋舺服飾商圈，飲酒店街，

龍山地下商場都是踩街最忠實

的支持者，也連結了萬華社

區大學，藝青會等資源，舉

辦扮裝工作坊，協助各團

體做創意扮裝。

也因為參與的團體越來

越多，開始舉辦踩街說明會，

公開招募社區單位的參與，並

將活動的內容說明。

這個時期的重點是結緣，讓商

家，社服團體，政府機關，民

間組織之間更加的認識與熟

悉本時期參與情形。這時期

大約有 60-80 個團體，90-

130 個店家參與。

友善店家地圖

踩街十年特集踩街十年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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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長，里長，商圈會長的支持

第四階段：社區具體合作
2015-2016讓呷飯成為愛心的起點

艋舺的踩街能夠成功，可以分成幾方面來看：

● 地方積極，無私的投入

不論是扶輪社，立心，台北仁濟院資源投入，

區長，里長，商圈會長的支持，警察局，

消防，環保，公園處，停管處等配合，都顯示出，

對於社區互助這件事，萬華的居民一直有很高的

共識，所以在各界配合下，讓踩街活動的籌備如

滾雪球辦逐漸展開。

● 社工本來就具有社區工作方法，
運用於踩街活動舉辦

萬華的社會福利團體本來就有透過萬華協力聯

盟產生合作，聯合勸募對此方案的補助，讓這個

聯盟能夠有專人負責行政事務，並讓相關的討論

能夠延續，資訊能夠共享，想法能夠落實。

踩街活動由社福單位發起，參與團體對於社區

關係經營的共識，社區工作本來就是社會工作的

三大方法之一，社工運用本身的專業能力，連接

相關的社區網絡，經營社區關係，發揮出有效的

動員力量。

●  議題以社會福利為主，但傾聽     
地方的聲音

踩街雖然當初的出發點是為了社會福利，希望幫

服務的案主找到更多的資源，建立友善環境。但是

公益的參與也必須考慮地方的現況，因此在活動設

計上，籌備小組都會討論店家的建議。比如說待用

餐券的形式，透過踩街繁榮地方。公益合作的設計

也以讓商家容易參與的方式為主，比如說張貼海報，

友善據點等。

● 財神爺的效應

在我們訪問中，有好幾

個里長跟店家都有提到，

踩街隊伍我建議一定要有

財神爺跟舞龍舞獅，也要

讓店家感受過年的氣氛。

也有店家跟我們說，只

要看到財神爺來，就覺得心

情安定，感覺一整年會事事

順心。

也因此，不知是很多參加的長輩，小

朋友很期待踩街活動，每年到了 10 月，就會有很多

店家問我們，明年的踩街時間出來了沒，我們東西

都準備好了。

在踩街的籌備過程中，需多參與者都期待踩街不只是當

天的活動，而是可以在未來一年中持續在社區中發會

影響力的活動。但是由於踩街的籌備與規畫都是各單位運

用自己一般業務以外的時間付出，而且各團體面對的議題

也都不一致，其實每年的籌備會議中都有拿出來討論，但

是一直無法得到一個共識。

但透過彼此的激盪，在 2015 年我們以生活中最重要的食

的概念來做出發，這也是每個弱勢族群都一定會面對的問

題，開始了第一次的具體行動，「讓呷飯成為愛心的起點」。

店家與社服團體不只在踩街中合作，在待用餐券方案持

續一整年的合作。也提供具體的方式讓社區民眾可以直接

付出愛心。

邀請店家參與

拜訪與說明服務

踩街成功舉辦
的原因

每月清點追蹤服務

踩街十年特集踩街十年特集

地方積極，無私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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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街的影響其實很難用數據來做評估，我這邊

想用社區能力作為架構來做一個分享。「社

區能力係指在一個社區內之許多個人的集體知識，

以及可用於解決問題的經濟、物質、社會和組織的

資源」（引自黃源協、蕭文高、劉素珍，2009）

踩街帶來的社區能力提升主要在以下幾點：

● 社區之間的信任關係增加

這對社福團體的社工最有感觸，以往在接觸地方

單位或店家時，常會被以為是詐騙集團，之後因為

透過踩街後有比較密集的接觸，跟社區間比較有信

任感，也漸少很多個案服務過程中的行政困擾。

● 提供簡便的方式讓店家參與公益

透過踩街，讓社區有很多參與公益的機會。我自

己來萬華工作後，一直很喜歡這邊的人情味，這邊

的里長都很熱心於社區的服務。在訪談時，店家就

跟我們表示，其實他們很想參加公益服務，但是平

時生意忙碌無法參與太多活動，她覺得踩街是一個

很好的活動，可以她有機會參與對弱勢的關懷。

● 讓居民認識福利議題與組織

踩街是一個讓萬華的里民、商家、機構彼此互

動的機會。透過踩街的互動，

店家及民眾可以更了解

萬華地區的社會福利

資 源。 有 時 社 工

會問民眾如何知

道 這 個 資 源，

民眾表示說在

踩街的宣傳單

上有看過。而

每年的踩街，

各團體包括長

輩， 小 朋 友，

身心障礙者，精

神病友都熱烈的投

入參與，透過嘉年華

會的形式，讓居民跟店家

以正面的方式認識這些團體及其

服務的對象，更可以促進社區對於弱勢者的認識與

了解。

● 社服夥伴的默契與相互支持

參與的社福團體分享說 :「踩街是難得的社福團

體可以聚在一起完成一件事情。當然彼此可以更熟

悉、默契更好，也是讓社區可以更認識一些社福單

位。」

萬華是一個社會服務需求大，社福團體密集的區

域，許多的個案其實需要很多的單位共同的合作。

由於踩街這個機會，各社福團體由於活動期間的

緊密聯繫，有了很多一起工作的機會，透過討論踩

街主題，盤點社區的需要。也增加團體間的工作默

契，與橫向的聯繫，個案間的照會與合作非常的迅

速。在這幾年中，這樣的合作幫助了很多的個案，

在這幾年的踩街報中報導過的包括同時具有智能障

礙與老人的雙老家庭，或是讓不想去機構的獨居長

者留在社區中。北市社會局社工科的徐科長也曾表

示，萬華區的高風險兒童通報比例高，但安置率卻

低，是因為萬華有很好的社區支持體系。

剛來萬華服務的社工通常會有很多的擔心，「到

萬華來，本來很擔心這邊服務的複雜度。但因為參

加了協力，合作踩街，認識了很多前輩，可以很容

易得到資源或幫助。」踩街活動也成為一個平台，

讓社工在這裡獲得支持與幫助。

● 社區的共同合作

十年的社區經營，讓社區的店家及團體對於社區若是

服務都有一定的了解。

店家說 :「我期待踩街活動除熱熱鬧鬧地遊行之外，應

把這些資源落實為對弱勢日常的關懷才對，參加的店家

也可以一起盡自己的力量，眾志成城。他期待經由踩街

活動凝聚一起的社區意識，可以持續在不同面向展現，

特別是社會福利及弱勢者的關懷。」

也因此非常多的店家在平時就

跟社福團體有很多的合作，例

如艋舺服飾商圈曾經提供褥瘡

長輩衣物的替換，眼鏡行提

供免費老花眼鏡，也有商店

發現失智症老人，協助通報，

讓他很快地找到家人。這兩年

推動待用餐券，也由於這樣的

信任關係，在今年已有超過 20

家的商家響應。

● 促進地方的熱鬧

其實踩街舉辦到第 5 年左右，我們常覺得是店家的熱

情推動著我們繼續前進，很多店家很早就會來問，今年

的踩街甚麼時候要辦 ? 我們要捐的東西都已經準備好了。

店家說 :「她說她在艋舺 20 多年，看到艋舺由盛而衰

感觸良多，每年藉由踩街活動活絡一下艋舺老社區的氣

氛，她認為是好事一件。她還說，財神爺跟遊行隊伍走

訪可能並沒有立刻增加很多業績，不過心理會有種安定

感，畢竟財神爺在華人文化的代表就是商業繁盛，這也

是她對萬華未來的期望。」

艋舺踩街不只長輩，小朋友期待，店家們也期待著。

● 結語

踩街活動走過十年，就我自己來看，從成

型，到磨合，已經開始進入發展的階段，社區

組織，社福團體，店家彼此有很好的默契與信

任關係，只要是有關於社區的事情，大家都有

很暢通的管道來討論，而對社區有益的事情，

也很容易可以達成共識。這兩年萬華的各項建

設逐漸到位，更多的社福組織，更多的商業活

動都會進駐萬華，相信都會為萬華帶進更多的

資源，也帶入更多服務的需求。期待踩街的下

一個十年，能夠持續社區共同的 合 作 的 模

式，讓萬華成為一個最有能量，

最有愛心的社區。

提供簡便的方式讓店家參與公益

艋舺好厝邊－社區協力結盟

讓居民認識福利議題與組織

踩街帶來的影響

踩街十年特集踩街十年特集

促進地方的熱鬧

對外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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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用券店家名單

編號 店名 地址 電話

1 萬美自助餐 康定路189號 (02)2338-0727

2 路易莎咖啡(龍山店) 和平西路三段143號 (02)2308-2255

3 全家廣州店 廣州街237號 0989-592050

4 海天香餃 和平西路三段168號 (02)2306-2385

5 全寶記燒臘 梧州街48-1號 0928-515819

6 太和糕餅 康定路300號 (02)2308-3631

7 佐之味甜不辣 廣州街154號
(02)2306-9629
0955-761498

8 意心蓮素食館 萬大路188號 (02)2308-3631

9 好日子義式餐坊 萬大路335號 (02)2306-9629

10 阿章小吃店 萬大路118號 0955-761498

11 東瀛池上飯包(萬大店) 萬大路261號 (02)2307-6620

12 萬大米粉炒 西藏路318號 (02)2305-6882

13 一肥仔麵店 貴陽街二段230號之1 (02)2336-3197

14 亞東甜不辣 西園路一段56號1樓
(02)2388-4259
0930-973361

15 五條通手工米苔目 台北市貴陽街2段142號-1
0933-897233
(02)2311-1998

16 一肥仔燒菓子 台北市萬華西園路一段2號 0916-773300

17 越南小吃 萬大路65號 (02)2302-3759

18 味妙牛肉麵館 萬大路113號 (02)2302-6338

19 小胖小吃店 萬大路222號 0985-177846

20 成記燒臘 西園路二140巷46之1號 (02)2306-8046

21 金香園便當 東園街41號 (02)2303-4086

22 香港榮華記燒臘店 東園街28巷36號 (02)2332-2803

● 105年待用券服務的相關數據
1. 待用券捐贈單位合計85個單位與店家

2. 待用券需求單位(社福組織)計有13個

3. 合作店家數：12家店家　

(總計有110個單位與店家參與待用券服務的推動)

4. 待用券發放份數：4,450份　

(說明：原本需求數為4,439份，加上有店家買十送一增加11份)

106年待用券服務需求單位總計有15個單位；總計5,125份，我們期

待透過服務的串聯讓婆婆媽媽能照顧得安心、讓孩童學子長得頭

好壯壯、讓老人與身心障礙者吃得營養健康、讓“呷飯”成為愛心

的起點，更重要的是讓弱勢族群與社區店家建立友好良善的關係。

另外，在待用券店家募集的部分，我們希望能夠從12家擴增至

20家；並且期望有北萬華的西門町與康定路貴陽街區、南萬華的

西園路東園街區及青年公園一帶的店家加入，讓服務區域可以擴

展到萬華區全部的區域。很高興社區的支持，讓我們在踩街活動

前已經達成目標。

105-106年
可使用待用餐券友善店家地圖

105年待用券服務執行報告 待用券服務展望

因為多年來透過踩街與店家互動，店家認

識並且開始信任、認同社福組織所做

的服務，前幾年的踩街活動主題放在福利宣導

與活化商圈，然而要持續性與店家合作較為困

難，104年底主題確認為「讓“呷飯”成為愛心的

起點」從收集了解萬華區的餐食服務樣貌與資源狀

態，到規劃出能夠與店家長期合作的「待用券服務操

作手冊」。可以看到踩街籌備小組成員的積極投入、

社區鄰里與友善店家的正向回應，105年1月份時有66

個店家與組織認捐待用券、17個餐飲店家初步同意合

作待用券服務。

歷年來踩街活動參與店家持續捐贈生活日用品、食

品、文具、衣物等物品予服務對象群，近年會主動詢

問社福夥伴而增加嬰幼兒與老人的尿褲、奶粉等照顧

耗材、更為貼近所需。而待用券的推動更直接地給予

經濟弱勢個案家庭實質上的協助，能夠獲得營養較為

均衡的餐食，減輕生活支出壓力、個案具有服務使用

的自主選擇權，以及讓其感受到友善社區的關懷。

為了讓待用券服務能夠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上，社

福夥伴透過5場待用券共識會議，規劃設計待用券服

105年4至12月每月待用券服務單位、合作店家與發放份數統計表

項目          
月份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服務次數總計 備註

每月使用單位數 8 9 9 9 7 9 11 11 11 84 13個單位

每月使用店家數 7 8 9 8 5 7 6 8 8 66 12家店家

每月使用店份數 331 380 341 309 282 383 760 833 831 4450

務 流程、內容並討論文宣工作，透過發行

「2016年艋舺踩街報」與「愛心報報」以及

社福夥伴實地拜訪社區鄰里與店家進行宣導，

讓服務能夠順利邁出第一步。

藉由服務社福夥伴與12家店家合作的過程

中，增進彼此間的認識，有店家釋出正向回

應，如：買十份送一份待用餐、捐贈20份待用

券、提供雙主餐或提供市值85元的待用餐。

待用券募集一開始因踩街活動的宣導而有第

一筆的經費預算來推動服務，然而接下來並無

持續性的文宣募集活動，使得105年4至9月間

待用券能夠使用的份數偏低，直至7、8月間進

行第二波文宣募集工作─發放愛心報報，才能

在9月達成待用券需求的募集並有965份可於

106年使用。待用券服務使用份數受到募集結

果影響無法平均運用於各月份，使得使用單位

在運用上造成困難，未來社福夥伴將針對此狀

況進行努力。

新的年度我們將持續募集待用券作為與店

家、社區服務合作的基礎，歡迎您的加入及參

與！

待用券服務待用券服務

立心基金會 / 黃素鈴社工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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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用餐券友善店家迴響

地點近華中橋，裝潢以白色為主體，陽光透過

窗戶輕輕灑落，營造出舒適而悠閒的氛圍 ~

「好日子義式餐坊」，是兩位在萬華土生土長的

女孩，於萬大路展開她們的創業之旅，均是年輕有

為、有愛心的在地萬華人，當初會想在萬華開店，

完全出於憑藉的是對故鄉的熱愛，和食物的熱情，

店名是從希望 ~ 每一個有你 ( 妳 ) 的 " 好日子 "。

當初為何會知道待用券呢？老闆感動說 ~ 某日台

灣社區實踐協會社工來店裡跟她介紹，說明沒多久

時她就 SAY YES ！懷抱著願意為在地盡一份心力

的前提下，當然一定要支持「待用券」服務與成為

「友善店家」的行動，日前沒多久之時，看到「台

灣社區實踐協會」的大朋友小朋友來到店裡，聽到

幾個孩子們交頭接耳的說著自己從來沒有在外面餐

廳吃過飯的經驗時，她，感動了 ~ 熱血了 ~

位於萬大路西藏路口的一家不起眼也沒任何裝

潢的店家，門口只放著米粉炒三個字的活動

小招牌，若不是在地人真的很難發現這隱藏版的萬

華美食，老闆娘數十年來只賣三樣東西 ~「炒米粉、

魷魚羹、肉羹」，價位親民、老闆娘更是笑臉迎人，

已經在萬華這開了 17 年之久，老闆娘說 ~ 這裡是

自家的才能做這麼久啦！ 

回想當初為何會知道待用券一事，老闆娘笑說 ~

忘記何時啦，就有天幾個小帥哥、小美女來買米粉

炒，等著等著就跟我提說，現在萬華社區協力聯盟

好日子義式餐坊
北市萬華區萬大路 335 號
02-2305 6882
11:00~22:00 週一公休

萬華社區大學 / 馬可瑜採訪

米粉炒

大家一起來做善事

老闆對自己說，這是一群多客氣多有禮貌的小朋友，

感謝有「待用券」這樣活動，感謝「待用券」能讓

她在萬華地區有機會盡微薄之力來幫助萬華的弱勢團

體，自己一定會繼續支持這活動。

最後，老闆告訴小編 ~ 要做善事就不能區分服務對

象，大家都一樣，都需要被幫助。

有在推動參加「友善店家」和認

購「愛心待用餐券」的活動，

那待用券每張面額 80 元，一

張券可以幫助一個人甲飽，小

帥哥美女親切的問我願意參加

嗎？我當然說：「可以在自己

的社區做善事，當然要參加」。

小編看著熱誠的老闆娘，老闆娘

依舊一直跟小編分享她自己有多願意多做善事的念

頭，不斷的說，在萬華 20 多年來，不論是捐款、做

義工都一定要參與，而且這「愛心待用餐券」的活動

就像捐款，「友善店家」就可幫助人甲飽，當然 ~ 讚！

另外，舊曆年將近，老闆娘也一邊整理手邊待用券的

紀錄，她說，以前剛加入時因為忙和沒經驗，常把待

用券弄丟，所以日漸養成要強迫自己定時要記錄券的

使用狀況，如此一來也可知道哪些有用哪些沒用的，

小編聽完真是佩服老闆娘除高度願意配合活動外，更

是付出心力經營這活動，讓小邊感動萬分。

古早味米粉炒
北市萬華區西藏路 318 號
02-2302 4707
09:00~21:00 不定時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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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日子義式餐坊

願意為萬華付出最大的回饋心

阿甘按摩小棧 ( 一店 ) 100 元

紅吉普 1000 元

蓮石坊 500 元

華哥食品 100 元

阿甘按摩小棧 ( 二店 ) 100 元

三和果汁 300 元

萬華身心精神科診所 3000 元

吉安藥局 4000 元

金春山銀樓 8000 元

龍山彩券行 2000 元

辣妹子精品商行 800 元

砡煒精品 4000 元

亞州鐘錶有限公司 4000 元

台鹽生技萬華店 400 元

牽手餐廳 800 元

夜香妃 800 元

新麗宮餐廳 800 元

星辰飲酒店 800 元

夢中人 1600 元

佳佳飲酒店 800 元

娘子餐廳 800 元

巨人 1 店 2000 元

麗明照相館 800 元

全祥女內衣 5,000 元

永昇童裝行 3000 元

寶大服裝行 3000 元

衣美服裝行 1000 元

老萬昌內衣行 2400 元

鴻昌服裝行 800 元

捐贈人 / 店家名稱 捐款 捐贈人 / 店家名稱 捐款 捐贈人 / 店家名稱 捐款

富群服飾行 1000 元

鄧清水 先生 500 元

馬家莊便當 1000 元

通記陽春麵 ( 蕭郭寶珠 ) 600 元

許羅惠秀 500 元

紅葉鍋貼店 5000 元

無名氏 100 元

李正義茶行 600 元

夢中人餐廳 200 元

廣州街蚵仔煎 100 元

陳沈碧雲 2000 元

蔡玉緞 5000 元

董光世 8000 元

林蘭因 1600 元

王玉雲 1600 元

巨人 2 店 2000 元

柑子園餐廳 800 元

蓁蓁飲酒店 800 元

月世界 800 元

尚青餐廳 800 元

水玲瓏餐廳 800 元

三洋餐廳 800 元

三多利 2000 元

三葉餐廳 800 元

鳳仙花 800 元

集文祥文具圖書行 1600 元

老永茂大藥局 ( 周松青 ) 1000 元

一順青草店 500 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新生活
社會福利發展促進會

1200 元

李宜蓉 800 元

林勝美 800 元

麥淑姝 800 元

張麗霞 800 元

許雅慧 800 元

謝雅慧 800 元

張佳榛 800 元

蔡沛晴 800 元

王喬翊 8000 元

李米妹 2400 元

蔡宥婕 1500 元

萬華同濟會 48000 元

鈞揚商行 2000 元

蔡淑如 800 元

蔡陳碟 800 元

劉書瑋 800 元

陳容秋 1000 元

財團法人愛家文化基金會 15300 元

菁典獅子會 8000 元

孫國華 8000 元

基督教女青年會董事會 8000 元

蔡武男 800 元

劉欽宗 800 元

董光世 48000 元

祿承坊足道養生門 1000 元

台北仁濟院 160000 元

艋舺天后宮 16000 元

發行「愛心報報」上的認捐資料

 2016年踩街活動─待用券認捐芳名錄

友善店家迴響待用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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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章小吃店」外表看起來很不起眼，與南部的熱

炒小攤子氣氛很像，要不是走路經過，小編還

不知道在台北街頭可以到那兒找這種家鄉媽媽味料

理。一經過時就看到大大的「這裡是友善店家」的

海報看壓克力牌，不禁讓小編感動痛哭流涕。

當初只是因為兒子學烹飪學日式料理想開店念

頭，不知不覺阿章小吃店已經在地開十多年了，網

路上也留下許多好評價與高推文人

氣，小編一邊品嚐家常菜一邊與

老闆娘和老闆閒聊，親切著跟小

編分享「愛心待用餐券」的活

動；之前是社區實踐協會為推

展這活動，挨家挨戶的沿著萬大

路一路過來到此，老闆娘看到他

們一方面覺得年輕人有愛心、一方面

覺得這活動終於有社區願意一同來推動做好事，因

此，當社區實踐協會夥伴詢問說方不方便貼相關海

報或壓克力牌，更是立即說沒問題，由此可見老闆

娘與老闆真的對做好事是義不容辭的全力支持。

在參與的這段日子裡，由於旁邊均為學區環境，

所以大多來使用愛心待用餐券的人都是年紀較小的

孩子，下課後就順便帶個炒麵或炒飯回去與家人一起

用餐，比較少是點其他炒菜類，因此非常希望夥伴

或社工甚至是需要「關懷。甲飽」的人都能多來店

裡坐坐，但建議多避開用餐時間怕需較長時間等待。

路易 莎 咖 啡 」 一 間 小 巧 蘊 含 溫 馨 的 COFE 

SHOP，流連在店裡看著窗外，一絲絲暖意從

心底升起，老闆年輕有夢想有衝勁，懷抱對沖調出

好咖啡有著完美的堅持，憑著獨特的市場眼光在萬

華開了這家店，雖然是加盟體系的咖啡店，但卻多

了一份老闆的特質 ~ 無私付出。

小編刻意如同一般消費者的走進去點了餐，看

到老闆正與人親切的聊天互動著，向店員說明來意

後，老闆見到小編笑著說 ~ 需要採訪 ? 小編回應說

想在2017年踩街報報導有共同為「愛心待用餐券」

的活動付出和加入「友善店家」的社區店家夥伴，

一同見證大家為艋舺的努力。老闆一聽要採訪笑

說，我其實對「愛心待用餐券」和「友善店家」的

辦法了解有限，但是因為台北仁濟院有位小姐來取

餐時熱烈的詢問意願度，持著共同串起愛心的出發

點，毅然決然答應了，還把海報和壓克力牌張貼入

口處最明顯的地方供辨識。

在共同參與的這段時間中，老闆印象最深的是有

社工會帶小朋友來這邊享用蛋糕，或是單親媽媽同

時帶二位小朋友來使用愛心待用餐券，看到小朋友

訪問待用券使用者張女士

1. 請問使用愛心待用餐券後您生活上有甚麼改變？

有這個愛心待用餐券後就可以吃飯配菜過一天，

可以補充到其他營養來源，讓自己不用只吃麥

片，有時也會用愛心待用餐券幫先生買點肉或家

常菜，雖比較貴一點與另加差額 20 元，但對健

康上還是值得的，以前我大多只吃麥片，常常營

養不夠，身體就會比較虛弱，現在能有愛心待用

餐券到友情店家兌換，讓自己和先生健康都能照

顧到，身體健康體力就比較好，自之前生病後，

最近天氣若變冷，身體也比較會有發冷的情況。

2. 沒用愛心待用餐券後都吃甚麼？

我們都吃得很簡單，先生吃點青菜和蛋，我是吃

麥片比米飯多，也不會特別挑選吃甚麼或注意營

養。

「

「

邊吃邊露出滿足的笑容，心裡也溫暖起來，也同時會

想到當時台北仁濟院夥伴來推廣時，表示因為有些弱

勢團體的小朋友都少有機會吃到蛋糕，因此極力邀

約，讓他覺得這樣的決定沒有錯，也覺得能很高興與

社區協力聯盟一同為在地付出愛心是值得的。

老闆從來沒懷疑這活動是假的，因為社區協力聯

盟裡有這麼多在地有名望的單位及許多為關懷弱勢

或老人等社福單位加入，他有何好擔心，老闆更深感

能與這麼多社區夥伴共同串聯起「分享」的愛心，比

賺更多錢有意義。

3. 身資中心在服務時間中，

有何事情是最感動的？

身資中心社工常常來看我或給

愛心待用餐券能去買餐，深感到大家都好溫馨

的，讓我覺得這個社會還是有愛心的，並沒有像

有些一般人抹滅愛心，這段時間裡大家服務態度

都很好。

4. 希望未來可以給何種幫助？

不敢有甚麼要求，畢竟現在是這個樣子，有能一

餐飽、能有地方 ( 房間 ) 住，現在也不用吃得很

奢侈，用餐吃得很簡單，這樣就很感恩了。

社工訪問至此，除關懷之外，頻頻對張女士說 ~

健康就好，健康最重要，看到您平安健康我就安

心。

路易莎咖啡

共同築起艋舺一串心

阿章小吃店

社區做夥來推動做好事

路易莎咖啡 
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 143 號
02-2308 2255
07:30~21:00 無特定公休

阿章小吃店
北市萬華區萬大路 118 號
02-2336 3197
11:30~22:00 週一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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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團體的迴響

和平西路三段上有一家可能走過去都一閃神會

超過它，店雖小但賣的種類不少，主打手工

水餃、餛飩和冷凍整盒外賣，老闆娘雖是福州人，

自 18 歲來台起就開始學做包水餃包餛飩，這一包

就已經在萬華開了數十年之久，老闆娘說 ~ 當時年

輕也不知道要學甚麼一技之長，就學做吃的囉！老

闆娘是個有豪氣的大姊，小編剛到店時才早上十點

多，店內已經忙翻了，店員忙煮水餃，老闆娘忙著

統計一大疊的訂單，眼睛、手忙著寫字；嘴忙著要

招呼旁邊的熟客，我想老闆娘此時大概只有耳朵能

借給小編，因此，把握時間請教老闆娘當初怎會接

觸到待用券。

海天香餃店已是萬華在地喻為不沾醬也很好吃

的水餃，許多人往往都一包包的冷凍水餃的買回

家，有天臺北市西區少年服務中心的小烏龜特意去

買水餃要回去給自己單位的服務對象時，跟老闆娘

分享「愛心待用餐券」的活動，希望也能把好吃的

水餃分享給更多的人，當時老闆娘基於做公益、幫

助弱勢團體的心答應。

老闆娘話說至此，認真的抬頭看著小編嚴肅的

說 ~ 我們政府對弱勢團體都沒太多真正實質的幫助

到，所以現在有機會藉愛心待用餐券來幫助這些弱

勢團體甲飽，當然好事一件，但更重要是「我們的

愛心不能被亂用」，當初因為是認為萬華社區協力

聯盟與在地社區單位共同舉辦的活動，不希望是打

著公益愛心來騙人的小單位才參加的，因此，老闆

娘也特別強調「愛心要有互動也要關心」。

海天香餃

愛心多發揮 但不亂用

海天香餃 
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 168 號
02-2306 2385
06:00~21:00 不定時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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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團體迴響友善店家迴響

中正萬華區身心障礙者資源中心

溫柔互助網 網住更多的溫暖



萬華 ( 艋舺 ) 根據相關人口統計來看，其中包含高齡者、獨居
老人、身心障礙者以及低收入戶等，均居臺北市之首，其

家庭結構亦是多元且變動的，因此經濟、物資等資源的介入扶助
家庭功能的復原，有其必要性及緊急性，故資源網絡的統整與建
立便是在地社福單位迫切需要，另一方面也期待扶助弱勢族群家
庭、社會功能恢復的過程中，讓他們可以融入社區之間，讓社區
的網絡成為支持家庭重要托手。

自 104 年萬華踩街活動推動『待用餐券』以來，除了愛心人
士的捐款讓待用餐券得以推動外，社區中友善店家更是給予很大
的支持與回饋，社工在每個月與友善店家結算當月餐券使用狀況
時，店家總是會和我們閒聊當月來店家使用的狀況，像說有看到
一家子來換兩個便當，準備吃三餐，或是有行動不方便的案家叫
外送時給予溫暖的答謝，當然也有店家送便當給案家時，發現案
家有些特殊狀況感到奇怪而來詢問社工的，透過這些回饋與問題
的討論，不僅讓我們更能了解案家的實際使用狀況，也是讓店家
實際的了解所幫助的對象群，理解案家們的困境所在。

這一年下來相當感謝店家們和我們一起關懷案家，給予幾句
關心的問候，願意幫行動不便的案家只送一個便當，這些點點滴
滴的幫忙，讓店家就像社區的亮點，為這些弱勢的家庭添加多點
許多溫暖，也為社區織起一張溫柔的互助網，成為社福團體的最
佳夥伴，當然也希望萬華地區有更多的友善店家可以持續加入，
讓這張溫柔的互助網能越來越緊密。

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

對待用券服務的觀察

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

住民小胖的待用券使用心得

社福團體迴響

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自成立以來，
服務對象以街友、無家者、

貧困者，提供無家者自立方案如
街友導覽 ( 街遊 )、起家工作室、
自立支援中心；或生活體驗營、
餐食共桌等活動。

為使「愛心待用餐券」的感動
能讓更多人聽到，小編難得能訪問
到自願來分享心情的 ~ 小胖

1. 請問使用愛心待用券後對您的生活有甚麼改變？
以前生活沒有穩定性，因此都隨便吃求溫飽而
已，感謝現在能用社區協力聯盟募集到的「愛心
待用餐券」，就能夠吃到新鮮的蔬菜或水果、如
此對自己的身體健康也非常有幫助。

2. 沒用待用券後都吃甚麼？
以前生活時只求能溫飽就隨便吃，常常自己手邊
有甚麼吃甚麼、哪會注意身體健康或營養夠不
夠，當然就沒有新鮮的蔬菜或水果可吃。

3. 芒草心在服務時間中，有什麼事情是您最感動的
( 和以前生活有甚麼不同 ) ？
很感謝芒草心讓我恢復像以前的生活、不用像服
務前若碰到下雨天或寒流來時，都沒遮風避雨的
地方是比較麻煩的，現在被服務了，住進來後就
不用再為沒有地方住而一直煩惱，所以現在能有
一個地方住，對芒草心蠻感恩的。

4. 希望未來芒草心可以給何種幫助？
目前還沒有想到過，可能的話，
希望有就業就醫兩方面的協助。

2016 年 8 月 17 日，這天中午我們跟孩子們一起出門吃
飯啦！過去我們發現社區裡的孩子們可能因父母工作無

暇照顧，或是拿了零用錢卻只買零食，而無法好好享用一份
營養又美味的餐點，因此我們決定使用萬華協力聯盟、捐款
人與愛心店家一起提供的「待用餐券」，讓孩子能夠在暑假
裡，好好地吃上一頓義式料理，而這家可以使用待用券的愛
心店家，同時也是南萬華在地青年創業的「好日子義式餐坊
Good Day Pasta」喔。

雖然據點的孩子們常常玩在一塊，但卻很少有一起去餐廳
吃飯的經驗，因此當天孩子們不僅提早到據點集合，更是在

短短十分鐘內就集合完畢。我們帶著 20
位孩子浩浩蕩蕩的前往餐廳，小小的店
面一下子就被擠滿，而貼心的店家也特
地為了我們的聚餐提供了包場服務，還
細心照顧到不同孩子的需求，像是有些
孩子吃不了這麼多就減量、有孩子較
晚到還特別為孩子重新熱湯、熱麵包。

享用完美味的義式料理後，孩子們紛
紛說好吃，最後也集合一起謝謝老闆，恰巧老闆是萬華國中
畢業校友，是在場許多國中孩子們的學姊喔！

希望未來可以串聯起更多南萬華區在地青年的店家，一起
創造更多的「好日子」。

CCSA 於 105 年總計收到 850 張待用餐券，使用
850 張，使用率達 100%，餐券服務經過將近一年

的操作，服務對象在使用待用餐券的服務上，回饋皆
滿正向的，尤以家中人口眾多的家庭，在準備餐食上，
減輕了許多經濟、時間壓力，更有心力能放在教養。

回到服務方案的初衷，建立了服務對象與社區的關
係，也在服務的流程透明及清楚的規範下，使得服務
對象能夠主動的申請餐券，並且與店家保持良好關係，
進而提升與社區互動的意願。

而服務對象在使用上普遍沒有遇到困難或者難以使
用的情況，也對於能夠獲得社區支持，並非標籤化的
服務而更可以放心地去使用，更提升了與社區的連結，
轉化成服務對象的另一種非正式資源。

整體就餐券的服務而言，期許未來能夠再與協力夥
伴一起努力，更深入社區，進而使得更多店家願意投
入，避免囿限於地域的限制，減少服務對象認識萬華
的機會，也為這片社區織起更綿密的網。

台灣社區實踐協會

一起吃飯的「好日子」

萬華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社區亮點溫暖人心 編織溫柔的互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