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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興村教會坐落在嘉義市東區興仁里，周邊有

許多住家，因此教會在20多年前為了向居民傳福

音，就開始重視社區事工，成立協會並配合政府政

策，讓教會成為社區居民生活中重要的空間，教勢

發展蒸蒸日上，但事工發展也不如想像中的順利，

期間因為牧者更換、教會內部意見仍需整合，導致

協會運作困難重重，還曾一度停擺10年，直到3年

前，教會會友仍對社區有重大負擔，自發性再重新

運作協會，投入社區關懷據點。

2017年6月政府頒布長照政策，新法上路除了保

障既有服務對象之權益外，主要強化長照2.0政策中

的「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發展。因過去對於社

區服務累積的能量，讓嘉義市府點名興村教會可做

為長照據點，教會也義不容辭接下更多老人服務工

作，不過新政策上路，有時難免「朝令夕改」不斷

修正，教會也需有更大的適應力與彈性來回應整個

大環境。

曾經歷社區事工停擺狀況，興村教會「打斷手

骨顛倒勇」，即使長照據點成立半年來仍是困難重

重，但過去的經驗，讓教會不只能面對困難與挑

戰，更具有前瞻性眼光，發想「社會企業」的可能

性，讓教會提前為「政策後…」做預備，思考各項

事工如何延續，承接因著社區事工進到教會的居

民，在分享信仰的過程回應生活中的需要，並更進

一步建造生命。

成為社區的祝福

興村教會設立在嘉義市南端的興仁社區，1992

年建堂完成後，便開始發展社區福音，1995年間，

開始籌組由政府所輔導的「社區發展會」，由於興

社區長輩守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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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教會的所在地是屬「興仁里」，因此成立

「興仁社區發展協會」。當時連繫社區住民，

讓教會成為社區共同體，一開始主要是為了教

會宣教，發展社區合唱團與生命教育事工，還曾

拿下社區展協會績優的獎項，後來轉而因應社會需

求，增加外籍配偶與學生課業輔導事工。

興仁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林玉珠，也是教會現任

長老，她表示，一開始教會要發展社區事工時，當

時的牧者本身對於社區就很有負擔，因此也投入很

多，讓社區發展與教會的成長都日漸興旺，但後來

教會有新的牧者，對於教會的異象也不同，因此社

區事工開始轉變對象，後來教會內也有不同聲音，

導致社區事工暫時停止。

直到3年前，教會會友因對於社區事工仍有強烈

負擔，才又重新開始社區工作，陸續接下了社區關

懷據點與外籍新娘關懷據點的計畫，2016年大約9

月教會第一次聽到有關於長照2.0這項計畫，當時也

被稱之為長照ABC。其內容主要是希望讓老人可以

減緩失能、提供臨時照顧、提供午餐等服務便再去

年9月開辦。今年則希望再申請兒少照顧據點。

開始做長照

協會照服員郭仲修表示，一開始政府找了嘉義

市兩家大型的醫院為A級單位，並提供社區關懷據

點，提供醫院選擇可能可以配合的C級單位，興村

教會正好在名單內。因為社區發展協會剛恢復，所

以很願意接下政府的案子，對教會而言，好像是社

區關懷據點的延伸。

不過這項計畫需要有足夠的場地，再來就是它

需要照顧失能的老人，所以很多單位都不願意承接

這樣的計畫，教會卻在

資訊不足、誤打誤撞的

情況下，努力爭取這項計

畫。但這項計畫實施的過程

中的變動非常多，在2016年就

已經將所有計畫案的寫好並提出，但

實際上直到去年9月才接到核定函。

除了社區的需求外，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教會松年

團契有新事工的需求，因為長照2.0的計畫，結合

政府的案子，除了可以傳福音外，也可讓教會有更

多的經費可以完成事工。因此原本每週2次松年團

契的聚會，可以擴充變為4次，每週一休息、週二

是健康講座、週三繪畫課、週四查經班、週五音樂

課，讓教會長輩可以透過課程，防止老化，出門走

動，所以社區的長輩也開始加入，本來從醫院轉介

的人，也不一定會天天到教會參與，但從去年開辦

起，人數卻從15人增加到20人，並且開始有了老人

接送與定點用餐的服務，每個月也與醫院合作，有1

次的老人健檢。

林玉珠指出，在今年教會的規劃上希望能夠新增

長青食堂的部分，目前所申請到的經費，已經可以

補貼原本松年團契午餐的費用，不過教會希望能讓

更多社區內的老人一同供餐，與里長溝通時，里長

說社區內老人有500多名，如果全部開放免費，教

會會負擔不起，所以教會沒有貿然的將這些服務全

面推廣至整個社區，不過也因此理解到，老人的事

工有很大的宣教發展空間。

目前的宣教方式，還是透過會友本身去拉附近的

鄰居來參與這些活動，避免剛上路的長照政策仍在

游移不定的階段，造成教會過大的負擔，所以教會

仍採取較為保守的方式，來面對長照2.0。

長照 興村開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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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玉珠表示，過去教會做社區事工時，無論是兒

童或是婦女都相對容易進入，小朋友到教會參加週

末營後，就再針對小朋友的媽媽開班，不過時代轉

變，現在家庭多為雙薪家長把小孩帶到教會後，家

長可能就和朋友逛家、吃下午茶，透過這類休閒活

動，抒發壓力。

後來教會發展外配事工，外配因為身處異鄉，一

開始也都需要很多的幫助，所以外配及孩子都進入

教會，接著就要協助弱勢孩童的課業輔導，因為社

區事工不同，教會人數也有不同的消長，不過孩子

的心還是很單純，很多從小帶到的孩子，只要稍微

鼓勵，就很願意進入教會，通常都是「反正你每天

都來，不然明天也來教會聽故事、吃點心」小孩就

開心的到教會，也因為同儕團體的影響，「不來教

會不入流」，長大後也都受洗成為基督徒，雖然很

有成就感，但這種陪伴的歷程，需要較長的時間。

但現在開始發展的老人事工，林玉珠指出，老人

和小孩的信仰歷程明顯不同，可能因為刻板印象，

或是難以改變的生活方式，導致老人進入教會前

「拉扯」的時間很長，不過透過社區事工進到教會

的長輩卻很容易就願意洗禮、相信耶穌，主要原因

可能是對於「死亡」的思考，所以很容易在參加完

一、兩次「教會同學」的喪禮後，覺得教會喪禮莊

重、佈置漂亮、簡單、花費不高的狀況下，更樂於

接觸教會、信主受洗。

社區事工大挑戰

林玉珠表示，社會福利工作，只能越做越大，越

做越多，是一項不進則退的工作，一但換人或是休

息一段時間，很多東西就是從頭再來過。看似美好

的工作，實際上也會造成教會內的衝突，例如短期

間是看不到宣教的成效的，會讓人感覺社區的人只

是利用教會資源，也常常受到挑戰與攻擊，被認為

所做的事情是社會的事情，沒有信仰與靈命，因此

教會也需要更開擴的眼光，看待宣教事工。

實際上以協會運作教會社區事工，說穿了是運

用政府的經費，讓教會的資源能更充足，做宣教事

工時，較不會有太大負擔，林玉珠舉例，目前教會

許多設備，都是政府計劃案支持而能填購的設施，

例如長照2.0第開始就補助設備費用50萬元，其中

一部分經費就做了咖啡吧檯，讓社區及會友使用，

甚至政府的補助經費，超過教會一年的經常費用，

「所以協會運作教會事工是資源整合」。

不過也因政府資源充足，教會會友可能也會認為

「教會不缺錢」，因此減少奉獻，導致教會財務越

來越不健全，加上政府推行的案子，剛開始補助很

多，後來可能越來越少，或是政策會改變，但事工

若要延續，教會的經費資源也不能減少，會友的支

持，以及對宣教的使命也不能減少。

化危機為轉機

「這幾年我們教會對於社區的事工有很多的討

論」，郭仲修指出，如何讓這些社區工作與教會事

工結合，是教會正在努力的方向。雖然我們身處於

嘉義市，但同時也面臨了青年人口的大量流失，大

部分的孩子，並不會選擇嘉義來讀大學或是工作。

教會長執經過討論，認為教會如何提供工作機會

給我們的青年就變得非常重要。因此也去參訪了一

些做社會企業的教會與機構，也認為這是一項教會

事工可以選擇的方向。

嘉義市並沒有特殊的地方產業，所以目前積極發

展社會福利與社工工作以便未來可以提供教會青年

可以工作的條件與機會。尤其近年政府開始重視社

會福利，以前做社區工作是沒有提供薪資的，而現

在開始出現人事費用，不論是全職的社工，兼職的

課輔班老師，或是最新的照顧服務員等。

舉例而言，興村教會若要提供社區供餐，就要找

廚師煮飯，若是廚師只煮長照部分，但政府補助不

夠，教會奉獻也無法支持，這項事工可能又得「喊

停」，因此教會我們可以與附近安親班合作，在教

會的廚房煮飯，再將餐點送到安親班內，廚師的人

事費用就可由教會、政府及安親班共同付擔，就是

社會企業的概念，也能讓教會事工、社會福利，有

永續發展的可能。

堅持下去的動力

「我們也會跌倒，常常想放棄」，林玉珠說，社區

工作真的很不容易，要和政府有好的關係，如果有

案子就能最快知道，就可以選擇你最想要做的事工

下去申請、提計畫等。當然除了政府方面，我們教

會內部也需要做很多的溝通，很感謝教會有做社區

工作這段時間，牧師們的配合與幫忙。最後則是與

會友之間的溝通，開放社區的人進來到教會，享受

教會的資源，接受教會吵吵鬧鬧的各項活動，並堅

定的繼續支持社區工作，我認為是非常不簡單的一

件事情，很感謝會友這幾年來的支持與鼓勵。

她眼眶泛紅分享著，聖經中那句話「凡你們對我

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所做的」

（馬太福音25章40節），一直是我們堅持下去的力

量，在社區工作中時常看見「耶穌」，雖然我們只

會開放教會給更多人使用，不懂得如何帶領他們認

主，我們只知道幫助需要幫助的人而已，但我們始

終相信，上帝知道我們在做些什麼，也知道我們只

是依照祂的旨意，默默的做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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