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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讚」，掌握泰緬邊境與

世界難民動態！

信 用 卡 捐 款

急徵助養！
成 為 每 月 小 額 助 養 人， 幫 助 孩 子 與 難 民 教 師 度 過 難 關！

 2016年初，緬甸經歷了從 1948年獨立以來的首次政黨輪
替，是緬甸政府決心走向政治、經濟改革開放的重要里程碑，

眾所期盼的民主政體終於在緬甸實現。這鼓舞人心的消息，

也重振國際社會對於新緬甸政府促成境內族群和解的信心，

各界均盼那被稱為「歷史上最漫長」的內戰終能停火，

結束平民被迫流離失所的日子，
促進區域的和平共榮。

然而緬甸是由超過 135個種族所組成，要在滿足各族群的需求與互信的前提下達成停火
協議，在實踐上仍有許多挑戰。當時的緬甸總統登盛曾於 2015年 10月間主持的「全國停火
協議」，實際上是花了 2年談判才促成的，然而在 15個受邀簽署的少數族裔武裝團體中，只
有 8個主要在泰緬邊境的「武裝團體」簽署，相較之下具有較強軍事力量的 7個位於中緬邊
境的「武裝團體」仍舊拒絕簽署，顯示各方對於「協議」的「有效性」仍存有疑慮。然而，「協

議」簽署後不到半個月的時間，2016年 2月中旬，緬甸北方就再發生另一波種族衝突，再次
迫使上千人逃離。因此緬甸難民的返鄉之路，仍是舉步維艱。

各界均盼那被稱為「歷史上最漫長」的內戰終能停火，

「最漫長的內戰」
將結束，
難民準備返鄉 ?

文 / 李永然 ( 中華人權協會理事長兼 TOPS 團長 )

 ▲翁山蘇姬 (右 )與緬甸軍
總司令敏昂萊 (左 )會面。 
圖片來源 :路透新聞

本會常務理事查重傳副教授於 2016年 4月 19日代表本會前往忠誠扶輪社演講，於 620世界

難民日前夕，宣導難民人權，呼籲各界共同關心難民處境。

     難民
人權巡迴宣導活動

  620世界難民日

本會常務理事查重傳副教授於 2016年 4月 19日代表本會前往忠誠扶輪社演講，於 620世界

導

難民民
導

本會理事長李永然律師，首先向現場的貴賓介紹本會

的歷史及使命，以及長達 36年的海外人道援助工作。查
常務理事接著詳細說明本會於 1980年代成立「中泰支援
難民服務團」的歷史背景，是為協助當時受到共產政權迫

害的越南、柬埔寨、寮國的華僑難民；並於 1994年改組
為「臺北海外和平服務團」，擴大人道救援工作並橫跨亞

非兩洲，包括盧安達、肯亞、坦尚尼亞等地區。因受到泰

國政府的請託，本會自 1996年起，全心投入泰緬邊境難
民營的援助工作，支持難民營「學前兒童發展計畫」，提

供難民孩童營養午餐，以及教育所需資源，時至今日已有

20年的時間。 
為了讓各界對難民議題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查常務理

事首先分析全球難民現狀。由於敘利亞歷時 6年的內戰，
以及極端恐怖組織「伊斯蘭國」於中東及非亞多國的肆

虐，2016年全世界流離失所人口已達 6000萬。不僅鄰近
的收容國面臨難民人數不堪負荷的窘境，基於人道精神、

以及國際社會責任分配的公平原則，全球政府亦陷兩難，

繃緊神經控管難民安置數量。

6000萬流離失所人口中，有多少人在逃命過程中命

喪怒海 ?又有多少人受到剝削 ?

為了逃離迫害及戰火，難民家庭拋下家鄉的一切，將

所有家當交給人蛇集團，期盼能前往安全的庇護處，但在

2015年獨獨地中海就有將近 4千人命喪渡海途中，更多
難民不幸遭人蛇集團誘騙，面臨種種的不人道對待：暴力

相向、性侵、被販運至工廠做奴役或娼妓⋯等；即便部分

難民順利抵達庇護國，在對難民不友善、以及法治落後的

國家，難民同樣得面對當地官員的粗暴對待，許多難民甚

至被拘禁在移民署拘留所長達數年的時間。

也因此，「中華人權協會」於 2009年起便大力推動
《難民法》的出台，期盼台灣成為一個難民友善的國度；

除倡議工作外，「中華人權協會 -臺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亦於泰緬邊境提供緬甸難民人道援助服務，20年來於泰
緬邊境協助難民兒童接受教育，提供孩子們上學所需教材

及文具、營養午餐、培育幼教師資，並定期修繕由茅草、

竹片所搭建的幼兒園，確保孩子們擁有完善的教育環境。

「難民就像你我，與其他人沒什麼不同。在流離失所

之前，他們過著正常的生活。他們最大的夢想就是可以重

新過上正常生活。」

多年海外人道救援的經驗，讓我們更清楚認識到，無辜的

兒童常淪為戰爭中的最大犧牲者，失去了童年，也喪失了追求

夢想的能力。因此即便在募款不易的情況下，本會仍舊堅持提

供難民兒童受教育的機會，不讓他們成為「失落的一代」，更

期待有朝一日平安返鄉，他們能利用所學、所長回饋社會，成

為區域和平的締造者。

為響應聯合國每年 620 的世界難民日，與國際社會共同倡
議難民人權，本會將於 2016年 6 月 17 日（週五）晚間 18：30 
舉辦「2016 關懷世界難民之夜」，邀請您透過餐券認購或幼兒
園認養的方式來幫助泰緬邊境的難民孩子接受教育，賦予他們

圓夢的力量 !

在緬甸境內達成全面的停火協議之前，「難民返鄉計畫」的執行，仍需面對許多現實

層面的阻礙。除了一觸及發的戰火，恐危及返鄉難民的生存權外 ;受限於地理位置，緬甸
少數民族地區的基礎建設原已相對落後，在經歷各種軍火武器攻擊後，情況更加不堪。更

令人擔憂的是，這些地區仍埋藏著許多戰爭時遺留下的地雷，對於難民返鄉後的人身安全

更是極大的威脅。根據相關非政府組織針對緬甸境內地雷所做的統計

資料，已有超過 4萬起因地雷受傷或死亡的不幸意外發
生。此外，難民返鄉後的民生所需、生計來源若

未能獲得保障，也容易引發社會問題，恐會

為將來的衝突埋下導火線。

誠如以上所示，即便緬、泰官方與聯

合國難民署已著手規劃「難民返鄉計畫」，

若考慮到難民返鄉後的人權保障，計畫的

實現仍有待緬甸境內的完全和平來臨、少數

族群地區的基礎建設完成，以及安全的居住

環境獲得保障後，才可能獲得更廣大的支持。

既然如此，本協會企盼各界能本於人道關懷，

能就此一難民問題的根本解決，持續保持關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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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愛在邊境

聚焦泰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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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幼兒園教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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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服務團泰國工作隊

學前兒童計畫簡介

 臺北海外和平服務團（Taipei Overseas Peace Service, 
TOPS）於 1980 年起執行中南半島難民援助工作至今，服
務足跡遍及非洲、柬埔寨等國，多年來協助無數難民展開

新生活。由於緬甸軍事獨裁高壓且暴力統治，再加上經濟

停滯民生低落，引發大批緬甸難民逃往泰國邊境。TOPS 自 
1996 年開始持續於泰緬邊境難民營進行人道援助服務，為
難民孩童創造良好的學習成長環境，受到聯合國難民署與

泰國政府高度肯定，並與國際組織和當地團體建立深厚情

誼。

學前兒童發展計畫（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Program, ECD）

服務地點：美拉營（Mae La）、汶旁營（Umpiem Mai）、努波

營（Nu Po），皆位於泰國達府（Tak Province）

服務對象：近 3500 名難民營幼兒（人數依每年註冊人數浮

動）、240 位幼教老師及督導，多數皆為緬甸的克倫族人。

1. 計畫簡介
    TOPS 20 年來駐紮泰緬邊境 3 座難民營，發展幼

兒教育、聘任及培訓難民青年與婦女教師，同時與難民

營中其他發展與救濟服務性社區組織合作，如甲良婦女

會（Karen Women Organization, KWO）、克倫難民委員
會教育單位（Karen Refugee Committee Education Entity, 
KRCEE）及其下屬的難民營教育單位辦公室（Office of 
Camp Education Entity, OCEE）等，共同推行營內幼兒園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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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 3-5 歲學童 3437 人 / 培訓難民教師與訓練員 236 人

學前教育  +  營養午餐   之 3 座難民營

TOPS 學前教育計畫（2015）

2. 服務內容

2.1 執行幼兒教育計畫

本學年度三座難民營計有 39所幼兒園、3,437名孩童、
216位老師和幼兒園廚師，以及 20位教師督導。

TOPS工作人員定期前往各營區督導學年課程的進行、

幼兒園的辦理情況、學童出席率，並提供教師服務津貼、

召開教師工作會議、發放學前教育月刊（甲良文與緬甸文）

等，更鼓勵營內社區居民參與幼兒園的事務。

在教師工作會議中，營內工作人員針對相關議題進行

討論以利計畫執行，議題包括：家長參與率、教師合作、

課程規劃及時間表、幼兒 5分鐘活動觀察手冊、營養午餐
計畫、食物價格、難民營現況、營內環境衛生等問題。

2015學年已於 2016年 2月底結束，部分幼兒園孩童
也將在新學年度就讀小學，TOPS工作人員受邀參與結業典
禮，喜見幼兒園過去一學年的豐富成果。　

2.2 增進難民自助能力

援助的目的始終是為了讓受助者得以自立。TOPS 在教
育計畫中除了提供必要服務，更重要的是對營內的教師及

幼教師資訓練員 (訓練員 )進行培力。例如，由營內資深
的督導及訓練員來執行教師訓練課程，TOPS 工作人員僅協
助指導，以培養難民自身師資訓練的技能及自信，同時也

鼓勵督導、教師及訓練員們多閱讀幼兒教育相關刊物。督

導及訓練員們也會定期與 KWO及 OCEE前往各幼兒園巡視
協助、召開訓練員月會、教師工作會議與家長會議等，並

主動前往難民社區與家長們討論親子教育和兒童發展。

TOPS 工作人員亦以雙語（甲良文與緬甸文）編撰學前
教育月刊（ECD Newsletter），紀錄邊境幼教事務與經驗，
使教師、家長、教育工作者及幼兒園之校務委員會皆能分

享切搓，並且交流各營區訊息。TOPS 也要求各幼兒園老師
們定期交換教學現場，藉由到不同幼兒園觀摩、學習，使

新舊教師分享經驗，共同成長。

今年 3月，為促進各個難民營訓練員間的教學經驗
分享與互動，有別以往在個別營內分開舉辦培訓工作坊，

TOPS工作人員此次特別安排汶旁買及努波難民營的訓練員
一同在美拉難民營接受有關學前兒童發展的「幼教師資訓

練員培訓工作坊」，共為期三天。此次的培訓主題包括了：

複習 TOPS每月的教學大綱，並配合教學大綱製作教學道
具，俾利老師教學；TOPS工作人員亦在培訓中分享教室管
理技巧及高風險孩童之相關知識。

訓練員在接受培訓後，須將培訓所學內容分享給難民

營幼兒園教師，TOPS工作人員亦前往每個難民營，觀察訓
練員的教學成果並提出建議。除了難民營幼兒園教師及境

內流離失所區域的教師參與外，更邀請對幼教知識有興趣

的家長與社區成員參加，以提高難民社區整體對於幼兒教

育之認識。

我們期待藉由每次的工作坊來促進難民營幼教工作

者的專業知識，為孩童們提供一個更完善及友善的學習環

境，總計此次工作坊，三座難民營之參加人數共有 257人
次。

2.3 親子教育與難民社區參與

除了在幼兒園舉辦各類活動，TOPS 更希望與當地社區
互動，鼓勵家長、教師與孩童共同參與學校事務，因此定

期舉辦「家長培訓坊」，以增進家長對於幼兒發展的相關

知識及營養飲食的重要性。

TOPS工作人員亦定期巡視幼兒園師生互動情形並召開
家長會議，鼓勵家長送孩子到學校，部分家長更協助準備

營養午餐及點心 (Asia Remix)、幫忙在餐後清洗餐具、打掃
教室，也有家長陪伴孩子們說故事，家長與社區力量的投

入，有效地提升了幼兒園的運作，並達到教育與社區互助

的目標，締結了良好的夥伴關係。今年 2月召開的家長會
議，亦討論到假期間幼兒園的修繕工作、結業典禮籌備及

下學年度計畫。

2.4 跨組織協力合作

在長期推動服務計畫的過程中，TOPS 已與許多在地
團體和國際組織建立起夥伴關係，與各組織共同合作、執

行各項關於衛生、營養、幼教等服務工作；在地團體包

括：甲良婦女會（Karen Women Organisation, KWO）、
緬甸移工子女教育委員會（Burmese Migrant Workers' 
Education Committee, BMWEC）、難民營克倫自治教育單
位（Karen Refugee Committee Education Entity, KRCEE）；
國際組織包括：美國難民委員會（American Refugee 
Committee, ARC）、法國國際電影援助（Film aid）、法

國國際團結（Solidarités International, SI）、法國國際助
殘組織（Handicap International, HI）、國際救援委員會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 IRC）、 泰 王 國 政 府
（Royal Thai Government, RTG）、加拿大樂益會（Right 
to Play, RTP）、 日 本 和 平 志 工 協 會（Shanti Volunteer 
Association, SVA）、達府邊境兒童協助基金會（Tak Border 
Child Assistance Foundation, TBCAF）、邊境聯合會（The 
Border Consortium, TBC）。

2.5 辦理幼兒園免費營養午餐

由於難民營內的食糧為補給制，且發放之食物僅有

米、鹽、油等乾貨，並不包括新鮮蔬菜、水果及肉類等，

因此 TOPS除了贊助烹飪器具、餐具與支付廚師津貼外，
也與合作夥伴 TBC共同合作，提供每天每人每餐 5泰銖經
費，請家長與教師共同採買新鮮蔬菜、雞蛋、肉類及製作

營養點心 Asia REMix等，以提供幼兒園孩童免費且營養均
衡的午餐，並持續注意營養午餐計畫的管理。

TOPS營內督導及訓練員每月定期繳交營養午餐報告
及相關報表，確保計畫從食材準備到午餐發放都能合乎標

準，以提供學童於營養午餐時攝取必需且均衡之營養。

3. 困難與挑戰
部分家長因為家庭因素而無法定期送小孩至幼兒園上

課，難民營的區域領導也會出席 TOPS與營內督導及教師
舉辦之相關會議，鼓勵家長送兒童到學校上課。營內督導

也會定期訪視常缺席的兒童，了解他們的學習狀況並提供

即時幫助，更鼓勵家長積極參與幼兒園之相關活動。

另一隱憂為幼兒園教師的高流動率，大環境的動盪密

切影響著難民的人生規劃，時有老師返回緬甸、獲得第三

國安置等無預期發展，亦有其他私人因素，例如：生產，

均導致難以招募具有教學經驗之教師與訓練員，使得準備

課程與教學活動上具備一定的挑戰。

 2015年 8月發生於緬甸之水災，導致進口菜價上漲，
再加上各家戶的糧食補助減少，使得家長們無法像過去一

樣補助營養午餐食材，這都使營養午餐計畫之推行更為吃

緊。

4. 督導評估和未來工作
TOPS將與教育督導、幼教工作人員及難民社區領導合

作，構思鼓勵家長送孩子上學的計畫，並透過社區會議宣

導教育對孩子未來發展的重要性，也將積極走訪兒童出勤

率低的家庭，了解他們面臨的困難，協助排除障礙。為監

督教育計畫有效地落實，也會持續地召開督導月會、教師

工作會議、家長會議，了解各方的工作狀況及意見回饋，

為計劃做適當的調整，以提供兒童完善的學習環境。

TOPS的教育督導及訓練員正著手統計各難民營幼兒園
廚具與文具用品的需求，為新學年小朋友上課做準備，然

而因募款不易，部分採購工作仍處籌備階段，還望各界傾

囊相助，為孩童的教育盡一份力。TOPS亦感謝 TBC協助
幼兒園的修繕工作，TBC與 TOPS工作人員將一同視察每
間幼兒園的校舍補修情形，預計於新學期開始前完成校舍

補修的工作，提供幼兒園孩童更安全的學習環境。

TOPS於泰緬邊境的「難民營學前兒童發展計畫」旨
在提供難民幼兒完善的成長教育環境，並致力於難民婦女

及青年之能力建構與師資培育，為難民未來返家獨立生活

做準備。本計畫的執行與延續皆仰賴長期且穩定的小額捐

款，TOPS期待有餘力的朋友們伸出援手，幫助泰緬邊境難
民營的孩子們接受教育，給予他們圓夢的力量。

其他邊境計畫支援：部落高等教育宿舍資助

1. 計畫簡介
原 名 為「 泰 鄉 村 發 展 」（Thai Community 

Development，TCD）之計畫，為 TOPS 自 1996 年起與泰
國教育部門、在地夥伴組織達府邊境兒童協助會（TBCAF）
合作，於泰國達府之踏松楊縣、美索縣、美拉瑪縣等地設

立若干部落小學、推行甲良族青年教育發展之計畫。過去

共同服務對象為約 700 位甲良族學子，共 10 所部落小學、
3 間高等教育宿舍。

泰緬邊境偏遠山區世居少數民族甲良族（克倫族），

甲良部落過去以種植旱稻與採集、漁獵維生。然在全球社

會快速變遷之下，面臨耕地減少、人口增加、資源貧乏等

困境，形成越來越嚴峻的生存挑戰。再加上地處偏遠及文

化差異、語言溝通困難，泰國國內專業人員常無法適應山

區部落生活，部落因此長期缺乏基礎設施與教育、醫療等

公共服務。

TOPS 長久以來以補助器材設備、文具用品、教案規
畫、師資培力等方式，協助城鎮公立小學在山區部落設立

分校，並依循當地教育體系加以規畫執行，以學前教育、

識字、算數能力與母語教學等內容為主，讓更多山區少數

民族習得基礎教育。TOPS與在地組織 TBCAF 密切合作，
結合部落社區力量，長期培訓聘任當地部落青年擔任小學

助理教師，培養社群人力資源，累積在地能量，促進部落

發展。

由於部落孩童在完成小學教育後，即使有心繼續升

學，普遍仍因家境清寒而無法至外地念書。TOPS 因此也與 
TBCAF 共同資助高等教育宿舍，並提供獎助學金。透過社
區推薦與遴選，這些部落青年得以入住山下學生宿舍，就

讀國中、高中或高職，不但有英語與電腦等課程，部分學

生更能繼續進大學深造。

唯自 2015 年起因經費嚴重短缺，TOPS 迫於無奈暫
緩教案執行等計畫支援。然因深自顧念過去心血與情誼，

TOPS 駐泰工作隊仍持續訪視各學生宿舍，資助部分宿舍經
營，期盼將僅剩資源集中於宿舍管理。TOPS 也如從前一
般，與 TBCAF 在邊境彼此扶持，共同在資源匱乏中奮力前
行。

2 服務內容

2.1 資助青年學生宿舍

    TOPS 與在地組織 TBCAF 共同扶助 2 間學生宿舍、 
61 名學生，並提供交通補助、文具用品、食物住宿、生活
輔導等支援。各宿舍區皆聘有生活督導，協助學生生活管

理，並由學生分工準備餐食、輪值整理宿舍內外、協助社

區活動，同時種植蔬菜、豬隻與青蛙等，力求自給自足並

獲取足夠營養。學生宿舍之學生亦會定期與宿舍附近之村

民互動，如：參與社區的兒童節活動、三月份 TBCAF所舉
辦之運動日，以增進每所宿舍學生間的情誼，學生也在 3
月學期結束後返回自己的家鄉過暑假。

宿舍地點 受補助之學生人數

Padei（Mae Sot） 20

Pra Porn（Mae Ramat） 41

Total 總人數 61

（資料更新：2016年 3月）

 ▲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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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發生的小故事是否觸動了我們的心。達伽哈萊

（Dagahaley）是東非肯亞，全世界最大難民營 -達達阿布 (Dadaab)
的其中一區。某個傍晚，我正和一群年輕孩子們在達伽哈萊一處

喝著茶，這些年輕人如果不是在這個難民營裡出生，就是在這裡

生活了一段很長的時間。當中有一個孩子告訴我，他從來沒有去

過這個難民營以外的地方，他無法想像米戈里 (Migori,位於肯亞
的小鎮 )和明尼蘇達州 (Minnesota,美國州名 )有什麼不同之處。

加法爾‧阿布迪卡迪爾 (Ja’far Abdikadir)* 是達伽哈萊一
名擦鞋童。這些年以來，這份工作一直是他賴以養活母親及其他

兄弟姊妹的主要經濟來源。加法爾年僅 13歲，他很積極的上學
受教育，但同時又必須身兼擦鞋童這份工作，因為這是他維持這

個脆弱的家庭唯一的經濟來源。

「我一邊上學，一邊擦鞋工作來幫助我自己和我的家人」加

法爾說。加法爾是學校裡最優秀的學生之一，在他敘述自己故事

的言談之間流露出對現狀的擔當與勇氣。他每天早上都要工作，

但從不缺席任何一堂下午的課。而這份工作至少為他帶來每天

200先令 (約 2塊美金 )的收入來貼補家用。

這麼年輕的男孩，挑起照顧家中所有成員的責任，他認為自

已是他們的依靠。他的媽媽因為生病而無法外出工作，而他也無

法任由自己的兄弟姊妹三餐不繼而坐視不顧。他每天必須長途跋

涉到另一個難民營工作，才能讓家人勉強餬口維生。

在某些情況下，有人會說像這樣的例子其實牽涉到童工的問

題。但加法爾實在無法坐著枯等，尤其他知道沒有工作就沒有辦

法讓他的家人獲得生活的基本所需。「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

提供的食物配給量，不足以讓一個家庭在沒有工作收入的條件下

餬口生存。

即使加法爾很想和其他適學年齡的孩子們一樣，投入大部分

的時間在學習，但是如果目前的情況持續下去，他對未來繼續受

教育的夢想將漸漸地失去希望。慶幸的是，他並沒有失去堅持下

去的勇氣，他相信這些挑戰是人生必須面對的，只要願意鼓起勇

氣面對，最終一定會得到繁盛的結果。

對於那些被社會忽視的孩子，如在街頭茫然流浪的青少年、

被家人遺棄的孩童，加法爾的故事或許能為他們的生命注入一點

勇氣。像加法爾這樣的孩子，我們應該提供道德、經濟，以及心

靈上的支持，來鼓勵並幫助他們實現夢想。

加法爾和難民營裡的其他孩子都需要幫助以融入社會。由於

加法爾被劃分為擦鞋的勞動階級，遭社會孤立，但是他仍夢想著

總有一天，他會通過學校考試，進入大學受教育，並且獲得一份

正式的工作。即使年紀輕輕就經歷這些挑戰，加法爾的故事仍是

讓人在困境中激起志氣與勇氣的典範。

來 自 緬 甸 西 北 部 欽 邦 (Chin State) 梯 頂 鎮
(Tedim)37歲的欣欣，家裡有 10個兄弟姊妹，但只有欣欣跨越邊境。現
在的她，跟著先生與 6歲及 4歲的女兒們住在「汶旁買難民營」。

在欣欣成長的梯頂鎮，由於設有地方政府，工作機會較多，除了一般勞動及農業性質的工作外，也

有很多人在由軍政府掌控的政府機關工作。不過，軍政府奴役百姓從事勞動工作的情形也時有聽聞。欽

邦是緬甸境內發展最為落後的地區，貧窮率更高達了百分之 73，導致很多欽邦的青年們必須跨越邊境
至馬來西亞、泰國及印度工作維生。

欣欣年幼時，由於家裡經商，家境比起其他家庭相對較好，在緬甸取得初中學歷後，便前往印度就

讀聖經學校，完成學業後也回到欽邦，在幼兒園和當地的婦女組織工作。直到 2006年，因為前往泰緬
邊境的美索 (Mae Sot)鎮參與維權活動，回家的路竟變得如此漫長。

2006年正值 27歲的欣欣，跟著朋友及其他來自不同邦別、種族的青年們來到美索鎮參加維權研習
活動，希望將所學帶回緬甸與其他朋友們分享。然而，就在同一時間，其中一名參與者在參加完活動返

回緬甸後，竟遭軍政府逮捕，當時在泰國的緬甸青年們聽到這個消息，均害怕得不敢返國，只好求助於

聯合國，聯合國也提供 了暫時居留證給這些因政治因素而無法回到緬甸的青年們，並建

議他們可以至難民營尋求庇護。

欣欣在美索鎮參與研習時認識了來自孟邦 (Mon State)
的先生，欣欣的先生曾為一個人權組織 -緬甸政治犯後援
會 (Assistance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Prisoners, AAPP)工
作，因而被緬甸軍政府列入黑名單中，因擔憂返回緬甸

後，會遭軍政府監禁，從那時起他就不曾再回家過。

一心仍盼望返回緬甸的欣欣與丈夫，婉拒了能到第

三國申請政治庇護的機會，輾轉來到了「汶旁買難民營」，

今年已滿第 10年了，他們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欣欣在難
民營裡也沒荒廢她的才能，目前在「汶旁買難民營」的企鵝幼

兒園（Penguin Bird School）擔任班主任，已有 5年的時間。在企鵝
幼兒園裡，總能看到欣欣認真教學的身影，領著小朋友們帶動跳；她

也積極參與教師培訓課程，並與家長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也因此贏得

社區成員的肯定。

雖然擔任幼兒園老師的薪資不多，欣欣的丈夫也僅靠著飼養家畜來增加

收入，勉強得以餬口，但她的眼裡滿是知足，言談之中還擔心著其他

家庭糧食不夠，無法修繕房屋的問題。談到緬甸近年來的改革與新任

總統，欣欣與丈夫都期盼著真正的和平到來，全家能一起踏上家鄉的

土地。

採
訪編

採訪編譯 :TOPS 駐泰領隊 林鈺珊

文 / 阿卜杜拉希．米瑞 ( 一名索馬利亞難民記者，曾居住在達達阿布難民營超過 23 年的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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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境內近來實行民主改革，不僅改革的進程有目共睹，更

在 2016年 3月選出新任總統，經濟也逐漸復甦，但在泰緬邊境的
難民營裡仍有將近 11萬來自緬甸的難民人口。即便國際社會對於
緬甸的發展感到樂觀，難民們對於境內的和平仍有疑慮，但也期

盼安全返鄉之日到來，離開難民營，擁抱真正的自由。

現年 36歲來自緬甸克倫邦 (Kayin)克羅穆德村 (Klo Moo Der)
的慕達樂 (Moo Dah Ler)，回憶起小時候在家鄉上課時，常因為緬
甸軍政府與克倫軍隊之間的戰爭，導致課業停擺；但也因為家境

的關係，在小學三年級時便中斷學業，靠著務農幫忙維持家計。

直到 18歲時遇到了人生中的另一半，夫妻倆相互扶持在家
鄉務農維生。然而好景不常，在 2008年時，因為受到緬甸軍政府的襲擊，他們的房子和土地都被燒毀，夫妻倆被迫帶著 3個孩
子 (當時最大的只有 6歲，最小的 2歲 )往森林裡逃難，最終在一荒涼偏僻處落腳，卻也從此跟親人失去了聯繫，9年過去了，
仍未有遠方家人的消息。

在 2012 年時，因聽聞泰國邊境的難民營能提供他們協助，一家人長途跋涉，花了兩天的時間才抵達「美拉難民營」。
住進難民營後，雖然生活條件沒獲得太大的改善，因為一家 8口 (家裡有 6個孩子還有 1個在肚子裡即將出世 )僅靠
著先生偶爾打零工維生，她仍要擔心家裡糧食不夠，茅草屋沒有材料修補，日子仍然辛苦，但比起那段住在緬

甸的日子，已感到相當滿足，更重要的是，在難民營裡才能讓孩子們接受到更完整的教育。

慕達樂常常跟孩子們提起她在家鄉的童年時光，希望有天他們也能像其他孩子般自由自在的在田

野間玩耍。談到她那 4歲正在上幼兒園的小男孩，雖然她以責備的口吻說著，和哥哥姊姊們相比，
他比較不喜歡上學，但談起孩子，慕達樂眼裡滿是甜蜜。慕達樂也能體諒幼兒園老師上課的

辛苦，時常鼓勵身邊的父母們一起到學校做志工，幫忙打掃環境、煮飯和協助老師教

學。

慕達樂有感於近來緬甸政治情勢的發展，但回想起過去在

緬甸的日子，仍舊感到不安，待在難民營裡才能減輕

她的憂慮；然而，更讓她擔憂的是，若回

去的話，家鄉的土地是否還在，

他們該如何維生？

難民營裡仍有將近 11萬來自緬甸的難民人口。即便國際社會對於
緬甸的發展感到樂觀，難民們對於境內的和平仍有疑慮，但也期

現年 36歲來自緬甸克倫邦 (Kayin)克羅穆德村 (Klo Moo Der)
的慕達樂 (Moo Dah Ler)，回憶起小時候在家鄉上課時，常因為緬
甸軍政府與克倫軍隊之間的戰爭，導致課業停擺；但也因為家境

的關係，在小學三年級時便中斷學業，靠著務農幫忙維持家計。

直到 18歲時遇到了人生中的另一半，夫妻倆相互扶持在家

難民母親的

期盼

您
「中華人權協會 -臺北海外和平服務團」在泰緬邊境難民營所進行的人道援助工作實有回饋國際社會之意。

臺灣人民眾所皆知，在 1950年代美國政府對台灣不餘遺力的援助，無論是經濟、民生物資、醫療、軍事上的支
援，讓台灣免於生靈塗炭，緩減當時台灣社會所面臨的諸多窘境。

基於以上因素，每年本會為響應 620世界難民日而舉辦的【關懷世界難民之夜】，我總以感恩回饋國際的
心情參與。更喜見過去扮演受助角色的台灣，今日終於有機會以助人者的角色，將這份愛心傳遞到生活困頓、

流離顛沛的難民手中，以盡我們中華民國，在國際上責無旁貸的責任。

也感謝本會臺北海外和平服務團泰國工作隊，長期駐紮在泰緬邊境的辛勞、付出以及令人感佩的人道精神，

協助難民兒童們上學，並享有免費的營養午餐，讓孩子們健康溫飽，逐夢上學！期待有機會與理監事及會員們，

前往泰緬邊境實地關懷難民朋友，並鼓勵在前線工作的伙伴們。

更期待在中華民國 105年 6月 17日「關懷世界難民之夜」，與各界共同關心難民人權，並為難民孩子募
得教育及營養午餐經費。

社團法人中華人權協會理事暨志工團團長　王雪瞧敬筆 105.4.19

邀請 共同關懷世界難民

採訪編譯 :TOPS 駐泰領隊 林鈺珊

在難民營培力下一代在難民營培力下一代在難民營培力下一代在難民營培力下一代在難民營培力下一代在難民營培力下一代在難民營培力下一代在難民營培力下一代
維權人士

議他們可以至難民營尋求庇護。

民營裡也沒荒廢她的才能，目前在「汶旁買難民營」的企鵝幼

兒園（Penguin Bird School）擔任班主任，已有 5年的時間。在企鵝
幼兒園裡，總能看到欣欣認真教學的身影，領著小朋友們帶動跳；她

也積極參與教師培訓課程，並與家長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也因此贏得

社區成員的肯定。

雖然擔任幼兒園老師的薪資不多，欣欣的丈夫也僅靠著飼養家畜來增加

收入，勉強得以餬口，但她的眼裡滿是知足，言談之中還擔心著其他

家庭糧食不夠，無法修繕房屋的問題。談到緬甸近年來的改革與新任

總統，欣欣與丈夫都期盼著真正的和平到來，全家能一起踏上家鄉的

土地。

*為保護當事人隱私，故事人名為化名。
原文來源 : Refugee International

在達達阿布求生存



謹向每一位捐款人，
致上 TOPS 衷心誠摯的感謝！
您的愛心支持，
使泰緬邊境難民兒童快樂成長與學習！ TOPS  捐款芳名錄

歡迎您劃撥捐款
帳號：18501135
戶名：臺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姓   名 金 額 姓   名 金 額 姓   名 金 額 姓   名 金 額 姓   名 金 額 姓   名 金 額 姓   名 金 額 姓   名  金 額

4 支持難民

捐款徵信

資料來源：中華人權協會

統計日期：2016/01/01 至  2016/03/31

財團法人新北市承天禪寺 500,000

王淑芬 130,000

中華救助總會 100,000

王小玲老師 22,220

孫翌翔 20,000

姜呈諭 18,000

叢宥慈 17,000

張瀚云 15,000

王嘉弘 10,000

江翠國中 8年 22班 10,000

蘇玉華（釋文祥） 10,000

沈大維 8,000

黃子瑜 8,000

吳曼章 7,860

李玉珠 7,000

陳秀娟 7,000

江明烜 6,000

江張梅 6,000

李斐隆 6,000

洪翠英 6,000

徐正吉 6,000

陳月李 6,000

葉素甯 6,000

藍美華 6,000

劉其昌 5,400

古冠球 5,000

李瑛 5,000

亞昱企業有限公司 5,000

姜呈侑、姜呈諭 5,000

郭俊杰 5,000

陳絢銘、張英娥 5,000

釋慧熙等人 4,570

徐珮珍 4,500

殷沛青 4,500

劉妍君 4,500

蔡宗穎 4,500

朱昌隆 4,300

王麗梅、劉性敏、鄭一駿 4,000

洪麗敏 4,000

胡文昌 4,000

許萬聖 4,000

林芳瑜 3,600

陳玉娥 3,600

愛德華學苑 3,600

褚秀雲 3,600

李靜美 3,500

王姝綺 3,000

古曉茵 3,000

何淑芳 3,000

吳思慧 3,000

吳惠卿 3,000

呂忠國 3,000

李孟築 3,000

李維鈞 3,000

杜珍英 3,000

杜銀英 3,000

杜寶琴 3,000

周羿翧 3,000

周淑華 3,000

林江霏 3,000

林艾莉 3,000

林佾靜 3,000

林清芬 3,000

倪靜美 3,000

馬尚文 3,000

涂耀仁 3,000

張麗玟 3,000

陳玉春 3,000

陳瑜珍 3,000

黃春芳與四年戊班 3,000

楊梓修 3,000

楊爵菁 3,000

管聯華、管聯純 3,000

劉邦椿 3,000

鄭宇恩 3,000

鄭宇笙 3,000

謝其煥 3,000

蘇倩逸 3,000

蘇勝忠 2,800

蔡孟瑾、蔡孟哲 2,700

鄭師任 2,700

陳虹如 2,500

王琇瑩 2,400

徐淑姿 2,400

黃素琴 2,400

蔡耀州 2,400

魏妙娟 2,400

釋仁宜 2,400

釋仁厚 2,400

釋仁堂 2,400

釋仁答 2,400

釋圓智 2,400

林政宇 2,300

邱美華、黃光德、黃少鈞 2,100

張月馨 2,100

黃淑芳 2,100

呂陽璋 2,000

李信仲 2,000

高志豪 2,000

張美惠 2,000

張銀玲 2,000

許旺生 2,000

陳秀燕 2,000

陳建成 2,000

黃志維 2,000

黃鈺雯 2,000

黃綿 2,000

黃耀輝 2,000

楊麗香 2,000

聖約翰科技大學資訊與

通訊系 
2,000

詹郡萍 2,000

薛永白 2,000

朱秀美 1,800

吳常 1,800

張玉苓 1,800

張國揚 1,800

陳芝玲 1,800

曾豐益 1,800

詹子毅、詹子勤 1,800

蔡明珊 1,800

喬大龍、喬薇軒 1,600

牛開蕾 1,500

王麗燕 1,500

吳周淼 1,500

吳若予 1,500

呂美藝 1,500

呂淑雯 1,500

宋沛芸 1,500

李泓瑄 1,500

沈嘉明 1,500

林川豐 1,500

林承亨 1,500

林昀萱 1,500

林東緯 1,500

林建璋 1,500

林堅良 1,500

林鳳芳 1,500

林慧芬 1,500

邵雅慧 1,500

邱衍 1,500

邱璽滋 1,500

洪久媄 1,500

洪宏仁 1,500

洪財旺 1,500

徐艾宜 1,500

徐季妹 1,500

徐雅倩 1,500

徐曉櫘 1,500

高震谷、朱玉北 1,500

張友梅 1,500

張如珍 1,500

張哲禎 1,500

張獻霖 1,500

梁莉莎 1,500

莊秀治 1,500

倪菊、郭育青 1,500

郭美綉 1,500

郭家成 1,500

郭鳳嬌、馬誌陽、馬瑩蓁 1,500

陳仕峰 1,500

陳正偉 1,500

陳玉瑞 1,500

陳芊錥 1,500

陳依婕 1,500

陳怡君 1,500

陳昆信 1,500

陳明宏 1,500

陳昱伶 1,500

陳盈任 1,500

陳素貞 1,500

陳圓如 1,500

陳慧萍 1,500

陳鵬元 1,500

彭冠元、彭冠瑄 1,500

曾智琴 1,500

賀廣如 1,500

黃耕欣 1,500

黃惟莛 1,500

黃菀玲 1,500

黃詩月 1,500

鈦驛機械有限公司 1,500

楊文彬 1,500

楊佑翎 1,500

楊妤葶 1,500

楊淑惠 1,500

詹益忠 1,500

廖元城、廖致偉 1,500

廖瓊玉 1,500

劉玉秀 1,500

劉佳蕙 1,500

劉宜頌 1,500

劉承翰 1,500

劉峻谷 1,500

劉嘉雄 1,500

潘蓉嫻 1,500

蔡怡欣 1,500

鄭月娥 1,500

賴燕筵 1,500

謝宜容 1,500

謝素貞 1,500

簡玉珊 1,500

林珮媗、洪惠貞 1,200

郭家妤 1,200

陳春來 1,200

陳雅燕 1,200

陳薏婷、陳駿豪 1,200

無名氏 1,200

趙洺妤、趙耀明、楊麗香、趙潔妤、

黃阿巡、趙峻陽 1,200

鄭如棻 1,200

謝朝熙 1,200

友聖儀器有限公司 1,000

尤曼恩 1,000

王希璜 1,000

王翠蓉 1,000

王穗嘉 1,000

王蘭生 1,000

朱瓘 1,000

宋麗輝 1,000

李佩霜 1,000

周慈美 1,000

季美雲、季美馨 1,000

林雅雯 1,000

林敬佳、林仲啟 1,000

林榮章 1,000

林錦紅 1,000

邱麗靜 1,000

施翰君合家 1,000

洪青功 1,000

洪智明 1,000

張天惠 1,000

張文馨 1,000

張懷文 1,000

許蘇信 1,000

郭飛玢 1,000

陳段雲 1,000

陳貞榮 1,000

陳惠卿 1,000

陳潤堂 1,000

陳豐美 1,000

章欣倫 1,000

彭玉蘭 1,000

曾泓翔 1,000

黃月珍 1,000

黃品清全家 1,000

楊彩雪 1,000

楊雯慧 1,000

葉蔡美枝 1,000

劉岱雲 1,000

鄭武寬、詹桂香 1,000

謝美瀅 1,000

蘇村田 1,000

蘇姵華 1,000

童琦蓁 1,000

朱家靚 900

何雍淵 900

吳易儒 900

吳素琴 900

李世凱 900

李宜芸 900

李淑玲 900

周阿金 900

林世豪 900

邱紫涵 900

侯當立 900

侯當寶 900

洪孟華 900

胡育婷 900

胡育銘 900

莊岳靈 900

許永長 900

郭葉蕙 900

陳玉梅 900

陳邑妃 900

曾昱翔 900

曾銀秀 900

黃玉鈴 900

黃惠珍 900

楊舒雅 900

潘江騰 900

蔡佩秀 900

賴興政 900

羅志勇 900

鄭季屏 800

觀世音菩薩 800

王明芳 700

林志儒、林怡貞 660

林陳雪華 660

王國棟 600

李秀貞 600

李榮惠 600

沈佳臻 600

沈秉勳 600

林雅翎 600

邵婷如 600

侯沛玲 600

施正和 600

康鳳容 600

梁瑞玲 600

陳佩璘 600

陳淑盈 600

曾毓雯 600

劉子維 600

劉淑美 600

蔡怡任 600

戴誌良 600

薛家惠 600

薛淑玲 600

謝孟恬 600

蘇子楠 600

蘇瓊華 600

蔣紫彤〈仁美〉 501

玉皇大帝菩薩 500

伍濡駖 500

吳凡珊 500

吳翠鳳 500

周采蓁 500

林幸儀 500

林勝子 500

林雯慧 500

武桂林 500

阿彌陀佛 500

唐孟宇 500

孫美玲 500

徐張妙好 500

高毓彌 500

張金蓮 500

莊智珺 500

許麗娟、許瑜佑、許瀞心 500

陳豊美 500

陳嘉川 500

陳銀彬 500

陳豐森 500

彭仲民 500

曾秀英 500

曾秀雯 500

曾雪芳 500

程仲梅 500

黃美娟與五年丁班 500

黃敏芳 500

黃鈺婷 500

媽祖娘娘 500

廖堡寬 500

劉純兆 500

彌勒佛 500

謝盛業 500

簡愛卉 500

關聖帝君菩薩 500

蘇家敏 500

李玉如 500

無名氏 500

江紋綺 400

李慶雄 400

林黃碧蓮 400

林瑞 400

袁強 400

鄭玉蓮 400

鄭李屏 400

鍾秀琴 400

王曉珺 300

司徒建 300

石祐瑄 300

呂明桂 300

李宜勳、馮鑑昌 300

林月鳳 300

林璐玲 300

康嫩娜 300

張宗仁 300

陳文烽 300

陳真彤 300

陳鈴雅 300

曾英媖 300

黃重遠 300

楊鶴林 300

劉競發 300

鄭光明 300

鍾小晏 300

鍾欣晏 300

陳進旺 250

白芳玫 200

呂世富 200

李太榮 200

李知穎 200

李燦合家 200

林美香 200

林慶源 200

施俊銘 200

陳文烽、陳威廷 200

陳玉琴 200

陳囿男 200

黃淑霞 200

黃銀花 200

楊月金 200

廖秋珍 200

鄭出蓮 200

駱旭珉 200

駱致力 200

黃惠敏 165

K.C. 100

朱麗菱 100

陳威廷 100

李廷鈞 100

合計金額：1,472,186
( 單位：新臺幣 / 元 )

現在就成為每月小額助養人
幫助孩子與難民教師度過難關！
我們希望，孩子們都能溫飽上學，難民們都能平安返鄉；

我們希望，用理解、行動與愛，看見、聽見，快樂的笑顏，幸福的耳語。

TOPS 駐泰工作隊，需要您的支持！

您的一分錢，讓孩子健康溫飽；

您的一份心，讓孩子逐夢上學！

臺北海外和平服務團（TOPS）每年在泰緬邊境美拉（Mae 

La）、汶旁買（Umpiem Mai）與努波（Nu Po）3座難民營培訓

聘任 240名難民教師與訓練員，教育近 3500名學齡前兒童，每

日提供營養午餐。難民青年與婦女們因此能學習幼教專業、傳承

自身文化，孩子們也因此得以溫飽上學。

TOPS邀請您透過定期小額助養捐款，用每月500元、800元、

1000元、1500元或任何您想得到的數字，與我們一起在邊境播

植善與愛。您也可透過志工服務、分享 TOPS粉絲團資訊或捐贈

發票等任何方式，一起幫助流離失所的難民朋友！

您的每筆慷慨捐助均列入 TOPS數位資料庫，供主管機關與社會大眾責信。
TOPS將於您捐款隔月底，開立捐款收據，您可憑證申報個人或企業綜合所得稅減免。

TOPS 2016 年度公開勸募許可字號：衛部救字第 1051361151號

公告及責信
• TOPS 官 網：http://www.cahr.org.tw/tops/ 
•  TOPS 部落格：http://blog.yam.com/topstw
•   TOPS 季 刊：每 3 個月定期發行，歡迎來信索取！

tops@cahr.org.tw

捐款方式

★ 郵政劃撥（定期）助養

帳號：18501135　戶名：臺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請至全國各郵局索取劃撥單，於寄款人處詳細填寫捐款人姓名

及聯絡資料，以利開立收據，再至郵局窗口完成劃撥程序即可。

★ 銀行轉帳（定期）助養

帳號：臺灣銀行 004　城中分行帳號：045004142128　
您可利用網路銀行或 ATM 轉帳，匯款後煩請來電告知帳號後
5 碼及姓名、地址等資料，以利收據寄發。

★ 信用卡刷卡（定期）助養
‧您可以智慧型手機直接聯結刷卡頁面：

‧ 或上 TOPS 官網捐款頁面
https://cahrtops.eoffering.org.tw/
選擇「臺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項目
‧ 或以正楷書寫填妥右欄資料，再郵寄、傳真或掃描後 mail 
給我們。

★ 愛心碼 620 捐贈電子發票
您可於消費時出示此愛心條碼，即可將電子發票直接捐贈給 
TOPS！

社團法人中華人權協會個人資料使用告知事項
感謝您捐款給本會，以下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暨施行細則），向您告知本會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事項：本會依據蒐集之個人資料，包含識別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地址、電話及電子郵件地址等相關資訊，將僅限使用於本會於社團法人登記項目或章程所載之目的事業，就業務需要之募款、捐款人

管理等相關服務使用，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妥善保護您的個人資訊。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之規定，您可向本會行使之個資權利包括：查詢、閱覽、複製、補充、

更正、處理、利用及刪除，本會將儘速處理與回覆您的要求。

衷心感謝您的愛心與支持！

若有未盡事宜，敬請來信或來電賜教！

捐款人姓名：   性別：□男　□女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電話：（公）　　　　　　　　（宅）　　　　　　　　（行動）　　　　　　　　

捐款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E - m a i l：　　　　　　　　　　　　　　　　

捐款助養方式：

□  信用卡單次捐款：   元

□  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

 □  年捐　　　　　　　  元　　□  月捐　　　　　　　  元（每月 1 0 日扣款）

定期定額助養期間：

□至信用卡到期日截止

□  自西元  年　　  月  至  西元  年　　  月

信用卡別：□  V I S A　□  M A S T E R　□  J C B　□  聯合信用卡

發卡銀行：　　　　　　　  銀行

信用卡號：　　　　　 -　　　　　 -　　　　　 -　　　　　

信用卡有效年限：西元  年   月  信用卡背面三碼：　　　　

持卡人簽名：　　　　　　　　　　　　　（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捐款收據開立抬頭：□  同捐款人　　□  其他　　　　　　　　　　

收據寄送方式：  □  累積後，年底寄送  □  單筆刷卡後於隔月底寄送

填妥後，選擇下列方式讓我們收到您的愛心：

‧ 郵   寄： 1 0 0 5 3  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2 3 號 4 樓之 3　 T O P S  助養小組收

‧ 傳   真： 0 2 - 2 3 9 5 - 7 3 9 9　　

‧ 列印、簽名、掃描後， e m a i l  至： a c @ c a h r . o r g . t w

‧ 洽詢專線： 0 2  3 3 9 3  6 9 0 0  *  2 8　會計詹小姐

中 華 人 權 協 會 臺 北 海 外 和 平 服 務 團

信 用 卡 授 權 捐 款 單

泰緬邊境難民兒童助學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