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十多年來，台灣的扶輪社申請國際扶輪基金會的全球獎助金 (Global Grants)及地區獎

助金 (District Grants)不但非常積極踴躍，而且也比較熟稔其中的竅門。因此，加入申請扶

輪基金會獎助金，並聯繫國內外扶輪社，共同舉辦人道或教育服務計畫者，日益增加，申

請獲准的機率也以前相對提高。惟尚有部分扶輪社未曾著手申請，實際應用這個成立百年

基金會的捐款，以行善自己的社區或世界各地的服務工作，不無可惜遺憾。本期月刊除了

扶輪基金會主委的文告上對於到目前為止的獎助金申請情況有重點的報導外，還有數篇全

球獎助金個案的實際運作的成果發表專文，值得參考借鏡。同時，我們歡迎更多有實際申

請舉辦獎助金的社友投稿，將您的寶貴經驗與感想，訴之文字，與其他社友分享，尤其對

於那些從未參與獎助金申請的扶輪社，會有莫大的助益。

我們一直關心扶輪社員人數的成長，而國際扶輪及世界各地的扶輪社都已絞盡腦汁，

用盡辦法，但是這十幾年來，全球社員人數仍然停滯在 120多萬，無法有明顯的突破。本

刊這一期特別轉載一篇菲律賓百島扶輪社 Rotary Club of Hundred Islands的「如何在一年內

讓社員人數倍增」的報導；百島社在 2017年 7月 1日只有 31名社員，經過短短不到一年

的努力與有效的策略運作，現在社員人數已增加到 80名，成為該地區最大的扶輪社。欲知

他們如何辦到，請參閱這篇的特別報導。

這屆國際扶輪社長萊斯禮 Ian H.S.Riseley在上任之際，就大力倡導，期望全球每一名社

員種植一棵樹，如果這個計畫真的能夠實現，就會在這世界各地增加 120萬棵樹，改善自

然生態的環境，減輕空氣的污染的情況。這期月刊裡，他特別呼籲再度推動「保護行星地

球」的扶輪計畫。請參閱第 18頁「回歸根源」。事實上，我們已親眼目睹最近台北、台中

等地從早到晚，天空灰霧茫茫，明顯地感覺鬱悶不適。如任其肆虐，而不加以有效的控制

與減緩，絕對會影響我們的健康與生活品質。響應社長萊斯禮的明智主張與鼓勵推動這項

活動，台灣已有數個地區舉辦植樹的實際行動並投稿本刊報導。我們會多加登載這方面的

任何資訊，希望造成一股改善我們生活環境的宣導力量。

台北中山社 PP Marine這一路來撰寫了一系列的日本扶輪前輩與台灣扶輪發展淵源事

蹟，資料稀有珍貴，具有收藏的價值。他寫作的認真與功力都令人十分敬佩。這期月刊有

他的一篇傑作「捍衛婦孺權利的 UNICEF」。想要一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究竟的讀者，

PP Marine在這兩頁簡短扼要的敘述，就能夠使您對於這一個於 1946年成立而對於全世界

兒童有偉大貢獻的機構有進一步的認識。本刊在此鄭重推荐，幸勿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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