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台灣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 

特優獎作品簡介

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在國際扶輪台灣 12個地區支持下， 
將繼續辦理 2019台灣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 ，鼓勵國內媒體報導公益新聞， 

提升社會正能量，並推廣台灣扶輪社員的公益服務形象。 
本刊特此簡介角逐 2018台灣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 18個獎項的 140件 

參賽作品中贏得 6個第一名特優獎的作品，以供拋磚引玉。

國際扶輪自 1988 年致力

消除小兒痲痹症，30 年從每

年 35 萬名案例減少到 11 例，

台灣扶輪也發起支持的行動

根除小兒痲痹慈善音樂

會，可是社會大眾是否知悉扶

輪人急切的心思？因而藉由

3521 至 3523地區的三位總監

採訪，了解消除小兒痲痹的行

動與現況。

只要地球上還有一名小兒

痲痹新生患者流行病就可能捲

土重來，因此報導描述了小兒

痲痹的症狀與治療途徑，透過

總監的分享輔以數據，轉述小

兒痲痹消除的現況，也帶出台

灣盛行小兒痲痹的歷史及心路

轉折。

報導後，另有一篇台灣小

兒痲痹患者如何活出希望、惠

及兩岸同胞的感人故事，是身

分多元，集歌手、廣播主持及

舞者於一身的劉麗紅。她帶各

障別殘疾者到蒙古表演、分享

故事給病童，並挑戰自我騎駱

駝的歷程，帶出台灣消除了小

兒痲痹。不過台灣有愛，我們

應該延續，傳承這份愛，讓愛

更加無國界

平面報紙媒體報導獎特定題材第一名特優獎�
愛無國界 消除小兒痲痹的決心

李祖翔

人間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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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報紙媒體報導獎一般題材第一名特優獎
開船行醫成絕響 

追憶澎湖人一侯武忠最後身影

廣播新聞媒體報導獎特定題材第一名特優獎
扶輪「原」夢、一起哈啦系列

「扶輪『原』夢、一起哈

拉」專題報導，將聆聽角度轉

向花蓮縣吉拉米代部落，聚焦

台北中山扶輪社深耕原鄉、點

亮部落希望的故事。

節目播出後，該電臺網路

廣播（www.ner.gov.tw）仍保

留 60 天重複收聽功能。

◎ 107 年 1 月 16 日

扶輪 原」夢、打造哈拉基地

小愛化成大愛！四維分校在台

北中山扶輪社第五分區亮點計

畫贊助下創設成「一起哈拉」

基地，雖是廢校，但仍持續教

育功能、傳承吉拉米代部落 

文化。

期間社友及志工共同參與

整修，工作團隊也在過程中深

植「助人為樂」的生命態度。

為感謝扶輪社長期深耕，部落

精心規劃體驗行程，讓社友及

國際交換生直呼：「很棒的體

驗」。本集節目記錄這段齊心

合力的歷程，期盼讓善的循

環，形成「蝴蝶效應」般的影

響力。

早年，住在澎湖離島的

居民若是生病，都得趕清晨的

交通船到馬公，轉好幾次車才

能到醫院看病，不管是看個小

感冒、拿藥都得花上大半天 

時間。

直到 20 多年前，當時年

僅 30 多歲的澎湖人侯武忠接

任白沙鄉衛生所所長，他不忍

老人家們如此奔波，開始每週

包船到大倉嶼、員貝嶼去巡迴

醫療，後來乾脆向老船長學開

船，甚至自掏腰包買了一艘

船，成為全台唯一開船行醫的

醫師。是澎湖離島居民心中的

「白沙鄉守護神」，讓他不

到 40 歲就獲頒醫界最高榮譽

「醫療奉獻獎」，是最年

輕的獲獎者。

然而，侯武忠在一次健

康檢查時確診胰臟癌，短短 

9 個月就不敵病魔辭世，享年 

55 歲。

中央社記者隨即飛往澎

湖，踏遍侯武忠的行醫足跡，

感受他乘風破浪的開船行醫人

生，侯武忠以母親名字命名的

「昭滿號」還停在碼頭邊，但

這船的主人已不會再回來。

一提起侯武忠，和他共事

多年的老同事、老病人個個都

濕著眼眶，聊著他的個性、他

的生活趣事，還有他對大夥如

家人般的溫暖關懷，而中央社

也用文字、影像，記錄侯武忠

在眾人心目中的最後身影。

李思瑩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台東分台

張茗喧、孫仲達

中央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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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2月 13日

扶輪『原』夢、青年返鄉哈拉

生命感動生命！吉拉米代部落

因為「一起哈拉」基地的創

建，吸引青年生力軍返鄉耕

耘。「想為故鄉做事」，是這

群返鄉人共同的想法，茲分述

如下：

（一）克服困境，以自

身教育成果投入部落服務臺灣

大學博士生的藍姆路 卡造，

曾榮獲 2014 總統教育獎，因

先天髖關節問題導致行動不

便，但仍力爭上游所展現的生

命力，擔任豐南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結合扶輪社及各界公

益資源投入，共同建立「一起

哈拉基地」，在部落創意再生

與文化保存的兩個軸線上，找

尋發展的平衡。

（二）返鄉築夢，興趣

與工作結合人生活得精彩

單親媽媽 陳月珍，為

了陪伴女兒毅然辭去護理工

作，返家謀職，並發揮繪畫專

長及餐飲設計，讓她的人生增

加自信及精彩。

在吉拉米代，同樣可以

看見有別於傳統文化的些許改

變，例如農產品牌的推出、網

路行銷、通路與媒體的串聯，

以青年族人為主體，逐漸獲得

部落長老鼓勵與各界支持。

廣播新聞媒體報導獎一般題材第一名特優獎
剩食 惜食 續食

如何珍惜食物，愛護地

球，成為經濟快速發展下的重

要課題之一。「剩食。惜食。

續食」，將從傳統市場蒐集而

來的醜蔬果變身美味的七喜廚

房；接受超市或量販店即期品

或是醜蔬果，製成調理包幫助

偏鄉弱勢學童的 1919食物銀

行；以及將營養午餐「剩食」

變「續食」的惠文中學，看看

他們是如何從自己出發，珍惜

我們浪費的食物。

第一集：化腐朽為神奇。

七喜廚房將剩食變盛食七喜 

廚房。

第二集：幸福「食」刻 。 

惜食變盛食的1919食物銀行。 

透過臺中園區透明廚房將即期

品製成冷凍調理包，供應偏鄉

陪讀班學童做為晚餐。

第三集：剩食變續食。

惠文中學剩食志工團臺中市立

惠文中學的拾璿佾不忍心農家

辛苦栽種的食物被浪費，和好

友羅仕丞一起推動「剩食計

畫」，希望系統化的利用營

養午餐的「剩食」變成「續

食」。

第四集：主婦聯盟建議，

每個人減少食物變成垃圾的可

能，可以購買在地食材；多認

識食物的生長過程；動手烹煮

食物；分享給需要的人。不

過，主婦聯盟資深專員沈寶莉

發現，臺灣大學生、小資族，

也就是 18~34歲 IG世代，他

們都用手機鏡頭認識食物，對

食物不是真正的了解，他認

為，飲食教育不能等，因為這

群人未來將會成為更小孩子的

父母，孩子的健康掌握在他們

手中，讓他們有機會認識食

物，不只是珍惜食物，也確保

下一代的健康。

劉文珍、 黃麗如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彰化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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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寫下「全民都負擔

得起」的健保奇蹟，卻成為全

球用藥最浪費國家。我們年年

浪費 300億，136噸藥品。虛

耗的化學複合物，對環境造成

負擔，傳統污水廠無法有效分

解，正陷於不知不覺的藥害衝

擊。製作此系列專題本著攸關

兩千多萬人民公眾利益，給民

眾知的權利、既而改善環境。

揭開水污法漏洞　 
驗不出新興藥物

TVBS 採訪團隊歷經四個

月調查，走訪八大河川

一、從《揭開水中竟含有 K 

他命，管制毒物》看起，

《直擊醫院最神秘的廢水

處理廠》。

二、揭發現行「水污染防制

法」漏洞，驗不出新興藥

物，再從法規疏漏看台灣

用藥比重，民眾錯丟衝

擊，引各國他山之石作為

借鏡參考。

三、進《台大毒物實驗室證實

水中生物（魚胚胎）已受

衝擊》。

四、基隆河查訪污水廠髒魚流

向市場。

五、抗生素濫用衍生超級細

菌，提供如何減少用藥。

六、追源頭發現醫院多開藥其

實暗藏「以藥養醫」利潤

秘密，經衛福部長陳時中

承諾重新檢討這惡性循環。

期公眾利益　正面積極解決

公部門正視危機　具體回應

TVBS 盼喚起對環境永續

警覺，期發揮社會公器之責，

以建構式新聞模式提出解套。

民間學界政府三方思考，從開

藥用藥習慣、回收系統、法令

漏洞、層層檢討、治本自救。

電視新聞媒體報導獎一般題材第一名特優獎
藥不藥。大追蹤

林上筠、潘郁文

M���新聞台

柬埔寨是「東南亞最窮

國」，歷經多年內戰後，基礎

建設仍然相當匱乏。位於偏

鄉的和平小學，是 14年前由

日本企業捐錢蓋的，目前大約

有 2,100個學生，由於人數實

在太多， 必須分成上下午、兩

梯次上學。全校 42間教室，

沒有電、沒有燈，教室光線

不足，碰到雨季和陰天，孩

子們更得摸黑上課。國際扶

輪 3490地區，在當地啟動了

「點亮和平小學」捐助計畫，

找來工程團隊，解決學校裡的

用水用電難題。當電力接通、

電燈亮起的那一刻， 就像是點

亮了孩子們的人生！

校區整建完工啟用這一

天，國際扶輪 3490地區幾乎

包下了一整架飛機，300 人團

隊抵達了和平小學，帶著 500 

個全新書包、各式文具用品、

和 2,200雙涼鞋，這些是台灣

來的叔叔阿姨們，為孩子們所

準備的開學禮物。

電視新聞媒體報導獎特定題材第一名特優獎
公益新南向 扶輪跨海送愛

莊玉珍、戴榮賢

中華電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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