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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製

扶  輪  社

這些扶輪社用新的想法 
和新社員來保持活力

什
麼是扶輪？當然，這是指由扶輪社社員和扶輪青年服務社社員所構

成的整個社群的人，但也包括參與諸如扶輪和平獎學金和扶輪青少

年交換等計畫的人。它也包括參加扶輪社員行動小組及獎學金及扶

輪社區服務團的非扶輪社員。此外還有參加扶輪專案當志工以及對扶輪的工

作和理想感興趣的人。

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技能和專長，扶輪當起樞紐，把這些人全聚集在

一起，在世界上行善。今天的扶輪社員和扶輪青年服務社社員不斷擴大影響

範圍，超越了他們的社團、社區和國家／地區的界限。他們一直做最大的努

力去走出扶輪組織，邀請非扶輪社員參與。這些新的關係組織都有可能提升

扶輪的形象、提高成功機會、並在與扶輪社結構的新方法相搭配下，吸引新

成員。這裡描述的扶輪社、人員、計畫可以給現有扶輪社或未來扶輪社帶來

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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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湯姆‧甘普 (Tom Gump)成功吸

引了新社員加入他的明尼蘇達州愛迪娜／晨邊

(Edina/Morningside)扶輪社。但他發現自己是

在從同一堆朋友和熟人中開發新社員。最近，

現在擔任 5950地區總監的甘普已經善於採用

一個新策略：透過激發人們的熱情來成立新的

扶輪社。

在得知 88%的新扶輪社社員都是扶輪的

新鮮人──這意味著這些扶輪社並沒有從現有

扶輪社挖走社員──之後，他發現許多潛在的

社員只要找到一個適合他們的扶輪社就會加入

扶輪。

甘普也關心如何留住扶輪現有的社員。他

引用的另一項研究顯示，會離開扶輪的人通常

在加入後的三年內離開。「我們如何讓他們留

下來？」他想知道。答案是：「把對於某一種

理想充滿熱情的人聚集在一起。」

過去兩年，甘普的地區已新成立四個扶

輪社。其中之一是 5950地區護照扶輪社，該

社匯聚了因工作變動而不得不離開原來扶輪社

但想留在扶輪的社員。其他三個都是以理想為

基礎的扶輪社，頭一個是雙城生態扶輪社。

「那個扶輪社使我們開始踏上成立新扶輪社之

路，」甘普說。「如果我們能為環境而成立新

扶輪社，為什麼不用其他目標呢？那就在我們

眼前。」

下一步行動是成立明尼蘇達退伍軍人扶

輪社（5950地區），這也是扶輪的第一個。

該社於去年秋天授證，擁有約 50名成員，目

前正在蓬勃發展。該社第一次捐血活動吸引了

60名捐血人，其他還有幫助退伍軍人和目前

在軍隊服役的人的計畫。「扶輪非常適合退伍

軍人，」該社前社員主委布列塔尼‧里奇‧席

維爾斯 (Brittany Ritchie Sievers)說，他曾在美

國陸軍服役 10年。「他們天生想為他們在部

隊和社區的兄弟姐妹服務。」

5月，扶輪的另一項首創，該地區的 5950

地區終結人口販運扶輪社授證，這是一個網路

扶輪社，卡倫‧沃科夫斯基 (Karen Walkowski)

為創社社長。其成員不僅有明尼蘇達州人，還

包括美國各地以及泰國和英國的人。「扶輪是

把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磁石，」甘普說，「這

一切都是因為我們採用以前從未用過的方式去

接觸我們的社區。」

為理想而成立扶輪社會產生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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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 the years, Tom Gump has been success-
ful in attracting members to his Rotary 
Club of Edina/Morningside, Minnesota. 
But he found himself tapping into the same 
pool of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Lately, 
Gump, who is now governor of District 

5950, has become adept at a new strategy: starting new clubs 
by harnessing people’s passions. 

After learning that 88 percent of the members of new 
clubs were new to Rotary — which means those clubs weren’t 
poaching members from existing clubs — he realized that 
many potential members simply need to find a club that is 
right for them.

Gump was also concerned about keeping the members 
Rotary already has. He cites another study that shows people 
who leave Rotary usually do so within three years of joining. 
“How do we get them to stay?” he wondered. The answer: 
“Bring together people with a passion for a cause.”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Gump’s district has created four 
clubs. One of them is the Rotary Club of District 5950 Pass-
port, which brings together members who had to leave their 
club because of a job change but wanted to stay with Rotary. 
The three others are cause-based clubs, beginning with the 
Rotary Club of Twin Cities Eco. “That was the club that got 
us started on the new club process,” Gump says. “If we can do 
this with the environment, why not do it with other causes? 
That was right in front of us.”

The next move was to help create the Rotary Club of Min-
nesota Veterans (District 5950), a first for Rotary. Chartered 
last fall, the club, with about 50 members, is thriving. Its first 
blood drive attracted 60 donors, and other projects help both 
veterans and people currently serving in the military. “Rotary 
is a perfect fit for veterans,” says Brittany Ritchie Sievers, the 
club’s former membership chair, who spent 10 years in the 
U.S. Army. “They have an innate need to serve thei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arms and their community.”

And in May, in another first for Rotary, the district char-
tered the Rotary Club of District 5950 Ending Human Traf-
ficking, an e-club with Karen Walkowski as its charter 
president. Its members include not only Minnesotans but 
people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Thailand and the 
United Kingdom. “Rotary is the magnet that brings these 
people together,” says Gump, “and all because we’re reaching 
out to our community in a way we never did before.”

O

Clubs for a cause 
have a positiv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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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May, amid the COVID-19 shutdown, the Rotary 
Satellite Club of London, Ontario, posted an invitation 
to its next online meeting. It read: “Are you missing 
human interaction? Do you want to meet new people 
who do good in the community? Not interested in put-
ting on pants to do all this? Join us at 6:30 p.m.”

The pants-optional post was typical for the Canadian club, 
which attracts new members with a cheeky attitude combined 
with technological savvy. It was chartered in 2016 as an offshoot 
of the Rotary Club of London that was meant to be more acces-
sible to younger people. A satellite club, which allows for groups 
as small as eight people to start a club by tapping into an existing 
club’s infrastructure, was an ideal way for the Rotary Club of 
London to plant the seeds for a new, independent club.

“The London club is an older and quite traditional club,” 
says Kirk Langford, a charter member of the satellite club. He 
means no disrespect. “The satellite model worked well because 
it provided us with the support and infrastructure of the Rotary 
Club of London, so we weren’t left to figure everything out on 
our own. Now we’re getting to the point where we’re ready to 
become our own club, which is exciting.”

The club, which previously met in a local pub, has used 
events such as dance parties and trivia nights — which moved 
online during the pandemic — to raise money for projects. A 
recent raffle provided the winner a year’s supply of beer from 
a local craft brewer.

“We certainly do have a lot of fun together,” says Langford. 

“After all, if people aren’t having fun 
and enjoying themselves, they aren’t 
going to stick around. It’s turned us 
from a club of strangers who want to do 
good in the community into a club of 
friends — people you enjoy spending 
time with and want to know better.”

The club keeps things informal and 
economical. Heather Macdonald, the 
daughter of Rotarians and a recent col-
lege graduate, joined because it offered 
a low-cost avenue to lend a hand in her 
community. Now, she says, “I’m an ac-
tive Rotarian and likely will be for life. 
I love my Rotary club and the people in 
it. We have a wonderful time together, 
it doesn’t cost us much, and we’re mak-
ing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With an eye toward the future, the 
Rotary Satellite Club of London now 
partners on events with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and Fanshawe Col-
lege Rotaract clubs. “It provides a good 
opportunity to talk to those members 
about joining our club after they’re 
done with school,” says Langford. 

Now who’s the old-timer?

I

The meteoric rise of a  
fun-focused satellite club

“We have a 
wonderful time 

together, it 
doesn’t cost 

us much, and 
we’re making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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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在 COVID-19暫停活動期間，安大

略省倫敦扶輪衛星扶輪社貼出了下一次網路會

議的邀請函。上面寫著：「您是否懷念人與人

之間的互動？您想結識在社區中行善的新人

嗎？不想盛裝打扮來做這一切？歡迎下午 6時

30分加入我們的行列。」

這張正式服裝可免的貼文是這個加拿大

扶輪社的典型公告，這個扶輪社吸引那些不

講繁文縟節且精通科技的新社員。它是倫敦扶

輪社的分支，於 2016年授證，目的在讓年輕

人更容易加入。衛星扶輪社讓只有 8人的團體

可利用現有扶輪社的基礎設施來成立扶輪社，

這是倫敦扶輪社為新的獨立扶輪社播種的理想 

方式。

「倫敦扶輪社是一個老而傳統的扶輪

社，」衛星扶輪社的創社社員柯克‧蘭福德

(Kirk Langford)說。他無詆毀之意。「衛星扶

輪社模式很有效，因為它給我們帶來了倫敦扶

輪社的支持和基礎設施，因此我們不必自己去

想出解決所有問題的方法。現在，我們已經做

好了擁有自己扶輪社的準備，很令人激動。」

該扶輪社之前是在當地酒館開會，並利用

舞會和常識問答之夜等活動為專案募款。最近

的抽獎活動的獲勝者獲得了當地一家精釀啤酒

商一年的啤酒供應量。

「我們確實玩得很愉快，」蘭福德說。

「畢竟，如果人們沒有獲得樂趣和享受，他們

就不會留下來。它把我們從一個由一群想在社

區裡做好事的陌生人所構成的扶輪社，變成一

個由朋友所構成的扶輪社──你喜歡和這些朋

友在一起，並且想更瞭解他們。」

該社凡事不拘形式並且儘量節儉。希瑟‧

麥克唐納 (Heather Macdonald)是扶輪社員的女

兒，剛從大學畢業，她也加入該社，因為它提

供了低成本的途徑來幫助她的社區。現在，她

說，「我是一個活躍的扶輪社員，而且很可能

將終身如此。我愛我的扶輪社和社裡的人。我

們一起玩得很愉快，所費不多，而且我們可以

讓世界更美好。」

展望未來，倫敦扶輪衛星扶輪社現在與西

安大略大學和泛效維 (Fanshawe)學院的扶輪

青年服務社合作舉辦活動。「這提供了一個很

好的機會，可以和那些同學討論在他們完成學

業後加入我們的扶輪社，」蘭福德說。「現在

誰是老手？」

以娛樂為主的衛星扶輪社的迅速崛起

「我們一

起玩得很

愉快，所

費不多，

而且我們

可以讓世

界 更 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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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莎‧亨特 (Lisa Hunter)在扶輪青年服務

社度過了 12年，並在英格蘭各地遷徙時加入

了一些扶輪社。她還曾擔任國際扶輪的扶輪青

年服務社委員會的委員，並擔任英國和愛爾蘭

擔任扶輪青年服務社委員會的主委。在 2011

年 10月滿 30歲時，她知道該是離開扶輪青年

服務社，繼續前進的時候了。「但我還是想

參與扶輪家庭，」她說。「我過去為它付出

這麼多，我從根本上相信扶輪所做和成就的 

一切。」

問題是亨特和她在扶輪青年服務社的其他

朋友找不到一個適合他們生活方式的扶輪社。

亨特將這群人聚集在她位於倫敦以西約 30英

里的梅登黑德 (Maidenhead)的家中，整理出

一份理由清單，說明儘管他們對扶輪社充滿熱

情，但為何他們都沒有加入扶輪社的原因。這

是一長串常見的理由：高昂的成本、不方便的

開會時間、對擁有新事業和家庭的年輕專業

人員的不合理要求。「這清楚表示，有些問

題需要解決，」亨特說。「因此，我們談到

了我們希望從扶輪獲得的東西──梅登黑德橋

(Maidenhead Bridge)扶輪社因此誕生。」

這個有 8年歷史的扶輪社每月在一家當

地咖啡店舉行兩次例會。「這符合我們扶輪社

的風格，」亨特說。「它很輕鬆，對所有人都

開放，但在星期天早上需要咖啡因。例會本身

是非常非正式的：沒有吐司、沒有飯前感恩禱

告，甚至沒有點名。你不會看到任何人穿西裝

打領帶。」歡迎孩子們參加，包括亨特的 9歲

女兒，她參加了每一次例會和活動。

「我們的扶輪社非常強調親手做，」亨特

說。「我們聚焦在社區需求以及我們如何竭盡

所能提供幫助。我們渴望讓人們看到我們正在

做事，顯示出扶輪社員實際行動情形並同時大

聲說出來。這符合我們的社員沒有大量可支配

收入的事實。捐出我們的時間比捐出現金要容

易得多。」

該社有近 50名社員，而且還在不斷成

長。「我們透過 Facebook，Twitter，Meetup.

com和 Instagram在我們的網站並以網路行銷

來吸引新社員，」亨特說。「我們的帖子吸引

人而且激勵人，最重要的是，它們展示了我們

扶輪社實際行動情形。」成員還致力於與在地

政府和企業的領導人建立並維持關係。「他們

幫助我們推廣活動並提供資源。我們已經證明

自己是可靠且專業的活動籌備者，現在我們發

現那些當地領導人來我們扶輪社，並要求我們

幫助他們，這太棒了。」

該社的第一個計畫是 2012年的「復活節

家庭歡樂日」，吸引了 250人參加，這項活動

已成為該社標誌性的年度盛會。亨特說，這

是一項免費的兒童活動，有助於推廣有益健康

的生活方式，梅登黑德的居民很欣賞。「對於

我們社員的孩子們來說，這也是一個很棒的

活動，可以透過遊戲幫助他人並實現他們的 

想法。」

該社設定了每年提供 1,700小時志願工作

的目標──但去年超過 2,400小時。此外，該

社與當地的食物銀行合作，每週幫助收集捐贈

食物。它還通過一個名為（沒開玩笑）「幫我

的社區拉皮」的計畫提升了食品銀行和其他當

地慈善機構的形象。「這是一個很棒的親手去

做的計畫，社員們對此很熱衷，」亨特說。社

員們奉獻自己的時間和專業知識，以幫助這些

組織改善其品牌、行銷、活動和網站，從而提

高影響力。

我們喜歡突破扶輪的界限，改變人們對

扶輪以及『正常』扶輪社的看法。」亨特說：

「我希望其他扶輪社考慮輔導成立新的扶輪

社，來吸引年輕人。我想看到前扶輪青年服

務社社員帶頭創建新的扶輪社。堅持不懈，

締造改變。扶輪實際上可以是您想要的任何 

形式。」

成立心目中的扶輪社

「我們發

現當地領

導人來到

我們的扶

輪社，要

求我們幫

助他們，

這 太 棒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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