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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宗方濟各在《願祢受讚頌》通諭說：「我們

永遠都能走出自己，迎向他人。除非我們這

樣做，否則無法認識其他受造物的真正價值，不

會關注對他人有利的事物，也無法自我克制以避

免他人受苦或造成周遭環境惡化。若我們真心希

望能關愛我們的弟兄姊妹和愛惜自然環境，關鍵

在於我們要超越自我，以及拋棄任何形式的自我中

心和良知麻木。這些態度也調整我們的倫理判斷，

進而評估我們的每個行為及每個決定對周遭世界

的影響。若我們能克服個人主義，便能真正培養

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為社會帶來重大改變。」

我們堂區秉持這樣的精神，關心社區的需

要，計畫實踐永續發展目標，其中的議題「確

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的

大方向，克服社區水資源議題。讓全社區的每

一個人都有公平的管道，取得安全且負擔的起

的飲用水。

生態水質議題

貴和堂堂區正式成立於1863年，屬基安縣歷

史最悠久的教區之一。 在158年來的發展歷程
中，堂區經歷許多起起落落：戰爭，貧困，迫

害，分裂⋯⋯4年多前，在海洋環境災難發生時

（許多工廠將大量未經處理含有苯酚毒素和氰

化物的廢水排放到海洋中，造成中部4個沿海

省分海洋生物的大量死亡）導致這個地區的生

活受到很大的影響。最嚴重的是生態的污染，

影響到整個生活環境。

當前，人們的生活用水主要來自雨水和鑽井

中的水。 雨水源收集在屋頂後，放入水箱中，
然後通過基本方法過濾以用於日常烹飪，但是

雨水不足，尤其是在炎熱的天氣。幸好，貴和

堂區在30年前的一位本堂神父來負責堂務時，

看到這個情況，就建議堂區教友善用靠山靠海

的地形，在山上蓋一座水庫，供應本堂教友生

活用水。但現今國家工業化之後，慢慢發現空

氣污染越來越嚴重，而且這地區也有很多商人

來開設工廠，海邊出現港口、海洋污染，這個

水庫的水源也不例外。

此外，貴和天主堂最近幾年發現，堂區所建

水庫不只為教友提供生活用水，而是整個社區

其他鄉村的非教友都陸續過來取水，慢慢有些

交流（因為社區其他鄉村都還沒有為他們提供

的水庫），藉著這樣的跨鄉村取水的機會，讓

堂區可實現福音的精神，融入社會，走出去。

堂區現況分析

優勢：1.堂區教友人數多，很活躍，團結及熱

心，特別是年輕人多；2.堂區教友經濟穩定，也
很踴躍參與教會活動及奉獻；3.有很多靈活運
作的善會組織。

弱勢：1.堂區還沒有福傳的組織；2.比較傳
統，不擅於容納外力；3.本堂神父和教友比較
注重牧靈工作；4.很少跟社區的非教友交流，
很難跟政府官方合作。

機會：1.與社區政府官方合作，有更多交流，

藉此機會多和社區的非教友及政府官方交談；

2.提供清潔水以服務其職業社會經濟發展，改
善社區的生活質量。

威脅：可能很難獲得政府的補助，以及與政

府官員的溝通上會有些困難。

擬訂應變策略

1.邀請傳協會主席從熱心教友中，尋找一位有
經驗的專業人士擔任計畫專案主席，以及不同

任務編組的組長，並成立資訊團隊，挨家挨戶行

動；2.成立一個有組織且具備能力、熱心、可靠
的招募團體；3.邀請各善會及青年團體拜訪社區
非教友，從社會議題的角度與政府及村民交談，

與村長合作宣傳，並鼓勵參加關心水質議題；

4.請神父連續在主日彌撒告知教友此福傳計畫，
以激起教友的心火，試著去辦福傳大會， 宣導
福傳概念，建立福傳組織並成立福傳基金會。

人力資源說明

1.此次福傳最主要的人力是堂區教友！按照堂
區的傳統習慣，每次堂區的活動事工，教友都很

熱心按戶口人數每天輪流來做。根據堂區市場

調查，堂區約有4000位教友，600多戶家庭，大

部分是漁夫，主要的經濟來源是靠捕魚及遠洋

工作。不過，堂區的教友都很熱心於本堂的活

動，不管是金錢或人力，只要本堂神父在彌撒中

感召，藉著堂區傳協會的分工合作並帶領，堂內

教友都很願意付出。我認為這股精神是堂區的

亮點，也是這計畫可行的重要因素。

2.人力來源是藉著生態──水庫復能的專案
宣傳，而主動邀請堂區外的鄉村朋友參與，堂

區所屬的社區有另外非教友3個鄉村，但最近

幾年都到堂區水庫取水，也慢慢地認識本堂的

教友並建立友好關係。 
籌備工作小組

計畫能順利進行與成功的先決條件，第一是

靠本堂神父的帶領，第二是堂區教友的合作。

因此，首要是呈上計畫書給神父，向傳協會報

告計畫內容，並邀請傳協會主席從熱心的教友

人士中，找到一位有經驗的專業人士擔任計畫

專案主席及成立核心小組。

成立以下工作小組：1.資訊小組；2.福傳關懷
組；3.召集事務組；4.行政文宣組；5.專案施工
組；6.總務組；7.福傳基金會。辦理堂區福傳計
畫說明會，並請相關單位與專家學者審定水庫

的水質，以及設計如何復能的專案，再將詳細專

案內容與本堂神父和傳協會會長共同審核和修

正、一起決定施工時間與方式。藉著感召「堂區

與生態――水庫復能福傳組長會議」訓練及協

助組長完成組員召募工作。福傳關懷組拜訪鄰

居的村長及居民，介紹此計畫並邀約合作參與。

三個階段進行

生態——水庫復能福傳計畫工作項目及範

圍：分成3個階段：

1.計畫審定及設計階段：籌備小組組長及本

堂神父進行場看（在山上水庫的狀況：環境，

面積等），邀請相關單位與專家學者審定水庫

的水質及設計如何復能專案。

2.施工階段：教友藉著建築師的帶領一起完

成：a）調查集水區水環境資料或建置必要之監
測設施；b）強化即時監測及水質（濁度）預警
機制；c）結合居民自主保育行動，如：定期清
潔水庫，過濾及管理作為；d）建立污染預警平
台，另辦理快篩水庫污染熱區，以利強化水庫

局部污染控制措施。

3.評估階段：為確保完工設施於計畫結束後之

正常運作，堂區專案小組應妥善辦理水質檢驗

與評估後，才開放教友及鄰居來取水；更重要的

是維護管理工作，落實相關維護管理可通過本

堂的管道，經常宣導環保用水，保持環境清潔。

廣傳天主是愛
梵蒂岡第二大公會議聲明：「傳教的目的不

是停止『拯救靈魂』，而更是過著基督徒的生

活，福音的生活，並努力使世界成為一個共同

的家園：基督徒在團體中的臨在必須是耶穌生

動的記號，用耶穌慈愛的心去愛我們，並希望

我們以同樣的愛去愛慈善機構的鼓舞。無論種

族、社會或宗教狀況如何，基督宗教慈善事業

能確切地傳播給人們。」（AG 12）
為此，本專案的目的也朝著大公會議的方

向，先是在於水質改善，維修並清潔堂區1993

年蓋建的水庫，進行污染源處理改善，恢復

集水區自淨功能，減輕水質污染，提供潔淨水

源，增加飲用水安全。 後者是為了福傳目標，
融入社區並與非教友的區民連結交流，用關心

體貼的行動介紹信仰，把耶穌的愛傳出去。

 堂區走向社區，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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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與生態 水庫復能福傳計畫

2021年全國福傳大會主題為「堂區福傳」。本系列除刊載堂區福傳的理論基礎外，亦強調

堂區福傳的實務工作的推展，繼前幾期輔仁聖博敏神學院學生的堂區福傳計畫刊出之後，本

篇「堂區與生態 水庫復能福傳計畫」出自越南籍神學生基於對家鄉本堂長期致力於生態保

護的投入，而激發生態福傳計畫。她以中文表達越南故鄉的情境，呈現在字裡行間的福傳心

懷與行動力，令人感動與感佩。 ■文／阮寶燕（輔仁聖博敏神學院教義系福傳組學生）

――以越南河靜教區貴和天主堂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