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1月158期
（11月 25日出刊）

發行單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松年事工委員會

發 行 人：Paqeri las Kul ivu 王德成   顧問 周哲卿    總 編 輯：李佳民    執行編輯：鄭佳音

編輯委員：謝尚振、蘇煐勝、莊禮智、劉美、Aping 王玉妹、Biung.takihunang 全英輝

松年助理：沈美秀   電話：02-23625282 ＃ 256  傳真：02-23632669『松委會』

投稿地址：10647 台北市羅斯福路 3 段 269 巷 3 號 5 樓『松年事工委員會』

美編印製：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02-23673627

截稿日期：每月 25 日前請將文稿或圖片 e-mail：senior@mail.pct.org.tw

          或 a203808627@yahoo.com.tw 鄭佳音

               松年之光免費贈閱，如有需要請直接與各中 / 區會松年部長或總會松委會助理聯繫

               各中會的松年活動、相關手冊及相片請記得 E 或寄給『松年之光』，以便彙整報導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 6460 號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 2080 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雜誌類

各位松年夥伴們，感恩節來臨，確實是充

滿感恩與溫馨的節日，讓我們一起數算上帝給我

們的恩典。

感恩節的由來是 1620 年，著名的「五月花

號」船，載滿不堪忍受英國國內宗教迫害的 102

名清教徒來到美國。到達後遇到難以想像的困

難，飢寒交迫，最後活下來的移民只有 50 人。

而心地善良的印地安人給這些新移民送來了生活

必需品，還特地派人教他們怎樣狩獵、捕魚和種

植玉米、南瓜，在印地安人的幫助下，移民們終

於獲得豐收的日子，移民為感謝上帝的恩待，並

回饋印地安人，邀請他們一同慶祝節日。感恩節

因而流傳 300 多年，一直到今天。

感恩節主要是表達對上帝的感恩，當清教

徒們在艱難的環境中得到祝福時，並沒有忘記上

帝的恩典與眷顧，所以特別獻上感謝而有了感恩

節。

1. 高齡基督徒為何特別需要感恩節？

高齡者要懂凡事感謝。舊約聖經中上帝以

律法形式教導以色列人要守感恩節，要百姓將迦

南地初熟的土產獻給耶和華。今日教會舉行感恩

節，是提醒我們謹記上帝的教導，常存感恩敬畏

心。感恩的行動應由高齡者率先實踐，更是順服

上帝權柄的表現。

2. 高齡基督徒的感恩會更蒙恩

在耶穌醫治十個長大痲瘋的事件中，唯有

感恩節對高齡心靈導向 
文 // 周哲卿顧問 ( 彰中 . 大同 )

一個撒瑪利亞人懂得在蒙醫治後，回來向上帝獻

上感恩。其他九個人僅僅是得到醫治，但懂得感

恩的人不僅得到醫治，還得救了。感恩不是換取

蒙恩的條件，如果那樣，感恩就不是感恩，能對

上帝恩典感恩者才是更蒙恩的人。

3. 我們當感恩什麼？

在教會常聽到這樣的見證：上帝給我預備

了好房子、好工作、好配偶、醫治了我的病等等，

然後為此大大感恩。當然這也是上帝的恩典，確

實需要獻上感恩，但若感恩只停留在屬地的祝福

上，就是脫離福音真正的核心，脫離主恩典真正

的核心，表明我們還未真正得著主的愛。主耶穌

被釘十字架，絕不是為了得著屬地的祝福，主耶

穌受鞭打、受羞辱、受刑罰，受死是為拯救我們

脫離罪惡權勢，脫離地獄刑罰，讓我們得新生

命，被稱為義，並因此得永生。

高齡基督徒最當感恩的是主的救贖大愛，

當感恩的是福音最核心的部分。為主作見證也是

讓人透過我們。看到耶穌是生命的主宰 / 生命的

源頭 / 永生上帝的兒子。

不管世界如何過感恩節，無論遇見多大的

勞苦重擔，但我們要知道高齡者當感恩什麼，也

要知道上帝的恩典會透過感恩行動而越來越豐

富，目的是要讓人人在感恩節為主作美好的見

證，讓主的名透過高齡實踐出愛的福音並得著榮

耀。



 ( 本刊訊 ) 座落在巷弄

間，緊鄰台北醫學院 / 信義

國中 / 夜市的吳興教會，竟

然能在短短 4 年裡，從 3.0

關櫰據點躍升為 5.0，人數

從剛開始的 30 多人快速增

加到 100 多人，每週共餐

3 次，因為課程設計多元，

贏得社區長者青睞。一進

入教會感染到喜樂氛圍，

就捨不得離開，不僅有日文班 / 河洛話 ( 羅馬拼

音 )，還有體適能班、口琴班、陶笛班、每月專

講 / 手機安全與應用等。

從婦女事工做起，穩紮穩打耕耘很多年，

30 多年前就成立財團法人，4 年前教會正視社區

營造與長者關懷的這個議題，全體牧長與會友都

有共識，願意全心投入這個大禾場，成立【財團

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全人福利事業基金會】，開始

承辦社會局的社區關懷，成為長者共餐的據點。

從摸索中成長，也學習到與年長者的互動，透過

溫馨寒暄與關懷陪伴，長者越來越願意來教會終

身學習。

松年西乃團契 / 婦女團契也

逐漸成為社區朋友願意參與的活

動，透過每月專講，不僅有醫師

群 / 專家學者 / 健康資訊，還有

各行各業的長者分享黃金歲月歷

程。中間還有戶外旅遊 / 足部按

摩 / 肌少症 / 眼睛保養 / 善生 . 善

老 . 善終分享，連柯文哲市長也

曾慕名而來與長者共餐。

不像一般據點共餐一次收 40

元，松梅成長課程採年費制，每

年 1 千 元，所有課程都能上，人

數也好掌握，每次用敬老卡或健

保卡刷卡，就能在電腦上留下紀錄，再用網路傳

輸成為社會局補助的依據。廚房幫忙的大廚全

是教會會友，每次都有志工協助輪流打菜，四

菜一湯菜色多變化，也常有會友主動帶茶點來與

學員分享，確實感染到大家庭喜樂甜蜜的滋味。

吳興教會已向衛福部申請成為長照 2.0 C 級

巷弄站，通過後更可加強課程設計與關心長者健

康，朝向健康 / 活躍 / 有尊嚴 / 有品質的高齡關

顧目標前進，期待長者越活越精采，活力無限，

魅力無法擋。

採訪當天適逢松年部去小琉球 2 天 1 夜旅

遊，所以約有 2/3 成員無法參與這次的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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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五中會松年聯誼會慶祝 30 週年感恩禮

拜暨歷任主席表揚，共 840 人參加，在屏東縣農

業生物科技園區—桂花冠餐廳歡聚。

傳道書中「虛空」二字出現有三十七次之

多，易使人生出消極悲哀的人生觀，但在這之中

仍有積極樂觀的一面。在虛空的人生中，應發現

喜樂的一面，度過有意義的樂觀生活。人若只追

求世上屬肉體的幸福，到頭來，會覺得凡事都是

虛空；但若從屬靈層次上追求人生的意義，就不

會感到虛空。上帝賜給我們活著的智慧，當心懷

感恩，仔細數算上帝恩典與看顧的年歲。屬算日

子，得著智慧。

常數算自己日子的人，會感謝上帝恩典夠

用，讓我們還活著，也會依靠仰望上帝而活。傳

道書鼓勵我們趁著還在生的時候，要把握機會享

受生命，其中一個勸勉是「當同你所愛的妻，快

活度日」（傳道書九章９節）。

1. 活在今日

每一天都是今日。耶穌教導基督徒向上帝

祈求感謝賜予今日的飲食，就是讓我們活在今

天，不要憂慮明天，明天不可知，但確信上帝掌

管明天。

隨著年紀增長，累積更多智慧。不要用回

憶，將今天的日子填滿；不要慨嘆過去的歲月多

麼美好，應滿足於今天上帝所賜的恩典和給予的

現況。

2. 滿足的歲月—變老

關於「變老」，我們是否可以如此釋懷與

坦然？是否可以滿足人生走過的歲月？每個階段

都有專屬的美麗與哀愁。然而，社會文化始終醜

化「變老」，也存在刻板印象與年齡歧視。當社

會不斷鼓吹追求凍齡，甚至是逆齡回春，歌詠青

春不老，追求年輕貌美的迷思，背後呈現出不斷

抗拒老化，貶抑老年的價值。

「老」總是與病、弱、殘、衰等負面詞彙

相連，社會也常用老氣、老賊、老不修、LKK

等詞彙做為汙衊批評用語。語言與文化思維的居

所，這些都反映社會集體的「恐老症」。我們害

怕變老，也散播「恐老」的病毒。法國評論家西

蒙波娃曾經研究過老年議題，她發現大多數的人

都以憂心和反抗來看待年老這件事，他們覺得年

老比死亡更令人厭惡。

3. 永恆的心

上帝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上主

讓我們在今世得著豐富恩典，也預備永遠的生

命。老化是生命的必經路程，未必都是孤苦或脆

弱，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展現成熟與豐富經驗。

變老也可以是一種美，雖然身體機能會衰退，但

可以累積人生智慧與心靈成長。靈修作家盧雲也

說：「老化不是一條走向黑暗的道路，同時也是

一條通向光明的途徑」。去除老年的汙名化，但

也不用過度浪漫想像。人生不同階段都有不同的

生命課題，懂得欣賞老年的美好價值，其實就是

擁抱未來的自己。

快活過日

文 // 吳志仁牧師 ( 屏中 . 里港 )



 ( 本刊訊 ) 10 月重陽敬老感

恩月，各中會松年部都舉辦盛大

活動，透過感恩禮拜與表揚大會，

讓長者留下難忘的印象與珍貴畫

面。星中松年部邀請到陳天來副

議長以【學習祈求 / 學習分享】為

題，勉勵松年長輩。

陳天來牧師雖年輕卻很幽默，

一開場就帶動氣氛 :【白髮有智慧

/ 黑髮有活力 / 禿頭沒煩沒惱】。

以 107 歲趙慕鶴為例 :75 歲成為

背包客，自助旅遊英、德、法，

93 歲還在當醫院志工，95 歲考入

研究所、98 歲取得碩士學位，100

歲在大英博物館展覽書法，101 歲在香港舉辦個

人書法展。為了要行動自如不麻煩他人，開始學

習電腦 / 語文 / 上網買票 / 預約掛號。經過戰爭

與患難歲月，他以死亡為老師，一路跑給死神

追。有人勸他不要那麼拼，他的回答超有趣 :【因

為我還活著，所以要繼續學習，不斷努力讓身體

更健康，才能到處趴趴走】。

長者活動越多 / 生活充實 / 參與教會事奉，

更是教會最佳代禱者。唯有突破人生界限，不被

【老 / 病】字眼所困住，才能越活越精采，甘甜

活力足①人生不斷學習，祈禱再祈禱。1) 與神

的關係要有美好連結，奔跑天路不停歇，追求永

遠的福分。2) 與人的關係良好，才能喜樂度日

且安享天年。 ②天父的愛 --- 神的兒女何其有幸

領受滿滿的恩典，我們不能光享受福份，也要懂

得將信仰分享出去，神把最好的聖靈充滿我心，

讓我們生命重造 / 力量無限，所以務必要常做生

命見證。

松委會主委王德成牧師特地從屏東瑪家鄉

趕來雙連教會，祝賀長者重陽喜樂。①凡事都有

學習祈求與分享

神的愛，成為信仰的榜樣，以堅定信心傳承給下

一代。②祝福的禱告，長者除了為家人 / 親友代

禱外，還可為牧師禱告，這正是上帝的恩典，尤

其常給牧長勉勵與安慰，享受越事奉越甘甜的滋

味。③尊重與敬愛—長者有上帝的榮美與尊貴

的祝福。松年幹事李佳民牧師以詩篇 92:13 勉勵

長輩 :【見若栽佇耶和華的厝ㄟ，欲興旺佇咱的

上帝ㄟ院內】。祝福長者日日亨通，社區總體營

造事事順利。許尚武顧問以約翰 9:4 鼓舞長者趁

健康有力時要及早作主工，免得晚年體衰無法盡

力，把握時機認真傳揚福音，以信仰與愛心為基

點，只要有心想做必能成事。

感謝王正男部長 / 徐信得輔導牧師 / 蔣廷敏

老師 / 許曉思老師 / 陳家聲副部長 / 許秀梅顧問 /

林彰忠部員 / 松年合唱團的事奉，還有濟南教會

林麗香老師與學員帶來的南胡 / 古箏演奏。此次

活動共 665 人參加，80 歲以上 237 人，90 歲以

上65人，結婚60年以上23對，真的是熱鬧無比，

尤其松安教會吳淑惠姐妹 102 歲耳聰目明行動自

如，笑容洋溢恩典加倍真的是松年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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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間唸謠 

( 一 ) 一放雞  曲 : 簡上仁

一放雞，二放鴨，三分開，四相疊，五搭胸，六拍手，七圍牆，八摸鼻，九揪耳，十拾起。

( 二 ) 十二生肖  曲 : 潘茂涼

一鼠賊仔名，二牛駛犁仔兄，三虎爬山坪，四兔遊東京，五龍皇帝命，六蛇乎人驚，

七馬走兵營，八羊吃草嶺，九猴爬樹頂，十雞啼三聲，十一狗仔顧門埕，

十二豬是菜刀仔命，菜刀仔命，菜刀仔命。

( 三 ) 台灣囡仔歌 ( 水果篇選曲 )  詞曲 : 林心智

1. 荔枝荔枝是好果子，荔枝出產於熱天時，荔枝荔枝的皮粗粗，荔枝肉白籽黑黑。

2. 龍眼圓，龍眼甜，龍眼生於牆頭仔邊，這一綰，遐一綰绾，歸叢生到滿滿滿。

3. 柳丁生做圓滾滾，菜市仔買轉來相分，歹吃的柳丁吃有剩，好吃的替我留一份。

4. 柚仔大出於中秋，上界有名是文旦柚，柚仔剝了手黏黏，吃了放屁臭辛辛。

5. 那跋仔硬康康，放屎放勿通，那跋仔真濟子，吃跋仔放槍子，阿爸無細膩，吃一下落嘴齒。

6. 鳳梨兄，西瓜嫂，兩個鬥陣真相好，鳳梨頭，西瓜尾，兩句鬥陣唸作伙。

( 四 ) 白蘭花  詞曲 : 王明哲

蘭花生佇深山林內無人口的看顧，家己生根家己茁尹家己芬芳，

忍著雨水受盡冷風惦佇深山中，猶原開出美麗可愛的笑容。

白蘭花白蘭花 花開清香等何時，不經日曝不經霜凍釘根石縫中，

猶原開出美麗可愛的笑容。

感謝潘茂涼老師提供

●

●



天氣晴朗，真是上主所賜的好日子。壽山中

會「松年」及「婦女」事工部，秉承總會「高齡

關懷事工小組」的囑託，選在鳳山基督長老教會

承辦「高齡關懷事工宣導說明會」。

共有 27 間教會參與，總計 253 人出席。松

年部部長羅淑媛 / 婦女事工部部長洪梅芳，共同

主持擔任介紹及引言。首先，由婦女部 6 位部員

短歌帶動唱，接續開會禮拜，由議長李子和牧師

主講《享受老年》，引用舊約聖經 : 利未記 19

章 24-32 節勉勵在場年長的信仰前輩們，要好好

把握、珍惜、享受耶和華所賜在世上的日子。

專題演講一 :《營造高齡友善教會―高齡關

懷事工需求、現況事工及未來發展》，講員是總

會新倍加推動中心，高齡關懷事工小組的莊雅玲

專員。她指出台灣人口結構快速老化的現象愈來

愈嚴重，2018 年已經是高齡社會了， 2026 年將

會邁向超高齡社會。國發會人口推估，2054 年

總人口數會開始低於 2000 萬人。台灣人口老化

速度超快，但一般民眾卻認知不夠 !總會本著「愛

鄰舍」的信仰精神，使『教會』成為社區長者身

心靈 ( 身體健康、心理平安、靈裡喜樂 ) 健康中

心為願景。讓『社區長者關懷』以教會和社區

連結為目標 ; 更以教會為據點加上總會的專業機

構、醫院、學校與中會 / 族群區會的協力輔導，

連結政府各項高齡照顧資源，積極投入社區的高

齡關顧事工。

莊雅玲專員更強調要懂得有效利用政府長

照 2.0 設計的 1966 長照服務專線 : 打電話前，先

準備一張申請清單，列妥 1. 受照顧者狀況 2. 受

照顧者姓名、年齡、居住地址等資料 3. 主要照

顧者姓名及電話 4. 主要聯絡人電話。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仰告白中，強調【教

會】是釘根本地、認同住民，「在地化」的精神，

希望用愛相連結肢體，用生命見證基督，使教會

成為社區的盼望與祝福。

專題演講二 :《地方教會高齡關懷事工分

享—左營教會的經驗》，講員是前總會議長左營

教會的陳明志牧師，面對台灣人口急速老化無法

避免的趨勢，教會因應之道，除了積極開拓年輕

族群事工 ( 周末營、得勝者、華語禮拜 ) 之外，

也必須儘快做好準備，建造一個對高齡者來說，

南區高齡關懷事工紀實
文 // 黃慶源長老 ( 壽中 . 新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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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友善 ( 空間設備、牧養關顧、社區事工 ) 的

教會。

陳牧師列舉六項重點供參考 : ①事先充分瞭

解 :1) 你的教會 2) 你的社區 3) 長輩人口的比例 

②提供友善空間，保持衛生環境③對內牧養關

顧 :1) 大字週報聖經 2) 鋪設柔軟座墊 3) 特殊關

懷探訪 4) 節期同守聖餐 ④結合社區資源⑤向外

拓展社區高齡事工⑥不忘福音使命 ; 透過方案的

連結，引領慕道友受洗歸主。

專題演講三 :《失智症的認識與預防》，講

員是前高雄醫學大學精神科主任王興耀教授。

「失智症」已由原先的癡呆症 / 老人精神病改名

為「認知障礙」。

「健忘」( 非病態，但要預防 ) 譬如 1) 忘了

東西放哪裡，但通常可以循線找到 2) 忘了吃藥，

或忘記赴約 3) 有時會想不起昨晚吃什麼，但慢

慢想或經由提醒可以記起來 4) 忘掉新朋友名字

5) 會主動告訴身邊的人記憶力變差。

「失智」 ( 病態，要服藥及非藥物治療 ) 譬

如 1) 不斷忘記東西放在哪裡，且懷疑有人偷走

或藏起來 2) 頻繁忘記平常固定該做的事 3) 昨天

或近期的記憶近乎空白 4) 忘了親朋好友的名字。

5) 常有人提醒 :「你已經說過這件事」，但你卻

沒有印象 6) 別人說你的記憶力真差，你自己卻

不覺得。

失智的原因 : 三高 ( 高血壓、高血脂、高血

糖 )、抽菸、空污、熬夜、牙周病、少陽光、少

運動、失眠、營養失調、及重聽。失智的預防 :①

營養品要吃 :1) 地中海食物 : 蔬果、全榖、堅果、

紅酒、魚 2) 多曬太陽 : 綜合維他命、鈣片 3) 高

單位B群 4)魚油、維他命E 5)礦物質 (鎂、鋅 )6)

銀杏 7) 胺基酸②非藥物處置 : 刺激感官 ( 嗅覺、

聽覺、咀嚼、觸覺 )1)芳香療法 :薰衣草、尤加利、

迷迭香、橘子皮、文旦、廁所臭味、揉樹葉聞其

味 2) 嚼口香糖 ( 隨時嚼，如開車或走路都可咀

嚼 )3) 腳底按摩 : 買 4 個綠色凹凸版 4) 多利用熟

悉道具 : 唱老歌、聊往事、說故事、寫回憶錄。

專題演講四 :《高齡者肌力運動模式》，講

員是高雄醫大附設醫院復健醫科主任陳嘉炘醫

師，針對高齡社會台灣人口快速老化所產生肌少

症、衰弱症、骨質疏鬆症的症狀，提出寶貴的臨

床經驗，供大家分享。

透過「運動」可以改善多樣症狀，且可以

增加新陳代謝，增強免疫力、幫助消耗熱量、有

益體重控制、增加心肺功能、提高肌力及柔軟

度，減少意外傷害、紓解生活壓力，恢復身心疲

勞、有助社交生活，改善人際關係。 

高齡老人的運動處方，應有別於年輕人 ; 可

歸納 5 個基本要素 : ①運動方式 :1) 減重或是增

加心肺耐力 : 有氧運動 2) 改善肌力與肌耐力或增

加肌肉質量；阻力訓練3)改善柔軟度或紓解壓力 :

伸展操②漸進原則 :1) 操控運動時間、強度或頻

率 2) 不能突然增加太多負荷③運動頻率 :1) 改善

心肺耐力 : 每週至少 3 天 2) 改善肌耐力 : 阻止訓

練頻率，每週 2-3 次 3) 減重 : 運動頻率要多，以

消耗更多能量④運動強度 :1)運動強度為中度 (像

快走每次 30 分鐘 ): 每週運動 5 天 2) 運動強度為

激烈程度 ( 如跑步 30 分鐘 ): 每週 3 天 ⑤持續時

間 : 持續時間在 20-60 分鐘之內，就能改善體適

能。

徵求兩位長者出場，現場操作暖身運動及

拉筋與伸展的示範動作，整場演講，幽默、詼諧

有趣、聽眾笑聲連連，自始至終皆無冷場。

緊接著由前壽山中會議長蔡加發牧師主持

「教會關懷事工實務對話與交流」綜合座談，結

束後做閉會祝禱。這場「高齡事工宣導說明會」，

對於在場年長者【身心靈】健康的提升大有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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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刊訊 ) 竹中松年重陽敬老在竹南龍鳳漁

港景觀餐廳舉辦，430 多人早早到會場等候，志

工一一引領就座，團隊精神一覽無遺，桌面上有

愛主的陳弟兄 / 吳姐妹奉獻的【鹼性奈米水】，

看到「耶穌愛你」字樣，感覺超窩心。

黃銅沛牧師自 50 歲就期待能加入松年行

列，結果又改為 55 歲，甚至是 60 歲，目前已有

資格正是感恩的年紀。常接觸到年長者不僅人生

體驗深且廣，甚至看得很開。年齡增加體力反而

更旺盛，心態充滿陽光且力道十足，教會舉辦的

一日遊或靈修旅遊，松年朋友總是最捧場，越活

越精采，無牽無掛讓人欣羨不已。

中東地區皇宮 / 聖殿旁都有種棕樹或松柏

樹，與建築物相呼應，這 2 種樹高挺且壽命長，

成長後會有果子可吃還能乘涼。雖然成長速度慢

但終年青翠且氣派夠，當然栽種環境更重要。曠

野地長年乾旱，只能靠雨水 / 露水滋潤，有的會

枯萎，有的則自我奮鬥茁壯成長。有幸遷移到聖

殿旁，受到細心栽培，更能開花結果，發揮出天

賦本質。人也一樣若能在聖殿中，得到栽培灌

溉，生命得到重生發光發熱，到老仍汁滿滿結好

果子，發揮生命的最大目的。

上帝殿中的長青樹

老欉的荔枝樹，鮮甜又有甘味，如同高大

的棕樹與松柏不會被嫌棄與輕視，年長是生命

的光輝，為要見證神的恩典與慈愛，是尊貴與

榮美的階段。李商隱的詩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

黃昏」，其實可以改成「雖近黃昏夕陽仍然美

好」，日出雖美但太刺眼且時間短暫，不如夕陽

溫柔光彩且可直視並細細品味觀賞。年輕人氣盛

比較衝，年長者閱歷豐盛，比較理性溫柔且包容

萬事，所以松年正是改變生命的契機，能運用這

樣的優勢讓生命更發揮到淋漓盡致。感謝神賜下

這麼一條謙卑的路，可以順服並與主同行。一生

所追求的名利地位未必是一切，唯有健康才是萬

無一失的福份，每個季節都美麗，願松年長者珍

惜青翠汁滿結好果子的黃金歲月，讓生命的光采

繼續亮麗且閃閃發光。

感謝莊禮智部長 / 郭明雄長老 / 許應深副部

長 / 松年部員獻詩 / 陳秋月議長祝禱 / 王德成主

委開嗓頌讚 / 陳靜玉長老主持節目 / 中壢教會福

音葉團 / 大甲教會日本舞 / 新竹教會舞蹈 / 桃園

宏恩 . 竹南教會的詩歌，內心豐盛食材澎湃，還

拿到精美的雙層保溫便當盒伴手禮，用心且禮數

周到。90 高齡者 8 人，鑽石婚 1 對 : 陳秋霖 / 張

美惠夫婦，願主施恩賜福，朝向義的路齊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