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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密碼 見證人間真情」第 69屆更生保護節慶祝大會 

輔導故事人物側寫 

【熱心服務 守護更生】 
 

李秀英女士民國 84年起即加入更生輔導工作，協助訪視受保護人，解決他

們的困難。鑑於青少年犯罪後再犯的問題日益嚴重，積極尋求改善方式，自民

國 87年成立了「台南更生輔導團」。以家庭式的「安置處所」及「寄養家庭」

收容受保護及虞犯少女，將她們視如己出，照顧她們。20年來輔導的個案總數

已達二百餘人，績效卓著。 

李更生輔導員自 95年起協助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南分會至臺南監獄

明德戒治分監及明德外役監獄擔任入監輔導工作，每月至監所協助毒品犯等之

教化輔導及其出監前更生保護認輔等銜接輔導工作 10小時以上。為增進毒品犯

出監後之就業機會，發揮技能訓練之功能，邀請知名台南小吃周氏蝦團餐部楊

經理、玲全宴席部卓先生、王家宴席部王先生、新化農會推廣部李股長擔任講

師，協助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南分會於明德戒治分監及明德外役監獄辦

理各項技能訓練班，培訓收容人一技之長，歷年參訓學員高達 241名。 

李更生輔導員熱心協助推動更生保護業務，積極參與會務並結合慈善團體

資助貧困個案繳納健保費、醫療費及喪葬費用等，自 97起年度協助臺南分會募

得捐款達新臺幣 82萬元，並積極拜訪轄區社會資源，獲得 6家廠商提供更生人

就業機會。 

李更生輔導員多年來致力於更生人及青少年的輔導工作，輔導案例集結成

「永不放棄的愛」一書，李女士的善心義行獲得全球知名雜誌「讀者文摘」的

重視，曾特別派員前來專訪，並於 2005年 10月號全球同步刊載。 

李更生輔導員認同及落實更生保護服務工作，熱心盡力協助分會輔導個案

及案家解決困境以安定生活重返社會，在地方上並主動結合社會資源及發掘優

秀人選加入更生志工行列，共同推動更生保護業務，二十年來如一日默默付出

熱忱不減，值得予以鼓勵表揚! 

                                    行政院表揚績優志工〜臺南分會 

 

 

 

【更生人專屬農場-我們的未來不是夢】 

     
    玉彰曾官拜海軍陸戰隊營長職務，退伍後受到損友誘惑，犯下走私槍砲彈

葯案被判刑十幾年，八十九年間假釋出獄後的他，深感之前犯錯對社會所造成

的傷害，苦思對社會有所彌補，乃立定志向，除積極投入慈濟功德會志工及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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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分會入監「更生人現身說法」等多項公益工作，更參與各種有機蔬果栽培的

訓練班，希望生產無農葯殘毒的蔬果供社會大眾享用，並希望逐漸擴大影響更

多人投入有機蔬果栽培，造福社會大眾，同時減少大地的污染與酸化。 

    玉彰的愛心事蹟，經雲林分會鼓勵下，提出申貸開辦更生事業。期間雖曾

發生地主索回農地，面臨重新覓地暨連帶保證人的變化……等波折，但是經雲

林分會與玉彰一同努力對有機蔬果的堅持，陸續完成了四、五處「耕心有機蔬

果農埸」溫室與網室的搭蓋工程，佔地達 2公頃多。 

    玉彰不只種植有機蔬果，也很樂意接納更生人前往工作。玉彰說：「我想要

的是一個『更生人專屬農場』，讓社會及更生人家人，都能支持鼓勵更生朋友投

入有機農場的工作。這是專屬於更生朋友的園區，讓他們有更多的認同感、歸

屬感、成就感！並藉由此更加肯定自我」。這幾年他一路走來，始終如一，迄今

該農場已接納過近百人次的更生朋友，很多更生人更是在踏出監所的第一步，

即由他親自接送至農場，開始嶄新的人生！ 

    近年玉彰想推一個更大範圍、更偉大的理念：「像我們這邊虎尾鎮興南里，

我想要發展一個『興南有機村』，把一個社區的整體營造，結合在有機栽培裡頭；

現在正在整合的幾個不同區塊，有的是農田，有的則與虎尾糖廠所屬土地，希

望能結合環保與文創，就是把教育、體驗、人文、休閒，發展出一個全方位的

大社區。」 

    玉彰說：「這些規劃一一實現之後，整個虎尾的觀光景點將可連成一氣，帶

動起地方經濟的繁榮，所以平常忙於農務還要抽出時間鼓勵左鄰右舍，很難得

已經有好幾個農友都願意響應。」為了這個理想，玉彰認為必須結合產經學方

面的經驗與實務，他認真的在虎尾科大當了幾年夜間部學生，學校方面也有目

共睹他的認真，還正式邀請他擔任虎尾科技大學有機專班的種子講師。 

    新聞採訪記者王照坤採訪過玉彰後曾下註解：「從事有機栽培的更生人玉

彰，成功返回起點，他重新出發的腳步，不僅僅是更生人幫助更生人，更早已

踏在努力灌溉夢想的道路上。更重要的是，玉彰也不再孤單，因為有一群人正

在跟他一起追求夢想，這是一群臺灣農夫追求夢想的故事」。 

                                                  農的傳人〜雲林分會 

 

 

 

  【真實的原味 天然的感動】 

 
   俊男是一位陽光青年，個性開朗、健談，做事勤快、務實，年少輕狂，為了

還清債務，一時起了歹念，而觸犯強盜案件，入監服刑期間真心悔過，出監後

與家人經營「逗留農場」，自稱是農場裡的農夫，為行銷自家的農產品除了本店

之外，另外在羅東夜市、羅東市區都各有一間店面，生意漸入佳境，穩定中拓

展行銷通路。 

   俊男創業初期，耕稼之事都由自己動手，由於「逗留農場」堅持自然健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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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理念，絕無農藥、化學肥料，無毒栽種蔬果，不但成本高，卻也引來「蟲蟲」

危機；因此，陳員研究多時，在無使用化學香料、無色素、無添加防腐劑情形

下，嘗試將水果烘成「果乾」販售，但家人無法提供多餘財力支援情形下，於

是向臺灣更生保護會宜蘭分會申請創業貸款，藉以穩定營運規模。 

    目前其經營漸趨穩定，且僱用更生人及其子女在農場工作，更難得的是在

事業小有成就之際，不忘回饋社會，積極參與分會社區關懷活動。經常接受媒

體專訪，侃侃而談創業歷程，尤其不忘更生保護會的提攜與支援。俊男 99年 2

月創業迄今，事業已趨穩定，並僱用更生人就業、關懷弱勢團體，其創業精神

及行善義舉，堪為本會更生事業之最佳典範。 

                                                  農的傳人〜宜蘭分會 

 

 

 

【羔羊跪乳 烘出人生全壘打~楊仔】 

 
    楊仔在國中階段因為不想念書混入幫派，家人用盡各種辦法就是沒辦法讓

他回頭，曾經是一位日進斗金的護膚店老闆，因為碰到了毒品入監服刑，母親

不辭辛勞每週到監獄探視。臺南分會與臺南監獄合辦的蛋捲烘焙班讓他找到了

人生的目標，對於烘焙原料比例有著天賦般的直覺，讓他勝任班長乙職，也更

加有自信心，南監蛋捲銷售業績一路長紅，楊仔暗下決心要用這項技能作為將

來謀生的工具。 

    去年 4月間楊仔到分會辦公室表示想用在南監所學的技能創業，最讓人驚

訝的是他還帶著新臺幣 40萬元出獄，因為南監的蛋捲熱賣，他分到的作業金平

均每月將近 3萬元。經過家人、溫老師和分會的協助，去年 9月 24日〝羊咩咩

叼蛋捲〞正式開幕，當天冠蓋雲集，各大報的記者都慕名而來採訪這位創造奇

蹟帶著 40萬元出獄創業的更生人。 

    今年分會開辦烘焙麵包丙級證照班，楊仔立即報名，而且拉著二位他雇用

的更生人一起參加，參訓期間靠著在南監累積的實力，頻頻獲得亞洲餐旅學校

陳老師的讚賞，與學員們也都維持良好的互動，免費提供相關器具讓同學使用，

還當起他們的小老師。 

     現在的楊仔終日埋首烘焙坊工作，並且不斷嘗試開發新產品，業績蒸蒸日

上。尤其對楊媽媽更是晨昏定省，侍親至孝。楊仔流浪了二十多年，認真的態

度終於讓楊媽媽找回了迷途的羔羊。 

                                                  珍愛家庭〜臺南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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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永旗花燈藝術工房】 
 

    連續三年獲得臺灣燈會比賽獎項的設計師-藍永旗，如果不說你不會知道他

是一位入獄前槍不離手的幫派大哥，前前後後入獄近十年。法務部推動「企業

媒合計畫」，邀請各類技藝人士到監所內傳授技術給受刑人，因此，讓旗哥學到

一技之長也成為他謀生的技術，旗哥在監所內先和同學拿下全國燈會比賽第二

名，出獄前又榮獲當年燈會第一名，出獄後沒幾天，因為是當年的花燈王，所

以獲得總統接見鼓勵有加。 

    旗哥的父親在他入獄第四年因病過世，往生前曾讓姐姐推著輪椅到監所探

監，當時因病無法開口，只用筆寫下「要回頭」三個字，全家隔著一片玻璃痛

哭失聲，他當時立刻跪下發誓不論未來日子多苦，絕不走回頭路，出獄時，之

前的老大真的派專車來接他，邀旗哥繼續跟著他，並開出 500萬做為條件，但

是他一想到死去的父親就斷然拒絕，因為這是他父親的遺願。過去的旗哥放蕩

慣了不懂親情的重要，小孩都不認他這個父親，以他為恥，直到他獲得社會的

肯定，小孩開始以崇拜的眼神看著他，還在社群網站上和同學分享他的作品甚

至到燈會現場和他拍照，那種喜悅是他未曾體會過的。 

    旗哥原本和朋友合開的工作室，現在向臺南分會申請創業貸款後開始獨力

經營，地點就在台南市岳母家附近，希望在努力工作之餘，多陪陪剛初出生的

小兒子和家人，藍太太說：「我每天看著他，做花燈到凌晨，手被焊槍燙到東一

塊，西一塊，儘管如此他還是不喊苦」，旗哥覺得一開始做花燈很苦，但是每天

回到家可以安心抱著自己的小孩，不必擔心其他的事這種幸福的感覺，比甚麼

都踏實。  

    旗哥的花燈創作求新求變，不斷的在充實自己，參加中華花燈藝術學會的

專業課程，不讓自己滿足於現狀，103年臺北燈會的主燈─圓仔金剛，便是他的

作品，除此之外，旗哥也僱用 1位在監所接受過技能訓練的更生人，希望藉著

旗哥的努力讓更多更生人在監所期間認真學習的技能，也能夠做為出獄後重新

踏入社會的謀生工具。 

 

更生美展〜臺南分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