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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蒙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擴展兩岸青年交流面向，並促進兩岸志願服

務領域互動，於本（103）年辦理「臺灣大學院校青年赴大陸民族院校參訪暨志

願服務交流活動」，遴選臺灣大學、輔仁大學等 12 所大學院校共 16 名青年學生，

由本會 2 名人員率團，共 18 人，組成參訪交流團，於 7 月 16 日至 7 月 23 日赴

中國大陸甘肅省西北民族大學進行交流，並至甘南藏族自治州觀摩大陸志願服務

推展現況與進行服務、體驗少數民族文化，另參訪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國際太陽

能中心、甘肅省博物館、拉卜楞寺等地。期藉此交流活動，擴展兩岸志願服務領

域之交流；並開拓臺灣青年視野，深化其對大陸少數民族的認識與瞭解；另擴大

兩岸青年交流的深度與廣度，促進兩岸關係未來良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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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交流交流交流交流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蒙藏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有鑑於兩岸關係良性、穩定發展，為促進兩岸

青年交流與相互瞭解，101 年、102 年均辦理臺灣大學院校青年赴大陸民族院校

參訪交流，亦邀請大陸民族院校青年來臺參訪交流，獲得良好成效。本（103）

年為擴展兩岸青年交流之面向，並促進兩岸志願服務領域互動，本會特別於 5 月

底邀請中國大陸甘肅省西北民族大學師生來臺參訪暨志願服務交流，除參加本會

舉辦之「援外志工培訓營」各項課程，與參加培訓營之臺灣大學院校青年交流；

另安排實地觀摩臺灣非政府組織推展志願服務情形。 

為強化臺灣青年學子與西北民族大學學生交流，並觀摩中國大陸志願服務推

展現況、體驗少數民族文化，本會遴選 16 名參加「援外志工培訓營」之臺灣大

學院校青年（包含臺灣大學、政治大學、彰化師範大學、中原大學、輔仁大學、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臺北藝術大學、中央大學、臺南藝術大學、中山醫學大學、

實踐大學、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等 12 所學校）及本會人員 2 人，共 18 人，組

成「臺灣大學院校青年赴大陸民族院校參訪暨志願服務交流團」，赴西北民族大

學參訪交流，並結合該校資源至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農牧村中心敬老院進行志

願服務，以期結合理論與實務，提升、擴大援助蒙藏工作之層次；並藉由實地體

驗少數民族地區文化與生活，拓展臺灣青年視野；同時透過兩岸青年學子交流互

動，展現臺灣民主與開放之核心價值，促進兩岸青年相互瞭解與聯繫友誼。 

    

貳貳貳貳、、、、交流交流交流交流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甘肅甘肅甘肅甘肅省民族概況省民族概況省民族概況省民族概況    

甘肅省總面積約 46 萬平方公里，是多民族聚居省份。據 2010 年大陸第六次

全國人口普查資料，該省常住人口達 25,575,254 人，漢族人口為 23,164,756 人，

占 90.57%；各少數民族人口為 2,410,498 人，占 9.43%。少數民族中人口在千人

以上的有回、藏、東鄉、土、裕固、保安、蒙古、撒拉、哈薩克、滿等 16 個民

族，其中東鄉、裕固、保安為 3 個特有少數民族。甘肅省轄有臨夏回族自治州、

甘南藏族自治州，以及張家川回族自治縣、天祝藏族自治縣、肅南裕固族自治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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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北蒙古族自治縣、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東鄉族自治縣、積石山保安族東鄉

族撒拉族自治縣。 

甘南甘南甘南甘南藏族自治州民族概況藏族自治州民族概況藏族自治州民族概況藏族自治州民族概況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於甘肅省西南部，青藏高原與黃土高原過渡的甘肅、青

海、四川交界處，境內地貌複雜，海拔從 1,100 至 4,900 公尺不等，大部分地區

在 3,000 公尺以上，全州總面積 4.5 萬平方公里。全州可分為 3 個自然類型區，

分別是南部的岷迭山區，該區氣候溫和，是大陸「六大綠色寶庫」之一；東部為

丘陵山地，兼營農牧業；西北部為廣闊草原，是全大陸「五大牧區」之一。境內

還有尕海—則岔兩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蓮花山與冶力關國家級森林公園，以及

桑科草原、黃河首曲、大峪溝等多處優美的自然景區；另有著名的拉卜楞寺、禪

定寺、郎木寺等 121 座藏傳佛教寺院，被譽為「中國大陸的小西藏、甘肅的後花

園」。甘南州下轄合作市及夏河、碌曲、瑪曲、迭部、舟曲、臨潭、卓尼等 7 個

縣，共有 99 個鄉鎮（街道辦）、664 個行政村；總人口 73.07 萬，有藏、漢、回、

土、蒙古等 24 個民族，其中藏族約 39.6 萬人，占總人口的 54.2%。 

一一一一、、、、7777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週週週週三三三三））））    

下午 1 時 15 分搭乘海南航空 HU-7918 班機直飛甘肅省蘭州市，於下午 5 時

35 分抵達。 

    

二二二二、、、、7777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週週週週四四四四））））    

  （一）參訪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國際太陽能中心暨甘肅自然能源研究所（照片

1）：國際太陽能中心主要負責可再生能源的研究與應用、國內外技術合作與培

訓、技術諮詢與交流、新產品研發與測試、太陽能技術促進與轉讓等，為聯合國

工業發展組織所屬的國際性技術促進轉讓機構，在國際上具有重要影響力，同時

也是中國大陸太陽能研究領域的龍頭。該中心下設 10 個不同專業領域的實驗

室、2 個太陽能實驗示範基地、3 個開發實體和 1 個專業太陽能建築設計所。太

陽能中心曾協助坦尚尼亞制定該國太陽能發展 5 年規劃；幫助象牙海岸制定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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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推廣利用計畫；在吉布地與巴基斯坦等國進行太陽灶、太陽熱水器技術培

訓；援助古巴建設太陽能電池生產線工程；應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邀請，草擬「關

於非洲國家開發利用太陽能的建議書」；並與多國政府進行太陽能技術合作專案

等。 

  （二）參訪西北民族大學榆中校區（照片 2 至 5）：西北民族大學成立於 1950

年，位於蘭州市，直屬於中國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該校占地 2,880 多畝，

分「城關校區」和「榆中校區」，現設有 26 個學院，包含經濟、哲、法、教育、

文、歷史、理、工、農、醫、管理、藝術等 12 個門類，有 6 個獨立研究機構、1

個國家級教學團隊、1 個國家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4 個省級教學團隊、4 個「教

育部」特色專業建設點、5 個省級特色專業建設點、4 個甘肅省大學實驗教學示

範中心。該校現有 1,900 餘名教職工，其中專任教師 1,200 多人，目前共有 56

個民族之在校生 25,000 餘人。 

西北民族大學自 2001 年以來，共負責 1,659 項各類科學研究項目，該校研

發的「藏漢雙語資訊處理系統」獲大陸 1999 年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藏文視窗

平臺、文字處理軟體和藏文網站」則獲得大陸 2001 年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此

外，該校編輯出版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獻》和《英藏敦煌藏文文獻》出版計畫，

被譽為敦煌學與藏學研究的另一個里程碑。校方和美、英、加、德、俄、韓、蒙

古等數十個國家的大學、研究機構建立交流與合作關係；另培養了 500 多位留學

生。 

當天該校安排臺灣青年學子參觀榆中校區圖書館、大學生實踐創新中心，並

參觀該校建校 60 周年校史展覽。其中實踐創新中心隸屬於該校教務處，為西北

民族大學重點發展單位，主要負責支援校內學生進行各種創新活動及計畫、培養

創新人才；籌組學生參加校內外各項學科及專業競賽；協助學生參與教師研究專

案、自行籌組創新及科學研究專案、進行校外學術交流，並規劃、管理學生創新

創業訓練計畫等。該中心近年來籌組學生參加多項校外競賽，均獲得優異成績。

目前中心下設電子設計、機器人、航空模型、國學、文學創作、平面設計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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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個工作室，該校學生可依個人興趣報名，經過評選後加入工作室。各工作室原

則上由同學自主管理，並受創新中心規範。本次交流團學員參訪過程中，對學生

設計的機器人、遙控飛機，以及豐富的文藝創作等，均留下深刻印象。 

  （三）觀摩黃土高原乾旱地區雨水集流工程（照片 6）：甘肅省中東部屬於乾

旱、半乾旱地區，水資源缺乏、生態環境惡劣，家庭與畜牧用水不易取得，是當

地長期以來亟待解決的問題。1994 年至 1995 年間，該地區更遭逢 60 年來最大

旱災，造成農作大面積減產與無法收成的災情，對許多民眾的家用和畜牧用水也

產生嚴重影響。甘肅省當局於是在乾旱山區實施「121 雨水集流工程」，即每戶

建置「1」個約 100 平方公尺的雨水集流場、挖「2」眼水窖、發展「1」畝左右

的庭院經濟，該項工程並補助每戶材料費人民幣 400 元。整體工程除了解決當地

用水困境、降低取水成本外，並美化居住環境、提升飲用水衛生水準，亦增加糧

食、副食品產量，提高民眾收入。 

本次臺灣學生觀摩之雨水集流工程位於榆中縣甘草店鎮山區，該鎮現已發展

出庭院集流、屋面集流、道路集流、坡面集流、排洪溝集流、耕地輪歇集流等多

種集流方式。學員所參訪民居是採用庭院集流方式蓄積雨水，下雨時雨水會從地

面集水孔流入水窖，待窖水雜質自然沉澱後，即可供居民日常與飼養牲畜用，並

不使用明礬或其他物質淨化水質。藉由觀摩此項工程，臺灣學員得以瞭解生活在

黃土高原乾旱地區的人民，如何利用智慧克服環境挑戰。    

    

三三三三、、、、7777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週週週週五五五五）））） 

  （一）參訪甘肅省博物館（照片 7）：該館成立於 1939 年，前身為甘肅科學教

育館，是大陸國家一級博物館，占地 108 畝，除 18 個展廳外，並有文物庫房、

文物保護實驗室等設施。目前館藏珍貴歷史文物、自然標本共計 35 萬餘件，其

中國寶級文物 16 件（組）、國家一級文物 721 件（組）、二級文物 2,637 件（組）、

三級文物 48,241 件（組），蒐集了甘肅從遠古時期到近現代的大量文化珍寶。文

物中以古生物化石標本、彩陶、漢代簡牘、漢唐絲綢之路珍品、與佛教藝術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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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甘肅省博物館自建館以來，先後舉辦了近 300 個展覽，並曾獲得大陸「第七

屆全國博物館十大陳列展覽」、「第九屆全國博物館十大陳列展覽」，館藏文物也

多次在美、法、義、日、星、港、臺等地展出。近年來還陸續舉辦「絲綢之路文

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紙之路—第四屆東亞紙張保護國際學術研討會」、「甘肅省

第二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等國際性學術會議，在大陸國內外博物館界受到

高度重視。 

  （二）與西北民族大學學生進行志願服務方案研討（照片 8 至 11）：西北民族

大學特別安排該校來臺參加「援外志工培訓營」及觀摩志願服務的 16 名學生，

與臺灣學生一同交流。由該校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院長主講「藏族民俗文化概

覽」，內容包括介紹大陸藏族人口分佈（據 2013 年統計，中國大陸境內藏族人口

數為 640 萬餘人）、語言、傳統服飾、飲食、年節習俗等；另由民族學與社會學

學院主任介紹此次赴甘南藏族自治州志願服務的相關資訊，包括夏河縣農牧村中

心敬老院概況等，讓兩岸學子對於藏族文化與此次志願服務對象有初步瞭解。 

此外，由兩岸學生分為 4 組討論志願服務方案，每組都包含臺灣與西北民族

大學學生。各小組成員運用在志工培訓營課程中學到的觀念與方法，彼此腦力激

盪、合作討論實際服務內容。各組的服務主題分別為「陪伴是最大的關愛」、「教

授老年人健康護理知識」、「快樂」與「愛很大，有你有我有他」等，整體服務方

向大致包含「和老人們聊天，減少其孤獨感」、「跟老人們學習藏族文化」、「提供

長者們日常健康護理的訊息，改善其身體健康」、「煮酥油茶與老人們分享」、「與

長者進行互動遊戲」等。在交流互動的過程中，兩岸學生彼此溝通、加深瞭解，

也落實各種志願服務的觀念、方法，凝聚本次服務活動的具體內容。 

 

四四四四、、、、7777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週週週週六六六六））））    

  （一）上午啟程前往甘南藏族自治州，於下午 2 時左右抵達該州夏河縣。該縣

是進入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第一站，全縣面積為 8,037.7 平方公里，下轄 14 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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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辦事處；總人口約 8.5 萬人，其中藏族人口占 72%，約 6.1 萬人。 

  （二）至夏河縣農牧村中心敬老院志願服務（照片 12 至 15）：夏河縣境內共

有五保老人 354 人（「五保」是中國大陸對農村無勞動能力、生活無保障的成員

實施的社會保險，分別為保吃、保穿、保燒、保教與保葬等 5 個方面，其中「保

燒」為提供燃料；「保教」為針對兒童和少年提供教育），集中在敬老院照護者

80 人，集中照護率約 23%。在縣城內原有農牧村中心敬老院、幸福院等 2 個敬老

院，因幸福院拆遷，該院老人全部集中到中心敬老院照護。 

夏河縣農牧村中心敬老院建於 2008 年，佔地 4,000 多平方公尺，目前集中

照護孤寡老人 30 人，其中男性 16 人、女性 14 人；以民族別區分，有藏族 22 人、

漢族 4 人、回族 4 人，藏族長者占 73%。兩岸學子依前一日各組討論的服務方案

為核心，與敬老院的長者們互動。有的學生在廚房協助煮酥油茶；有的學生與老

人聊天話家常；也有學生們請老人幫他們取藏文名字、跟長者們合影；還有學生

隨著長者念經。雖然偶有語言上的隔閡，但是院裡的老人們對兩岸學子的來訪探

望都覺得非常感動。 

為配合長者們作息，本日（7 月 19 日）學生們在敬老院進行服務至下午 6

時結束，並將於翌日再安排其他活動。 

    

五五五五、、、、7777 月月月月 22220000 日日日日（（（（週週週週日日日日））））    

  （一）為農牧村中心敬老院老人進行表演（照片 16、17）：本日服務內容主要

由兩岸青年學生為敬老院長者帶來各項表演。西北民族大學學生以詩歌朗誦、唱

歌等方式，表達對長者們的關懷。臺灣學生則精心安排了各種不同節目，除了歌

唱表演外，還準備了杯子打擊樂、手語歌、吹奏陶笛等項目，而且為呈獻最精采

的演出，前一日更排練至深夜。學生們的精彩表演，不但博得長者們開懷大笑，

也讓老人們深深感受到兩岸學子的熱情。 

  （二）前往草原體驗牧民生活：交流團結束敬老院服務活動後，即出發前往桑

科草原。桑科草原位於夏河縣境內，距縣城僅 10 公里左右，平均海拔在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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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以上，草原面積達 70 平方公里，是甘南藏族自治州主要畜牧基地之一，也

是一處自然旅遊景區。午間交流團學員於牧民家中品嘗奶茶、糌粑、酸奶等藏族

風味餐點，並體驗騎馬悠遊草原之樂；晚間則在藏式帳篷接待站用餐，並參加篝

火晚會、跳藏族鍋莊舞，充分感受藏族的熱情與文化。 

    

六六六六、、、、7777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週週週週一一一一））））    

 （一）參訪拉卜楞寺（照片 18）：拉卜愣寺位於甘南州夏河縣，建於清康熙 48

年（西元 1709 年），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六大寺院之一，也是甘肅南部藏族地區最

大寺院，在歷史上號稱有 108 屬寺，喇嘛最多時達 4,000 餘人，是甘南地區的政

教中心。目前該寺保留大陸最好的藏傳佛教教學體系，搜集和保存的藏族文化典

籍為各藏傳佛教寺院中最豐富、齊全者，據 1959 年統計，寺內藏書至少 10 萬多

部；此外，該寺保存的佛像亦達 2 萬多尊，其中不乏具有歷史價值者，有「世界

藏學府，中國拉卜楞寺」、「敦煌第二」之稱。該寺自西元 1782 年起，創辦了藏

醫學院「曼康」，開始培養醫學人才，從創始至今 200 多年，已形成一套完整而

嚴格的教學制度，十分重視理論與實踐結合，該院所製部分藥劑，並列入大陸國

家醫典中。 

  （二）下午啟程返回蘭州，於下午 6 時左右抵達。 

    

七七七七、、、、7777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周周周周二二二二））））    

  （一）參訪蘭州水車博覽園（照片 19）：在明代以前，蘭州居民的生活用水多

依賴山泉，少有灌溉用水源。明朝嘉靖年間，蘭州人段續以南方湖廣地區木製筒

車為參考，投入水車的製造，最終製成能灌溉附近六百畝菜畦果園的水車，此後

黃河兩岸的農民爭相仿製，至清末蘭州已有水車 157 輪。到 1952 年，蘭州水車

多達 252 輪，黃河兩岸更是水車林立，總灌溉面積達到 10 萬畝，蘭州市成為當

時世界上的「水車之都」。 

此行交流團學員參訪的水車博覽園於 1994 年落成，位於黃河岸邊當初段續



 10 
 

灌溉菜畦果園的舊址，佔地 14,588 平方公尺，為最具蘭州特色的景點之一，也

是世界上水車品種、數量最多的主題公園。園內有雙輪水車、圍堰、水磨房等各

色水車與傳統取水設施。整個園區以巨大的仿古雙輪水車最為壯觀，其輪輻直徑

高達 16.5 公尺。藉由在園區內體驗各項取水設施，臺灣學生對蘭州先民灌溉農

作的辛勞也有了更深入的感受。 

  （二）參訪蘭州府城隍廟：蘭州府城隍廟最初是祭祀漢高祖麾下紀信將軍的地

方，城隍廟建成後，金、元、明、清各朝均加以維修，明朝嘉靖 34 年（西元 1555

年）重新修葺，建起 3座大殿，由 5 個院落組成，占地 12 畝。城隍廟坐北朝南，

大門 3 間為忠烈侯坊、二門為硬山頂式環廊戲樓，北有卷棚歇山頂式享殿，後為

重簷歇山頂式正殿，左右有廂房、鐘鼓樓等，是中國大陸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城

隍廟歷經時代演變，從最初的祭祀神廟到農礦產品交易市場，到目前已成為文化

古玩市場。市場內現在擺滿了各種陶器、鐵器、玉器、銅爐、銅鼎、刀劍矛戈、

從戰國到民國的錢幣、微雕葫蘆、洮硯、字畫、文房四寶、連環圖、黃河奇石、

郵票、根雕、紫砂壺等應有盡有，是人們來「淘寶」的地方，也是蘭州市民生活

的一部分。 

    

八八八八、、、、7777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周周周周三三三三））））    

原訂上午 8 時 35 分搭乘海南航空 HU-7917 班機直飛桃園國際機場，因受麥

德姆颱風影響，班機延遲至下午 6 時起飛，於下午 10 時 20 分返抵國門。 

    

叁叁叁叁、、、、交流交流交流交流心得心得心得心得    

一一一一、、、、擴展兩岸志願服務擴展兩岸志願服務擴展兩岸志願服務擴展兩岸志願服務領域領域領域領域交流交流交流交流：：：：鑒於當前兩岸關係良性發展，且擴大兩岸交流

已為政府重要施政方針，本會前於 101 年、102 年均籌組臺灣大學院校青年

赴大陸中央民族大學、西北民族大學、北方民族大學及西南民族大學交流座

談。本年更進一步與西北民族大學合作，由我方籌組具有志願服務經驗之臺

灣大學院校青年赴該校參訪交流，並結合該校資源至甘南藏族自治州進行志

願服務，首次將雙方交流領域擴及志願服務專業，為本會兩岸青年交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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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重要突破。 

二二二二、、、、西北民族大學西北民族大學西北民族大學西北民族大學鼓勵鼓勵鼓勵鼓勵創新創新創新創新模式模式模式模式值得參考值得參考值得參考值得參考：：：：本次學員參訪西北民族大學過程中，

對該校大學生實踐創新中心的運作模式與各工作室的創作成果，留下非常深

刻的印象。探究其取得豐碩成果的原因，與該中心的自主設計、自行組織、

自我管理模式有很大關聯。在該中心，學生們獲得校方授權，能自主管理、

探索及研發。舉機器人工作室為例，學生們透過團隊合作、不斷嘗試，能從

無到有打造各種類型的機器人，讓學生在大學時期即可培養創造力、累積實

作經驗，同時提升未來就業競爭力，其運作模式相當值得臺灣有關單位參考。    

三三三三、、、、感受大陸西北地區發展趨勢感受大陸西北地區發展趨勢感受大陸西北地區發展趨勢感受大陸西北地區發展趨勢：：：：甘肅省位居中國大陸西北要衝，具有地理優勢，

也是大陸當局積極開發之地區。本次赴該省交流期間，見到機場附近正在興

建大型新市鎮，同時也進行高速鐵路工程；省會蘭州市內亦大興土木趕建地

下鐵，市內路況多壅塞、道路品質不佳。雖然該市正處於「交通黑暗期」，

但從其大型公共工程建設範圍與強度，可窺見其往後發展潛力無窮。 

四四四四、、、、深化臺灣青年對少數民族的認知與瞭解深化臺灣青年對少數民族的認知與瞭解深化臺灣青年對少數民族的認知與瞭解深化臺灣青年對少數民族的認知與瞭解：：：：本會一向積極傳揚蒙藏少數民族文

化，藉由此次臺灣青年赴大陸甘肅省藏區參訪及志願服務活動，使國內學生

實地體驗大陸民族地區自然景觀與風土民情，領略少數民族特有文化內涵，

深化對民族事務的認知，使我國青年學子更能尊重、瞭解蒙藏等少數民族。 

五五五五、、、、促進兩岸青年互動促進兩岸青年互動促進兩岸青年互動促進兩岸青年互動：：：：此次臺灣青年學生赴西北民族大學交流，該校安排曾來

臺參訪暨志願服務交流的學生接待我方團員，並由兩岸學生共同討論志願服

務方案、實地進行服務。過程中學子們彼此認識、相互切磋合作，一起思索、

進行服務方案。雖然相處的時間有限，但雙方在不斷互動的過程中，打破了

地域的隔閡、建立友誼，也建立屬於兩岸青年的溝通平臺。 

    

肆肆肆肆、、、、交流交流交流交流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一一一、、、、持續與持續與持續與持續與大陸大陸大陸大陸民族民族民族民族院校院校院校院校合作進行志願服務合作進行志願服務合作進行志願服務合作進行志願服務：：：：本活動由本會籌組臺灣大學院校青

年赴西北民族大學參訪交流，並成功結合該校資源，至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

縣農牧村中心敬老院進行志願服務（服務對象多為藏族長者），首次將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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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擴及志願服務領域。對本會而言，確實提升、擴大蒙藏工作之層次，對

西北民族大學來說也屬於創新業務，極富意義。建議未來可延續此次交流模

式，與其他同屬大陸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所轄民族院校洽商，由我方籌組青

年學生至各該學校參訪，並結合學校資源，規劃具有志願服務性質之交流活

動。此外，大陸各省、民族自治地區亦設有民族院校，本會如能漸次與各省、

民族自治地區所屬民族院校建立關係，亦可推展此類交流，向外輸出臺灣公

民社會服務之理念與軟實力。 

二二二二、、、、適度適度適度適度增加增加增加增加志願服務志願服務志願服務志願服務交流交流交流交流天數天數天數天數：本活動係本會首次籌組臺灣大學院校青年赴大

陸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志願服務，對臺灣學生而言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經驗，因

此學生們在規劃方案時都投入全力，希望能帶給敬老院長者們完善的服務。

但礙於時間有限，部分方案細節未能在實際服務過程中落實，略顯美中不

足。建議爾後辦理類似之志願服務活動，可綜合考量服務地點、服務對象等

各項因素，適度增加志願服務天數，以期更為完整地實行服務方案。 

三三三三、、、、行前強化行前強化行前強化行前強化宣導宣導宣導宣導相關事相關事相關事相關事項項項項：：：：為使參加本活動學員能在行前進一步了解活動細

節，本會在出發前特別召開行前說明會，邀請各學員與會，也發放書面注意

事項，叮嚀學員應備妥之衣物、個人用藥等有關訊息。但在交流過程中，仍

有少數學員未能準備個人藥品、禦寒衣物，以致因感冒或水土不服，面臨身

體不適卻無藥可服的窘境，所幸由本會帶團人員提供藥物應急。建議爾後辦

理各項交流活動行前說明會時，向參加團員強調藏區之特殊地理、氣候環

境，務必準備個人常用及應急藥品，對團員自身較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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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交流參訪交流參訪交流參訪交流參訪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照片 1  國際太陽能中心人員解說各項太陽能設施 

 

 

 

 

 

 

 

 

 

 

 

 

 

照片 2  臺灣青年學生參訪西北民族大學榆中校區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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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臺灣青年學生參觀西北民族大學校史展覽 

 

 

 

 

 

 

 

 

 

 

 

 

 

 

照片 4  臺灣青年學生參訪西北民族大學實踐創新中心機器人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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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  兩岸青年學生於實踐創新中心合影 

 

 

 

 

 

 

 

 

 

 

 

 

 

 

照片 6  臺灣青年學生觀摩乾旱地區雨水集流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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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  臺灣青年學生參訪甘肅省博物館 

 

 

 

 

 

 

 

 

 

 

 

 

 

 

照片 8  兩岸青年學生參加「藏族民俗文化概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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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9  兩岸青年學生討論志願服務方案 

 

 

 

 

 

 

 

 

 

 

 

 

 

 

照片 10  兩岸青年學生撰寫具體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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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1  臺灣學生報告小組服務內容 

 

 

 

 

 

 

 

 

 

 

 

 

 

 

照片 12  夏河縣農牧村中心敬老院長者起居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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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3  臺灣學生與敬老院長者互動-1 

 

 

 

 

 

 

 

 

 

 

 

 

 

 

照片 14  臺灣學生與敬老院長者互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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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5  兩岸青年學生與敬老院長者合影 

 

 

 

 

 

 

 

 

 

 

 

 

 

 

照片 16  臺灣青年學生表演手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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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7  臺灣青年學生吹奏陶笛 

 

 

 

 

 

 

 

 

 

 

 

 

 

 

照片 18  拉卜愣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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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9  蘭州水車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