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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佛祈福 

 

五月的楓葉，沒有因Covid-19的疫情而停止變紅，空蕩蕩的停車場，因為它而增添了色彩。
今年受到疫情的影響，分會無法對外舉辦浴佛典禮，但內部還是安排兩場浴佛祈福活動：
‧五月九日紐西蘭分會連線浴佛。
‧五月十日全球大愛台線上浴佛。

◎會場佈置

經過三十三天的封鎖之後，師兄師姊用心的打掃分會環境及佈置浴佛會場。疫情警戒第三
期，很多商店沒有營業，分會利用現有的資源完成佈置。為了合於社交距離的安全規定，志
工運用巧思以拜墊代替膠帶，標示兩公尺的間距。

◎第一場:  五月九日紐西蘭分會連線浴佛

五月九日紐西蘭分會把握每月合和互協會議之前，舉行當地的『浴佛典禮』。因防疫規定有
集會人數的限制，雖然只有十人，志工依然如規如儀的虔誠進行。 

當天下午一時三十分。各區協力代表到分會浴佛，分會首次利用軟體〈Meet〉舉辦內部連線
浴佛，讓不能到場的其它師兄師姊，在家同步上線參與。



 
◎第二場：大愛台全球線上浴佛

五月十日上午十一時，全球慈濟人同步線上浴佛。因緣殊勝，紐西蘭分會代表大洋洲以
〈Zoom〉連線視訊浴佛。線上浴佛道氣十足，志工也不停的温馨叮嚀法親和會員大德，當
日要連線浴佛，和天天線上浴佛。

浴佛典禮連線的畫面上，全球有五十四個國家同時參與盛會。典禮全程莊嚴隆重虔誠禮讚。
雖然分會沒有往年的盛況，但是今年藉由大愛台現場同步連線，彷彿親身回到花蓮精舍，與
常住師父們一起浴佛。看到心靈故鄉的那份歸屬感，消除了紐西蘭與台灣三千多公里的距
離。 尤其在看到上人出現的那瞬間，體悟到了<貼近  上人的心>的感覺。

今天也是全球慈濟日，分會在浴佛典禮圓滿後，安排了<傳心燈>儀式。四位見習培訓的志工
代表參加，有來自日本、馬來西亞、香港、台灣。資深的師姑師伯將心燈傳給中生代的師兄
師姊，再由他們傳給正在見習培訓的新發意菩薩。象徵慈濟精神，燈燈相傳，代代永續。大
家也一起發願，以佛心為己心，師志為己志。願挑起天下衆生的米籮，力行慈濟菩薩道，永
不退歇。

慈青學長姊感恩分會所有師姑們母愛般的呵護照顧。孩子們獻上祝福，由王萍師姊代表接
受。原本充滿佛誕日氛圍的佛堂，加添了母親節的温馨。紐西蘭全體慈濟人，感念佛恩、親
恩、眾生恩。今日虔誠浴佛，祈願人心淨化，社會祥和，天下無災無難！

◎線上浴佛

靈山法會，心無秒差，妙法神通，同步浴佛。慈濟一家親，漢彌頓師兄師姊虔誠浴佛。會員
大德虔誠浴佛。從紐西蘭移居塞班島的小野師姊，也很珍惜慈濟人每一次的線上相聚。

因受疫情限制，不能親臨分會，故志工無數次的以電子郵件通知外賓，於五月十日與大愛台
直播，同步浴佛。 感恩上智下果法師、台北駐奧克蘭經濟文化辦事處總領事劉永健先生、僑
務秘書鍾文昌先生、奧克蘭醫管局凱蒂女士、菲勒特布希小學校長巴拿帕先生、前兒童腎臟
協會保羅先生、宗教友誼團體聯絡人瑞維先生、母親和太太，闔家一起線上浴佛。

感恩奧克蘭市議員莎朗女士參與浴佛。多年前，議員拜訪精舍的時候，上人親手送她一本妙
法蓮華經。她視為珍寶收藏，雖不懂中文，不過對上人的敬意永遠不變。 
 

 



COVID-19急難救助專案
 

紐西蘭新冠病毒疫情，3月26日進入第四級警戒。鎖國措施讓民間企業深受打擊，許多人也
因此失業。政府推出了相關的補助方案，但不包括非紐西蘭公民，及未持有永久居留權的打
工者。

針對此一狀況，分會為照顧在紐西蘭短期打工的年輕人，實施《COVID-19急難救助專
案》。 並於四月二十七日晚間十一時五十九分截止收件，共有一百二十七位提出申請。其中
有十二位申請者，雖不符合專案之資格，但因情況特殊。經訪視組開會討論，決議「轉介」
申請慈善救助個案。
 
申請者來自十二個不同的國家地區：中國、台灣、馬來西亞、泰國、日本、法國、英國、義
大利、美國、新加坡、土耳其、約旦。  專案有六十九人通過審核，一人轉介慈善救助個
案，共有七十人受惠。 

急難救助專案期間，因疫情第四級警戒，無法家訪，志工以電話關懷，並愛灑介紹慈濟。電
話關懷申請者家庭狀況，以及目前的處境。並說明急難救助款項，是由十方大德的點滴愛心
所匯聚的。了解善款來之不易，其中三位申請者表示自己還有一點存款，願意把機會留給
需要的人。接受救助的這一位，是因為機票漲價，身上的錢不夠回國。
 
申請專案資格不符的原因，多數申請者不是因為Covid-19疫情而失去工作。有的是因簽證到
期，不能繼續在紐西蘭工作。還有的是自己辭職，不是被老闆裁退的。有的不是被解雇，只
是因疫情第四級警戒，依法令規定待在家暫時停止工作，政府還有給予工資補貼。志工一一
釐清，盡責把關，也讓審查通過的打工族盡早拿到這筆安心安身的救助金。
 

捐贈防疫物資 
 

 
紐西蘭Covid-19防疫期間，分會準備外科用口罩、護目面罩，護目膠片、額溫槍、護目套
鏡、口罩濾片，依不同單位的需求和性質，捐助關懷奧克蘭的中型聯合診所、健康管理中
心、家庭醫生、護士、牙科、專科醫師、寺院師父、養老院、台灣社團等。 

第一階段5月5-12日、第二階段5月15日到6月2日，總共完成三十次捐贈，將愛心送到第一
線醫護人員的手中。 

-護理師潘璐女士任職於奧克蘭醫院 (Auckland Hospital )。她表示醫護人員的防護物資還算
夠用。不過院方也希望到醫院的人都要戴上口罩，尤其是洗腎的病患和陪伴家屬，都定期到
院就醫。潘護理師感謝慈濟捐贈口罩，發揮愛心，保護社區居民的安全。志工也感恩護理師
勇敢站在第一線，用愛守護生命。 



-志工到奧克蘭西區的達克特思診所 ( The Doctors /Newlynn  ) 和吳剛宇醫師在戶外停車場見
面。這是一所中型規模的社區聯合診所，有四十位醫護工作人員。

吳醫師分享防疫第四、三級的時候，醫護人員所面臨的挑戰，還有診所分流和動線等等的因
應措施。該診所在疫情初期，已在停車場提前佈署，設置獨立診療室和出入動線，凡是有呼
吸道症狀的病患，一律隔離就診。

高峰期該診所曾出現一名確診病例。還好對方先以電話諮詢，沒有直接到院就診。感恩一切
處理得當，讓醫護人員鬆了一口氣。獨立診療室將會在第二級警戒的時候撤離。吳醫師感恩
慈濟人，因為這一批物資代表的不僅是防疫安全，而是十方大德對醫護人員的一份心意。
 
- 塔馬基醫療管理中心( Tamaki Health )，為醫院、急診、診所，提供醫護服務有四十年了。
在這次疫情中，他們負責第一線把關的新冠病毒檢測站工作。 總部距離分會只有十分鐘的車
程。志工帶護目面罩來到管理中心總部，表達對第一線醫護的敬意。

 -把握中午空檔時間，北區志工拜訪兩位家庭醫生。 緊張的疫情，考驗著醫護人員的體力和
應變能力。為了防疫安全，診所只開了一扇側門來管制出入。看診的病人得在停車場等候，
由穿著防護衣的護士，先測量體溫。「辛苦了！」兩位師姊不忍心佔用太多醫師的休息時
間，簡短的問候並送上物資，傳達了慈濟人對醫護的疼惜。
 
- 紐西蘭大醫院不多，社區家醫非常重要，是居民健康的守護者。疫情期間知道慈濟要送防
疫物資，奧克蘭中區米多班克醫療中心  ( Meadowbank Medical Centre ) 、愛普森診所
( Epsom Medical Care )、東區家醫 ( DW Family Doctors )、莊黎醫師。感恩這份溫暖的關
注。

-牙科需要近距離的看診，防護面罩特別重要。分會關懷楊朵醫師、格蘭多維牙科中心(
Glendowie Dental Centre )、丹透維爾尼思牙科中心 ( Dentalwellness Centre ) ，楊庭卉醫
師說：「謝謝你們即時送來牙科 需要的護目面罩，現在價格漲了一倍，但仍然買不到。我
的面罩都洗到有刮痕，看不清了，還捨不得丟掉。」
 



 
-南區志工捐贈防疫物資給格林史頓聯合診所 ( Manurewa Greenstone Clinic )，由行政管理
人員代表接受物資。因疫情關係，第三級警戒診所大部分還是以電話問診為主，當天十位醫
生、護士和工作人員，與志工相見歡。

-奧克蘭東區蘭斯當老人院 ( Lansdowne  Resthome  ) 該院有九十五位老人家，由七十位醫
護工作人員負責照顧。疫情期間大家都平安，只是不對外開放。目前第二級警戒雖然開放訪
客，但在人數和會客時間上都有嚴格的限制。院方安排老人家透過網路視訊，和家屬互動，
以慰思親之情。  

-「養老院的口罩只剩下一個多星期的數量，我們可以向慈濟申請口罩嗎？」璜加雷市的玫
瑰花園養老院 ( Rose Garden Rest Home Whangarei ) 和分會連絡。

今年碰到疫情，政府衛生部個人防護用品謹慎分配，口罩和其他防疫用品可以拿到的資源有
限，只好自己想辦法籌措。負責人蔡女士來到奧克蘭的慈濟紐西蘭分會，師姊將口罩、護目
套鏡、護目膠片感恩的奉上，大家相談甚歡，也相約在疫情解除後，志工再度拜訪養老院。 

蔡女士分享：在疫情前，一位失智老人才剛搬進養老院，沒想到，政府很快發佈了封鎖令。
當時是夏天，家屬隨身幫他準備的都是短袖薄衣，但天氣說變就變，許多事情真讓人措手不
及。回想二年前，分會曾捐贈一批衣物給養老院，做為不時之需。蔡女士說還好有慈濟，讓
老人家保暖不受寒。事後家屬來訪，看到陌生的衣物才知道原由，也請院方代為轉達心中的
感謝。
 
-在北岸醫院( North Shore Hospital  )戴維琪醫師的轉介下，四位志工前往關懷位於奧克蘭市
西區的昂斯多普養老院( Ons Dorp Resthome Care Centre )。

這是一所早期荷蘭移民成立的養老院，目前開放給不同國籍的老人入住。該院的慢性病人定
期要去醫院看病，醫生希望他們到院的時候都要戴上口罩，但是養老院的口罩備量並不充
足。分會捐贈外科用口罩，提供養老院長者到醫院看病時使用。

在新生活規範之下，大家逐漸恢復到正常的作息。感恩鎖國期間紐西蘭人民的努力，雖然各
行各業仍有許多難題要面對，新冠病毒也還沒有對治之藥。 但慈濟人願以愛陪伴，關懷一直
都在。



 
社區流感疫苗推廣活動

 

5月16日慈濟紐西蘭分會與醫管局合辦社區流感疫苗推廣活動 -Community Flu Fighter
clinic。分會將通風良好的環保教育站，做為流感疫苗注射地點。醫管局安排 ( Unichem
Pakuranga  Pharmacy ) 帕庫朗加藥局的兩位藥劑師薇姬 ( Vicky )、高嚴 ( Yan Gao )為社區
居民服務。

政府目前推動疫情追蹤系統，使用二維碼掃描登記出入記錄，以掌握正確的接觸史。分會配
合響應。因處於新冠病毒疫情的第二級警戒，人們活動限制比較寬鬆，保持適當社交距離更
為重要， 志工穿梭在停車場，請大家先在自己的車上填表等候。為避免人群交錯，現場安排
登錄、繳費、注射，都是單一方向動線，減少接觸的機會。

政府提供六十五歲以上的民眾免費接種，未滿者一律自費紐幣二十元。注射前，藥劑師仔細
確認個人的身體狀況，並回答各種提問。因為Covid-19的關係，施打的人數比去年增加一倍
多，總共有四十三位，其中有百分之三十四的人是第一次注射。有的人看到針就會害怕緊
張，志工在一旁陪伴安撫情緒。 藥劑師薇姬表示：「感恩慈濟的合作，這是一次很成功的流
感疫苗推廣活動。」

許多居民因為新冠病毒疫情的關係，決定接種流感疫苗，讓身體保持良好狀態來面對疫情。
流感疫苗的株種每年都不一樣，接種疫苗後，身體的免疫系統會產生抗體，大約保持六到七
個月效期，然後就會慢慢消退。這好像防火演習一樣，萬一真的流感病毒侵襲，我們的身體
知道要如何處理了。

分會邀請大家完成疫苗注射後，到佛堂浴佛祈福發願，願佛陀保佑全民健康、世界和平。  



 

 
食物包急難救助

 
5月19日有一位單親媽媽蔻文 ( Koven )直接到分會求援，希望提供食物包幫忙度過難關。她
表示多年前曾領過分會的食物包，且全家有受邀來分會參加聖誕聚會。

她有六個孩子， 小的才二歲，還需要她在家照顧。大的已十八歲和十七歲，疫情發生之前
有打工賺錢，可是封鎖之後都沒辦法工作。雖然工收局 ( Work and Income )有給物資和補
助，但都用完了，所以她想到向慈濟求助。

臨時的突發狀況，還好分會捐助菲勒特布希小學 ( Flat Bush School )的時候，有多準備了一
些罐頭食品。蔻文感恩的說：可以拿來拌麵給孩子吃。志工打包十六瓶，希望能暫時解除這
一家人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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