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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吊橋重建  村民經濟露曙光 
Galvan 

選文觀點—

自古以來，「造橋鋪路」在華人社會就是慈善義行的代名

詞。而在不同的國度，面對不同種族、文化與信仰的人們，

慈濟的人道救援秉持真誠的愛心，應其所需而誠懇付出，讓

受災的村民衣食無虞，得以安身立命。 

印尼西爪哇省雅律縣（Garut）芝松貝特鎮（Cisompet）德波克

村（Depok）村民到田裡工作、孩子上下學等許多活動，都必

須越過分隔德波克村與巴阿斯村（Paas）和西納巴迪村（Sinar 

Bakti）三個村莊的河流。因此2017年，當地政府和居民合作建

造吊橋，串連起這三處村民的生活。不料，這座吊橋終究還是敵

不過天災的摧毀！ 

◎往來受阻 生活堪憂 

2020年一場洪水沖斷了這座吊橋，從那時候起村民又必須再過回

以往交通不便的日子，生活所需運輸不便、往來經濟受阻，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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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戶的生活苦不堪言。

其中一位以製作相框、印刷服務維生，七旬高齡的村民烏巴德

（Ubad）表示，遙遠的距離不方便到對面村莊購買原料，因往

來不便導致客人也越來越少。橋斷了之後，需要買材料必須等到

河水退潮，還要再一塊一塊地搬過來，生產率下降、入不敷出，

必須要借錢才有辦法付支付員工的薪水。因此，腦海中曾經閃過

結束經營二十七年家庭事業的念頭。 

除了烏巴德，另一位四十七歲的村民愛娜（Enah）也是因為橋

斷了而影響生活。愛娜是一位僱農，先生因病無法工作，家計由

她一人承擔，每次她要到對面的農田工作時，都一定得經過芝卡

索河（Cikaso），有時候已經到了對面的農田，不巧遇到河水高

漲時，就只好在農田旁的茅屋睡覺，等隔天水退了才能回家。 

◎吊橋重建 經濟再生 

萬隆慈濟志工得知此消息，馬上與西利望意第三軍區（Kodam 

III/Siliwangi）以及非營利組織印尼高空救援（Vertical Rescue 

Indonesia）合作重建這座吊橋。2020年11月11日，十六位慈濟志

工前往德波克村，為吊橋重建工程進行動土典禮。 

重建完工後的吊橋，長度八十公尺，寬度一點二公尺，因匯

TZU CHI FOUNDATION



慈濟宗門足跡

174

集各方愛心建造，故命名為「芝卡索愛心吊橋」，於2021年1

月6日正式啟用。啟用典禮當天，西爪哇副省長魯扎努爾（H. 

Uu Ruzhanul Ulum, S.E.）、西利望意第三軍區維力安多少將

（Mayjen TNI Nugroho Budi Wiryanto）、雅律縣縣長盧迪•古納

萬（Rudy Gunawan）、慈濟萬隆聯絡處副負責人郭賢錦等貴賓

皆蒞臨現場祝賀。 

西爪哇副省長魯扎努爾，讚賞慈濟對社會的關懷令人敬佩，德波

克村民有了這座吊橋就可以方便許多。西利望意第三軍區維力

安多少將，也感謝慈濟對村民的關懷，讓兩村的村民可以方便往

來，像以往一樣生活。 

「感謝真主阿拉，感謝幫忙蓋橋的慈濟基金會，祝福志工們都

能夠平安健康。」烏巴德的長子阿里（Ali Alamsyah）由衷的感

謝，吊橋完成後，來往兩村不再受阻，客戶回流、訂購量提升，

經濟也獲得改善。愛娜也很高興又可以像往常一樣去農田耕種，

隨時都可以去市場買菜，感謝之餘也希望幫忙蓋橋的先生們（志

工）都可以福氣滿滿！ 

慈濟萬隆聯絡處副負責人郭賢錦表示，因為志工與會員的愛心才

能讓吊橋順利完成，慈濟的人道救援注重的是一份真誠的愛心，

希望有了吊橋之後，可以讓村民的日常生活過得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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