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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使命     推動上帝的子民 ︱ 進入福音未得之地 ︱ 建立有植堂能力的教會

文化探索 實際服事 屬靈成長

SEND 國際差傳協會是跨基督教宗派的國際信心差會，我們在亞洲、 
歐洲及北美超過20多個地區工作。我們邀請您透過在SEND的宣教實習，
加入這個在未得之民中建立門徒的普世運動 *。

若有意進一步認識，歡迎致電本會或聯絡本會拓展同工 (eascgo@send.org)。
更多服事機會：可瀏覽 https://www.send.org/go/Internships        * 因受疫情影響，申請簽証或入境可能有困難，敬請留意。

宣教機會

主編的話

誰會想到，蘇聯最高權力在1991年12月宣佈蘇聯正式解體，
原本被蘇聯控制的歐洲主權國家自此恢復自主權，當中包括
今日的烏克蘭。

在社會主義影響下，宗教組織的存在承受若干限制，蘇聯解
體後，各方思想與宗教百花齊放。當年烏克蘭的福音派教會
意識到「向世界開放」所帶來的挑戰，機緣巧合下向 SEND
發出邀請：「我們不懂分辨聖經教導的真偽，請您們來幫助
我們的教會築起信仰教義的籬笆。」結果，差會的領袖們選
擇配合上帝的工作，在烏克蘭開展新事工，由 90 年代起展
開一連串的神學教育工作，先後在當地提供神學院圖書館等
基本設施、聖經教導、福音材料及相關培訓，並差遣宣教士
參與神學教育工作。感謝主，差會在過去三十多年，一直專
注培育烏克蘭當地的工人參與植堂工作，同時亦在鄰國 ( 例
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及波蘭等 ) 發展福音事工。

值得一提的是，烏克蘭的教會發展非常蓬勃，過去十年已開
始差派宣教士。

2022 年 2 月，俄烏戰爭爆發，差會透過在烏克蘭建立多年
的教會網絡開展「一手麵包、一手福音」事工，協助當地居
民解困。雖然當地的處境仍然堪憂，但我們看到上帝叫萬事
互相效力，不少居民經歷到福音的好處，得以重燃盼望。

烏克蘭人被迫流散異鄉，難民人數已逼近八百萬人，光是波
蘭就接待了超過一百五十萬名烏克蘭難民。差會在波蘭的宣
教團隊設有兩個植堂據點，分別在Opole 奧波萊及 Legnica
萊格尼察，現已「變陣」參與接待難民的工作。本期通訊將
與大家分享差會在波蘭的難民事工及事奉機會，當地的宣教
士亦熱切呼籲香港教會透過禱告、奉獻及到工場服事來參與
其中，您願意一起配合祂的工作嗎？

── 謝曾詠儀萬事互相效力

中期宣教機會：
•	 短期宣教（兩星期至一年）：協助
兒童托管、裝修工程、教授英文、
教會植堂或神學生實習等	

•	 中期宣教（一年至三年）：體育事
工、學生和青少年工作、教會植堂
或神學生實習等。	



宣教心

1.	 Ukraine	Refugee	Situation	，https://data.unhcr.org/en/situations/ukraine），
2023 年 2月 15 日存取資料。

2.	 Ptak	Humantiarian	Aid	Center（https://humanitarianexpo.com/en/），2023 年
2月 15 日存取資料。

支援波蘭工場及現況 

一、 戰事背景
自去年 2 月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已有超過 800 萬烏克蘭難
民逃向歐洲，後來因為烏克蘭展現出長期抵擋俄軍進攻的
能力，大部分身在歐洲的烏克蘭人都回到烏克蘭。然而，
依然有至少 156 萬名難民仍身處波蘭，是目前有最多烏克
蘭難民註冊居留的收容國。1 由於烏克蘭不容許健康的成
年男人離境，因此絕大部分難民都是婦女和小孩。	

由於波蘭與俄羅斯的歷史關係本來不佳、以及波蘭民眾因
近年飽受歐盟質疑民主倒退而急於證明自己的民主精神不
變，是次戰爭爆發後，波蘭全國上下都額外積極及支持象
徵民主的烏克蘭人。波蘭政府隨即制定一系列政策，讓烏
克蘭人只需憑烏克蘭護照，即可獲一定程度的物資援助，
又可以立刻擁有工作簽證。波蘭民眾亦非常主動大開門戶	
接待烏難民，並且有大量民間團體組織義工協助照顧烏克
蘭難民的一切生活所需。當走在波蘭的大街小巷，隨處可
以見到烏克蘭的國旗，以及為烏克蘭籌款的義工。	

然而，當戰爭時間越久，加上歐洲失去俄烏兩國的能源及
糧食資源，以及全球高通脹和經濟衰退的危機來襲，波蘭
政府亦開始對要應付如此龐大的難民群體漸見吃力。如
今，波蘭大部分優待烏難民的政策都已被削減或徹消。而
且，當戰事時間拖長，國際媒體於戰爭初期鋪天蓋地的報
導已漸趨冷淡，隨著烏克蘭難民的需要漸漸離開大眾視
線，難民的人道需要顯得越發逼切，住宿、食物、以致很
多生活基本所需越漸見底。	

二、 主要烏克蘭難民事工概覽 
在波蘭，烏克蘭難民的援助工作種類繁多，Ivan 無法深切
了解所有工作的運作，尤其某些工作有特定的要求，例如
災後心理輔導需要熟悉烏克蘭語，辦理簽證的工作需要法
律專業基礎等，因此有些難民援助工作是短期外國義工無
法參與的。然而，某些難民工作對語言、專業資格等要求
都不高，短期外國義工可以積極參與，Ivan 亦在去年三個
月的旅程期間參與其中。以下是幾項 Ivan 曾主要參與的烏
克蘭難民工作。	

A. 住宿接待 
由於波蘭需要在短時間內接待大規模難民，波蘭政府難以
單靠自己妥善接收所有難民，	需要倚靠慈善機構、教會和
平民協助接待。	

政府主要提供大型臨時難民住宿中心，這些住宿中心不少
是由大型博覽館所改建，居住環境十分簡陋。位於華沙的
Ptak	Humantiarian	Aid	Center 是全歐洲最大型的烏克蘭
難民接待中心，2 至今仍有 5000 名烏克蘭難民居住其中，
在裡面，每數百名難民同時居住在一個展覽廳裡，缺乏私
人空間，而且距離市中心較為偏遠，難民的日常生活極不
方便和苦悶。相對居住在慈善機構或教會所設立的接待中
心、以及波蘭平民房屋的難民，居於政府這類大型接待中
心的難民，似乎是心理健康較差的一群。可能因為他們缺
乏關係網絡，以致遲遲未能找到願意接待自己離開政府接
待中心的人。而居於政府接待中心簡陋	的環境中，亦使他
們的心理健康深受影響。在這裡，不難發現面容憔悴、行
為潦倒的烏	克蘭人。一次，當 Ivan 與短宣隊到訪時，一
位年約中年的烏克蘭男士走近，對他們說：「本來我在烏
克蘭有一間房子、有家人、兒女，但一天『砰』一聲，我
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你	們可以怎樣幫我？」聽者都無言
以對。	

另一方面，波蘭政府提供資金租用旅館和度假村，作為難
民的臨時居所。居住在這些地	方的難民可以擁有自己的私
人空間，居住環境亦較衛生，在度假村的難民更可享用當
中	的娛樂設施。明顯地，在這些居所中的難民生活和心理
狀況都較佳。	

不少波蘭的基督教會為烏克蘭難民租用、甚至購買房子，
作為難民的臨時住宿中心。也	有不少教會將教會本身的聚
會建築改建，成為適合難民居住的住處。	

隨 著 戰事越拖越久，成千上萬的難民在類似 Ptak	
Humantiarian	Aid	Center 的地方，與上百人共用「睡房」
超過半年，他們逼切需要「私人空間」，否則心理健康將
嚴重受到影響。	另外，由於在戰爭初期，很多波蘭人本以
為戰爭很快結束，所以才開放設施予難民居住	，然而，隨
著時間越長，這些機構、教會或平民都開始感到出現資源
不足的情況。尤其對於平民而言，他們將自己的私人住處
與難民分享，自己的私人空間亦受影響。例如有收留難民
的波蘭家庭本來居住了 3 人的房屋，在接待難民後共住進
了 8 個人，他們現正面對	「助人到底」與「使自己回復正
常生活」的兩難之間。	

撰文：陳欣俊傳道（Ivan）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動員幹事
編輯：梁美心



B. 物資援助 
戰爭爆發後，政府、慈善機構、教會等都持續積極地籌集
物資，以供應烏克蘭人。這些物資主要包括衣服、食物、
衛生用品、嬰兒用品、簡單的娛樂物品等。另外，由於大
部分難民家庭都缺少成年男人，媽媽往往因為要照顧小孩
而不方便離開家門，因而持續需要義工協助購買日常物
資、並將物資送達門前。	
有些教會也持續將物資運送進入烏克蘭境內，供應居於烏
克蘭裡的難民。由於烏克蘭是戰區，運輸費用非常昂貴，
每一次租用貨車運入烏境內的費用高達約五萬港幣。由於
戰爭時間比預期長，支援烏克蘭難民的物資漸見短缺，尤
其衛生用品、食物等消耗品更漸見短缺。	

C. 孩童托管 
由於缺乏父親照顧，加上烏克難家庭普遍生養較多，母親
往往難以同時兼顧照顧小孩和適應新環境。因此，烏克蘭
難民需要大量的托兒服務，幫助他們度過難關。由於照顧
兒童相對其他義工工作，對語言的要求較低，不懂烏克蘭
語的外國義工往往仍能有效協助照顧兒童，因此不少慈善
機構和教會都開放招募外國義工前來，協助托管兒童。	
由於長期缺乏父親同住，「Absent	Father」的問題在烏
克蘭兒童的生命中很可能造成長遠、嚴重的負面影響。因
此，孩童托管對這群戰後兒童而言，是非常逼切的需求。	

D. 英語或波蘭語教授 
不少烏克蘭難民計劃未來移居歐美或留在波蘭居住，因此
大量難民急於學習英語或波蘭語，讓他們適應新生活，以
及加快審批居留簽證的程序。由於波蘭語與烏克蘭語同屬
斯拉夫語系，兩種語言頗為相似，一般烏克蘭人若專心學
習，可於三至六個月內掌握基本日用的波蘭語。然而，烏
克蘭人學習另一語系的英語，則需要很長的時間。加上，
由於過去東歐人較傾向先學習俄語多於英語，大部分烏克
蘭人及波蘭人不擅英語，因此很多難民幾乎等同由「零」
開始學習英語，而且擅於教授英語的波蘭老師亦不多，以
致此時對外來的英語教師的需求大幅增加。香港人的英語
水平在全球中屬較佳水平，十分適合協助義務教授難民英
語。

戰事至今，仍未離開波蘭的難民一般學歷較低，英語能力
亦普遍較差。語言能力使他們更難快速辦理移民歐美的程
序，也更難於移民後找到工作。因此，他們急需大量廉價
或義務英語教師，以加快移民審核速度及找到工作。

E. 社群建立與支援 
當戰事拖得越長，大量難民的心理健康亦越發惡劣。難民
常見的心理問題包括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憂鬱
症、焦慮症等。近年針對難民心理健康的不同研究都顯示，
很多難民的心理健康問題持續多年，在經歷因戰爭、天災
或政治因素所致的逼遷後，10-60%	的難民在 20 年後仍
然有心理健康問題。大量烏克蘭人面對戰爭所造成的心理
創傷，社會短時間內難以提供足夠資源提供協助。教會群
體雖然未必能提供專業的災後心理輔導服務，卻能提供一
個成熟的本地社群，幫助烏克蘭難民融入和適應波蘭本地
生活，並給予他們居於異鄉的溫暖和歸屬感，這對於難民
而言是極為重要的心靈支柱。

隨著戰事時間越長，難民的心理健康問題愈發加劇，酗酒、
情緒病等問題愈趨嚴重。加上，大量烏克蘭勞動人口突然
湧入波蘭，使之與本地人造成激烈競爭，漸漸造成本地人
對難民的抗拒甚至敵視。這都成為難民融入本地社群的危
機。

鳴謝：	陳欣俊傳道 (Ivan) 為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動員幹事，
他於 2022 年 7 月 19 日至 10 月 11 日到訪波蘭了
解當地教會接待烏克蘭難民的服侍工作，其中包括
本會的事工；我們在此感謝他提供豐富的相關內容
及照片予本會使用。

你的參與

除了在禱告和金錢奉獻上的支援外，你可考慮
親身到波蘭服侍當地人和烏克蘭難民：
•短期宣教（兩星期至一年）：協助兒童托管、裝修工程、教
授英文、教會植堂或神學生實習等

•中期宣教（一年至三年）：體育事工、學生和青少年工作、
教會植堂或神學生實習等。

若聖靈催逼你要回應波蘭人或烏克蘭難民的需
要，請不要遲疑，把握宣教機遇及聯絡差會。



本地寄居者的呼聲 
撰文：波蘭工場主任 Paul Eager
翻譯：Fiona Lam

專題文章

波蘭看似一個基督教國家，但事實遠非如此。大多數自認虔
誠的波蘭信徒，過的仍是夾雜着舊人與新人樣式的雙重生
活，很多人更只是裝作基督徒，真正獲得「重生」的人寥寥
可數。現時許多波蘭人（尤其是年輕人）離開了羅馬天主教
會，去追隨物質主義、不可知論、無神論、其他宗教或教派。

自 2005 年起，我們在盧賓 (Lubin) 幫忙成立一個
基督教團契，目前亦在萊格尼察 (Legnica) 成
立另一個團契。在盧賓，教會於數年前搬進
一幢大樓，除了舉辦主日崇拜外，也於星
期二及五舉辦查經班，每年亦會舉辦聖
誕頌唱、衣物捐贈、除夕聚會等活動，
以及在盧賓的文化中心舉辦福音工作坊。
此外，我們於教會大樓設立了一個名為
“Logos”的語言中心，現有大約 250 名學
生。教會的當務之急是完成禮堂和一、二樓的
裝修工程，而我們正設法籌募資金及招募人員幫
忙，以期盡快竣工，令大樓每個地方得到充分利用。

在萊格尼察，我們把教會所佔用的樓上地方改建成圖書館、
兒童室、青年室、配備廚房的小客房、團契室、辦公室、祈
禱室、會面室、課室等，以及周日聚會用的主要地方。不久
前，我們取得樓下的使用權，現正把地方打造成咖啡室、聚
會空間、主日學或其他課堂用的房間，以期盡可能接觸更多
人，向他們分享福音、帶領他們認識基督及參與團契小組。
教會每星期舉辦主日崇拜及門徒聚會，每月會到盧賓的母會
服事。去年聖誕節，我們在街上唱詩歌報佳音，更到了一個
難民媽媽的家中與她分享聖詩，而過去幾年，也有來自美國
的宣教團隊到來協助營會及街上佈道的事工。此外，教會正
致力建立一間中心，服務當地家庭。

大約一年前，俄烏爆發戰爭，我們的計劃因而略有更改或延
後實行。為避開戰火，不少烏克蘭婦女及兒童紛紛湧入波蘭，
有見及此，我們認為教會要有所行動，遂舉行會議，最終決
定由萊格尼察的教會為孤苦無依的烏克蘭婦女和兒童提供住
宿 ( 上限為 30 人 ) 並照顧他們的生活所需。選擇萊格尼察而
非盧賓的原因是，萊格尼察的教會大樓較適合安置烏克蘭難
民，該處有獨立房間，而當時樓下部分正打造成用膳及聚會
的地方。結果，在一個星期內，我們在樓上每一間房間 ( 除
了會面室 ) 放置了床鋪，其後在樓上設置了洗衣區，淋浴用
的熱水設備以及早餐室，樓下則設置淋浴間、廚房及洗濯設
施。過去幾個月，我們更完成了浴室、聚會區、咖啡室及其
中一間會面室的裝修工程。教會在高峰時期曾接待 27 名婦
女和兒童，現時則有 14名入住者。

過去一年，我們盡可能營造一個安全和無憂無慮的環境，讓
入住的婦女和兒童可安心生活及工作 / 讀書。我們很榮幸能
以各種方式服事他們，例如維修教會大樓、確保他們獲得基
本日常所需、每星期與他們購買雜貨、陪他們應診及取藥、
傾聽他們的心事、與他們辦理簽證、慶祝生日和節日 ( 例如
復活節和聖誕節 ) 等。事工的目標之一，是讓他們認識主

耶穌基督，並渴慕耶穌作生命的救主。在一次營會
中，有幾位婦女決志跟隨耶穌，及後更參與教
會的主日崇拜及星期三的門徒聚會。我們誠
盼將來有更多人願意跟隨耶穌 !	

俄烏戰爭似乎在短期內難以結束。然而，
考慮到水電費持續上漲及資金有限，我們
不得不為這個事工設下期限	( 至 2023 年 4
月 29 日 )，屆時我們不再在教會為難民提供
住宿。有些入住者已計劃在 3月返回烏克蘭，

有一個則打算與附近的一對老夫婦同住。另有一對
母女已找到工作，有能力搬到一間小公寓生活，我們會

盡力協助她們適應新轉變。然而，有些難民仍需要教會財政
上的幫助，例如有一個難民家庭 (祖母、母親及兩名男童 )，
當中只有母親工作，收入根本不足以支付房租，因此仍住在
教會，我們也提供食物及用膳地方，直至他們能夠自力更生。

在波蘭，我們可做的屬靈工作多不勝數。波蘭是一個極需福
音的國家，當地人普遍認為自己已經得救，但仍活在黑暗中，
厭倦上教會，並因能夠擁有想要的一切而備受誘惑。為應對
烏克蘭危機，波蘭各地仍設有一些中心接收難民。雖然不少
難民已獲安置入住當地的公寓，嘗試過正常的生活，但各中
心仍需財政支援，才可繼續照顧難民並重新安置他們。



感恩和代禱事項
霍羨研    日本｜中期宣教士

1. 求主帶我慢慢實踐新一年目標。
2. 求主幫助我能與 KCC 及 Hi-BA 的學生建立關係，慢慢

明白他們更多。
3. 1-2 月能有退修機會，感謝主帶領能享受與祂同在的時

間。
4. 日文語言課程進入更深的難度，有時感到很難掌握，

求主看顧帶領。

何婉媚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感恩在 1-2 月有個人及團體的靜修時間去整理自己，
也能跟久違的朋友及對象聯系相聚。

2. 求主賜智慧處理 6 月初回港述職前的事宜。斷捨離收
拾及搬屋入倉各樣申請手續處理都十分繁複，少點記
性及耐性也會有差錯。

3. 為高中生 Rina 祈禱。因父母早年離異而與父居住，沒
有能傾心事的姐姐，故間中會找我傾談，求主教我怎
樣去幫助她。

劉美媛    日本｜植堂

1. 為一對將會移居山田町的信徒夫婦禱告，求主為他們
預備合適的居所。

2. 為現有決志者禱告，求主帶領他們走向受浸的一步。
3. 為在港的家人禱告，媽媽回天家後，二家姐需要適應

一人在家的生活，求主保守並讓她能早日信主。

李世樂、李鄧淑屏、子心    日本｜植堂

1. 感謝上帝保守述職期間多方的安排，縱然世樂健康需
要進出醫院有時，但一切順利。

2. 3 月初至 4 月中旬世樂一人返回岩手縣，跟進 7 月中旬
返回工場後的住處，另外，參加日本詩吟的考試，願
上帝保守引導，一切能榮神益人。

3. 感謝上帝感動一對日本人的弟兄夫婦將遷到山田鎮，
協助教會，求上帝引導保守一切的安排。

李慧嵐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雖然 2-3 月十分忙碌，宣教分享朋好友，不亦樂乎。
求神使用每一次相聚，能彼此鼓勵，與神相連。

2. 3-4 月仍有不同分享，講道及學習，求神使用。
3. 計劃復活節前夕，有幾天時間重整身心靈，仰賴主的

帶領。

談允中、談梁秀英    日本｜候任宣教士

1. 為允中 3 月尾的英語見證分享及秀英以日語作崇拜主
席的預備禱告，求主賜下信息及言語能力。

2. 為近來常帶兒女出席崇拜的 2 位女仕及 3 位小朋友禱
告，求主幫助他們能在主愛中成長。

3. 秀英的媽媽近日腦退化的情況轉差，弟弟照顧的壓力
也增加，求主憐憫。

宣教士 /同工消息
林以諾    本地｜宣教推動

1. 願主賜我身心靈健壯，用生命繼續為主作見證。
2. 將會有宣講信息及帶領聚會的服侍，願主預備會眾的

心，也求主興起門徒願意走出去，為主作見證。

謝曾詠儀    本地｜宣教推動和關顧發展

1. 一月份順利完成了所有已安排的宣教探索者約見，感
恩請記念這四個單位及 SEND Me 宣教團契內的十一
個單位，有些需要進深裝備，有些正在尋求創意方式
出發宣教，求主引導他們，又為他們預備一切所需。

2. 正在統籌在第二季開辦給宣教探索者的裝備聚會另外，
也在預備未來的講道服侍，求主賜下亮光及智慧。

3. 本年的事奉焦點在宣教士關顧上，已有一些計劃，但
願上帝引領也記念統籌宣教士申請人的事務，求主在
各項溝通及程序上賜下恩典。

黃嘉麗    本地｜宣教事工

1. 感謝主的帶領，我將於 3 月 21 日出發到日本京都為期
一年的短宣，並離任現職工作崗位。求主繼續供應我一
切所需的，無論是同路人經濟需要還是所接觸的對象，
求主預備。

2. 求主賜我有屬靈的目光可以看得見遠象，並求主帶領
我遇見志同道合的弟兄姊妹，成為一個團隊，開展可
持續性的事工。

3. 記念在港未信主的父母，他們年紀不輕，第一次與至親
分隔兩地一年之久，我們難免會互相擔憂。求神保守
他們的健康。並感謝神已安排弟兄姊妹幫忙關顧父母，
相信藉此能減輕我們的憂慮。

馬龍家庭    泰國｜語言學習、領袖培訓

1. 防疫措施鬆綁，教會及弟兄姊妹都開始籌劃訪宣，願
大家看見泰邊界的工作。

2. 年輕的美加隊員將會完成語言學習，我們將會策略性
了解北部當中需要禪邦工人的地方。

3. 宣教士國際學校 2023-2024 的學年需要聘請義務老師
教授華語，若有感動可向馬龍媽媽聯絡。

蔡明康、蔡王淑賢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早前同工因探望家人需回港一個月，現場只得我們兩
人及另一位宣教同工處理教會活動及事務，感恩可以
順利完成。

2. 感恩有一對年輕日本信徒夫婦願意到來，在附近區域
工作，並會協助教會活動。求主供應合適房屋給他們
居住，並能適應這邊的生活。

3. 4 月中有一位日本牧者到教會三個月，協助教會事務及
事奉。求主讓我們有美好的配搭，同心事奉。



國際差傳協會是跨基督教宗派的國際性信心差會，歡迎您成

為我們的宣教伙伴，同心拓展大使命。奉獻方法如下：

 支票︰抬頭 "East Asia Send International Ltd" 或
     「國際差傳協會（東亞）有限公司」，寄回差會「九龍新

蒲崗六合街 23 號萬昌中心 6 樓 603 室」。

 轉賬︰存入差會戶⼝（東亞銀行）150-25-00306-0 或（恆
生銀行）774-407530-883，並保留收據，請以郵寄 / 電
郵 eascacc@send.org  / WhatsApp (852)5595 7547

 轉數快：識別碼 (FPS ID)：7788078，註明您的「英文
姓名」

* 以上方法請註明「⽀持事工項目或宣教同工姓名」，請透
過電郵或 Whatsapp 附上你的英文姓名、聯絡地址、電話、
電郵，以便寄上收據。

奉獻滿港幣 100 元或以上，憑奉獻收據可獲稅務寬減

出版：國際差傳協會東亞差委會 

督印人：梁美心博士 ︱ 美術及印務：GOD-Platform ︱ 義務校對：Fiona Lam

國際差傳協會東亞差委會　　組織架構

顧問： 余達心博士　曹偉彤院長　陳一華牧師 陳志強牧師

委員： 李家粦先生　吳炳榮醫生　劉李麗玉傳道 岑禹勤牧師　　　

　　　 陳愛樺女士　梁美心博士　陳高慧心傳道

同工： 李家粦先生（義務總幹事）     謝曾詠儀（宣教事務主任）

 關愛甜（會計主任）     黃嘉麗（宣教事工助理主任 / 執行編輯 ）

地址： 九龍新蒲崗六合街23號萬昌中心6樓603室

電話： 2715 3363 ︱ WhatsApp : 5595 7547 

電郵： eascadmin@send.org ︱ 香港網址：www.sendhk.org ︱ 國際網址：www.send.org

奉獻

備註

2022 年總預算⽀出 792,860.00 

2021 年度共盈餘 /( 虧損 ) (8,021.00)

宣教士收⽀財政報告

金額 (HK$)

宣教士奉獻收入及
保就業資助 6,797,479.60

宣教士薪津，
行政及工場事工費用 (8,556,327.28)

宣教士盈餘 /( 虧損 ) (1,758,847.68)

備註：	由於疫情關係，候任宣教士未能如期出發，實際
支出未能	真實反映在此報告內

辦公室及宣教士收支財政報告
2022 年 1 月至 12 月

辦公室收⽀財政報告

收入 金額 (HK$)

經常費奉獻 320,999.00 

行政費及其他收入 274,186.00 

保就業資助 48,000.00 

進項共計 643,185.00 

支出 金額 (HK$)

辦公室同工薪津 526,060.00 

辦公室運作開⽀及器材添置 110,764.14 

事工開⽀ 43,159.00 

支出共計 679,983.14 

辦公室盈餘 /( 虧損 ) (36,798.14) 

邱美鳳    日本｜語言學習、植堂

1. 團隊同工 Smith 一家四月回美述職，紀念他們需要處
理的事務。

2. 四月後日野團隊只有我和德國同工 Monika。求主加
力和智慧給我處理變動，特別是英語崇拜的安排同工
Logan 一家將於 9 月重回團隊。)

3. 感恩已定好一年事工計劃。會加強禱告和更多福音預
工，求主帶領。日本決定把新冠定為與流感同等，放
寬限制，讓我們期待神大能作工。

本會消息
1. 數個單位正在積極考慮參與本會的宣教工作，求聖靈親 

自引導每個溝通及思考細節。

2. 本會正在探索本地跨文化福音工作的可能，求主帶領及 
開路，並賜下所需要的資源。

1. 謝曾詠儀女士已於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卸任總幹事一職，她將繼續於本會擔任
宣教事務主任一職服侍宣教士及探索者。 

2. 宣教拓展主任林以諾傳道已於 2022 年
12 月 31 日辭任。

3. 宣教事工助理主任黃嘉麗姊妹將於 2023
年 3 月 24 日離職。

本會衷心感謝以上同工委身的擺上，並盡忠職
守致力推動差傳事工及協調辦公室的日常運
作，願主祝福各同工的前路。

為土耳其及敘利亞地震禱告
土耳其東南部於 2 月 6 日發生黎克特制 7.8 級大地震，重創
土耳其及鄰國敘利亞，罹難人數已超過五萬人，而土耳其南
部接壤敍利亞邊境晚上再次發生地震。

1. 求主保守所有救災 急救和醫務人員。
2. 願各差會和當地教會能合一成為服侍當地及有系統地

分配資源幫助社區。
3. 願主安慰所有受難並在困苦中的人

人事變動

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