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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訊息

■最新消息 News
 1.107 年 8 月 13 日起，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9:00 ～ 11:00 新增拾憶學堂團體班

   (藝術活動、動腦舒心、舞動活力 )課程內容請參照第 9版

 2. 拾憶學堂個別班，每週一和週四，每次一小時，採預約制 (請參照第 9版 )

 3.107 年照顧技巧訓練暨家屬成長課程，每個月第三個星期六 (請參照第 10 版 )

 

 4.107 年 9 月國際失智症月系列活動，於 9月 8日 (星期六 )上午 9:00~15:00 舉行

   園遊會活動。(請參照第 7版 )

 上課地點 :拾憶小棧 (桃園區中山路 1000 號 1 樓之 2 )

 對    象 : 歡迎家屬及失智長輩一同參加

 報名專線 : 03-3698518

發行單位 :社團法人桃園市失智症關懷協會

發 行 人 :徐明珠

編 輯 部 :林佩詩

編輯委員 :羅雪華、劉貞伶、謝翠穎、張乃卉、呂美玲

地址 :桃園區中山路 1000 號 1 樓之 2

電話 :(03)369-8518 . 0800-818585

傳真 :(03)369-6232 

電子信箱 :socialwork254@gmail.com

郵政劃撥 :50180839

戶名 :社團法人桃園市失智症關懷協會

『勿忘我─陪您憶起走』勸募活動
目標金額：800,000 元

勸募活動內容

1. 電話問安及諮詢服務：主動電話問安關懷失智症家屬，並提供免付費 0800-818585 電話接受

民眾電話諮詢服務。

2. 失智症宣導：協助社會大眾認識失智症、預防及認識社會資源。

3. 互助家庭：提供場所讓失智症照顧者可以彼此分享照顧心得，失智者則可以在一旁進行簡單

手作，以維持其能力，及增進社交。

4. 健康促進活動：設計各樣團體活動、課程，鼓勵長者可以多多參與活動、增進社交，預防失

智症。

5. 失智關懷季刊：提供失智症家屬福利資源與心情故事分享。

勸募活動日期：自 107 年 7 月 9 日至 108 年 6 月 30 日止。



1. 電子發票捐贈：只要您到店家消費結帳前出示失智症關懷協會愛心條碼，

就可以將電子發票給我們，可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 愛心碼查詢 /列印專區自行下載列

印使用。

2. 紙本發票捐贈：民眾自行郵寄發票至桃園市失智症關懷協會

(330 桃園區中山路 1000 號 1 樓之 2)

◎備註：若需索取「愛心條碼」小卡及捐贈發票回郵信封請洽 (03)3698518。

  謝謝您的愛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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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訊

摘自 / 失智症照護指南

一、妄想可分類為四種，如下：

   ●被偷妄想

   ●忌妒妄想

    ●被害妄想

    ●被遺棄妄想

二、可能的原因：

    ●吵著要回家

    ●有人偷他的東西

    ●認為自己房子不是自己的家

    ●以為配偶外遇或是照顧者不忠

    ●以為配偶或照護者是冒充的，要趕他

們出去

    ●患者自覺能力衰退、自卑、被拋棄的  

    ●不安全感變強烈

三、照護者可以這麼做：

    ●與患者聊天，轉移注意力

    ●找患者信賴的人做為緩衝角色

問題行為的照護方式 ~

     是一種非理性且與現實不符的信念，植基於個案錯誤的判斷推

理，即使事實證據擺在長輩面前，也難以動搖其信念

?
?

?

妄 想 ...

    

     ●與主治醫師討論是否調整藥物

    ●將重要的東西做備份，例如：鑰匙

    ●無須與患者爭辯，在可能的範圍內順

著他的意思

    ●用溫和的態度協助患者找尋失物，在

適時地轉移他的注意力

    ●倒垃圾前檢查垃圾桶，以防止把失智

患者藏在垃圾桶中的貴重財物丟棄

    ●陪同患者到平常放東西或最喜歡藏東

西的地方找找看，並讓患者主動發現

東西

●觀察長者可能誘發妄想幻覺的情境，

如光線、聲音等，家人可以協助患者

避開或是改變該情況。

四、照顧者不可以做

    ●拿出更多證據反駁他

    ●指責他

順手捐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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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零距離的溝通 ~

    阿公阿嬤都心服
長庚醫院失智症中心 /個案管理師 魏碧美

   溝通是甚麼 ? 很簡單啊！就是你說我懂

我說你懂，溝通的內容包含語言訊息與非語

言訊息，很簡單啊！

   但，若是跟失智症長輩溝通可就沒那麼

簡單囉。失智症長輩與人互動時，非語言訊

息察覺會增加，對他人情緒的敏感度提高。

然而，隨著病情的進展，與失智症長輩溝通

的困難會隨著病情發展而更趨嚴重，「溝通

困難」對於失智症長輩和與他溝通的人都會

造成很大的身心壓力。照顧者必須瞭解，即

使面對同一位失智症長輩，有可能因長輩心

情、健康狀況及外在環境的影響，雖然他的

溝通能力可能逐漸下降或最終完全喪失，但

多數失智者仍然能維持內在的感情和情緒，

只是無法適切表達出來。溝通情況也可能每

天甚至每小時都不同，因此在與失智症長輩

溝通上，要能夠注意患者的反應與理解的程

度，以降低其挫折不舒服的感覺。因此，加

強非語言的溝通，以適當的肢體碰觸與表情

表達友善，故在溝通之前，照顧者須留意自

己表現出來的身體語言、姿勢、語調是很重

要的，可以讓長輩的安全感增加。

   需如何與失智者溝通 ? 先具備三心「靜

下心、有耐心、有愛心」，以及 10 大簡易

溝通原則 :

1. 讓長輩們知道你認真在聽，而且試圖了解

他（她）講些什麼。

2. 不管長輩想要思索或表達什麼，都沒關

係，切勿打斷干擾。

3. 避免糾正、批評或爭吵，尊重讚美態度 ,

肯定失智者的努力與表現 (顧到面子 )。

4. 如果長輩使用了錯誤的字詞，或者想不起

某個字詞，提供一些可能的猜測。

5. 聚焦於感受，而非事實如何。有時長輩所

表達的喜怒哀樂比口頭講什麼更重要。

6. 眼對眼，心對心〜儘量緩慢地從前面接近

病人，說話時面對面、眼睛平視他（她）

們，且用心對待長輩，並主動告訴長輩你

是誰，讓長輩知道你在乎他（她）表達什

麼。

7. 國語台語客語攏嘛通〜用長輩熟悉的語言

及長輩的過去生活背景為依據。用長輩的

名字稱呼他（她）。

8. 重複相關訊息與問題。如果長輩不回答，

等一下，然後再問一次。使用簡短字詞、

句子慢慢說，清楚地說。耐心地等候回答，

或許長輩需要額外的時間處理你的詢問。

9. 一次只說一件事，避免冗長的邏輯推論，

用清楚簡潔的方式給一個完整的回答。並

善用手勢、身體姿勢或是圖片來幫助溝

通。

1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她）的聽

力、視力都是有效溝通關鍵。

  溝通對一般人看起來很簡單，但是真正執

行卻不是那麼容易，更何況失智長輩因為

疾病影響，逐漸失去和他人溝通的能力 ,

此退化的過程為漸進、不可逆且無法預測

的過程，會造成長者很大的挫折感，甚至

低自尊，降低與他人互動的興趣，漸進自

我退縮，出現社會隔離等。不指責不爭辯

不糾正、不取笑、不捉弄長輩、不以對小

孩方式對待、多說“好”，少說“不好”，

但是 「一雙鞋無法適合所有人」還是須

依失智長輩需求選擇適合之溝通方式，善

用溝通技巧，才能與失智者建立良好互動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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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探大腦記憶結構的奧秘
              找回深藏在腦海中的記憶力！

大腦初老症並非中年人的專利～
大腦和身體一樣，隨著年齡、習慣也會跟著改

變，現在的你，有最適合你的「記憶方法」！

※忘東忘西，難道我的大腦也有「初老症」？！

※早上的事情，下午就忘光光。

※帳號、密碼總是搞混、記不住。

※到底是走這邊還是那邊？路痴還有救嗎？

記憶力退化，不僅會影響工作，甚至會造

成生活上許多不便！

其實記憶力不是消失了，而是你找不到方

法「喚醒」它！

本書將以作者進行腦部損傷治療、

復健時的實際案例與實證為基礎，解答日

常生活中「記不住！」、「會忘記！」的

煩惱！

　　告訴你其實只要改變生活中「小小

的習慣」，就能找回屬於你的記憶力，

重新掌握大腦的主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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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回饋 感恩的心感謝有你

家屬 /趙士玲

場景一

「你吃飽了嗎 ?」「快去吃飯啊！」、「媽，

我吃飽了啦！」每天晚餐時刻，每隔幾分鐘，

媽媽與家人之間，相同的對話，總是不斷的上

演著 ...｡

場景二

「早上要出門，媽媽又找不到鑰匙了」、「明

天要看病，媽媽的健保卡又不見了」這已經是

最近幾個月以來，老爸第 N次來電抱怨著 ...｡

   80 歲的老媽最近老是忘東忘西，對什麼事

也都提不起勁來，也不喜歡出門，完全變了一

個樣，幾分鐘前才說過的話、發生的事，也都

不記得了，難道真的是「老」了嗎 ? 身旁的朋

友提醒我，是不是該帶媽媽去醫院就診，於

是，在醫生的安排下，經過一連串病理、生理

與心理的檢查，最終確診媽媽罹患失智症。｡

    頓時，五雷轟頂，老媽的身體一向硬朗，

從沒想過「失智症」這個只在書上或新聞裡看

過的名詞，此時此刻，竟然如此地貼近於我，

當下立刻不眠不休的上網遍查失智症的相關知

識及訂購相關書籍，並且在幾天之內囫圇吞棗

地讀完了；在初步了解失智症的病程發展及可

能出現所謂的精神行為狀態之後，我驚呆了，

因為對家屬而言，意味著往後的照護之路，將

會是條充滿挑戰與未知的漫漫長路。｡

正當手足無措之際，無意間發現政府因應

高齡化社會而力推的長照 2.0，已針對失智症

患者推動許多照護計畫，立刻搜尋桃園在地相

關的社會資源，突然間，「拾憶小棧」這個溫

暖的名字立刻吸引了我的目光，接觸之後才知

道，原來這個機構是「桃園市失智症關懷協

會」，為了讓失智長輩能夠受到尊重，且在第

一時間就接受他們，所以協會的大門入口處，

改用「拾憶小棧」這個有溫度的名字，沒想到

連這麼細微的地方，他們都設想周到。｡

在瞭解失智症是屬於不可逆的疾病之後，

而且對患者而言，非藥物療法遠比藥物治療重

要許多，我立刻帶媽媽參加協會為期三個月的

課程，在短短 12 週的課程裡，深深感受到協

會所有同仁及志工們照顧失智長輩的用心、貼

心與耐心，以及他們重視提供服務的「品質」

遠甚於「數量」的理念，其中的熱忱與真誠，

令人激賞與動容。｡

   協會對於課程內容安排的豐富性與多樣性，

自不在話下，舉凡音樂、繪畫、勞作、基本算

術、肢體活動…等包羅萬象，更重要的是，協

會人員可說是各個允文允武、身懷絕技、才藝

出眾，面對失智長輩，他們有時候是職能治療

師、有時候是社工師、有時候是心理師、有時

候是老師，更多的時候，他們是家人、是朋友，

媽媽從一開始的不願意出門，到後來看到的

是，臉上的表情豐富了、笑容變多了，也讓媽

媽現在可以順利銜接與適應日照中心的生活。

而對失智症的家屬而言，相信只要參加過

家屬支持團體課程的照顧者，都會同意「協會

更像是大家的親密戰友」這句話，我們在這裡

聽到了許多感動的故事，汲取了別人寶貴或挫

折的經驗，也帶給彼此很大的支持力量，每一

次參加活動，總是帶者滿滿的正能量回去。｡ 

值得一提的是，這段期間陸續接觸了一些

提供失智症課程的機構，桃園市失智症關懷協

會是我個人認為對待失智長輩最具專業，也最

有熱忱的機構，失智長輩和家屬在這裡都獲得

最大的關懷和尊重。 因此，對於這個只有 3

位正式員工和 2 位臨時員工的協會，我只能說

麻雀雖小，對社會的功能卻發揮得淋漓盡致 ! 

同時，對於所有同仁及志工的真誠付出，我除

了感謝之外，還是感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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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失智症有任何問題
        請撥打免付費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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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故事

家屬 :蔡鴻惠

   我一直以來是桃園市失智症關懷協會電話問安的家屬，自從協會去 (106) 年 10 月從中壢

搬遷至桃園，因為離家近，因此，我參加了 107 年 3 月至 5 月辦理的「家屬情緒支持團體」

課程。這門課程共有 12 堂課，社工老師使出一身絕活，幽默風趣地揮舞著魔法棒，循序漸進

地幫助大家從陌生到熟識，從淺談到吐露心聲，從點頭微笑到拍肩鼓勵。我們各自分享日常

生活遭遇的各種問題，有人提供意見，有人義憤填膺，有人表示自己照顧技巧進步，也有人

欣然接受現況。大家的真心話，交織著淚水、歡笑、憤怒、憂傷、無奈，就像用心加了很多

料的大鍋粥，濃郁可口，療癒心靈。我們本是陌路，因同為照顧者而結下了難得的緣份，我

們有個共同心得，就是把照顧失智症患者的困苦與艱難當做磨練，隨著時間而成長，反而會

成為蒙福的人！在此，把這個想法轉為祝福，與所有照顧者共勉。

隨著老師的主題，我開始回想母親生病之前的樣貌，她是謹守份際、勤勉持家、以身作

則、管教嚴格、愛家愛兒女的母親。生病之後，漸漸走樣，初期還會常常寫下：我究竟怎麼了？

都不記得？到底發生什麼事情？當我看到這些字條，總感到心酸淚濕。如今的母親呈現唯我

獨是、失去邏輯思考、人時地混亂、情緒失控、大聲咒罵，許多憤慨不滿，一洩而出，活在

自己的世界中。我在陪伴母親的這些年中，經歷非常多的摩擦，但也學習成長，尋找和她和

平共處的模式。父親曾對我說：「我不忍心把她送到安養中心」，因此我和父親有六、七年

的時間共同分擔這樣的困境，但去年父親過世了，我開始獨自照顧。我記得父親的話，不忍

心將母親送到安養中心，因此我發揮護理專業照顧母親，絕不輕言放棄。

雖然我是一個人照顧母親，但我知道我不是孤單面對。我有三個姊妹，只要一通電話就

會全員到齊，平日她們總是為我和母親禱告祝福。我曾在神前立志願意從事「堵住破口」工

作，因此小材小用，在我母親生命中的破口上，我盡心盡力付出，我也渴望有一天，神可以

肯定我，並且對我說：你是忠心良善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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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

拾憶小棧課程表

拾憶小棧課程介紹

透過園藝、音樂、養生等多元課程，鼓勵參與活動，維持人際關係，提高樂齡生活品質。

藝術課程，透過繪畫、塑造、紙類藝術等 ..各種材質元素，創作發想、實踐、藝術精神，

嘗試用不同媒材探討其經驗的創作活動。

課程結合懷舊與認知的元素，透過熟悉的話題與共同經驗增加成員表達意願並促進發揮各

項認知功能。例如：專注力、計算能力、記憶力、邏輯推理能力等使之達到功能維持、人際

互動及正向情緒。

課程內容 :暖身 +伸展運動 +肌力訓練 +動作認知 +有氧創意舞動。

帶領失智症者有家屬的陪伴，一起手作餐點分享心得，與失智家庭互動分享生活經驗。

舞動活力課程

藝術活動課程

健康促進活動

動腦舒心課程

互助家庭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上

午 

09:00-11:00 

健康促進活動 

多元課程 

~進行中~ 

09:00-11:00 

拾憶學堂團體班 

藝術活動課程 

開始日：8/14 

09:00-11:00 

拾憶學堂團體班 

動腦舒心課程 

開始日：8/15 

09:00-11:00 

拾憶學堂團體班 

舞動活力課程 

開始日：8/16 

09:00-11:00 

拾憶學堂團體班 

綜合課程 

~進行中~ 

09:30-11:30 

拾憶學堂個人班 

~進行中~ 

  09:00-12:00 

拾憶學堂個人班 

~進行中~ 

09:00-11:00 

互助家庭 

開始日：10/12 

下

午 

14:00-16:00 

拾憶學堂個人班 

~進行中~ 

14:00-16:00 

健康促進活動 

歌曲教唱 

~進行中~ 

14:00-16:00 

安全看視 

~進行中~ 

13:00-15:00 

拾憶學堂個人班 

~進行中~ 

14:00-16:00 

安全看視 

~進行中~ 

   15:30-17:00 

健康促進活動 

體適能瑜珈 

開始日：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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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分享

志工研習營
      讓我持續學習成長

志工隊長 /李金輝

    加入桃園市失智症關懷協會志工隊已有幾年時間，每年協會為了提昇志工的專業

技能及照護技巧都會聘請專業講師來授課，或是舉辦成長研習活動，因本人還在機場任

職工作，無法擔任全職志工，因此只要協會有開課程或舉辦活動我都會盡量參加，好讓自

己能夠持續學習成長。

    107 年 5 月 30 日是今年第一次志工研習活動，主題是抽抽樂 ( 或疊疊樂 ) 及桌遊。雖然

活動中玩的遊戲已經流行很久了，但我是第一次體驗（覺得自己好像有點落伍，呵呵）。抽

抽樂是以疊積木高塔的方式來進行，每個人輪流抽一根木頭再疊放到最上層，積木沒有倒就

算過關，每個人都是如此的動作一一進行，積木越疊越高的過程中，晃動的角度也越大，隨

時都可能垮下來，非常緊張刺激，每次都要暫時停止呼吸來抽放木頭，深怕一個閃失它就在

自己手上垮掉，這個活動是在考驗個人手眼的協調及穩定度，接觸後才感受到它的困難度。

另一個桌遊活動就輕鬆多了，它類似大富翁的玩法，每個人輪流擲骰子，以點數當做前

進步數，到達點數位置後再抽一張牌或轉輪盤，然後再依照內容指示做出動作或說出想法，

或是個人生活習慣及隱私。這個團體遊戲是讓夥伴們可以更認識彼此，以及了解對方的習性

與專長，這對日後各項活動的安排是非常有幫助的，在此感謝協會用心的安排課程，讓我和

志工伙伴們持續的學習成長收獲良多。

107 年照顧技巧訓練暨家屬成長課程

日  期 內        容 講     師

簡玉坤  心理師

葉嘉嶽  社工師

許書瀚  律  師

紀皇如  職能治療師

李劭懷  秘書長

失智症照顧者之壓力調適 ( 1 )

失智症照顧者之壓力調適 ( 2 )

運動活動實務操作

失智症問題行為的處置

失智症法律相關議題 

8 /1 8

9 /1 5

10 / 26

11 / 17

12 / 15



社工 /劉貞伶

    去年暑假我從大學畢業，投入職場。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擔任桃園市失智症關

懷協會的社工員。社工員要做的事情很廣

泛，和長輩的互動也很多，因此我在這些長

輩的身上也有各種收穫。

   進入協會，我的第一項業務是「帶活

動」。我在大學就讀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對這項業務並不陌生，不過和大學時期的差

異，就是實際接觸到失智症長者，與他們互

動會需要更多的觀察力以及更專業的技巧，

這是我的第一項收穫。在協會的第二項業

務，是居家訪視活動。在實地探訪、陪伴長

輩的過程中，我開始了解「失智症」是一種

疾病，症狀會因人而異，所以我開始觀察長

輩的喜好，把長輩擅長的事情加以變化設計

在活動當中，希望長輩能更投入活動，也能

讓他開心，這是我的第二項收穫。

   除了以上的收穫，我也想要分享一些實務

經驗。大家聽到社工員都會以為耐心是最重

要的，當然這是基本的，但在失智症的領域，

我認為有耐心，也要有「陪伴技巧」的專業。

與長輩互動中，我深深感受到長輩需要我們

去讚美他、鼓勵他，只要他做一件事，即使

是做錯了，我們也要很熱情的告訴他，你做

得很好，增加他的自信心，鼓勵可以讓長輩

再更願意做下去，當長輩完成活動指令，也

讓他們增加信心，更願意參與在其中。

    帶活動不只是帶活動，最重要是「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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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輩教會
我的那些事

步驟」、「觀察」、「適當的調整」。失智

症長輩經過一段時間是會退化的，這些大家

都知道，但什麼時候退化？沒有人知道。我

曾經遇到長輩退化的情況，原本以為他可以

把很簡單的事情做的很好，但是長輩突然做

不好了，當下我相當錯愕不知所措，後來我

知道，我們必須要儘快調整自己的步伐，先

測試長輩目前能夠理解的部分，再拆解步

驟，需要劃分的很簡單，同時要示範給長輩

看，讓他更了解我們所表達的意思，也能夠

確認他是否聽進去。

   此外，放慢速度說話是很重要的。在帶

領活動中，當然不是每一次活動都很順利，

我也曾遇到瓶頸，一開始我很疑惑，為什麼

帶很多遍，長輩仍然聽不懂？經過協會前輩

的帶領才知道原因，原來是我講話速度比較

快，長輩不知道我在說什麼，也無法表達自

己聽不懂，長期下來造成雙方溝通的挫折，

經過調整速度之後，漸漸地長輩已能聽懂我

說的話，也能夠知道我想要他做的事情。

不管是帶活動還是居家訪視，我都有很

多深刻的體驗，也還有很多要成長的地方，

社工員雖然是服務他人，但我認為服務的過

程是做中學。像是居家訪視，是我們移動到

長輩家中給予關懷探訪，表面上是我們付

出，但實際上我們從長輩身上得到更多回

饋，我陪伴他走一段路，他給我的是一輩子

無窮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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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

▲ 107.06.04 桃園高中設攤宣導▲ 107.05.19 家屬成長課程 -各階段失智症所需之社會資源

▲ 107.05.25 拾憶學堂團體班結業典禮

▲ 107.05.08 桃園西區身心障礙資源整合中心社工來訪▲ 107.04.17 八德區大勇里社區宣導

   拾憶學堂個人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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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

▲ 107.06.11 健康促進 -園藝課

▲ 107.05.04 家屬情緒支持團體

▲ 107.04.16 志工同理心訓練

▲ 107.06.01 銘傳大學學生來訪

▲ 107.05.19 長者臨托服務

▲ 107.05.27 浴佛節設攤義賣

▲ 107.06.05 觀音樂智學堂

活動照片

集 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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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訊息

四 月 份

編號 姓名 /單位名稱 金 額

1  謝明玲、蔡孟釗 1,000 元       

2
 蘇素貞、李金輝、陳玉珍、 
 林禾豐

500 元

3  黃添春 200 元

4  李金輝 180 元

5  葉勝茂 120 元

五 月 份

編號 姓名 /單位名稱 金額

1
 
印空國際有限公司、
 詹江衍春、童淑貞 2,000 元

2  謝明玲、呂春燕 1,000 元

3  沈靖家 550 元

4  熊齊治 515 元

5
 蘇素貞、李金輝、陳玉珍、
 林禾豐

500 元

6  鄭淯陽 300 元

7  陳明華 100 元

六 月 份

編號 姓名 /單位名稱 金額

1  古梓龍 10,000 元

2   合眾會計聯合記帳士事務所 5,000 元

3  印空國際有限公司 2,000 元

4   張瓊之 1,600 元

5   范玉蓮、謝明玲 1,000 元

6   無名氏 919 元

7  熊齊治 515 元

8

李家銘、鄒惠桂、林禾豐、
蘇素貞、李金輝、陳玉珍、
黃貴英

500 元

一般捐款

四 至 六 月 份

編號 姓名 /單位名稱 物 資   

1

 

蔡孟釗

失智書籍 4本
(趁你還記得、失智失蹤、
不老陪伴指南、牽爸媽的手

自在到老待辦事項 )

2  朱佩玲
 芭樂 1袋、咖啡包 1袋、

奶茶包 1袋

3
 
葉麗華

健康促進課程
 園藝材料 27 份

六 月 份

9   周仟彬、廖銘月 300 元

10  姜桂森 180 元

11  沈靖家 120 元

12   李金輝 60 元

四 月 份

編號 姓名 /單位名稱 金 額

1  印空國際有限公司 2000 元          

六 月 份

1  恩得國際有限公司 30,000 元  

2  林宏隆 10,000 元

3  飛來發彩券行 825 元

勸募捐款

物資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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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紹



社團法人桃園市失智症關懷協會

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身分證字號：

卡別：□ VISA □ MASTER □ JCB □聯合信用卡

信用卡卡號：                      

發卡銀行：                信用卡有效期限 (西元 )：    月 /    年

持卡人簽名：(請與信用卡相同 )

捐款資料

□定期捐款：每次新台幣         元整 (自     年      月起 )

 ※定期定額每月中扣款，卡片有效期限到期，本會將會與您聯絡，如需停止扣款請來電。

□單次捐款：新台幣         元整

□繳交入會費         元整     □繳交常年會費         元整 (      年度 )

收據寄發：□免寄  □月寄  □年寄

持卡人聯絡電話：(日 )             ( 夜 )              ( 手機 )

收據寄達地址：□□□

備註：

 1. 填妥捐款授權書，請傳真或寄回本會，我們將儘速為您辦理捐款事宜。

 2. 傳真：03-3696232，並來電確認 03-3698518。

 3. 地址：330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1000 號 1 樓之 2  桃園市失智症關懷協會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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