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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的莫拉克颱風，原本該是一年

份的雨量集中在三天內倒進南台

灣，山崩、土石流、房屋倒塌、大水的畫

面⋯，坐在電視機前的張育偉不停掉淚，

那一年，28歲，人生快樂的二三事中，莫

過於在車頂上綁著心愛的衝浪板，周休二

日往大海出發，然而腦海裡揮之不去的受

災畫面，似乎催促著張育偉做點不一樣的

事。

　「我又不是年紀很大，也沒有家庭要照

顧，是不是可以為這個社會做些什麼！」

由內心傳出的聲音，督促自己不停的上網

搜尋救災的社福團體，張育偉報名寶島義

工團。天微亮，發動引擎，車子開往屏東

林邊、佳冬，加入幫助災民清理淤泥的行

列。

　從此以後，周休二日的風景，由乘風奔

馳的浪頭踏上台灣各個偏僻的角落。

揪團起厝助弱勢

　「早上十點半，模板封好了，中午地樑

基礎混凝土灌漿完成，明天下午拆模板，

回填土要準備了，以上報告。」透過臉

書，張育偉向義工們報告建屋工程的進

度，這一次輪到他擔任專案經理，揪團到

雲林縣四湖鄉林厝寮，為有需要的弱勢朋

友蓋房子。

　周一到周五，他的身分是中科台積電的

工程師，周末反而像在寶島義工團上班，

義工團平均每個月服務二個案子，張育偉

從莫拉克風災加入到現在已經第五年，即

使一個月保守算一次，至少已經參與過60

件工程，從中跟著專業師傅學習，累積了

基本建屋技術，例如屋頂防水、電焊技巧

等等。

 到處助人成家　全身髒兮兮最歡喜

台積電工程師　    
全台蓋透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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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寶島的第二年就當選最年輕的理

事，他表示：「可以推掉啦，但是既然大

家都支持你，就出來做，出團前的前置作

業需要有幹部，沒人當幹部，義工就沒有

團可以出。」放下娛樂生活，賣力流汗，

把愛與責任平均扛在左右邊的肩膀上。

　提到義工團裡的11席理事，只有一句話

形容「佛心來著」，十個人輪流當專案經

理，每個人安排自己的空檔，事先拜訪案

主，彼此溝通了解需求，另外跟當地里

長、警察、鄰居打聲招呼，萬事求個圓

滿，或是借水電、廁所、安排四、五十名

義工的食宿，聽起來已經夠繁鎖，別忘

了，如果案子在台東太麻里，就往太麻里

多走幾趟事先調查；如果任務在澎湖，還

是由理事自己包辦交通費飛到澎湖。

心靈加薪無上限

　24K、30K、50K⋯，除了每個月薪水

上的數字，還有一群人默默為自己的心靈

加薪，而且是沒有上限的加薪，有人的家

被一把無名火燒了、有人住了一輩子的古

厝塌了、還有一家人住在豬寮裡，張育偉

與義工團其他夥伴們，選擇周五深夜由全

國各地出發，朝「成家」邁進，出發那一

刻，對一切就放下、不計較了。「我們幫

到就是一個家，這個家裡的小朋友以後會

成立另外一個家庭，我無形的收入是被加

倍放大，大家同樣擁有一個例假日，我內

心富足的存款卻多賺了好多。」

　雲林縣四湖鄉的房子完工當天正好遇到

母親節，張育偉全家都到工地過節，而73

年次及78年次的表弟妹也在現場，跟著表

哥的腳步，當義工陸續參與建屋，張育偉

的爸爸張松貴笑說兒子比老爸出名，沾光

不少。

　至今還記得張爸爸說的一段話：「從年

紀輕輕就懂得付出，等他有一天有郭台銘

的成就，影響力更大，可以付出更多。」

為人父親的這一席話，不也說出許多人的

心聲，對台灣社會永遠懷抱著希望的心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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