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4 年，將無國界醫生的工作延伸至香港的概
念初步落實；2019 年，無國界醫生（香港）已
成為整個無國界醫生運動的重要一環。全賴有
您的支持，我們才能夠走過四分一世紀，在醫
療人道救援之路上帶來改變。

在這條路上，救援人員、捐款者、員工、義工
和市民的支持缺一不可。回首成立之初，無國
界醫生（香港）只有約 100 名捐款者，隨即在
區內招募救援人員親赴前線，與當地員工一同
提供醫療護理，救助生命。我們招募的首位救
援人員是來自菲律賓的宋法德醫生，他於 1994
年被派往肯尼亞執行首個救援任務。

救援人員數量隨著年月增長，單是去年無國界
醫生（香港）共派出救援人員 157 人次。我們
已成為亞太區救援人員的主要招募中心，日後
將與日本和澳洲的辦事處合作，進一步拓展這
方面的工作，以吸引更多人支持、參與我們的
救援項目。

無國界醫生（香港）的辦公室最初只有三名員
工，之後規模顯著擴充，所舉辦的活動亦趨多
元化。2002 年，我們首次舉辦「無國界醫生野
外定向比賽」，讓參加者藉著野外定向，感受
救援人員攀山涉水到前線執行任務時遇到的困
難與挑戰；時至今日，賽事成為香港最大規模

戴義禮
無國界醫生（香港）總幹事

的野外定向比賽，今年就有逾 3,500 人參加，
籌得超過 600 萬港元。另一個標誌性活動是「7.7 
無國界醫生日」，自 2004 年開始，每年呼籲市
民捐一日人工，象徵為無國界醫生做一日義工，
每年均獲得約 6,000 人響應，支持我們的工作。

無國界醫生（香港）於 2007 及 2016 年分別在
中國內地和台北設立辦事處。作為無國界醫生
運動的地區中心，意味區內一旦發生重大災害，
我們也準備好應對。例如 2013 年當颱風海燕摧
毀菲律賓多處地區之後，我們能夠馬上回應，
派出 38 名在區內招募的救援人員，與當地同事
合力救災。

今年無國界醫生（香港）踏入第 25 年，每月捐
款者人數已超過 15 萬。我很榮幸能夠在這個重
要的階段加入無國界醫生（香港），擔任新一
任總幹事。無國界醫生（香港）現已是發展成
熟、充滿活力和有效率的地區樞紐，對整個無
國界醫生運動的未來日益重要。我們將會繼續
救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同時也誠心希望您能
一如既往支持我們，一起同行更多個世紀！

1994 年夏，成立僅三個月的無國界醫生（香港）展開首次支援
前線的行動，安排一輛國泰航空的貨運機前赴非洲扎伊爾（現為
剛果民主共和國）。機上載滿以香港熱心人士捐款購買的緊急救
援物資，用於援助逃避盧旺達大屠殺的難民，以及緊隨而至的霍
亂疫情。

剛完成救援人員培訓、亦在同一地區執行首個任務的温達德
（Dick van der Tak），未有遇見這輛來自香港的貨機，但往後
的日子裡，他成為帶領無國界醫生（香港）發展的關鍵人物之一，
在香港、中國內地和東南亞播下人道精神的種子。

總幹事的話 人道救援 25 年

人道救援路
您我同行 25 載

回到廿五年前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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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荷蘭的温達德讀法律，畢業後曾
任職銀行和顧問公司，因忘不了前南
斯拉夫戰爭所帶來的苦難，毅然加入
無國界醫生，先在布隆迪、盧旺達和
扎伊爾參與援助盧旺達難民，隨後到
孟加拉和阿富汗擔任項目主管。1999
年，温達德來到中國，負責愛滋病和
結核病的預防和治療項目。他與無國
界醫生（香港）終於遇上，是無國界
醫生獲得諾貝爾和平奬之時。

「那是一個里程碑，香港巿民大眾首次
認識到無國界醫生作為人道救援組織，
為全球數以百萬計的生命帶來改變，
人們想了解我們多一點，無國界醫生
（香港）於是邀請我來介紹在中國的項
目。」第一次來到這個城巿，讓温達德
印象最深的，是規模雖小但幹勁十足的
無國界醫生（香港）團隊，落力爭取每
一個發展的機會。

完成中國的救援任務以後，温達德在阿
姆斯特丹的行動中心擔任人道事務顧
問，同時出任無國界醫生（香港）的董
事會成員，參與制定這個年輕辦事處的
發展方向。對温達德來說，那時的無國
界醫生雖在世界各地推行項目，但仍是
一個以西方和白人為本位的組織，他認
為無國界醫生（香港）能成為其中一個
平台，讓無國界醫生發展成真真正正的
國際組織。

人道救援 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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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人道救援工作 

「當時我看到在香港、中國內地和東南亞，很多人都有能力為國
際人道救援行動作出貢獻，我也深信無國界醫生必須加強國際
化，讓來自這個地區的人參與更多。」緣於這份信念，温達德決
定出任無國界醫生（香港）的總幹事，從 2003 年做到 2010 年。

無 國 界 醫 生（ 香 港 ） 在 區 內
不 同 城 巿 舉 辦 招 募 講 座， 鼓
勵 專 業 人 士 加 入。「 來 自 菲
律 賓、 印 尼、 馬 來 西 亞 和 中
國 等 地 的 醫 生、 護 士 和 非 醫
療 人 員， 有 著 不 同 的 文 化 背
景， 無 國 界 醫 生 因 此 變 得 更
為 多 元。 而 他 們 的 共 通 點 是
那 股 人 道 精 神。 無 論 他 們 來
自 哪 裡， 都 願 意 投 身， 幫 助
有 急 切 需 要 的 人 們， 也 把 那
股精神帶回各自的社會。」

温達德見證了一代又一代救援
人員的成長、成熟，還有無數
巿 民 大 眾 一 分 一 毫 匯 聚 的 支
持。多年過去，依然讓温達德
暖 在 心 頭。「2004 年 南 亞 海
嘯後，一位善心漢捧著一盒放
滿藥物的鞋盒過來，著我們送
到前線。儘管我們不得不婉拒
他的好意，但他的行動讓我知
道，很多人願意以自己所能夠
做到的最好方式出一分力。」
南亞海嘯亦是突顯無國界醫生

恪守核心價值、堅持透明問責
的關鍵時刻。「災後短短數天
內，我們接收到來自世界各地
的慷慨捐助，於是作出一個非
同尋常的決定——不再就南亞
海嘯救援項目接受捐款。我記
得大多數捐款人都認同我們的
決定，但我們也受到批評，說
我們未有跟仍接收捐款的組織
團結一致。」

無國界醫生香港辦事處成立後不久，展開首次支援前線行動，運送緊急
救援物資予逃避盧旺達大屠殺的難民。   ©MSF

溫達德一直心繫前線，關注苦難中的人，特別是他在孟加拉接觸過的羅
興亞人。   ©Cristina De Middel

2005 年，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在香
港舉行，溫達德在戶外冷水泳池參
加別具意義的跳水活動。溫達德從
三米彈板跳起，嘗試撲向懸掛在半
空的巨型藥丸，說明發展中國家病
人要獲取所需藥物有多困難，呼籲
世貿成員關注。   ©MSF

持續關注前線需要

前線經驗非常豐富的温達德知
道，身處苦難中的人，需要的
不止是醫療和人道援助，還有
是持續的關注。「也許因為我
曾 在 孟 加 拉 為 羅 興 亞 人 工 作
過，一旦你接觸過一個社群，
他們總會牽著你的心。當時羅
興亞人的處境未受廣泛關注，
多 年 來， 我 們 為 他 們 發 聲 倡
議，儘管羅興亞人現時仍然深
陷苦難之中，但至少他們不像
以往般被遺忘。」

不再續任總幹事以後，温達德
仍 於 2013 年 至 2018 年 出 任
無國界醫生（香港）董事會成
員。今年，他決定再到前線，
現為馬來西亞項目主管，援助
滯留在當地的難民和移民，當
中大部分為羅興亞人。「無國
界 醫 生 要 應 對 的 現 實 就 在 前
線，這是我們執行真正行動的
地方。」廿五年後，溫達德回
到了救援起點。

「無國界醫生要應對的現實
就在前線，這是我們執行真
正行動的地方。」         溫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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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我同行 您我同行

「我以義工身分加入無國界醫生，其後轉為全
職。初期辦事處規模較小，職員和義工關係密
切，如同家人一般。還記得 2008 年四川大地
震當天，電話響個不停，捐款查詢不斷，令我
感到香港人實在『善心爆棚』。 」 

彭瑞蘭
曾在無國界醫生香港辦事處工作 11 年

「 無 國 界 醫 生 香 港 辦 事 處
上 下 都 有 很 強 的 使 命 感，
今 後 希 望 它 繼 續 為 整 個 無
國 界 醫 生 運 動 籌 募 資 源 貢
獻 力 量， 同 時 擔 當 橋 樑 角
色， 讓 更 多 有 心 人 找 到 服
務世界的機會。」

劉曼璇
2011 年開始擔任無國界醫生
香港辦事處義工

「我欣賞無國界醫生獨立於任何宗教，平等對待不同對象。
變成義工後，偶然有機會親身接觸前線救援人員，我由衷欣
賞他們不怕危險到前線救人的勇氣，期望無國界醫生繼續與
時並進，得到更多人認同。」 

「我最欣賞無國界醫生不偏不倚，
而且盡可能把捐款用到有需要的人
身上；另外辦事處上下做事皆全情
投入。我把辦事處所有同事當成子
女般，希望盡力令他們有家的感覺、
在舒適的環境下工作。」 

韓韻芝
2000 年起成為無國界
醫生捐款者，2016 年
開始在香港辦事處擔
任義工

方麗萍
任職無國界醫生香港辦事處 15 年

「感謝無國界醫生給我機會，讓我可
以在這十多年裡，於世界各地體會到
貧窮、天災、戰亂和疫症帶來的摧殘
和痛苦，同時讓我見證病者痊癒時的
喜悅，好讓我無悔地堅持我的初心。」 

「 自 印 尼 亞 齊 省 海 嘯 之 後， 我 當 上 人 道 工 作
者，為無國界醫生等組織服務。我認為在無國
界醫生工作的滿足感特別大，因為直接面向受
眾，幫助受衝突或天災影響的人。我會繼續參加 
無國界醫生的工作。」 

「各人加入無國界醫生的時間或早、或遲，
經歷亦各有不同，但共通點是認為工作有
價值；當然偶爾感到沮喪，但亦令前線工
作的小小成果更具有意義。」

無國界醫生（香港）
能夠不斷拓展，有
賴公眾持續捐款、
義工們無私付出，
還有辦事處上下一
心、群策群力。他
們怎樣看無國界醫
生？又有甚麼話想
跟無國界醫生說？

高志昌
香港救援人員 ( 外科醫生 )，
加入無國界醫生 11 年

May SARAH
印尼救援人員 ( 後勤 )，加入無國界醫生 8 年

艾寧偉  (Rey ANICETE)
菲律賓救援人員 ( 醫生 )，
加入無國界醫生 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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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國界醫生（香港）
正式成立，並在香港
設立辦事處。當時正
值越南船民潮，無國
界醫生在難民營提供
醫療服務。

無國界醫生與香港醫
院管理局商討 , 容許
僱員更有彈性地參與
人道救援工作 ; 醫管
局 其 後 於 2000 年
訂立政策 , 准許僱員
申 請 一 年 無 薪 假 期 ,
到外地參與救援。

在 尖 沙 咀 九 龍 公 園
舉 行 大 型 公 眾 教 育
展 覽「 城 中 ‧ 營
內 —— 難 民 營 實 況
展」，吸引逾 8,000
人次參觀。

在台北成立辦事處。

在廣州開設辦事處，
四年後推展至北京。

加強支援前線救援，
例如孟加拉的羅興亞
難民救援項目，印尼
海嘯救災等 。

每 年 派 往 前 線 的 救
援人員首次突破 100
人次。

首次在澳門舉行大型
公眾活動，題為「備
忘 ‧ 戰 爭 」， 展 出
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內
戰圖片。

開始在多個城市舉辦
「 無 國 界 醫 生 電 影
節」，包括香港、新
加坡、台北和澳門，
以加強公眾的參與和
對人道救援的認識。

協助無國界醫生的緊
急 應 變 團 隊， 到 安
徽、廣西、貴州、河
北、湖南及浙江等省
分應對水災。

無國界醫生獲頒諾貝
爾和平獎，進一步肯
定無國界醫生的全球
醫療人道工作，並提
升香港市民對我們的
認同。

首次聲援無國界醫生
運動的聯署行動，要
求 39 家 藥 廠 撤 回 對
南非政府有關批准以
公眾健康為由使用仿
製藥的控訴。是次行
動 共 收 集 到 近 30 萬
個簽名，當中逾 5,300
個簽名來自香港。

首次舉辦「無國界醫
生野外定向比賽」，
讓 支 持 者 透 過 野 外
定 向 體 驗 無 國 界 醫
生 救 援 人 員 攀 山 越
嶺 到 前 線， 為 最 有
需 要 的 人 提 供 醫 療
服務的挑戰。

先後派出救援人員 18
人次參與四川地震賑
災，並捐贈醫療物資
及數千個帳篷、支援
醫院內的「擠壓綜合
症」病人、協助設立
分流中心和提供心理
支援。

全 球 多 處 爆 發 SARS
疫情，無國界醫生先
後在越南、香港及中
國內地參與應對。

為加強無國界醫生的
危機管理及緊急應對
能力，無國界醫生（香
港）擴大在東南亞地
區的傳訊工作，焦點
放在辦事處招募前線
救援人員的國家，如
菲律賓、印尼、馬來
西亞等。

首次舉辦「無國界醫
生日」，呼籲各界人
士捐出一日人工，象
徵為無國界醫生做一
日義工；活動成為今
後香港辦事處的重點
籌募活動之一。

直接參與菲律賓超強
颱 風 海 燕 的 救 援 行
動，動員整個香港辦
事處的力量，除了人
力資源，也有參與財
政、行政、物流及傳
訊等工作。

世貿部長級會議在香
港舉行，無國界醫生

（香港）舉辦名為「無
藥可救？」的巡迴展
覽，倡議改變發展中
國家病人得不到基本
藥物的情況。

10 月 3 日，無國界醫
生位於阿富汗昆都士
的創傷中心在空襲中
被摧毀，42 人遇難。
無國界醫生（香港）
聲援遇襲的隊伍，並
促請就美軍空襲事件
展開獨立調查。

印 度 洋 地 震 引 發 海
嘯，影響南亞多個國
家，多人傷亡。無國
界醫生（香港）派出
13 名救援人員到重災
區印尼亞齊省救援，
同 時 為 災 民 籌 得 逾
2,000 萬港元。

2014 年 至 2016 年 間
西非爆發伊波拉疫症，
無國界醫生派出數千
名工作人員進行救援，
當中 38 人由香港辦事
處派出。

派 出 首 批 醫 護 人 員
到肯尼亞及蘇丹南部
( 現為南蘇丹 ) 救援，
分別是宋法德、胡立
輝和鄺志強醫生。

從 本 地 購 買 救 援 物
資，送往非洲大湖地
區，援助盧旺達難民。

1996年 2006年

2016年

2007年

2018年

成立 25 周年
2019年

1999年 2001年 2002年

2008年

2003年

2011年

2004年

2013年 2014年

2005年

2015年

1994年

無國界醫生（香港）25 個重要時刻

里程碑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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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 襲港

2003 年全球多處爆發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
（SARS）——由從未載於醫學文獻上的冠狀病
毒引起的傳染病。無國界醫生先後於越南、香
港和河北省展開抗 SARS 的救援工作，當中有六
名緊急醫療隊人員經由香港辦事處招募。

香港 2 月下旬出現首宗 SARS 個案，疫情至 5 月
底才漸見緩和。SARS 在香港造成 299 人死亡，
1,755 人受感染，當中 386 人為醫護人員。

無國界醫生香港辦事處於 4 月 9 日將四十箱醫
療人員的防護衣贈予香港醫院管理局，幫助紓

緩前線醫療人員防護物資短缺的情況。在疫症
最嚴峻時期，無國界醫生動員一百多位醫科生、
護士學生和本地醫生，舉辦了四十一場講座，
向公眾講解預防 SARS 的方法，並集中協助較難
獲得 SARS 資訊的社群，如長者和少數族裔等。

無國界醫生 (香港 )成立後，隨即招募救援人員參與無國
界醫生在全球的救援工作。過去25年，全球對人道援助
的需求並沒減少，不同地區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天災和疫病；
全賴市民的支持，無國界醫生才能在短時間內動員大量人
力和物力應對緊急狀況，救助生命。

緊急救援不停歇

西非伊波拉疫情

西非利比里亞、幾內亞和塞拉利昂 2014 年起先後
爆發伊波拉疫情，兩年半裡，逾 28,600 人受感染，
11,325 人死亡，包括 500 名醫療人員，為史上最
大型的伊波拉疫情。無國界醫生共接收 10,310 名
病人，當中 5,201 人為伊波拉確診個案，即世衛所
有確診個案的三分之一。

2003年

2014-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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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海燕吹襲菲律賓

2013 年 11 月 8 日，颱風「海燕」橫掃菲律賓中部，
造成當地近一世紀最嚴重的破壞，6,300 人死
亡，約 1,600 萬人失去家園或生計。無國界醫生 
( 香港 ) 先後派出了 38 人在最受影響的 3 個島嶼
參與救援，香港辦事處在一個月內收集到超過 1
千萬港元的捐款，支援救災工作。

災後翌日，香港辦事處隨即組成首支無國界醫生救
援隊前往宿霧，為其後的大型救援行動作準備，當
中包括時任緊急救援支援組經理的韋達莎醫生，其
後她更擔任整個救災工作的緊急項目統籌。

是次項目為香港辦事處 2011 年成立緊急救援支
援組後，首次走到最前線，大規模地參與緊急救
援項目。

無國界醫生 ( 香港 ) 共派出 38 人參與西非伊波拉
疫情的救援工作，包括本身是工程師的劉曉靜。她
於 2014 年 10 月被派到塞拉利昂博城擔任後勤人
員，負責水利衛生和廢物管理。

她憶述：「參與伊波拉救援的壓力較其他項目大，
彼此都嚴陣以待。無國界醫生為了降低救援人員被
感染的機會，特別設下規矩，救援人員每次最久只

能到前線工作 1 個月。大家都想在有限的時間內做
最多的工作，於是不少救援人員虛脫。」

伊波拉病毒早於 1976 年首次被發現，感染者的死
亡率可高達 9 成，但至今仍未有經過驗證、治癒伊
波拉的方法。無國界醫生於正在爆發伊波拉疫情的
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參與針對四種治療伊波拉潛
在療法進行的隨機對照試驗。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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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3 月，婦產科醫生屠錚在北京的醫院
工作十多年後，從香港出發，前往西非國家利
比里亞，是中國內地首位參加無國界醫生海外
救援的醫生。「無國界醫生對我而言是一個奇
跡。」回想起 12 年前參與無國界醫生的經歷，
屠錚依然這樣認為。

無國界醫生早在 1988 年在中國內地設有救援項
目，應對天災、提供基本醫療護理、傳染病治
療等工作，但沒有傳播團隊，因而鮮有關於無
國界醫生的報道。屠錚主要從無國界醫生的官
方網站獲知相關資訊。

來到利比里亞，屠錚發現當地的醫療資源匱乏，
需求龐大，每 3 萬人中只有一名醫生，10 個孩
子中有 3 名活不到 5 歲。在離開項目前的一個
月，她做了 60 多宗剖腹生產手術，有時一天要
做七八宗。屠錚說：「在前線項目工作，很快
看到回報，親耳聽到別人說謝謝，親眼看到自
己做的事情帶來想要的改變。」

親睹改變

屠錚回到中國內地的時候，無國界醫生 ( 香港 )
來到廣州已 3 個月，並在越秀區圖書館舉辦圖
片展。屠錚分享自己在利比里亞的經歷，人們
看到人道救援離自己並不遙遠。

翌年，四川發生汶川地震。同年，無國界醫生
在廣州舉辦全球營養不良危機的展覽，吸引 1
萬 2 千人參觀。人們不僅關注身邊的災難，也
同情遠方的人群。

2012 年，屠錚的學生蔣勵跟隨無國界醫生，
從北京去到阿富汗。無國界醫生目前在中國內
地沒有醫療救助項目，但越來越多優秀的醫生
和專業人士，透過屠錚與蔣勵知道了無國界醫
生，去到也門、南蘇丹、塞拉利昂等地參與人
道救援。

2007 年 10 月底，屠錚
在廣州越秀區圖書館分
享她加入無國界醫生，
以 及 遠 赴 利 比 里 亞 提
供 人 道 救 援 的 經 歷。   
©MSF

無國界醫生在中國內地

劉鎮鯤及鄭巧鈺，一位是麻醉科醫生、一位是會計人員，兩人原是來自台灣的無
國界醫生前線救援人員，卻不約而同地接下無國界醫生（香港）在台灣的發展工
作，成為無國界醫生扎根台灣的重要推手。

台北辦事處由前期籌備至今已四個寒暑，其間透過舉辦攝影展、讓參加者體驗真實救
援的展覽《穿梭救援間》、電影節及「地圖松」等活動，將無國界醫生介紹給台灣大眾，
同時也吸引了社會各界的忠實支持者，經香港捐款支持無國界醫生的工作，甚或參與
我們在台北的活動和擔任辦事處義工，幫助組織在台灣站穩腳步。

回想這些年，現任無國界醫生（香港）主席的劉鎮鯤說，建立台北辦事處有不少
挑戰。台北辦事處經理鄭巧鈺則認為，建立辦事處團隊並不容易，無國界醫生正
加強香港、台北兩地同事的互動，以讓台灣團隊能更快上手。

看著台北辦事處的對外宣傳和救援人員招募都逐漸上軌道，鄭巧鈺希望無國界醫
生能成為台灣知名度前三高的救援組織，同時更頻繁地與外界交流和分享救援經
驗。她記得曾有一名患癌學生主動聯繫辦事處，表示欲參加無國界醫生在台北的
電影節，了解無國界醫生的工作。辦事處最終在去年成功為他實現這個願望，也
為團隊繼續提高大眾對醫療人道救援的認識，打下強心針。 

從無到有

無國界醫生在台北

2019 年 3 月，鄭巧鈺於台北美國學校舉辦的無
國界醫生「地圖松」中，向參與者介紹活動內容。   
©MSF

2018 年 10 月，劉鎮鯤在無國界醫生台北電影
節開幕式上致辭。   ©M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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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國界醫生在香港

無 國 界 醫 生 香 港 辦 事 處 搬 到
西 環 之 前， 曾 在 美 孚 荔 灣 花
園一段不短的歲月。

最 初 是 無 國 界 醫 生 義 工 的 龍
欣欣（Anne），1997 年搖身
一 變 成 為 全 職 員 工 至 今。 她
對 荔 灣 歲 月 印 象 猶 深：「 很
感 謝 業 主 以 象 徵 式 租 金 出 租
物 業， 讓 無 國 界 醫 生 能 夠 盡
量把籌募所得用於前線工作。
不 過 那 裡 前 身 是 幼 稚 園， 並
非 辦 公 室 配 置， 隨 著 員 工 增
加， 原 先 用 作 倉 庫 的 地 方 也
要 改 成 辦 公 室 範 圍， 夏 天 開
啟 冷 氣 機 前， 也 要 想 清 楚 耗
電量能否負荷得到。」

荔 灣 辦 公 室 初 期 只 有 基 本 裝
修， 燈 光 較 暗， 電 腦 也 是 二
手得來。

利小姐（Karen）是其中一名
見 證 香 港 辦 事 處 變 遷 的 長 期
捐 款 者。10 多 年 前， 她 為 繼
承 父 親 的 助 人 遺 志， 主 動 聯
絡 無 國 界 醫 生， 初 到 荔 灣 辦
公 室 也 嚇 了 一 跳：「 真 的 很
簡陋，好像在一個山洞裡（辦
公 ）； 不 過 親 身 接 觸 過 後，
發現（員工）很專業、認真，
加 上 我 認 同 無 國 界 醫 生 的 使
命，故決定略盡綿力。」

隨 著 年 月 流 逝， 無 國 界 醫 生
（ 香 港 ） 擴 展 架 構， 增 添 了
資 訊 科 技 等 後 勤 部 門， 加 上
工 作 項 目 範 疇 不 斷 拓 展， 荔
灣 花 園 那 邊 的 配 置 早 已 不 勝
負 荷， 最 終 辦 事 處 在 2006
年 搬 遷 到 西 環 太 平 洋 廣 場。
Anne 說當年西環的租金較長
沙 灣 的 工 廈 便 宜， 所 幸 辦 事
處 搬 到 港 島 後， 原 先 的 義 工

從荔灣到西環
未 有 因 而 卻 步。 她 認 為 在 西
環 的 辦 公 室 空 間， 為 無 國 界
醫 生（ 香 港 ） 隨 後 發 展 地 區
辦 事 處， 將 核 心 工 作 逐 步 拓
展，提供了必要的硬件配套。

見 證 無 國 界 醫 生 在 香 港 茁 壯
成 長 的 同 時，Karen 樂 見 辦
事處始終保留「家的感覺」：

「大家會像一家人一同午膳，
即 使 搬 到 西 環 多 年， 仍 舊 不
變。」 作 為 長 期 捐 款 者， 她
對 無 國 界 醫 生 的 另 一 項 堅 持
亦 寄 予 厚 望：「 希 望 無 國 界
醫 生 繼 續 做 好 管 治， 不 要 辜
負支持者的信任。」

無 國 界 醫 生 
( 香港 ) 在西環
的辦公室外貌。   
©MSF

龍欣欣 ( 左一 ) 由 1997 年加入無
國界醫生 ( 香港 ) 至今，與香港辦
事處和同事一起克服各種挑戰，見
證彼此的進步。   ©MSF

感謝您與我們並肩同行

前線救援人員人數

辦事處職員人數

救援任務人次

每月捐款者人數

1994 2018

無國界醫生（香港）拓展及籌款總監童靜漪（右二）
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北部的盧邦加（Lubunga）與緊急
救援組合照。   © Anthony Kwan

「我希望藉此機會衷心感謝歷年來每一位捐款
人和支持者。您一分一毫的捐助，代表著您對
我們前線工作的信任和認同，捐款轉化成無國
界醫生無數人道救援行動，為各地陷於戰亂、
苦難的民眾，以及危在旦夕的傷病者，帶來最
迫切需要的援助和希望。」

童靜漪
無國界醫生 ( 香港 )
籌款及拓展總監

1994
3

1994
<100

2018

125

1994
3

2018

68

1994
3

2018

157

2018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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