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暖的老朋友－高雄客運旗山南站 

        從延平一路進入旗山鎮中心，往大同路右

轉後不久，便可看到一幢方方正正的建築，些許脫

落的白色磁磚透露出年邁的屋齡。建築物的一樓懸

掛著便利商店和冰品店的招牌，乍看之下還以為這

裡是普通的商店呢，往內一瞧才發現，這兒竟是旗

美地區的交通重鎮－「高雄客運旗山南站」。 

  旗山鎮由於地理位置特殊，遂成為高雄縣東北

地區的交通樞紐，往北可至六龜、往東可至美濃、

往西可至田寮、往南則到大樹，加上旗山鎮內又有

重要的都市服務和文教設施，包括旗山醫院、孔廟

和旗美高中等，翻開高雄客運各站的時刻表，旗山

南站的發車量遠比其他車站遙遙領先。車站附近的

小吃攤，是通車學子最愛的平民美食，站內的冰品

店更是炎炎夏日候車旅客的天堂。  

 

水泥屋變泥巴屋 

  八月八號的一場風災，造成旗山鎮大德里嚴重

的災情，位於里內的客運南站由於較靠近堤岸，更

是無法倖免於難。災後十天，車站內外仍是一片泥

濘，牆壁、座椅、站牌…看起來就像用泥巴捏成的

模型，慘不忍睹。國軍拿著清掃工具，為了清出這

些淤泥而灰頭土臉，儘管出動了近百人，還是不容

易想像何時才能讓此地重見天日。 
 

彩繪人生專案—生命故事(五) 

 

高雄客運旗山南站 

 

 
社會勞動人為旗山南站粉刷

(一) 

 
社會勞動人為旗山南站粉刷

(二) 

 
社會勞動人為旗山南站粉刷

(三) 

 



 

 

 

 

 

 

 

 

 

 

 

 

 

 

 

 

 

 

 

 

 

 

 

 

 

 

 

 

 

 

 

 

 

 

 

 

 

 

 

 

 

 

 

 

 

 

 

 

 

 

 

 

 
 

 

 

 

 

 

 

 

 

 

 

 

 

 

 

 
旗山南站換新衣(一) 

 
旗山南站換新衣(二) 

 

 
旗山南站換新衣(三) 

 

 
旗山南站換新衣(四) 

幸好，在各路人馬的努力下，旗山南站總算

抹去黃土，用刷洗乾淨的地板迎接恢復通車後的

第一批乘客。只是，原本雪白的水泥牆因受到洪

水和淤泥沖刷，留下厚重的深黃色汙漬，怎麼樣

也洗不掉。大水退去、淤泥洗淨後的旗山鎮重新

站起來了，熙來攘往的旅客日漸回流，他們或走

或坐，在時間的長河中替旗山南站寫下歷史，但

每當他們經過焦黃的牆面和樑柱一次，風災帶給

旗山的傷害就像路口測速照相的閃光燈一樣，狠

狠的衝擊旗山居民一次。 

 

替旗山南站換新衣 

  九月四號，在高雄地檢署觀護人室和佛光山

普賢寺的帶領下，替旗山南站換新衣的社會勞動

人終於來了！他們一大早便在普賢寺集合，搭乘

巴士來到旗山，使用地檢署準備的油漆工具，進

駐旗山南站進行牆面粉刷。在場乘客的目光無不

被這批身穿志工背心的壯丁所吸引，還頻頻有人

交頭接耳的問：「他們是從哪來的呢？」帶領社

會勞動人執行粉刷服務的觀護佐理員程先生說：

「民眾的好奇與注意，使我們更加賣力！」對於

社會勞動人的賣力，民眾皆給予鼓勵和感謝。家

住六龜的大寮高中葉同學，長期在旗山南站轉車

到高雄市區，雖然戴著口罩，但他用澄澈的眼神

和充滿朝氣的聲音告訴我們：「南站感覺真的煥

然一新了！」 

 
 

 

為旗山南站購票處粉刷 

 

 
社會勞動人為旗山南站粉刷

(四) 

 

 
旗山南站粉刷後煥然一新的

白牆(一) 

 
旗山南站粉刷後煥然一新的

白牆(二) 

 



 

 

 

 

 

 

 

 

 

 

 

佛光之愛，社會之暖 

  佛光山是高雄地檢署長期合作的社區處遇

機構，為了幫助受到莫拉克摧殘的旗山鎮，特

地調派旗下普賢寺的社會勞動人力，由佛光山

禪淨中心覺尚法師，以及佛光山都監院行政主

任林利國先生帶領，進入受災最嚴重的大德社

區，協助災民重新粉刷室內牆壁，讓家園能夠

擺脫灰暗，煥然一新，希望民眾在看到白淨的

牆面後，能更加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而身為旗美地區交通樞紐的高雄客運旗山

南站，也因為社會勞動人的努力，換上了潔白

的新衣。請到旗山走走，您將會看見旗山人迅

速復甦的奇蹟！ 
 

 

 

 

普賢寺住持為社會勞動人認

證時數 

 
地檢署吳主任為社會勞動人

現場打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