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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的力量，無限 」 
 

 
 

自 2012 年來，法藍瓷想像計畫已協助近 30 組團體實踐他們的夢想， 
不論是帶領身障朋友從發音開始到演練話劇、帶著不同族群的原民孩童齊心音樂表演， 

或是源自單純理念而推動我國教科書美感改革、結合社區的力量給曾迷失過的少年自立機會。 
我們以己身之力，致力提振台灣這片土地的美好。 

 
二〇一九想像計畫邁入第五屆， 

在今年，我們將持續創造台灣美感教育的價値， 
期盼美學的力量，自偏遠地區學校散播，並鼓勵以音樂、體育、藝術振奮孩童的身心靈， 

讓這群孩子認識到人生的新目標與方向，成就德智體群美的五育發展， 
我們期盼在一學期的課程下，能使學生獲得不同的見解與觀點， 

並對自己有更多的期許與想像。 
 

想像的力量，無限 
一如我們相信，孩子的發展同樣無限。 

邀請您一同與我們攜手，成就台灣更璀璨的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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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想像計畫｜細則簡介 
 
壹、資助金額與名額 

 
      二〇一九年想像計畫將資助中華民國境內偏遠地區與非山非市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合計五
所，每所學校新台幣三十萬元想像基金，總計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整。 
 

貳、申請資格 
 
      凡經中華民國教育部核准設立之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且符合教育部公布之 106
學年與 107 學年偏遠地區與非山非市名單中，皆可以一位代表人身份提出想像計畫申請，每
校限一位代表人申請乙份；短期補習教育機構或籌備中、閉校程序進行中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學則不符申請資格。 
 

參、提案內容 
 
二〇一九想像計畫之術科教育提案，限制為術科教育領域，並在符合教育部學期課程綱領

規劃下，由提案學校針對校內在校學生，以實際活動、課程、體驗、旅行、賽事、祭典等具有
完整邏輯之階段性規劃，利用計畫執行期間內，教育或強化術科教育課程。 
 
（一）關於術科教育範疇（關於術科教育之實際認定，本表所舉類型項目僅供舉例）：  
 

類別範疇 類別細項列舉 

體育類範疇 

1. 體操、瑜珈類運動 
2. 空手道、跆拳道、武術、格鬥類...等運動 
3. 水類運動（水上運動、水下運動...等） 
4. 球類運動 
5. 登山、健行、攀岩類運動 
6. 田徑、馬拉松類運動 

藝術類範疇 

〈 視覺藝術類 〉 
1. 平面藝術（素描、版畫、彩繪、漫畫、插畫...等） 
2. 影像藝術（動畫、靜態攝影、電影...等） 
3. 時裝設計（紡織、剪裁、打版、布料...等） 
4. 文字藝術（書法、詩歌曲賦、散文、小說、劇本...等） 
5. 工藝設計（陶藝、木工、玻璃、金屬、3D列印...等） 
6. 建築藝術（構造、建材、傳統技法...等） 

〈 表演藝術類 〉 
1. 真人演出類（話劇、歌劇、民俗舞蹈、音樂劇...等） 
2. 非真人演出類（木偶戲、布袋戲、皮影戲...等） 

〈 飲食藝術類 〉 
1. 食品類（烹飪料理、烘焙食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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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飲品類（釀酒、飲品調製、茶藝、咖啡專業...等） 

音樂類範疇 

1. 人聲樂 
2. 管樂器 
3. 弦樂器 
4. 打擊樂器 
5. 鍵盤樂器 
6. 電子樂器 
7. 民族樂器 

 

 
（二）關於術科教育內容： 
 
關於術科教育內容：  以術科為課程宗旨核心及成果目標，規劃在校學生於為計畫期間內之學
習或體驗，教育內容不限制單一術科領域或綜合術科領域，唯須合乎中華民國法規規範、並以
學生安全及最佳學習方式為課程考量。 
 

肆、活動時程表與階段說明 
 
二〇一九想像計畫分為六個階段，分為提案申請期、資格審査期、書面審査期、赴校訪査期、
決審簡報期、計畫執行期，各階段期程詳細日期，請見下表所列。 
 
想像計畫所有申請提案，皆將經過「資格審査期」與「書面審査期」階段後，經由全體評審遴
選出十所學校提案將進入「赴校訪査期」及「決審簡報日」階段，並於決審簡報日討論出最終
五所學校提案。各階段內容請見下述說明，如時程有所異動請依主辦單位官網公告說明為主： 

 
表一、活動時程階段表 

 
階段期別 階段名稱 階段始末日期 

階段一 提案申請期 2019 年 06 月 17 日（一）至 2019 年 09 月 30 日（一） 

階段二 資格審査期 2019 年 10 月 01 日（二）至 2019 年 10 月 04 日（五） 

階段三 書面審査期 2019 年 10 月 07 日（一）至 2019 年 10 月 21 日（一） 

階段四 赴校訪査期 2019 年 10 月 23 日（三）至 2019 年 11 月 22 日（五） 

階段五 決選簡報日 2019 年 12 月初，日期將另行通知 

階段六 計畫執行期 2020 年 2 月學期初始 至 2020 年 8 月學期結束 
 
 
（一）提案申請期｜2019 年 06 月 17 日（一）至 2019 年 09 月 30 日（一） 
 
二〇一九想像計畫欲申請之提案學校，請選任代表至計畫官網建立帳號並填妥聯絡資訊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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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專區下載「二〇一九想像計畫｜申請企劃書」檔案，完成填寫企劃書內各項欄位資訊，連
同附件資料一併於申請期間內上傳至計畫官網，即可完成。 
 
（二）資格審査期｜2019 年 10 月 01 日（二）至 2019 年 10 月 04 日（五） 
 
由想像計畫主辦單位對申請提案所提交之基本資料、提案企劃與附件資料等進行初步審査，若
上傳所附資料內容不符合計畫辦法即喪失申請資格，不符資格將不另行通知。不符合活動辦法
之定義如下： 
 
1. 申請代表非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校之教師（未取得教師執照、非學校之正職與約聘教職員、
未取得執行單位主管或校方授權） 

2. 申請學校非教育部公布之偏遠地區及非為非山非市之偏遠地區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名單
（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學校名單將依據教育部 106 與 107 年度公布為主） 

3. 提案計畫內容不符合術科領域之定義 
4. 上傳資料缺件且經通知未能於規定期限補件者（ 2019 年 10 月 5 日中午 12 時前 ） 
5. 提案計畫內容涉及違反社會價値、公序良俗或蓄意破壞和諧等，經主辦單位決議後認定與
想像計畫主軸無關者 

 
 
（三）書面審査期｜2019 年 10 月 07 日（一）至 2019 年 10 月 21 日（一） 
  
想像計畫主辦單位將邀請教育事業領域和術科領域等產官學研專家評審，依照提案企劃書內容
及其附件，按「適切性、執行性、影響性、永續性」等四面向評選指標進行初選，並從所有申
請企劃中選出十所學校提案進入下一階段，關於本階段遴選標準請見表格說明： 
 

表二、書面審査評選標準表 
 

評選標準 評選標準說明 成績佔比 

適切性 提案內容能否切合想像計畫之精神與用意 20% 

執行性 提案內容是否已做好完整且具體可行之規劃 30% 

影響力� 提案內容執行後可預期之效益與影響 30% 

永續性 提案內容是否能逐步獨立運作並長期執行 20% 
  
專家書面審査將從中遴選出十所學校提案，遴選結果預計於 2019 年 10 月 22 日（二）想像
計畫官方網站公告，若評選後經評審討論認為可實際執行的公益提案不足或較少合宜之提案計
畫，則實際進入下一階段之提案數量，將由專家評審的最終決議為準。 
  
（四）赴校訪査期｜2019 年 10 月 23 日（三）至 2019 年 11 月 22 日（五） 
 
本階段將根據評審書面審査所遴選出之十所學校提案，進行規劃實際到校訪視與紀錄，將由想
像計畫專案團隊與提案代表另行約定訪査時間，並與提案代表、計畫執行代表會面訪談，目的



	

5 
	

在依據書面企劃書所述，針對學校所在環境概況、社區意識、在地文化風俗、學校發展規劃等
面向，評估提案計畫是否適切於當地環境與背景。 
 
訪談結束後將整理訪談結果與紀錄供評審參酌，於決審時使用。關於本階段訪査詳細行程與規
劃將於信件另行與提案學校代表討論，若因故無法安排訪査或經多次通知後仍未取得聯繫，將
視為提案代表與學校放棄進入決審資格。 
 
（五）決選簡報日｜2019 年 12 月初，日期將另行通知 
 
決審簡報日將邀請提案代表赴決審場地或其他方式進行簡報，簡報內容將依據評審於書審階段
所提出之問題進行回覆，以及於簡報中提出修正後之企劃內容和方案。 
 
決選審査將根據評審書面審査所遴選出十所學校提案，協同實際訪査結果進一步實際査核，重
於企劃內容之真實性與適切度，藉由簡報使評審對提案有更進一步認識與了解，以求評選出最
佳提案。 
 
詳細簡報規則與評分細節將於決審前另行通知，評審將依據書面與附件資料、想像計畫團隊所
提供之實際訪査資料及決審當日代表所簡報之資料進行綜合討論，最終評分與決定資助名單決
定，若評選後經評審討論認為可實際執行的公益提案不足或較少合宜之提案計畫，則實際資助
之計畫組數，將由專家評審的最終決議為準。 
 
 
伍、提案資助金發放 
 

獲得資助金之五所提案學校，將於 2020 年 2 月之開學日起開始執行至 2020 年 8 月暑
假結束為止，並請於規定時間內使用主辦單位提供之表單，定期回報進度與填寫結案報告。 
 
關於二〇一九想像計畫資助金，將分為二期發放： 
 
（一）第一期資助金將於 2020 年 1 月進行發放，發放 60%款項，以作為計畫預備、資源添

購、師資規劃等用途。 
（二）第二期資助金將於 2020 年 4 月或是計畫執行提前完成 60％時進行發放，發放剩餘

40％款項，若計畫執行延後超過 2020 年 4 月，則發放日期將視計畫實際執行完成
60％之日期為主，不受 4月之日期限制。 

（三）若計畫學校另具有較上述更為合宜之方式，將個別進行討論資助金發放形式。 
 
陸、其他資源協助 
 
若計畫學校在執行計畫期間，如有相關術科人力資源需求（術科志工、具備專業經驗之業師、
受訓練之教師等），將委由想像計畫公益夥伴－鹿樂平臺代為媒合與協助，相關媒合程序與需
求，將由鹿樂平臺另行告知計畫學校；如計畫學校有其他協助需求，主辦單位將視情況媒合其
他校外專家顧問、公益夥伴，給予協助及計畫調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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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注意事項 
 
一、術科教育提案學校（以下稱提案代表） 
 
（一）主辦單位可將提案代表所提交之提案文字、圖像與宣傳影片等資料，使用於宣傳、發

表、出版、佈置、展覽、刊登報章雜誌、或印製圖書等用途。 
（二）最終獲得實際經費資助的五所提案學校應配合主辦單位相關的宣傳、影片紀錄、採訪與

記者會活動。 
（三）若提案代表未能符合活動規則條件，或其所填寫的基本資料有造假情事，或資料不完整

且經通知後未能於規定期限內補齊，主辦單位有權取消或撤除申請者的參與資格。 
 
二、經費規劃與提案執行 
 
（一）欲申請計畫之學校，其預算編列建議按照本屆經費編列基準，資助金須全額投入提案執

行，若獲選執行後於核銷時需附上相關費用支出之合法發票、收據，或任何足以證明
該款項之證明文件，各經費項目間得相互勻支至多 30％經費，關於想像計畫經費編列
基準表請參閱【 附件一：二〇一九想像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 

（二）獲得提案資助之五所學校，於執行期間須依照主辦單位規定，以文字、圖像與影像方
式，於每月第一週週五前，將每月進度回傳至 info@franzproject.com 。 

（三）獲得提案資助之五所學校，除定期進度回報外，需於活動執行完畢後一個月內，依據主
辦單位所提供之表格，將成果紀錄回傳至 info@franzproject.com 。 

（四）獲得提案資助之五所學校，未依規定時間內完成進度回報或結案報告，且經主辦單位提
醒後仍未理會者，主辦單位保有追回所有資助金之權利。 

 
三、其他事項 
 
（一）凡報名、提交公益提案之代表，即視同代表與提案學校承認並同意本辦法各項規定。主

辦單位對本活動所有文件、資訊保留最終解釋權，任何與本活動有關的未盡事項，主
辦單位保留隨時修正的權利，例如主辦單位得視情況需要，斟酌報名、收件等各項日
期之延長。 

（二）最終實際執行術科教育提案之學校，於執行期間需自行承擔術科課程之學生及教師安
全，以及可能造成之相關風險或意外傷害。凡因執行術科教育期間所致之任何對於申
請者代表、教師、學生、學生親屬或相關第三人之人身或財產上損害，均由申請代表
與學校自行承擔相關責任，與主辦單位及與公益代言人、公益夥伴、媒體夥伴之相關
之個人、單位或團體無關。 

 
 
 
 
 
 
 
本簡章出版日期為 2019 年 8 月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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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代表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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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法藍瓷想像計畫｜基本資料表單 

一、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校名  

學校地址  郵遞編號 □□□□□ 

學校人數 
總計            個年級，學生總計                 人 

每年級             班、每班約                 人、教職員                人 

學校電話  

校方用印 【 校長簽名或學校用印 】 

 

二、申請代表人資料 

姓名  職稱  

出生日期 西元                年____月____日 生理性別 男性   女性 

聯絡電話 （學校電話與分機）                              （手機） 

傳真號碼  

E-mail 
（私人信箱） 

（校務信箱） 

最高學歷  (學校-系所-學位) 

相關經歷  (服務機構-部門-職位) 

申請代表簽章  【 簽名或用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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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代表人資料 (  同申請代表人) 

姓名  職稱  

出生日期 西元                    年____月____日 生理性別 男性  女性 

聯絡電話       （學校電話與分機）                              （手機） 

傳真號碼  

E-mail 
（私人信箱） 

（校務信箱） 

最高學歷  (學校-系所-學位) 

相關經歷  (服務機構-部門-職位) 

申請代表簽章  【 簽名或用印 】 

      

二〇一九法藍瓷想像計畫｜企劃書撰寫說明 

1、 存檔以Word格式製作，A4、直向、由左向右橫寫。 

2、 建議除標題字型大小為 14外、其餘字型大小為 12 

3、 建議中文字型為標楷體；英文字型為 Times New Roman 

4、 可依下方企劃書範本直接修改編輯，建議架構僅供參考，可自行新增或刪減，並於

需要時輔以圖片、表格，惟申請企劃之完整度將影響評分結果與入選機會。 

5、 本文件紅字皆為輔助說明及簡易舉例，實際撰寫應力求詳盡，繳交時將紅字刪除。 

6、 各項資料、數據等之引用應註明資料來源。本企劃書提及之現況(如物品數量、校

方實況、人事意願、各項基本資料等)，皆需屬實，若有造假將取消入選資格。 



 

3 

 

目錄頁 
(編輯完成後，點選此目錄上方之「更新目錄」，選取「更新整個目錄」) 

 

壹、 企劃摘要  

貳、 企劃理念及目的  

參、 企劃活動內容  

肆、 企劃籌備人力  

伍、 企劃物品資源  

陸、 企劃地點  

柒、 企劃時程  

捌、 企劃財務預算  

玖、 企劃預期困難與解決策略  

壹拾、 企劃預期效益與未來展望  

壹拾壹、 補充說明與附註  

 

 

  



 

4 

 

壹、 企劃摘要 

（請描述整份企劃之重點內容，即將後方內文中之企劃目的、規劃、資源、時程及效益等做

精華匯總。) 

範例：本企劃希望提供本校孩童更充裕的陶瓷創作資源與教育，提議藉由想像計畫，一併整

合鄰近地區各校教師、社區工作坊資源及校方場地設備，規劃於 2020年 2至 6月，開設陶瓷

創作營隊，期望本校有藝術天賦與興趣之學童，皆有機會參與本企劃，培養興趣同時，亦提

升藝術才能。 

貳、 企劃理念及目的 

（WHY，可說明企劃發想之起心動念，並描述具體欲解決何種問題及現況） 

範例：身為本校美術專科教師將近 10 年，校內美術相關教材已經老舊，但發現本校學童在

立體雕塑能力極具潛力，即使僅接受基礎教學但參與校外陶藝比賽時表現卻十分優異，每年

皆有 1~3名學童獲得縣市等級之獎項，校方若未重視孩童此方面之才能，純屬可惜，故提出

此企劃，希望於本校建立完整陶藝課程及資源，每位學童於畢業前皆有機會參與，充分發揮

其天賦與潛能。 

參、 企劃活動內容 

（HOW，詳細說明企劃之安排，包含重點活動、宣傳方式、參與方式、參與對象等） 

範例：以本國小校內學童為對象，聘請社區藝術相關業者（如藝術家工作室、創作工作坊

等）、社區國中及鄰近高職之藝術相關教師，必要時外聘專家與培訓員，來校指導本校美術

科教師與學生，舉辦每週六上午陶瓷營隊，初期由外部人力與本校教師共同合作舉辦，後期

待本校教師具備足夠教學能力，逐步轉由獨立舉辦，藉由設計完整之陶瓷創作課程，從佳作

觀摩與介紹、草圖設計、實際塑形、美化到燒製，讓學童體驗整個創作流程。宣傳方式為校

內各班導師及美術科老師做宣傳，並採自由報名。 

肆、 企劃籌備人力 

（ WHO，可說明計畫團隊成員資歷，活動流程與執行代表人、細部人力分配狀況、可能之

贊助單位或合作單位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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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人力 主要工作 

本校美術科教師 
初期學習必要之專業知識及教學方法，在後兩者協助下合作舉辦營

隊，後期獨立舉辦營隊 

社區業者陶藝相關

工作坊、工作室之

設計師 

營隊前與本校教師進行準備會議，討論營隊課程，以分享專業知識

及技術為目的，協助舉辦營隊 

社區國中、高職內

具備此方面專長，

具有意願合作者 

營隊前與本校教師進行準備會議，討論營隊課程，以分享專業知識

及技術為目的，協助舉辦營隊 

額外人力需求 

（可註明須由主辦

單位協助找尋） 

（術科志工、具備專業經驗之業師、受訓練之教師等，將委由想像

計畫公益夥伴－鹿樂平臺代為媒合與協助，相關媒合程序與需求，

將由鹿樂平臺另行告知計畫學校） 

 

伍、 企劃物品資源 

（WHAT，請說明本企劃所需之設備道具，可列出已具備及未具備然待添購之物品清單表） 

範例： 

所需資源 數量(單位) 該資源之功能 具備與否 若尚未具備，可能之取得方法 

陶土 ６０(公斤) 創做基本材料 否 學校基本預算可供採買 

雕刻刀 ３０(把) 陶土設計塑形 是 － 

拉坯機 ５(台) 陶土設計塑形 否 
社區國中、高職之拉坯機於寒暑

假時期，設備閒置可以借用 

燒陶窯 １(個) 陶土燒製 否 借用社區陶瓷業者燒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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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企劃地點 

（WHERE，請說明本企劃所需之執行空間與抵達之交通工具、活動地點與報到地點等） 

範例：本校藝文中心之美術教室１及美術教室２，全學期皆可全日使用。 

柒、 企劃時程 

（WHEN，請按照執行時間之日期、時間與活動流程，包含前置作業、準備事項，建議以圖

表呈現） 

範例： 

日期 期間重點 活動內容 完成比例 

2月底 確定人力資源 校內教師對外聯絡 20% 

3月 營隊內部會議 
校外教師、業者與校內教師進行會議討論，研

擬每週末營隊課程及活動 
40% 

4月 營隊舉辦 學生參與營隊 60% 

5月 營隊後檢討會議 

校外教師、業者與校內教師進行會議檢討營隊

成效及學生反映，詳細記錄供下次舉辦時參

考，活動成熟後可固定行程與活動內容。 

80% 

6月 成果發表 將學生完成之陶瓷作品，舉辦一場成果發表會 100% 

捌、 企劃財務預算 

（HOW MUCH，可能之資金來源，及後續各項支出的評估與分配，以及是否有辦法使活動

本身賺取足以使本計畫長久進行之可能，可用預算評估表呈現） 

範例：如下表可見，大部分費用為人事費用，初期部分仰賴想像計畫金錢支持，待校內師資

能力建立，後期將可減少外部人力聘僱，若營隊內容與課程內容成熟穩定，修訂與討論時間

亦可下降，每年籌備成本將可大幅度將低到約 3成，學生報名費及校方本身預算將可以平衡

此支出，本企劃有高度可能長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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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銷科目 細目與適用基準 單價 數量 總額 

講座鐘點費 

(單位:人節) 

校內教師 

(內聘－主辦或訓練機關（構）
及學校人員 1,800 元) 

$600 

5人*36節=180節 

營隊前 3節*5天 

營隊時 3節*4天 

營隊後 3節*3天 

$108,000 

講座鐘點費 

(單位:人節) 

社區高職、國中老師 
(外聘－專家學者 2,600 元) $600 

3人*24節=72節 

營隊前 3節*3天 

營隊時 3節*4天 

營隊後 3節*1天 

$43,200 

講座鐘點費 

(單位:人節) 

社區陶瓷工作坊設計師 
(外聘－專家學者 2,600 元) $2600 

2人*12節=24節 

營隊時 3節*4天 
$62,400 

工作費 

(單位:人日) 

營隊中額外品請協助人員 

(最低工資) 
$150 

5人*12節=60節 

營隊時 3節*4天 
$9,000 

交通輸運費 陶瓷運送(核實編列) $200 30件*來回各 1次 $12,000 

交通輸運費 
校內教師、社區高職、國中老

師交通費(核實編列) $400 

5人*12天(校內教
師) 

3人*8天(校外教師) 

$33,600 

設備購置費 陶土(核實編列) ＄300 6大包，每包 25KG $1,800 

設備購置費 雕刻刀(核實編列) $100 30套 $3,000 

雜支 業者燒製成本(核實認列) $1500 30件作品 $45,000 

合計 
   

$3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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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企劃預期困難與解決策略 

（是否有已面臨或可預想之困難或問題，此狀況是否有解決辦法，解決辦法為何，需要何種

額外資源協助?是否有對應之備案計畫） 

範例：陶瓷業者燒陶窯會需配合訂單優先使用，若屆時訂單量大，業者需要使用，則無法借

用業者燒陶窯，因此在此擬訂方案，若屆時無法使用業者燒陶窯，將延期舉辦營隊，又若期

間已經無法更動，將聯絡其他相關業者，尋求合作可能，協助作品燒製。 

 

壹拾、企劃預期效益與未來展望 

（企劃成功後可帶來哪些好處？未來的發展性與潛力如何？是否具有可延伸性之活動，如影

片製作、故事分享、作品銷售等，預期利益必須是確切的數據，使用可以客觀評估效果之衡

量標準，最好能清楚呈現採用實施企劃案前後的變化。注意，此效益需與企劃目的相呼應；

同時，建議檢視是否整體企劃活動足以達到此效益） 

範例：本企劃希望可以確保本校每位學童在畢業前，只要有意願報名，絕對可以有參與本營

隊，接受完整陶藝創作訓練機會，往後將不再因學校相關資源缺乏整合，師資訓練不足或各

教師間授課規劃不同，而忽略有設計天賦之學童，學生之優良作品，可以視學童意願，回饋

給協助之業者做為贈品或店家擺設，促進長期合作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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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補充說明與附註 

本企劃中所提及之業者與工作坊資料及相關國中、高職教師如下表，相關負責人皆已知悉本

企劃提案，並有意願支持，足以說明本企劃之可行性。 

 

單位 說明 相關資料 

快樂陶藝工作坊 

負責人 XXX 

原創陶瓷作品商家，販售自製

陶瓷商品多年，同意參與營隊

籌備，並傳授教師專業知能 

地址 XXXXX 

電話 XXX 

幸福藝術工作室 

設計師 XXX 

新銳藝術家創辦之工作室，各

類設備新穎齊全，願意提供燒

陶窯燒製學生作品 

地址 XXXXX 

電話 XXX 

陽光國中 

美術老師 XXX 

師大美術系畢業，具備 15年

教學經驗，兼任多次陶瓷比賽

評審，亦曾舉辦個人創作展 

電話 XXX 

信箱 XXX 

平安高職 

設計科老師 XXX 

台藝大設計系畢業，教授立體

設計、美術設計超過 10年 

電話 XXX 

信箱 X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