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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香港人均肉類消費量高居不下，每人每日的平均攝入量高達兩塊 10 安士牛排。

畜牧業所釋放的溫室氣體正是阻礙可持續發展的一大元兇。香港中文大學致力

於推動可持續性發展目標，茹素是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並與日常息息相關的

習慣。但是中大的素食餐廳更新換代引起學生熱議，評價趨向負面，學生素食

需求未能滿足。於是本組對此問題溯本求源，望以裨補中大素食闕漏。 

  

2 背景資料收集及分析  

 

2.1 資料搜集 

本組先於社交媒體收集同學對於中大素食餐廳的評價。社交平台的評價反映餐

廳款式單一﹑價格昂貴﹑味道不盡人意等問題，為本組調查問卷設計提供選項

假設。本組於 2021 年 10 月 2 日至 15 日期間派發第一份問卷，以同學在社交平

台評價為基礎，在眾多問題成因中數據統計以研究問題根源再著手解決。本組

問卷調查結果表明，接近 60%同學對於中大素食餐廳的多元化及味道評分低於

3 分。有素食習慣的同學 62.5%在一個星期平均有三至四日食素。 

 

2.2 問題分析 

本組在調查研究中發現，在中大建立素食習慣的環境欠佳是由惡性循環所引

起。除素食選擇評分僅有 2.16 分之外，味道的評分也僅有 2.32 分，兩項因素造

成中大素食餐飲的負面形象。而出於對中大素食此既定印象，同學比較之下會

轉向更加吸引的葷食，導致素食銷量無法給餐廳提供可觀利潤，餐廳沒有推動

力改善素食口碑、推廣及去提供多元化高質量素食，導致素食負面印象持續。 

 

3 計劃內容 

 

3.1 對象及目的 

本計劃的對象為中大想要培養素食並且意欲想增加素食的頻率的學生。我們旨

在幫助他們建立彈性素食的習慣。彈性素食指向頻率為一週兩至三次的素食，

比起純素食要求簡單。我們希望降低同學心目中素食的門檻，提升中大素食的

吸引力，幫助這些同學培養起彈性素食的習慣。 

 

3.2 內容簡述 

本組計劃以三個階段進行，初設先導計劃，研究味道及款式改良、印花獎勵活

動吸引力，為長期計劃的程式設計提供參考及測試其作用性。短期計劃旨在以

社交媒體為平台推廣素食餐飲、宣傳、普及營養知識及交流意見，以素食抽獎

活動吸引同學注意擴大計劃受眾範圍。本組的長期計劃為研發程式，包括收集

分析顧客意見，可以得悉同學素食喜好做出改善及設計餐單，提供餐廳改良方

向。程式中設立儲分獎勵計劃，購買素食餐飲累積分數以換購食物，提高同學

購買素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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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預期效果及影響 

我們的目標是提供多元化素食給有素食需求的同學，建立彈性素食環境。而彈

性素食困難程度不如純素食高，合適的挑戰程度能帶給同學成就感以推動持續

素食習慣。另外，擴大素食受眾，為餐廳提供推動力提供多元化素食與中大同

學，以餐廳為突破口，著手改善素食吸引力，制止惡性循環，為同學提供可持

續的食素動力。同時，此舉亦望可響應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減碳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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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計劃細節   

 

4.1 試行計劃 － 素食週  

   

4.1.1 目標 

本次計劃有三個目標。 

 

首先，驗證素食食物味道在同學素食選擇方面的影響程度大小。本報告的背景

分析發現食品質素是惡性循環的其中一個元素，我們希望收集參與素食週的同

學的意見，證實味道較佳的素食會直接影響同學選擇素食。 

 

其次，以實際數據展示多元的素食選擇如何影響利潤。餐廳的最大推動力是利

潤，透過分析素食週限定餐單的經濟效益，我們可以此說服其他餐廳參與未來

的計劃。 

 

最後，分析咩樹咖啡店現行的印花計劃。由於長期計劃將加入類似的集點制

度，我們希望理解和參考當中的利弊，設計出更有效的制度。 

 

4.1.2 具體方案 

簡述 

本計劃為一次性的試行活動，與位於伍宜孫書院的咩樹咖啡店合作，在 2021 年

11 月 15 至 19 日期間舉辦素食週。咩樹咖啡店同樣關注社區可持續發展，同學

亦對其食物有較高的評價，符合計劃的理念。同時，餐廳的規模較小，有助我

們收集及分析意見。在素食週中，餐廳會推出期間限定素食餐單，收集同學的

即時回饋。同時，我們會透過 Instagram 帳戶分享餐單中的營養資訊。我們亦會

分析餐廳現有的印花計劃，並檢視本次計劃的經濟效益。為鼓勵同學參與問卷

調查及素食週，我們會以有獎問答的形式獎勵積極參與的同學。 

 

餐單設計 

由於咩樹咖啡店自身有推出素食，亦有控制食物成本及設計餐單的經驗，本次

限定餐單由餐廳主導。我們計劃推出較完整的餐單，包括前菜、主食及甜品

（見附件二），菜式皆未曾在餐廳推出，並確保食物含有充足的營養。同時，

為了讓同學嘗試不同種類的素食，餐單會加入較冷門的健康食材，例如紅菜

頭，增加餐單的多元性及新鮮感。在活動期間，我們會每日在 Instagram 推出一

個貼文，介紹每個菜式包含的營養，並作宣傳之用。 

 

即時回饋 

本次計劃其中一個重要環節為收集參與活動的同學的意見。我們會在收銀處旁

張貼印有問卷二維碼的海報，每位購買素食週食物的同學都可以即時掃瞄，留

下意見。問卷分為兩部分。同學首先會進入有獎問答遊戲，回答有關已購買的

素食食物的營養資訊，提高教育性及互動性。然後同學會進入問卷調查的部

分，反映同學參與活動的原因、消費模式的改變、對於素食週食物的意見及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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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集點制度的意向。完成問卷的同學會自動參與抽獎，贏取餐廳現金券，以此

鼓勵同學積極參與。 

 

4.1.3 成效評估 

本次計劃成效將由兩個向度評估。 

 

其一為參與同學的正面回饋。問卷中的正面回應會直接反映計劃是否達到期望

成效，如透過改善素食味道推動同學建立素食習慣，以及此類活動是否符合同

學的興趣。 

 

其二為餐廳利潤。由於本次試行計劃的主要目的是收集實際數據說服其他中大

餐廳，咩樹咖啡店能否透過活動賺取額外利潤是一個重要指標，將會直接影響

我們繼續日後的計劃。 

 

我們收集的數據反映本次活動達到期望成效（見附件二），同學的反應樂觀，

餐廳亦有賺取額外收入，為未來計劃建立了良好的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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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短期計劃 － 社交平台宣傳  

 

4.2.1 目標 

計劃中社交平台“Vegbuddies_cuhk” 有兩個主要目標及對象，由兩個主要持分

者的角度解決構成問題的惡性循環。 

 

第二，鼓勵及協助餐廳提供多元化素食。這些意見可以讓餐廳知道現時其實有

一群有意欲培養素食習慣的同學。為增加營業額，及吸引一群潛在顧客，中大

餐廳願意提供素食。另外，社交平台的意見能讓餐廳參考去改善他們素食的種

類及質素，説服餐廳提供多元化素食。 

 

4.2.2 具體方案  

素食食物評價 

我們會在中大各餐廳進行實地考察，親身嘗試該餐廳的素食，為素食種類、外

觀、食材、味道、食物價錢等方面作出介紹及評分。我們亦會鼓勵中大同學們

提供具體的意見予我們收集，使評分更具公信力。 

 

學生意見反饋 

我們會綜合各同學對中大各餐廳有關素食的意見。例如向餐廳反映同學認爲伍

宜孫學生飯堂的素食太寡淡，致力提供改善素食的方針。 

 

素食活動宣傳 

「味素皆宜」帳號會作為平台協助舉辦及宣傳中大有關素食的活動。例如與咩

樹咖啡店合作的試行計劃，計劃中本組協助他們收集同學意見，得悉同學覺得

咩樹咖啡店的食物雖然有保障，但有關素食的選擇少。在與咩樹咖啡店進行討

論後，咖啡店以我們的意見作為參考，推行為期七日的素食週，嘗試提供各項

素食給同學選擇。同時，我們在社交平台發出各項帖文，介紹活動食物中的各

項營養，引起同學對於活動的關注，協助餐廳推廣該項活動，最後亦有正面的

效果。 

 

素食資訊教育 

我們會在社交平台上各項有關素食的資訊，增加同學對素食的瞭解，例如如何

為彈性素食，素食的營養等等。在提高食素意識方面，消除同學對素食的誤

解，提升他們選擇素食的意欲。 

 

4.2.3 可行性及創新性 

以社交平台收集同學意見而不是傳統的問卷調查使得短期計劃更加可行。我們

發現社交平台提供了各個功能用於收集持份者對某議題的意見，Instagram 正是

一個高覆蓋率的社交媒體，幾乎身邊每位同學都擁有帳戶，也有時時去閱讀帖

文的習慣。同學只需不到一分鐘時間，簡單短短一句就可以即時發表自己的意

見，相信這個方法比傳統的問卷更有創意，更加可以配合到同學日常的社交習

慣，不用像問卷一樣要填滿每個問題及有繁複的步驟，在縮短意見收集的時間

和擴大樣本數量方面提高短期計劃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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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計劃的創新性在於貼合同學社交媒體使用趨勢。我們發現現時有大部分同學

都喜歡為食物拍照及評論，亦有很多同學會在選擇餐廳及食物時參考社交平台

的意見。我們貼合此個趨勢，當同學分享對於該餐廳的相片同評論時標注我們

的賬戶，我們就可以綜合各位同學的照片及意見，此方法可以幫同學發掘左中

大各項素食美食，提高他們選擇素食的意向以及選擇適合自己素食的能力。 

 

4.2.4 成效評估 

社交平台的用戶關注人數以及追蹤人士的讚好將會用於評估我們社交平台宣傳

成效，并以餐廳素食營業額評估各項短期素食活動的效果。 

 

 

  



  9 

 

   
 

4.3 長期計劃 

 

4.3.1 目標  

本計劃主要共有兩個目標。 

 

首先，第一個目標為加強中大餐廳和學生的信息流通度。現時問題在於同學的

素食需求及意見未能傳递予餐廳。我們希望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建立一個平台

去連結中大餐廳和學生，增強他們之間的資訊交流。 

  

第二個目標是為了打破現時問題的惡性循環。餐廳的關注點在於利潤，然而由

於與顧客間的資訊並不流通，他們不知道市場所需，對素食餐飲效益持懷疑態

度，因而缺乏推動力提供高質且多變的素食。加上同學也不願主動購買，進而

加速此惡性循環。因此，本計劃期望制止現時的惡性循環，從餐廳方面介入，

鼓勵他們提供更多素食選項，從而鼓勵同學多嘗試素食，建立食素的習慣。 

 

4.3.2 具體方案 

簡述 

本計劃將依賴和中大餐廳的合作及同學的參與。計劃之初，我們會向中大各餐

廳作出邀請，以問卷數據、環保及試行計劃的成功為理由去遊說他們參與計

劃。我們將會推出一個獎勵計劃，參與的同學將會成為本計劃的會員。本計劃

下的會員在中大餐廳進食一定數量的素食餐後，將可以免費在中大餐廳換購一

例素食餐。參與計劃的餐廳將會設計新的素食選項或維持現有的素食餐單，配

合獎勵計劃，提供獎品予同學。而我們則會通過社交平台宣傳本計劃，並自行

設計一個手機應用程式，作為本計劃長期運行的方案。 

  

在以下的章節，除非另行標明，「中大餐廳」將指參與本計劃的中大餐廳。 

 

意見回饋  

應用程式會設置意見回饋功能。會員在中大各餐廳進食素食後，可即時就其品

質、價錢、外觀等因素填寫表格。表格數據及回應將會自動發送至相應餐廳。

此功能將會提供一個方便、集中的平台讓會員提供意見，相信可以有效提升會

員的回應率。 

  

此舉在於令餐廳明白顧客的素食需求並非只是來源於小部分純素者，而是有更

大的發展市場，藉此引起餐廳注意從而提高素食食物質素。令同學更願意在中

大進食素食，幫助他們建立食素的習慣。 

 

 

投票 

此功能參考了社交媒體常見的投票功能，用家只需提出問題，其他用家只要輕

輕一按就能作出選擇，由於其便利的特點，商家也經常利用此功能去與顧客交

流。應用程式也會設立這項功能，構建一個平台連結中大所有的餐廳與中大的

師生，這樣比起各個餐廳獨立建立社交媒體帳戶更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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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投票功能最主要的作用是提高中大餐廳素食的多元化，如前所述，提高多元

化並非是一次性提供多項食物，而是應該定期更換食物選項，藉此提高顧客的

新鮮感。以實行計劃為例，同學在問卷及訪問中表示，有人特意為了素食週限

定菜單而光顧咩樹咖啡店，當中不乏首次光顧的學生。可見餐廳定期更換素食

餐單或是提供期間和季節限定的食物，均可以提升顧客的新鮮感，令他們更願

意付費嘗試。但是由於研發新菜單需要額外的時間和成本，且餐廳與顧客之間

的資訊並不流通，餐廳不了解顧客的喜好，導致中大餐廳缺乏動力及方向研發

新素食菜單。此功能可以讓餐廳詢問透過用家投票詢問顧客的偏好，例如是菜

式或食材等。整個過程需時短，且餐廳可輕易收集數據並作出統計和分析，促

進新菜單設計的進程，而同學亦可食到合口味而多變的素食，令他們對中大餐

廳素食一式一樣的想法改觀。加強消費者與商家的信息交流不僅可以提升餐廳

的營業額和利潤，而且能擴大客群，提高餐廳的市場佔有率，可以以此為誘因

推動餐廳改良。 

 

素食獎勵計劃 

本計劃下的會員在中大餐廳進食一定數量的素食餐後，將可以免費在中大餐廳

換購一次素食餐。為了增加此獎勵計劃的趣味性，我們將會遊戲化此獎勵計

劃。 每一個會員將在應用程式內有一個虛擬農場。會員每在中大餐廳進食一次

素食餐，便可獲得虛擬種子。在播種之後，會員需要定期灌溉農作物，藉此培

養會員使用此應用程式的習慣。灌溉達到一定次數後，農作物便可以收成。會

員儲存一定數量的收成後，便可以到餐廳兌換免費的素食餐。農作物的收成時

間將會視乎用家使用數據及餐廳意見作出調整。若我們發現同學放棄比率高，

我們會調低收成時間。如果餐廳反映太多同學換領免費素食，我們將會調整遊

戲難度，例如調高收成時間，以持續推動同學參與素食計劃。 

  

雖然中大校方本身亦有推廣素食的計劃----Green Monday，然而此計劃除了張貼

海報外，便不見有其他宣傳方法，令 Green Monday 活動流於口號式。而我們獎

勵計劃可以提供額外的經濟誘因，吸引同學成為會員，吸引他們多吃素食，從

而慢慢建立起素食的習慣。 

 

素食知識小測 

本計劃下應用程式會設置選擇題形式的小測，考驗會員有關素食食材營養、素

食與環保的關係等的知識，提高會員的素食知識，使他們更清楚如何從素食攝

取足夠營養。部分小測問題亦會與各餐廳提供的素食有關，提高不同餐廳素食

餐的曝光率，為餐廳作出宣傳。會員每次回答小測後，將會即時顯示問題的正

確答案。為了增加會員參與小測的動力及整個應用程式的趣味性，不論會員的

回答正確與否，會員將在每次小測後獲得一個肥料。肥料可用於縮短農作物收

成時間。 

 

此舉旨在消除同學認為素食營養不足的誤解，讓他們明白只要小心選擇，便可

以從素食吸收足夠營養。同時亦可為餐廳素食餐單作出宣傳，讓同學更清楚中

大不同餐廳的素食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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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創新性 

我們受到一個名為 Forest 的應用程式啟發，明白到手機應用程式的彈性，以及

遊戲化的效用。Forest 是一個幫助人戒除電話成癮的應用程式。用家使用時，

會在應用程式設置一個倒數計時，開始種植一棵虛擬的樹。在倒數期間，用家

不能使用手提電話其他功能。如果用家違反了這條規則，那棵樹將會死去。相

反，如果用家成功在限定時間內不用電話，便可以在森林內成功種植一棵樹。

應用程式內有多達數十種不同的樹供用家選擇，在節日期間更會有節日特色的

樹。此應用程式功能簡單，卻取得具大成功。Forest 在 2016 年推出，現時在全

球 136 個國家有多於四千萬用家。由此，我們認為應用程式可為我們的計劃提

供一個非常彈性的平台，容許我們添加不同的特色。我們亦將遊戲化的概念應

用在我們計劃當中，增加本計劃的吸引力。與此同時，我們的應用程式亦能提

供一個集中的平台，讓會員更方便地與餐廳互動。 

 

4.3.4 成效評估 

在應用程式推出後，我們會定期收集數據，以評估本計劃的成效，並決定計劃

未來的方針。我們會統計用戶數量、使用時數，以及收集用戶及餐廳的意見。

若應用程式的普及率未如預期，我們會加大宣傳力度，以及參考用戶意見，以

作出改善；若應用程式的使用率超出預期，我們便會擴大計劃至其他院校。 

 

4.4 時間表 

 

2021 年 11 月 15 至 19 日 試行計劃 – 咩樹 x 味素皆宜 素食週 

2022 年 9 月初 － 9 月中 短期計劃準備階段 

• 試食 

2022 年 9 月中 短期計劃 

• 在 Instagram 發佈食評、提供素食資訊 

• 收集同學意見 

• 向餐廳反映意見 

• 推廣活動 

2022 年 11 月 － 2023 年 5 月 長期計劃 （第一階段） 

2023 年 5 月 － 8 月 成效評估 

2023 年 9 月起 長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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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風險和解決方法  

 

5.1 素食產品爭議 

我們了解到現時市面上各種「素肉」的爭議。例如對於素肉的營養成分，製作

過程，味道的質疑等等。有同學會認為素肉並不是真正的素食，擔心若果餐廳

以素肉入饌，餐廳會減少以原型蔬菜作食材的素食。 

 

解決方案： 

我們的社交平台提供了的渠道給予同學及餐廳互相提供意見，正正可以協助解

決到有關各項素食問題上的爭議。藉助我們的社交平台可以介紹現時市面上各

種素肉的詳細資料，包括營養成分以及製作材料等，令各位同學更加了解素肉

收集各位同學對於素肉的意見。若果有大部份同學接受素肉的話，我們會向餐

廳反映，餐廳就可以以素肉入饌，令該餐廳的素食更多元化。相反，若果大部

份同學都不同意素肉出現在餐廳的素食上，我們亦會向餐廳提出同學意見。 

 

 

5.2 手機應用程式隱私風險  

本計劃採用會員制，用家需要填寫個人資料。我們亦需要儲存用家用餐資訊，

以推行獎勵計劃。這些儲存的資訊可能受到黑客攻擊，而導致資料洩漏。 

 

解決方案： 

在設計應用程式時，我們會充分諮詢有網絡安全背景的人士，確保應用程式沒

有安全漏洞才推出。在會員登記階段，我們只會收集用家登入名稱、密碼及電

郵，不會收集其他個人資料，以減低資料洩漏時的損失。此外，用家選購素食

餐後，會即時獲得農作物種子，我們不會儲存用家其他用餐資訊。即使黑客竊

取資訊，亦難以透過資訊得知用家用餐習慣。 

 

5.3 參與偏差 

由於試行計劃為我們與位於伍宜孫書院的咩樹咖啡店所合作推行，同書院的學

生傾向參與購買該餐廳的素食以及填寫調查問卷，並且本組為宜孫書院學生，

試行計劃及先導問卷皆受到參與偏差限制，所得出意見及評估亦不可以代表所

有中大同學表現。 

 

解決方案： 

此計劃視為後期程式開發的測試，正因為問卷調查在樣本數量收集方面受到限

制，應用程式可以彌補樣本限制利用數據庫擴大樣本數量，而第三階段的長期

計劃都會邀請更多餐廳、涵蓋不同書院學生的參與，使分析所得出的消費者行

為更加準確，為餐廳提供明確方向，廣大同學意見得以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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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合作餐廳營運成本考量 

本計劃鼓勵餐廳定期更換餐單，改良素食品質。由於現時大部分中大餐廳並非

以素食為主，如要設計富有營養價值及味道較佳的菜式，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研

發資源，大幅增加成本。 

 

解決方案： 

我們了解到中大現有的餐廳主要為集團式經營，而飲食公司大多擁有自身的研

發團隊，在推出產品前，會由專業團隊作測試，確保食物安全及計算營養價

值。而葷食和素食所使用的食材有不少重疊之處，合作餐廳可以善用現有的專

業團體和資源，無需額外投入大量資金研發素食餐單。 

 

5.5 中大餐廳態度消極 

由於改良及開發新餐單需要額外金錢和時間成本，某些餐廳可能不願改善，繼

續提供質素欠佳的素食，不但減低同學在中大食素的意欲，難以令他們培養素

食習慣，亦會影響本計劃的名聲和成效。  

 

解決方案： 

中大餐廳數量眾多，競爭激烈。若某餐廳的素食質素欠佳，而其他餐廳提供高

質素的素食，同學也會選擇光顧其他餐廳，該餐廳最終亦會被市場淘汰，或是

不獲續約。因此，當本計劃逐漸成熟時，餐廳自然有推動力去改進素食品質。

而在長期而言，我們亦會根據餐廳提供的素食品質去進行定期評估，並設立合

作門檻，若餐廳食物質素欠佳便不獲資格參與本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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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政預算 

  

  試行計劃  

HKD$ 

程式開發 

HKD$ 

程式營運 

HKD$ 

支出     
 

• 人力資源 - (80,000)
1
 - 

• 伺服器租用 

• 獎勵計劃食物 

- - (16,000)/ 年

(15,000)/ 年2  

• 宣傳  (60) - - 

• 樣本測試 (300) - - 

總支出 (360) (80,000) (31,000)/ 年 

收入 
   

• 校內/外資助計劃 - 40,000 20,000/ 年 

• 廣告收入 - - 24,000/ 年3 

總收入 - 40,000 48,000/ 年 

利潤 (360) (40,000) 17,000/ 年 

 

應用程式會放置於 CUHK Mobile App Store, 無須在手機應用程式商店上架，以

節省成本。每年預期利潤為 HKD17,000，預計第三年可收回初始的一次性程式

開發成本 HKD$40,360，達至收支平衡。 

  

 
1 本計劃預計招募志同道合的大學同學進行程式設計，另外聘請顧問，以減低坊間相對昂貴的

開發成本。 
2 假設 500 個會員，每年換領 3 次免費餐。我們會提供每餐$10 補貼予餐廳。 
3 本計劃程式廣告定價低於市價為 HKD1,000/ 月，預計兩間商戶投放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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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持續性  

 

在財政方面，計劃能否達到收支平衡將直接影響其可持續性。計劃將以應用程

式內的廣告收入及大學資助維持運作。由於計劃初期需要大量資金，後期所需

維持平台運作的支出則較穩定。大學資助及比賽獎金將支持我們開發程式，補

貼日常營運。當計劃受眾增加，自然可以吸引商家投放廣告，我們便可透過穩

定的資金支付維持平台的費用，並完善程式內的功能，鼓勵更多同學參與，形

成良性循環。 

 

在受眾方面，未來計劃規模可擴大至其他本地大學。現時中大有近二萬名學生，

對計劃初期而言，規模絕對不小。然而，我們明白素食的需求及社區可持續發

展並非中大獨有。我們展望在未來把計劃推廣到其他本地大學，形成更大的受

眾群，收集不同的樣本和意見，擴大社區影響力，提高可持續性。 

 

8 結語 

本組的計劃方案是以呼應中大素食訴求，探究問題根源，衡量風險與可行性，

致力推動校園素食。根據香港大學研究，如市民可減少三分二的肉類消耗，因

肉類消費的碳排放量將可大幅減少 67%，達致 2030 年減排目標。本計劃冀望以

中文大學為起點，改善素食環境，在健康與減碳環保方面響應大學對可持續發

展目標的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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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引資料 

 
香港大學：〈港大環境科學研究發現香港人嗜肉致成全球人均最高碳排放地之    

一〉，香港大學網頁，2018 年 5 月 3 日，www.hku.hk/press/press-

releases/detail/c_179，2021 年 12 月 18 日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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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頁一、同學現時對中大素食的評價  

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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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頁二、試行計劃 

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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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週試行計劃餐單 

 
 

 

素食週試行計劃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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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週試行計劃活動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