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濟醫療誌
慈濟醫療六院一家

日日上演著動人的溫馨故事

真善美志工與同仁用感恩心

見證慈濟醫療人文之美

◆ 嘉義縣十八鄉鎮市同步舉辦二十場次健康點燈活動，大

林慈院醫師、藥師與營養師全體動員，精心籌備了劇場

和講座，估計全嘉義縣至少有五千人共同響應，並將健

康觀念帶進生活中……

◆ �潭子國中發生學生集體食物中毒事件，緊急送至臺中慈院，醫療

團隊充分發揮了平日大量傷患演習累積的經驗，展現團隊默契……

◆	來自馬來西亞藥學系的學生來到花蓮慈院進行見習課程，實際認

識藥師的工作並隨同下鄉義診、擔任醫療志工，慈濟的醫療人文，

也點點滴滴的深入他們心中……

◆ 臺北慈院趙有誠院長在端午節前，和同仁帶著薏仁粉及吊飾粽前

來探望樂生療養院的老朋友們，並一起回顧了樂生與慈濟彼此的

因緣歷史……

◆ 關山慈院同仁和志工將醫療和關懷帶進病人家中，主動前往探望

行動不便的老人家，在端午節前將一串串的粽子送到獨居弱勢的

民眾手中……

◆ 端午節前夕，玉里慈院所有同仁動員初次體驗親自包粽，將愛心

包在一顆顆健康粽裡，送給貧病獨居的民眾以及慰勞守護民眾的

警消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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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
六月十六日

為健康點燈  全嘉總動員

想要擁有健康，就得從生活著手，

大林慈院與嘉義縣政府一同舉辦「為健

康點一盞心燈」的活動，全縣十八鄉鎮

市同步舉辦二十場次健康點燈活動，醫

師、藥師與營養師，到社區裡舉辦健康

講座，教導民眾如何守住健康，慈濟志

工也與大家分享「素食八分飽、兩分助

人好」的觀念，讓每個人身體健康同時，

心靈也能夠因為付出而擁有正面能量。

籌劃健康劇場  歡喜迎鄉親

十六日傍晚，斷斷續續的梅雨雨勢

暫告一段落，在嘉義縣各鄉鎮市健康點

燈活動會場，兩千六百多位慈濟志工總

動員，總計主導其中十個場次，並協助

七個場次的活動進行。除了由大林慈院

的醫師、護理同仁、藥師與營養師等進

行深入淺出的衛教講座之外，更準備了

「食在有健康」及「用藥安全」短劇，

讓民眾輕鬆吸收健康知識，同時提醒民

眾重視健康、愛護地球。

活動主場在民雄鄉民雄國中禮堂，

四百位志工早早到場布置、架設燈光、

彩排演出內容。晚間六點半以後，參與

民眾陸續抵達會場，志工們在門口列隊

高唱歡迎歌，遇到老人家或小朋友，還

貼心地攙扶著上樓梯，場面溫馨。

晚間七點十分，縣長張花冠、立委陳

明文與大林慈院簡守信院長及縣衛生局

局長鍾明昌等人入場，一起上臺點亮主

場心燈，宣布「為健康點一盞心燈」活

動正式開跑。這是嘉義縣首次同步舉辦

▌簡守信院長和嘉義縣縣長張花冠等人

雙手捧著點亮的心燈緩步走向臺前，並

一起點亮主燈，象徵二十場健康宣導活

動正式同步起跑。攝影╱楊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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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場次大型健康宣導活動，估計全嘉

義縣至少有五千人共同響應為嘉義縣民

健康祈福。

生活養成好習慣  健康促進免吃藥

嘉義縣長張花冠表示，過去的人吃不

飽，但現在的人則是吃得太飽，吃到三

高、慢性病一大堆。依據美國二○○七

年調查全球尿毒症排行，臺灣竟是全世

界洗腎冠軍，這和飲食與不當用藥習慣

有很大的關係，不論是顧健康或者是愛

地球，都必須建立正確的觀念與行為，

這與慈濟一直以來推廣「日食八分飽，

兩分助人好」的信念頗有異曲同工之

妙，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健康平安。

簡守信院長擔任民雄主場的健康講

座講師，維持他一貫幽默生動的演說方

式，透過影片與照片，提醒大家想要擁

有健康，就要先從生活著手。例如很多

人害怕罹患退化性關節炎，或是老人家

的骨質疏鬆問題，想要用吃鈣片來預

防，不如飲食均衡，再加上曬太陽與多

運動，一星期運動五次，每次三十分

鐘，能讓身體更健康。

簡院長表示，因為現在醫療環境嚴

苛，所以我們更應該走出去，要將關懷

送到村里，讓鄉親感受到健康與自己息

息相關，不要等到生病才要靠儀器、藥

物來治療，那都已是治標不治本，希望

大家有預防、健康促進的觀念。透過志

工的表演，以及醫師、藥師與營養師的

講座，才能以貼近民眾生活的方式，把

健康的觀念傳達給民眾，而同仁參與衛

教講座，也有助於提升專業團隊士氣。

民眾李小姐在簡院長講座時間，一直

全神貫注地聽講，還不時低頭做筆記。

她表示，簡院長講得很淺顯，而且都是

重點，例如要小心用藥，還有運動的重

要性，所以回去後只要有時間，一定會

儘量運動，注意均衡飲食。

蔬食養生愛地球  遠離災難得健康

大林慈濟醫院賴寧生副院長在朴子市

公所場分享「高血壓防治宣導」，為民

▌由志工帶來的「食在有健康」及「用藥安全」短劇，以生活化的場景作為題材，引領在座民眾一同仔細

觀賞。攝影╱楊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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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帶來健康的醫學知識。他表示，預防

慢性疾病最重要就是維持標準體重、注

意飲食少油鹽、戒菸酒檳榔、勤運動，

這樣才能減少慢性病、高血壓的併發

症。

賴副院長用短片告訴鄉親，先進國家

每週的家庭平均飲食費上萬元，比較非

洲每週的四十一元，真的是天差地別，

節省一點能讓自身更健康，又能助人，

何樂而不為？臺灣醫療資源豐富，比起

落後國家，更覺我們有福，證嚴上人說

「人身難得」，把握住能付出的分分秒

秒，才不枉此生。

站在臺下的嘉義縣衛生局科長林裕珍

看到民眾踴躍參與，開心得忘了多日的

辛苦。從臺北來的王瓊錦最近因身體不

適，深感困擾，她到住在朴子的姊姊家

作客，在衛生所任職的姊姊邀約她來參

加活動，聽到賴副院長分析讓她頓時解

惑，副院長所說內容跟自己身體的不適

有雷同，瓊錦做筆記，清楚了身上的警

訊，讓她非常感恩。

在講座之後，志工帶來趣味的用藥安

全及食在有健康短劇表演，將健康觀念

融入生活化的表演之中，讓民眾在潛移

默化間吸收更多的健康觀念。接著，大

小志工們更帶來活潑的「吃菜尚介讚」

帶動唱，帶著在場民眾一起唱唱跳跳，

「吃菜、吃菜、尚健康，吃菜呼你吃尬

百二。」讓人琅琅上口的歌詞，帶出吃

素的種種好處。

活動最後，慈濟委員們帶來「千手世

界」手語表演，祥和、莊嚴的表演觸動

人心。在活動結束前，慈濟人帶領與會

民眾一起祈禱，司儀也提醒大家，可以

將桌上的水撲滿、電撲滿與米撲滿帶回

家，存下更多的愛心，透過大家的齊心

與「願力」，祈求地球遠離災難，鄉親

百姓健康平安。（文╱黃小娟、張瑛芬、

劉于臻、劉麗美）

▌賴寧生副院長以家庭平均飲食費做例子，宣導維持正常體態和均衡飲食才能遠離慢性病。攝影╱劉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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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
六月一日

緊急大量傷患 考驗團隊默契

臺中慈院每年進行大量傷患演練，

歷年累積經驗在六月一日有了真實演

練的機會。當天潭子國中疑似午餐集

體食物中毒，學生於下午二時後，陸

續到院就醫，雖然不是正式的大量傷

患動員，但各單位把握機會實際操兵，

各自發揮功能，合力完成任務。

體驗真實境 應變多方面

短時間湧入大量傷病患，對任何一

個醫療機構來說，都是高難度的應變

考驗。潭子國中六月一日發生疑似集

體食物中毒事件，當天，感控師邱毓

慧、公傳室主任謝明錦先後接到衛生

局通報、媒體記者來電詢問。不久，

急診室也接獲緊急醫療網通報，首批

八名學生率先到院，檢傷人員立即通

報急診當班資深主治醫師，並將留觀 A
區淨空留給即將到院的病患。

這是臺中市今年入夏的首樁校園食

物中毒案，公傳室同仁第一時間報告

莊淑婷副院長。莊副院長與急診室聯

繫，確認不必啟動全院大量傷患措施，

但因為學生家長一定會蜂擁趕來關心，

因此指示各行政單位配合因應，相關

行政單位也把握實際情況，各自把平

時練習的流程應用出來。

社會服務室立刻派遣三位同仁到現

場準備傷患入院一覽表，在白板上記

錄檢傷入院學生情況與動態，讓第一

時間就趕來關心的家長與媒體能夠掌

▌急診室突然面臨大量傷患來院的情況，各單位

依照平日演習的動線行動，迅速、井然有序完成

病患處置。

▌同仁各司其職處理可能發生的後續事宜，現場

還有志工隨機待命推病床和膚慰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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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情況。人文室也緊急協調醫療志工

進入急診支援，穩定孩子與家長的心

情。感控師邱毓慧與器捐協調師賴惠

鈴協助採集檢體，急重症督導鄭榮峰

在現場協助急診醫療作業進行。大家

短時間內各就各位，展現訓練有素的

高效率。

分工求妥善 做中學進步

急診科醫師謝尚書受訪時指出，問

診發現，大多數同學都是在午休後陸

續出現腹痛、噁心與頭痛等大同小異

症狀，由於並沒有季節流感的症狀，

那麼多人在同一時間發生類似的情形，

不排除食物中毒的可能性，少數學生

有微燒現象，而抽血檢查報告顯示，

發炎指數、電解質均在正常範圍，給

予止吐與腸胃藥後，症狀明顯趨緩。

救護車後續又送來多批身體不適的

學生，國一鄭同學表示，豬肉與螞蟻

上樹有很濃的消毒水味道，在午休結

束後不久就開始肚子痛、噁心。後來

趕到的何姓家長則說，接到學校通知

趕來醫院，嚇得全身起雞皮疙瘩，幸

好治療後沒有太嚴重。一整天下來，

潭子國中分別由救護車、家長與老師

送來廿三位疑似食物中毒同學。晚間

七時卅分前，學生症狀緩解也都陸續

返家休養。

臺中市政府教育、衛生主管機構也

都有主管與承辦人員到院了解學生狀

況，對臺中慈院處理的速度與方式讚

揚有加。急診室護理長李玉茹說，緊

急醫療應變要點對「大量傷患」的定

義是指，單一事故、災害發生之傷病

患人數達十人以上，或預判可能發生

十人以上之傷病患緊急醫療救護，而

這是臺中慈院啟業以來，第一次真正

接獲大量傷患病患狀況，情況屬於急

診室可處置範圍，所以沒有啟動全院

醫護同仁支援。

李玉茹感恩急診團隊合作努力，處

置過程迅速且井然有序，病患都能立

即獲得良好處置。而莊副院長馬上啟

動社服、人文與醫事室等科室，由醫

療志工在床邊關懷膚慰，加上感控、

公傳、總務單位等各個單位的通力合

作，才能圓滿達成任務。但基於好還

要更好，團隊將進一步檢討相關動線

與工作空間，以期提供更優良的服務

品質，守護民眾健康。（文╱曾秀英 
攝影╱馬順德）

▌莊淑婷副院長也趕到急診室和志工一同關心因

疑似食物中毒不適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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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五月二十一日～六月十三日

醫療人文緣慈濟 

海外學子心感受

靦腆的笑容、青春的容顏，十五位

來自馬來西亞國際醫藥大學藥學系的學

生，從五月二十一日起在花蓮慈濟醫

院藥劑部進行為期三週的見習課程。從

二〇一〇年開始，花蓮慈院藥劑部與馬

來西亞國際醫藥大學藥學系開啟了教學

合作，每年都有多位來自馬來西亞國際

醫藥大學的藥學生自願申請來到花蓮慈

院見習，在見習的三個星期中，學生們

把握時間輪流在門診藥局、住院藥局以

及中醫藥局等單位學習。

走訪中西藥局 挑戰大成長快

「門診藥局的工作挑戰最大，必須在

時間內服務大量的病人，不過也是成長

最快的地方！」謝依汶同學表示，藥師

們平時在地下一樓埋首工作，很少在大

廳以外的地方看到他們，是默默奉獻的

一群，一般人也無法體會他們工作的壓

力，而且為了讓就診的病人盡快拿到藥

品，資深的藥師動作俐落且快速地依處

方箋配藥，一天要處理的藥單就超過上

千份，而且每份藥單出自藥師的手，都

要經過再三核對藥品與藥名，目的就是

希望達到零缺點，一點錯都出不得的壓

力可見一斑，也讓她印象最深刻。

「在中醫藥局學習配藥的經驗感覺很

新鮮、很有趣！」因為馬來西亞的醫院

很少有中醫藥局，所以這次有機會到中

藥局學習，讓馬玉萍同學相當珍惜。對

於中醫藥材相當陌生的玉萍表示，還記

得第一次接觸琳瑯滿目的中藥材時，看

著中藥師依照各藥材的顏色、形態、產

地、功效、生長特性等類別細心介紹，

讓她對於中藥藥學更加認識，是個相當

有趣的經驗。

「來到慈院感到很溫暖，很不像醫

院。」對第一次在醫院內見習的學生們

而言，藥局內的各種事物都感到相當

好奇，而身為慈青的潘玉瑩說，慈濟人

文說的再好，也不如親眼所見，多年來

學校與花蓮慈院密切互動打下的深厚關

係，每年都有多位學生自願爭取來院見

習的機會，尤其是聽過學長、學姊們大

力推薦花蓮慈院人文的醇厚、設備的先

進、環境的優美、空間的寬敞、志工的

親切以及工作氣氛的溫馨，看過的同學

都說「棒」！

▌馬來西亞藥學系學生因教學合作到花蓮慈院學

習專業，輪流在門診藥局、住院藥局以及中醫藥

局等單位學習專業，忙碌的中醫藥局，有了這群

年輕學子加入更添加了活力。攝影╱彭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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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行下鄉醫療  見證人本服務

除了在花蓮慈院累積藥師經驗，同學

們也用心體驗慈濟的醫療人文。十五位

學生除了每週輪流在門診藥局、中醫藥

局與住院藥局見習外，學生們也隨著資

深藥師的腳步，走入社區參與東區人醫

會與中醫巡迴義診活動，深刻了解醫療

志業體以人為本的服務精神，也讓有志

從事醫療的藥學系學生，心中有了更多

想法與激盪。

「來到花蓮，讓我感到濃濃的人情

味，而且阿公阿嬤都很熱情的打招呼

呢！」對於第一次參與義診活動的陳佩

芬來說，利用假日走入長濱社區義診、

衛教，發揮藥師的服務精神，讓她獲益

良多。佩芬表示，在慈院學習的不只是

醫療上所要具有的知識，也需要深入的

去瞭解慈濟的醫療人文，尤其是參與義

診活動後，人醫會的藥師在簡陋的設備

下，提供鄉親五「心」級的服務，也讓

她深刻體會到服務人群的表面上是付

出，但回饋到自身的，卻是心靈的富足。

在見習的過程中，孩子們主動積極與

有禮的態度讓臨床藥學科主任劉采艷相

當欣慰。劉采艷主任表示，這群孩子當

初是慕名「慈濟」而來的，因為喜歡慈

濟的環境，更喜歡證嚴上人，所以希望

利用見習機會，體驗上人所建立的溫馨

氛圍，而藥師們也在這群孩子的身上看

到自己的縮影，彼此教學相長，更加深

了對這份職業的使命感。

做志工省思生命  

發揮良能續傳承

三個星期的見習之後，接連三天，在

慈濟志工的帶領下，八位學生卸下藥師

白袍，換上醫療志工背心，不僅回到慈

▌在分享會上，這群海外的未來藥師將這三週的

所見所聞所感化作字字句句，更謝謝多日來學長

學姐的帶領。攝影╱潘玉瑩

▌跟著東區人醫會到偏鄉義診，親自體驗醫療

人文，也是馬來西亞藥學系學生的課程之一。

攝影╱潘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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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人的心靈故鄉「靜思精舍」進行尋根

之旅，也跟著志工的腳步實際走訪醫院

各個角落，感受不一樣的醫療人文。

「在醫院裡，對生命無常特別地感觸

尤深。」在急診服務的蘇家豪有感而發

的說。家豪記得在第一天剛到急診報到

時，看到一群焦急的家屬在急診室外等

待，眼神充滿焦慮，到處張望，後來才

從急診志工的口中得知，他們正在等待

急救的家人。過了沒多久，急救區的護

理人員請家豪拿一張「急救無效」的通

知單轉交給急診櫃臺，家豪說，當下看

到這張冷冰冰的通知單時，心裡相當複

雜，也他讓重新省思「生命」的意義。

而在骨科病房擔任醫療志工的周敏茹

表示，花蓮慈院的醫護同仁不僅僅只是

照顧病人的疾病，更重要的是關心病患

與家屬的心靈層面。在志工的帶領下，

敏茹關懷一位因車禍住院的大陸旅客，

透過親切的問候與溫暖的微笑，讓人在

異鄉就醫的病人感到安身與安心，也讓

敏茹決定將感動化為行動，發願回到學

校後要努力用功成為藥師，發揮良能幫

助更多貧苦的人。

三週的時間，見習生親自體驗了慈濟

愛與關懷的行動，並在異鄉留下了愛的

足跡。

深深被慈濟醫院所營造出的溫暖氛圍

吸引的潘玉瑩表示，這次的跨國交流讓

她留下深刻的印象，更學習到生命寶貴

的真諦，也希望將這樣難得的見習經驗

傳承回馬來西亞，與學弟學妹們一同分

享。（文╱彭薇勻）

臺北
六月十六日

端陽訪樂生  福田種心蓮

臺北慈濟醫院二十位醫護同仁，在趙

有誠院長的帶領下，六月十六日下午前

往樂生療養院拜訪痲瘋院友，感恩院友

當年對興建慈濟醫院的護持，並贈以薏

仁粉及吊飾粽，提前慶祝端午節。

想師啟發慧命恩  

念恩報恩盡己力

大雨滂沱中，林葉師姊親迎臺北慈

院的同仁，歡喜風雨見故人。雨中林葉

師姊瘦小的身軀、有神的雙眼、攣縮的

雙手是病痛的印記，她從十六歲就住進

樂生療養院，度過了半世紀，早已坦然

▌在端午節即將到來時，臺北慈院趙有誠院長帶

著同仁拜訪樂生療養院送上吊飾粽，並由林葉師

姊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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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過去生中自編的劇本，數十年來，

雖然不識字，但仍舊努力讀佛經，到現

在能走出國四處演講，以自身的生命歷

程啟發大家的善念。

眾人跟著林葉師姊的歌聲齊唱「想

師豆」，句句敲進心坎，而大家也比劃

唱著「大時代需明大是非、大劫難需養

大慈悲、大無明需要大智慧、大動亂需

要大懺悔」回報林葉師姊的歌聲。在此

同時，金義楨爺爺也致贈棲蓮精舍四十

周年時所出版的紀念冊《寒森歲月》，

希望藉此書把人類生命史頁中的漏失、

錯落的一頁，逐漸補寫出來。

在棲蓮精舍的佛堂裡，高齡九十三

歲的金義楨爺爺拖著病體與大家回首

話當年：「一九七八年，上人在這裡成

立了癱瘓病房，按月支助行動不方便及

眼睛失明的病友。數年後知道上人要蓋

醫院，因『福田一方邀天下善士，心蓮

萬蕊造慈濟世界』的呼籲，院友們一

起勤布施捐心蓮，將棺材本也捐出來。

『樂生』的大門是上人打開的，當年上

人毫無畏懼的靠近我們說話，很多委員

拉著上人衣襟提醒痲瘋病會傳染，上人

此時卻說：『我是佛教徒，相信因果，

若沒有種痲瘋病的因，就不會得痲瘋病

的果。』從此就很多慈濟人來，若不是

慈濟，要世人改變觀念很困難。」

智慧清淨心如蓮  

超越天堂的淨土

趙有誠院長提到一部介紹慈濟醫療

志業的十六分鐘影片，描述當年上人創

院的艱辛，片中也描述超越天堂的樂生

療養院，當年院友布施建院的片段，除

了幫助花蓮慈院的建設，更將善舉綿延

到臺北慈院的興建，趙院長說：「每個

人都可以做幫助別人的人，而樂生人這

股護持慈濟精神的力量，可以感動更多

的人，並從此讓地獄變天堂。」

伴著歌聲與歡笑聲，大雨仍持續落

下，大家走訪各院舍拜訪老人家們，人

人都非常歡喜醫師的到來，溫馨的關

懷，讓每個人都感受到樂生人如蓮清淨

的智慧與心靈。( 文╱汪育如 攝影╱羅

文春 )

▌高齡九十三歲的金義楨爺爺坐在輪椅上，回憶

昔日證嚴上人開啟了痲瘋病人的希望，也將他們

帶進了付出的行列。

▌在慈院同仁拜訪樂生後，金義楨爺爺於六月

二十六日往生，《寒森歲月》成為金爺爺最後送

給大家的禮物。從右自左分別為趙有誠院長、金

義楨爺爺、游憲章副院長及徐榮源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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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
六月十五日

愛心粽香團圓味  

再忙也要看看你

有句廣告臺詞這樣說：「再忙也要陪

你喝杯咖啡。」關山慈院潘永謙院長的

真實寫照卻是：「再忙也要來看看你。」

連續幾天下著滂沱大雨，仍澆不熄醫護

同仁去看望病人急切的心，六月十五日

上午九點，醫護行政同仁到府替行動不

便的老人家健康檢查，志工也一起帶著

一串串粽子和生活物資探望，就是希望

能在端午節之前，將粽子送達弱勢居民

手中，將愛傳遞出去。

送粽香也送關懷  

親訪老人細問候 

一早大家最先看望的是謝阿嬤，十多

年前因病癱臥在床，家無子女，全由丈

夫一人照料她的生活，即使生活困苦，

早晨就要下田耕種，阿公仍三不五時就

回來看看獨自一人在家的太太，照顧得

無微不至。兩夫妻同時也是慈濟的照顧

戶，看到慈濟醫院團隊前來探望，還有

一起來關心的關山獅子會工作人員，阿

公心裡滿是感激之情，因為長久以來慈

濟不僅提供醫療照護，也不忘關懷生活

上的困境，給予所需的協助。

緊接著進入海端鄉，要去探望已

八十四歲的山阿公，前些日子來看望

時，阿嬤還健在，沒想到相隔沒幾個

月，阿嬤已經去世了。不能說話的阿

公，因二度中風也癱臥在床，在這屋簷

內還有一位重度癱瘓的舅舅，也需要全

天照顧。院長親自為阿公檢視藥袋，並

提醒照顧者減少藥量以減輕患者的身

體負擔。

最後來到陳盈如阿嬤家，雖是住在

很好的房子內，卻是一人獨居。疑似患

▌關山慈院同仁和志工送上生活物資及一大串粽

子祝阿公端午節快樂。

▌護理師陳香伶為山阿公量血壓，阿公雖然不能

講話，但仍舊放心的配合醫護同仁的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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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老年失智症的她，曾找不到回家的去

路，以致不敢流連在外。阿嬤的小女

兒在關山生活，有時會送菜飯給母親。

看到我們來訪時，阿嬤開心地和我們分

享生活，雖然已告知我們是從哪裡來，

阿嬤卻一直記不住方位，也沒有什麼印

象。

當日居家關懷在將近十點半結束，

回到醫院潘院長片刻不停留的忙著幫

病人開刀，下午兩點準時進門診替病人

看診，面對緊湊的行程，從不喊辛苦。

此次居家關懷有志工同行前往，將熱騰

騰又應景的粽子送出去，由潘院長帶領

醫療團隊前進有需要的地方，不僅給予

醫療上的照顧，也兼顧了生活上的關懷

與協助，以實際行動嘉惠行動不便與家

境清寒的居民。（文╱余慧珊 攝影╱

林碧麗）

玉里
六月二十二日

用心即專業 愛心送偏遠

當大家開心團圓迎接端午節的到來

時，許多關懷戶與感恩戶因獨居、貧

病，而無法感受過節的氣氛，為了傳遞

醫院同仁的愛與關懷，玉里慈濟醫院

二十二日下午在醫院內舉辦了包養生

粽活動，大家用尊敬和感恩心入味，包

出了一顆顆的愛心粽，希望讓無人陪伴

過節的照顧戶與感恩戶，不僅能吃到大

家的愛心，更要吃得健康。此外為感恩

警消人員平日的辛勞，也特地將這些愛

心粽送到花蓮南區各消防分隊。

包粽初體驗 愛心入佐料 

 張玉麟院長說：「為了推廣健康飲

食，玉里慈院的素食愛心粽不僅有大家

▌在端午節前夕，醫護行政同仁一同親手特製食

材豐富的養生粽。攝影╱陳世淵

▌陳盈如阿嬤開心的握著潘院長的手，開心的和

大家分享生活，很謝謝這麼多人來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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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心，還特地加入紅糯米、雪蓮子、

米豆和燕麥等養生食材，讓鄉親們也能

吃到健康和美味兼具的端午粽，此外，

為了感恩警消人員平日辛勞，今年我們

除分送感恩戶外，也特地將這份健康和

他們分享。」

雖然大家都是救人專家，但說到包粽

子許多人可是頭一遭，雖然都是新手，

透過香積同仁的指導，從如何折粽葉開

始學起，接著放入燕麥米和餡料，最後

再將粽子綁在繩上，在大家的用心之

下，每個人都很快就上手，就連鮮少烹

飪的男同仁們，包起粽子來都頗有大將

之風，這就是「用心即專業」的最佳寫

照。原本預計四小時的活動，只花了兩

個小時，就完成了超過三百顆粽子。 
為了讓鄉親們都能收到熱騰騰的粽

子，同仁們也特地規劃了南、北兩條路

線，深入偏遠部落送上關懷，讓貧病鄉

親們也能開心過端午。一顆小小的端午

愛心粽，或許並沒有太高的經濟價值，

然而因為它所泛起陣陣「愛的漣漪」，

已在所有人的心中擴散出去。（文╱陳

世淵）

▌唐昌澤主任 ( 右二 ) 與余桂花師姊 ( 左一 ) 一

起將熱騰騰的粽子送到瑞穗地區的感恩戶手中。

攝影╱謝文彬

▌親自動手包粽，玉里慈院的同仁們開心的秀出

自己的手藝成果。右起手術室主任董民基醫師、

張秀琴副護理長、潘璿晴副護理長與林靜雯感控

護理師。攝影╱陳世淵

▌為感恩警消人員日夜守護民眾的安全，玉里慈

院同仁們走訪花蓮南區消防隊送上粽子，圖為玉

溪消防分隊高子翔分隊長代表接受。攝影╱謝文

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