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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

唐朝詩人張九齡，曾居高官，他有

一首詩描述退休之後的生活：「歸去

田園老，倘來軒冕輕。江間稻正熟，

林裏桂初榮。」其實跟現在全球高齡

化衝擊下，銀髮族的健康促進有異曲

同工之妙。

臺灣超過六十五歲人口已經超過百

分之十二，「高齡化社會」已經是不

爭的事實。行政院主計處二○一五年

十月公布臺灣推估二○一八年六十五

歲人口達到百分之十四的「高齡社

會」，並於二○二五年達到百分之廿

的「超高齡社會」。這短短七年，對

政府、社會或家庭該如何因應這樣結

構性的改變，都是極大的挑戰。

如果六十五到七十四歲定義為「年

輕老人」、七十五到八十四歲「老老

人」及八十五歲以上為「最高齡老

人」，醫療機構更需要用更溫暖的心

意與方法，協助長輩開發「年輕老人」

人力資源，讓「老老人」生活自理，

使「最高齡老人」減少醫療與照顧資

源的耗用。

臺中慈濟醫院從二○一○年起，

就開始推動「活躍老化」，提升整體

健康照護品質，真正做到「整合一條

龍」。五年來，臺中市衛生局也透過

計畫，輔導臺中慈院與潭子衛生所共

同合作認養社區關懷據點，結合福利

與衛生政策，將社會局的社區關懷據

點轉身一變，從最初二個據點一直成

長擴及太平及北屯，到現在有十二個

據點，同時推動健康促進，讓努力打

理自己生活得更好的長輩們，展現毅

力勇氣與認真當下的特質。

十二月十八日那天，在高齡友善成

果發表會上，江俊廷與林英超二位主

任級的醫師，也放下手術刀與聽診器，

把自己藏進紅龍與綠鹿的道具服中，

賣力演出，逗得長輩們樂不可支。而

臺中慈濟護理之家與臺中市仁愛之家

的住民上臺表演，長輩們臉上洋溢歡

笑，這是醫護與照護團隊努力多時的

成果。

很多人以為一入住護理之家就是住

很久甚至於到永遠的意思，可是我們

的努力不只在照顧長輩，在臺中慈濟

護理之家，大約百分之三十五的住民

健康狀況穩定之後，還可以回到家裡

去享受天倫，不要因為老病而阻隔家

庭的團聚，這才是我們努力的重點。

像臺中慈濟護理之家的越南籍照服

員與長輩阿公的互動，照服員如孫輩

的貼心，阿公也關心照服員在越南的

溫暖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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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彼此真誠互動，讓機構沒有低

氣壓，更不會有「看不到未來」的感

覺。我們透過網路科技，讓阿公、阿

嬤就算人在輕安居也可以跟家人視訊

互動，能夠跟家人打招呼，我相信住

民長輩的心情絕對不一樣，這對整體

的病情、健康狀況，以及照護層面都

可以提升。

另外，透過機構同仁引進資源，讓

附近的小學生在老師與家長的陪伴下，

也來到護理之家表演，關懷爺爺奶奶，

帶動機構盎然的生命力，再加上住民

呼應著親情召喚，康復返家照顧的比

例很高。

護理之家做的是老人家的關懷，社

區據點推動的是在地健康老化，無論

社區還是機構中的長輩都能積極健康

促進，才能讓他們的子女無後顧之憂，

真正受益的是下一代正在衝刺事業的

中年人。

更積極地看，四、五年級這一代的

中壯年人，更需要加入健康促進，如

果懂得跟長輩學習，提早努力實踐健

康促進，從生活習慣開始，包括：低油、

低鹽與低糖，還有正信信仰、戶外運

動等，飲食、心理及運動等正向因子

愈多，健康促進愈多，醫療耗用愈低；

或藉著修正飲食不當所造成的肥胖，

戒掉抽菸、喝酒與熬夜等不良習慣，

照顧好自己，不但不會造成再下一個

世代的負擔，更能行有餘力孝養父母。

這個從長輩照顧到影響中壯年健康促

進的正循環，就是醫療溫暖的所在！

十二月中，我聽聞一位四十多歲的

女士約一年前感染皮膚病，發癢抓到

皮膚都變黑，甚至癢得睡不著，加上

視力不佳，每周還要洗腎三次，同住

的小兒子，正就讀國中的年紀，但卻

有小耳症、唇顎裂及先天性心臟病等

疾患，但他很孝順，平日都是由這個

小兒子照顧母親生活起居。師兄師姊

不但前往關懷，還幫忙募藥止癢。我

就邀請人文室和社服室同仁同行往診。

其實皮膚病已經痊癒，沒有傳染疑慮，

只要在腳部或背部皮膚較乾燥的地方

擦藥後再擦保濕乳液，病情就會控制

得更好。至於小兒子，就建議他到臺

中慈院進行整體評估裝人工電子耳的

可行性。

隔了二天慈濟人陪伴這對母子來到

臺中慈院看診。這位女士看到自己的

小兒子受到醫療團隊的照顧，非常高

興但也感慨萬千，因為她生病是兒子

在照顧，但兒子生病，她卻完全沒有

餘力照顧或帶兒子就醫。現在，有這

麼多慈濟人與慈院醫護團隊幫忙兒子，

她心底的壓力與怪罪自己的無奈，真

的減輕了不少。

醫療的溫度就隱身在這點點滴滴的

細節裡，自然流露就能溫熱一顆顆寒

冷結凍的心。醫療團隊能設身處地為

病人與家屬著想，不管是西藥中藥還

是心藥，只要能同理對症下藥，就是

最好的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