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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

��上山

都會人們周休二日最想做的，就是逃離現境，往好山好水

的地方去，放鬆心情、解脫壓力吧，腦裡閃過的景點有花東

地區、綠島、蘭嶼、和一些山地風景區。然而，若從醫療普

遍化的角度觀看，這些好地方的人可是不得不向都會裡去，

才能照顧到身體的健康；幸好有了健保局推動的IDS計劃。

位於嘉義縣曾文水庫旁的大埔鄉，便是名符其實的有山、

有水，風景優美；可是過去大埔鄉民要看個病，不比都會方

便，必須從山上下來，進市區，看診完後，再回到山上。現

在，大林慈濟醫院上山，來為鄉民服務，鄉民不必下山，就

能長保健康了。

文／程玟娟  圖／程玟娟、大林慈濟醫院公傳室

大埔鄉與慈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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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也可以看病喔！」八十歲的葉

振安老先生，對嘉義大林慈濟醫院首度

在大埔醫療站提供視訊會診服務，感到

既新奇又讚嘆。一進診間就好奇地盯著

電視機看，直說長這麼大，頭一遭看到

這種事。而聽到駐診醫師林繁幸說，以

後每個月都可以這樣看診，葉老先生開

心地笑呵呵，感恩地說「慈濟病院對阮

真照顧」。

五十八歲的陳林鳳為曾做過心導管手

術，平時要固定下山到嘉義市回診，最

近又出現胸悶、氣喘等症狀，原本也打

算下山看診，剛好得知大林慈院提供視

訊會診服務，便過來看看。看過病後，

陳林鳳為說，透過視訊看診和一般看診

沒差別，而且醫師問診很親切、詳細，

能用十分鐘免除她原本要來回五個多小

時的奔波，實在是大埔人的一大福音。

繼二○○二年九月中旬於大埔成立

醫療站，醫師二十四小時守護鄉民健康

後，二○○五年六月七日，大林慈濟醫

院更進一步啟動視訊會診。啟用第一天

由心臟內科的大林慈院院長林俊龍透過

視訊，和常駐大埔的醫師林繁幸合力為

二○○五年六月七日，大林慈院首度對大埔醫療站展開視訊會診。圖為林俊龍院長透過視訊，與駐診的

林繁幸醫師及患者進行會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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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位大埔鄉民看診。七月份起，每月四

次，由大林慈院心臟內科、腸胃科、胸

腔內科及新陳代謝科等專科醫師，輪流

透過視訊為鄉民看診，鄉民和醫師都不

用大老遠上山、下山，就能滿足看診需

求了。

針灸一年半，脫下鐵衣一身輕

嘉義縣的大埔鄉，中央健保局比照

山區離島將其列入IDS醫療效益提昇計

畫，於二○○二年七月由大林慈濟醫院

承作，九月十五日正式開始運作，每週

一至週五，皆由一位專任醫師及二位護

士二十四小時駐診，提供一般急性醫療

照護。週六及周日由大林慈濟醫院醫師

輪值上山待診。每週四上午提供心臟專

科醫療服務，且每月第一週週二上午提

供小兒專科醫療服務。除了固定的看診

外，還與大埔衛生所合作，執行相關醫

療保健業務，如兒童預防保健、抹片檢

查、至各定點注射流感疫苗、國小新生

學童健檢等。而二○○三年九月份，恰

好健保局開辦了無中醫鄉巡迴醫療試辦

計劃，大林慈院便立即提報申辦，為鄉

民開設了中醫科門診。

今年五十四歲，穿鐵衣已十

餘年的吳淑惠，只要一說起葉明

憲中醫師，無不豎起大姆指。因

為自從設了中醫科門診後，她幾

乎每周報到，在她自己的認真配

合及葉明憲醫師的針灸及藥物治

療下，現在的她已是「無鐵衣一

身輕」。淑惠的先生形容葉醫師

是：「大埔人的救星！」因為葉

醫師，他的太太才可以脫離鐵衣

的枷鎖;因為葉醫師，他的太太才

可以不必每年買一件鐵衣，而且

現在淑惠站著煮菜煮一小時都沒

問題！

以前的淑惠，雖然穿著鐵衣，

但仍然感到全身無力，洗菜、炒

菜都要坐在高腳椅上。挨過了十

餘年這樣的日子，本以為人生只

能是這樣子過了，想不到自從葉
葉明憲醫師精湛的扎針技術，讓在外地生活的腦性麻痺患者陳

吟淑，也回到大埔鄉接受針灸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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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來了之後，竟然帶給她重生的機

會。「剛開始會怕」，可是一扎完針，

整個人彷彿覺得輕鬆了許多，「但是有

效果」，所以就提醒自己不能間斷。也

由於淑惠的「活廣告」，全村的人都知

道大埔醫療站有位神奇的、醫術高明的

中醫師。

一直都在台南接受治療，今年三十

出頭，患有腦性麻痺的陳吟淑，也在媽

媽陳林鳳為的建議下，從外地回到家鄉

來看中醫。雖然吟淑第一次針灸後不敢

再來，但「我知道針灸很好」，所以吟

淑還是鼓起勇氣接受。吟淑的媽媽面帶

笑容的表示，一個半月來，她的舌苔少

了，腸胃也有進步了，而且腳力也變好

了。

「醫生看病真功夫，護士嘛真好」

由於大埔鄉是個農業鄉，鄉民以種

植麻竹筍、破布子、百香果和木瓜等農

特產為主。長年駐診大埔的林繁幸醫師

表示，留在鄉裡的以老人居多，大多是

老人疾病，而鄉民因為

普遍操勞過度，所以多

少都有關節、肌肉酸痛

以及慢性病。在經過一

年的觀察評估後，大林

慈院便為鄉民開設了中

醫科，讓鄉民可以有活

絡筋骨、疏通氣血的機

會。穿鐵衣十餘年的淑

惠感嘆的表示，自己就

是年輕時晒筍「做過頭(台語，操勞過

度)」，把身體累壞了。

「功夫真正不錯。」「中醫科的病床

要多幾頂啦！」「要請葉醫師一周來兩

次，這樣療效會更快更好。」剛開始葉

醫師因為要趕回去看夜診，所以只有半

天的門診時間在大埔，鄉民紛紛打電話

到醫院爭取全天看診，院方在評估後，

也做了很善意的回應，讓大埔鄉民得償

所願。淑惠的先生表示：「拜託，不要

把他換走。」為了要留住葉醫師的心，

淑惠的先生還想了一個妙點子：如果葉

醫師能成為大埔人的女婿，那就不怕他

會離開大埔醫療站了。從這一點，可以

想見鄉民對葉醫師有多仰賴。

不只是葉醫師，淑惠的先生也表示，

常年駐診的林繁幸醫師人也很不錯，每

當半夜有人按鈴或打電話吵醒他，林醫

師還是和善如常，以病患為優先。當然

囉，護理人員的和譪可親，更是沒話

說。林余淑卿表示：有一次採筍回來已

是晚上九點多了，發現孩子發高燒，

何謂IDS?
　為強化山地暨離島地區醫療資源，提升偏遠地區居住

人口的健康照護，中央健康保險局於民國八十五年起施

行IDS計畫(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整合醫療效益

提昇計畫)，主要是對醫療資源極度缺乏的三十個山地

鄉、十八個離島鄉以及九個偏遠地區鄉鎮，結合當地醫

療資源，再輔以支援醫院，由各院所共同照護偏遠地區

民眾，盡可能提昇弱勢地區醫療照護的質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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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電話給診所請他們別關門，到達診所

時都快十一點了，但是醫護人員還是等

著我們。難怪林余淑卿的婆婆也是這麼

稱讚駐診的醫護人員：「醫生看病真

功夫，護士嘛真好，吤古意(台語，純

真)。」而住在阿里山鄉茶山村的薛湘縈

女士也表示，除了大埔醫療站離她的家

比較近(約四十分鐘車程)以外，「最主

要的是這裡的護士或醫師都很親切，所

以就一直在這裡看病」。

不只是他們如此說，在大林慈院所做

的問卷調查中，二○○二年計畫總滿意

度為百分之八十四點九，二○○三年計

畫總滿意度為百分之九十四點七，從數

字中顯示鄉民對慈濟大埔醫療站之服務

滿意度。護理人員會針對不識字的老年

病患在服用劑量方面，以圖示法並加上

口述，讓他們更清楚自己何時該服用藥

物及劑量。

由於醫療站位於鄉下地區，人數較

少，而護理人員對於來過的病患都能清

楚記住，也很主動打招呼及全程陪伴民

眾就診，顯示護理人員與民眾彼此互動

極佳。

不只來看病，還會來話家常

每周四都會到醫療站做志工的陳勵譁

表示，佩瑤與淑蘭二位護士人都很好，

這裡的每一位阿公、阿嬤她們都熟。鄉

代陳彩秀也表示，她們會利用下班時間

到阿公、阿嬤家關懷，與鄉民互動好。

今天四月，院方將她二人調回慈院，阿

長年駐診在大

埔醫療站的林

繁幸醫師有隨

手做筆記的習

慣，筆記裡除

了有病人的病

史摘要，還有

他關心時事的

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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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阿嬤們都很捨不得。五月十二日，

當林佩瑤再度來到大埔醫療站值班時，

七十二歲的楊東興阿公，一見到佩瑤，

便指著她說，妳這個「不孝孫，要走也

沒和阿公說一聲」‥‥‥。對於這種另

類又自家人的招呼方式，佩瑤表示：老

人家往往少一個人聊天，他們來這裡不

只單純來看病，還會來話家常。

在這個被群山圍繞，戶籍人口數有

三千八百多人，但實際人口只有二千人

左右的鄉鎮，實在無法吸引醫師來此開

業，雖然對大埔鄉民而言，目前還無

法每天在大埔醫療站掛到想要掛的科

別，但是鄉長陳金永表示，以前鄉民普

遍「有病不重視，不知病情嚴重性」，

現在這種狀況改善多了，很感恩慈濟願

意來大埔駐站，鄉民受惠良多。鄉民林

葉不表示：以前都要撐到非常難過才會

出門去看病，現在不用了，有點不舒服

就可來找醫師了。翁靜慧女士表示，特

別是對沒有子女在身旁的老人家更有幫

助，有了大埔醫療站，老人家人都可以

自行來看病了。而衛生所藥師兼主任劉

惠淑表示：藉由衛生所的家訪以及醫療

站的就近照護，讓本地慢性病患者可以

定時吃藥，穩定病情，這是最大的收

人稱「翁媽」的志工陳勵譁與鄉民互動良好。圖為她到「脫下鐵衣一身輕」的吳淑惠家拜訪，兩人相談甚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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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村是大埔鄉

行 政 區 域 所 在

地，而隔著曾文

水庫與大埔村相

望的永樂村，目

前仍有二十戶左

右的村民，他們

每天只能藉由四

班船，前往大埔

村上學、辦事與

就醫，再不然還

是得開車繞著山

路，走上四十來

分鐘，才能抵達

大埔行政區。圖

為學生放學，搭

船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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穫。

美麗山村因有醫療守護而更加美麗

院長林俊龍談及，對於大埔鄉IDS計

劃，院方不以業績為考量，只希望能滿

足山上居民一般門診的需求。六月七日

起的視訊會診服務，就是為了更加解決

患者與醫師雙方之間舟車勞頓、耗時、

耗成本的損失。

目前大林慈院在大埔醫療站二年多

來的服務，每月至少提供五十七個診次

之專科診療，在整體醫療貢獻上，由二

十四小時之醫療服務與提供多科專科醫

療，並加強慢性病追蹤治療、預防保健

服務及施行居家照護，可增加整體醫療

完整性與可近性，以提高民眾就醫滿意

度，並達成降低境外就醫比率及住院比

率。

而有鑑於大埔鄉地區老人人口比率百

分之十六點九九，遠高於台灣地區的百

分之九，相對地增加了慢性病醫療及長

期照護的需求。二○○四年八月起，大

周六、日會有不同科的醫師前來待診，駐診護士林佩瑤與蔡淑蘭總會事先了解是那位醫師會來，細心的

查閱患者資料，並約好有需要看病的患者，前來接受專科醫師的診療。圖為林佩瑤將自己擺設中藥粉的

經驗分享給輪值的許祝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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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慈院推出「嘉義縣大埔鄉醫療家戶

健康管理計畫」，針對有疾病個案的

家庭，提供家庭醫師模式的健康管理

服務，一方面讓醫療看診不間斷，一

方面又能預防保健，用整體的力量為

大埔鄉老人家的健康盡一份心。

而對於大埔未來的醫療服務方

向，大林慈院也設有一定的期許，將朝

加強慢性病照護、持續推廣預防保健、

提供更完善的專科醫療照護，與社區相

結合達到居家服務照護的目標。

從當初鄉民極力爭取

也沒醫師要來的偏遠鄉

鎮，到現在有駐診醫師

及專科醫師透過視訊會

診，掌握病情後，大埔

鄉民再也不必為了普通

的病痛就得跋山涉水，

來回四、五個小時求

醫，再也不必因為路途

遙遠而致使小病延誤成

大病，而這個環繞曾文

水庫的美麗山村，因為

大埔醫療站的守護，而

越來越有人間仙境的意

境了。

堅實的外觀加上醫師常年駐

診，屹立在大埔鄉的大埔醫療

站，真正發揮了守護鄉民的良

能。

地理環境及交通概況
　大埔鄉位於嘉義縣東南較偏遠的山區，鄰

近中埔鄉、番路鄉、與台南縣楠西鄉、南化

鄉、高雄縣等相通，總面積一百七十三平方

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