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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濟醫療誌
慈濟醫療六院一家

日日上演著無數動人的溫馨故事

真善美志工與同仁用感恩心

見證慈濟醫療人文之美

◆ 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五，又到了關山慈院社區居家關懷的日子

了。除了關山鎮，同仁再走遠一點，到池上鄉；幫社區居民裝

配電腦、還解決用水問題，這樣的舉動也感染了鎮民願意無私

付出。才隔兩天的星期日，東區人醫會再度來到長濱義診，除

了關山慈院醫護同仁，花蓮、玉里慈院的同仁也共襄盛舉，更

難得的，也有外院的醫師放棄假日來服務鄉民‥‥‥

◆ 慈濟醫院台中分院的啟業進入倒數計時階段，志工們在籌備期

間把醫院當成家一樣的在打理，讓許院長每每目睹都滿心感

恩，決定帶著醫護同仁也找機會打造自己的家園。十一月二十

九日這一天，時機終於成熟了‥‥‥

◆ 十二月十四日一早，在大林慈院的大講堂外，同仁陸續聚集，

神情雀躍地交談著、等待著，原來是為了提升醫療品質的醫品

圈活動，要在今天進行發表‥‥‥

◆ 十一月二十日在花蓮慈院，一場記者會正在展開。巴金森研究

與治療中心在林院長的帶領下，呼籲巴金森氏症的腦深部刺激

術晶片移植手術應該納入健保給付，本身也是患者的音樂大師

更親臨會場獻聲，為巴金森氏症患者及家庭加油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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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
慈善醫療協力 贈電腦架水塔

十一月二十四日

又到了社區居家關懷的日子了。

雖然社區關懷集合出發的時間是早上

八點，但是今天和我們一起出門的師兄

們，早早就守在約定地點等我們，可見

師兄比我們更快樂；同仁們陸續來到，

有公衛護士美琪、校芬、司機景強、資

訊人員義格，一行人都到齊後，通知潘

永謙院長，就準時往目的地出發！

一行人浩浩蕩蕩地先來到池上鄉新

興村阿成的家；三十六歲的阿成，幾年

前因為工作導致他必須終身坐輪椅，無

法再成為家裡的主要經濟來源，他家中

有四位學齡兒童，家裡的情形也不是很

好，所幸基金會將其收為照顧戶；因家

中有學齡兒童，在課業上常常會利用到

電腦，所以潘院長與師兄師姊聯繫，決

定送一台電腦給阿成一家人。因為阿成

有到技訓所接受電腦資訊訓練，有了電

腦後，可以接電腦資料繕打的案子，對

於經濟上不無小補，也因此成就了這次

的因緣。車子一來到阿成家，就看到他

坐在庭院做日光浴，接著他太太也出來

招呼我們，院長及師兄們先是與兩人話

家常，聊聊近況；同時間，醫院資訊同

仁義格也開始迅速動手安裝電腦，大家

聊完，義格也差不多安裝完了，院長檢

視了一下，看沒問題，請阿成試著操

作；嗯！一切ok！院長再次鼓勵阿成要

好好利用電腦，便朝著第二個目的地出

發。

第二個目的地是關山鎮新福里元伯

伯家，他因為中風臥床，由太太陪伴照

顧，此次的居家關懷要來幫伯伯搭建水

塔；先前的訪視我們已為兩位老人家

搭建過廚房與浴室屋頂，但因為抽地下

水，怕馬達常常加壓，萬一燒壞，可能

會發生意外，於是評估於今天一起來幫

伯伯搭水塔。到了伯伯家，他在房間睡

覺，而水電行的工人尚未到達，大夥兒

好奇地在伯伯家東看看、西看看，老人

大家協助把水塔送上屋頂。潘院長十項全能，不

只會膚慰病患，還英勇上陽台搭水塔。



人醫心傳
二千零六年  十二月

第79頁

家的女兒正好從海端回來探望雙親，我

們就和婆婆和女兒來聊天。婆婆是阿美

族人，年紀也很大，所以不太會說國

語，只會說阿美族語；當婆婆拿椅子出

來請我們坐時，婆婆說了一句不標準的

國語：這邊坐嘛！大家還會意不過來，

婆婆隨即哈哈大笑，並說了一句阿美

語，話一說完，伯伯的女兒及同樣是阿

美族人的公衛護士美琪也跟著笑了，詢

問之下，才知婆婆因為國語不好，只會

說這邊坐，但又不標準，話一出口自己

就先笑了出來。

在歡樂的氣氛中，水電行的工人也到

了，我們開始動工，院長也來幫忙抬水

塔，大膽的爬上屋頂，看到院長認真付

出的模樣，水電工們也加緊動作，完全

不敢怠慢。看水塔的進度差不多完成，

院長也從屋頂下來到車上去拿出棉被要

送給伯伯，但由於伯伯不方便，所以由

婆婆代為接領。離去時看到婆婆充滿感

激地目送我們離去，雖然身為文字志工

的我並沒有幫上什麼忙，但自己卻也感

受到了助人為快樂之本的快樂。

因為幫助元伯伯，我們的居家關懷工

作，也意外地增加了關山民眾投入，瓦

斯行老闆蔡文彬大德免費幫忙裝設熱水

器，另加一桶瓦斯，而水電行老闆張源

秀大德只收水塔成本費用，其餘管線費

用、工人費用都是免費贊助，蔡老闆說

當天裝設完瓦斯與熱水器後，店裡馬上

賣出兩台熱水器，所以蔡老闆是最快樂

的行善家。居加關懷活動有了生力軍的

加入，相信不只力量更大，更能啟發更

多人的愛心。

潘院長送上棉被，讓社區老人家溫暖過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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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秒不空過，步步踏實做」，唯有

把握時間，才能有機會「共耕福田」。

(文／余淑琳　攝影／楊景強)

長濱護老行

十一月二十六日

秋日早晨陽光灑在前往長濱義診路

上，沿路的向日葵花海引領著東區人醫

會來到老人會館，這回的義診是第三次

舉辦，不同以往的是，義診項目除了平

常的內科、骨科、眼科外，還增設有皮

膚科、復健科、中醫科，長濱鄉人口以

阿美族居多，且多是老人家，年輕人都

往市區發展工作，位於東海岸線上，距

離市區要一個多小時，就算到花蓮也要

兩個多小時，就醫只能仰賴衛生所、一

般小診所，人醫會利用假日來長濱鄉義

診，對民眾來說是一大福音，而本地區

周秀有師姊也一一招呼民眾及醫護同

仁，善盡地主之誼。

他院醫師 發心付出

看診科別裡中醫科的鄭裕仁醫師是第

二次參與義診，他非常地發心，雖是屬

外院的醫師，但他同等地付出時間來服

務回饋民眾。

許多老人因大多是務農、務工，常聽

他們說有筋骨酸痛的毛病，這時復健科

醫師正派上用場，一一來衛教民眾，指

導老人家適當自我復健，讓酸痛減少一

些，也提醒他們姿勢要正確，勿過度彎

曲、勞累；另外入秋冬季節，老人家會

有皮膚乾癢問題，醫師建議勿洗太熱的

水，可擦乳液保護皮膚，避免乾燥。

竹筒歲月　募愛募心

近中午時分，有兩位師兄一唱一和，

一位唱起「竹筒歲月」、另一位則是

提著竹筒向大家募愛又募心，響應慈

濟四十年的初發心，一邊唱歌一邊打拍

子，活動中充滿著歡喜，大家付出生命

的良能，紛紛從皮包中掏出一點點心

意，祝福苦難中的人也能脫離病痛，讓

愛傳出去。潘院長與護理同仁為老人家健康把脈。

志工師兄協助民眾量身高及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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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診後深入社區關懷

到了午後的時光，即將前往居家往

診，有位邱清豐師兄在與朋友閒聊時，

問及長濱附近是否有獨居長者或需要關

懷的人，正好有兩位兄弟就住在海邊一

間毫不起眼的小屋，天邊的陽光始終照

不進屋子的裡頭，令人為之心酸，隨去

的丘昭蓉醫師給予問診、護士一旁量血

壓，在旁的師兄、師姊擔心他們住在靠

海的屋子，颱風來襲時，該怎麼辦？兄

弟倆雖無奈但很感恩慈濟人的關心，周

秀有師姊也會再行拜訪，我們也給予他

們祝福。

另外再前去訪視一位九十多歲的阿

嬤，仍有一位兒子陪同居住，一進屋

子，異味直逼而來，門窗很少開啟，老

母親身患心臟病多年，有定時服藥，丘

醫師懇切地叮嚀兒子要多注意母親的身

子，這位老人家有些重聽，但頭腦仍是

清楚的，一旁師姊問候之餘看到老人家

柱著一支拐杖，實為不妥，決定改日發

放時，幫老人家換四腳拐杖，行走較安

全。透過隔壁鄰居的告知，得知還有兩

位需關懷的個案，我們也前往關懷。

時 間 近 尾 聲 ， 掛 號 人 數 計 有

一百三十六位，雖沒有以往的多，但能

服務這百來位的居民真的要感恩許許多

多義診團隊的合心、和氣、互愛、協

力。(文、攝影／劉怡君)

往診時師兄、師姊關懷感恩戶，關山丘昭蓉醫師(左)問診、護士協助量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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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
歡喜建院齊參與

十一月二十九日

幾個月前，花蓮慈院副院長許文林，

曾經在台中慈院籌備會議中告訴台中慈

院同仁，「每次回台中慈院看到許多志

工菩薩在園區鋪設連鎖磚，心中總是十

分感恩，台中慈院是我們的家，大家應

該找機會回去幫忙建造自己的家園。」

清晨早起 專注鋪磚

時機終於成熟了。一早，七點未到，

許文林副院長與六十幾位台中慈院同

仁，大夥聚集在一樓大廳內，已有多次

鋪磚經驗的許副院長，體貼大家在搬磚

後可能會出現痠痛的症狀，特地帶著大

家一起做暖身操，經過一陣甩手動腳的

熱身，平日不習慣早起的同仁，看起來

顯然是舒活了筋骨。

在蔡素蓮師姊的整隊下，大家兩兩成

隊，精神抖擻的出發囉!負責院區工程

之一的楊明達師兄引領大家來到台中慈

院大門口，當大夥兒開始戴上手套，磨

拳擦掌，準備動工時，有一位師兄拿著

一根大大的耙子正加緊腳步整地，站在

一旁的粘本源師兄表示，鋪磚之前一定

要將土地整平夯實，這樣連鎖磚才不容

易因外力而破碎。

「我在花蓮受訓時就已經期待能回

來鋪連鎖磚了。」放射科何子龍醫師露

出喜悅的神情。「打理家事，當然得由

家人自己動手囉！」一位同仁手握連

鎖磚，有點喘氣的說。「做中學，做中

在許文林院長的把握機緣下，台中慈院同仁親手打造新家，鋪出園區最後一段連鎖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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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對於許多台中慈院同仁來說，這可

是生命中第一次嘗試到鋪磚的經驗，喜

好籃球運動的內科部主任賴啟賢表示：

打籃球是在享受勝利的感覺；鋪連鎖磚

能體驗團體合作之美。場中，一位師兄

神情專注的鋪著磚塊，看起來似乎有點

眼熟，聽到旁人的稱呼，才警覺，原來

這位認真鋪磚的師兄是神經外科醫師─

─陳子勇。今天是陳醫師第一次來到台

中慈院與大家見面，沒想到，早上還西

裝筆挺地穿梭在大廳，一晃眼，就換上

灰天白雲跟著大家一起鋪磚頭。　

邊搬磚邊練唱　志工指導傳經驗

拭去臉上的汗水，放下磚，抬起頭，

護理部主任莊淑婷認真地接過一塊又一

塊的連鎖磚。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

莊主任出了妙招，「我們一邊搬磚一邊

練歌吧！」就這樣「竹筒有空間，克

難做撲滿……」大家以不同的音調傳唱了

起來，莊主任說，之前在花蓮慈院晨間

人文講座獻唱竹筒歲月時，上人給了

五十八分，後來是一句齊心的上人我愛

你，獲得上人的慈憫得到六十一分，勉

強及格，為力求進步，大家不放過任何

練唱的機會，把握鋪磚的時間，動口大

聲唱。

鋪磚現場，一位身手敏捷的師兄，

無論是速度或動作，感覺起來架式十足

「大家彼此要交叉站立，才會節省力氣

喔！」師兄手上握著連鎖磚，不忘提醒

大家正確的鋪磚方式。他是台中新田一

區簡耀宗師兄，從九二一希望工程時

期，簡耀宗就隨著慈濟的工程建設四處

神經外科專家陳子勇副院長(左)與許文林院長(右)哥倆好，汗濕衣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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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忙，幾年的經驗累積，讓他對於鋪設

連鎖磚的所有技巧與注意事項，十分熟

悉。

「師兄，很專業喔！」一旁嘴甜的

同仁頻頻誇讚。「沒啦，做久了就會

了。」謙虛的簡耀宗摸著頭，有點不好

意思笑著說。

期待一二三啟業

今年七月二十九日，負責院區工程師

兄楊冠新、楊明達、朱以德帶領第一批志

工鋪下第一塊代表台中慈院的連鎖磚，幾

個月以來，許許多多的師兄師姊在陽光日

照中，流下汗水，為台中慈院盡心盡力。

一萬六千平方米的面積，用成千成萬的連

鎖磚鋪設完成，每一磚都代表著志工曾經

為台中慈院所付出的辛勞，隨著台中慈院

啟業日期越來越近，今天由台中慈院同仁

親手鋪設最後一段連鎖磚，大家滿懷感

恩，更是充滿期待。

註：二○○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即將啟

業。(文／謝明錦、簡伶潔　攝影／鄧

和男、簡伶潔)

大林
醫品圈  品質再進化

十二月十四日

一早，同仁們陸續聚集在大講堂外，

神情雀躍地交談著，大家身穿各式各樣

活潑朝氣的團體或戲服，帶來了各種精

采的道具，各各摩拳擦掌，信心十足，

好似又有一場重要的說故事比賽即將展

開。

同仁們運用戲劇、影片及口頭報告等多元的發表方式，呈現各圈最精華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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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今天是大林慈院第三屆院長

盃醫品圈發表活動，從今年三月組圈至

今，歷經九個月的努力，各圈分別展現

出不同的成果，在今天進行發表。

推動三年　連獲佳績

大林慈院推動醫品圈已邁入第三年，

這三年來，連年推薦各圈參加全國性比

賽，都獲得了極佳的評價，九十三年在

醫策會的比賽初試啼聲，心樂園圈就

獲得了病人安全特別獎與護理組醫品

銀的殊榮，去年腎力圈代表參賽，再度

獲得醫策會評選為醫品銀獎，與經濟部

全國團結圈的區會長獎，而今年在醫策

會第七屆醫品圈發表暨競賽活動上，由

Lucky圈以「降低9B靜脈炎發生率」為

主題代表參賽，再獲得了醫護組醫品銅

獎的肯定。

林俊龍院長表示，醫院對於鼓勵同

仁參與醫品圈不遺餘力，除了主管的全

力支持，各種獎勵措施提升同仁的榮

譽心與成就感，而推薦參加院外的觀摩

活動，能夠向更好的團隊標竿學習，

也能激發同仁的潛能。今年全院共組成

四十二圈，護理、醫療、行政、醫技，

紛紛透過醫品圈在醫院裡展開直向與橫

向連結，每一圈的規模威小，但在不斷

的效果維持與水平展開推展之下，這一

個個小圈，實則凝聚起全院同仁的向心

力，提升了整體的服務品質。

「如何降低約束合併症發生率？」由

內科加護病房組成的救生圈，今年以此

為主題，展開一系列的品管活動。在臨

床上，提升病人安全及照護議題更顯重

要。重症患者如有躁動，對於身上種種

維生管路恐怕會造成危害。

為了降低約束合併症的發生率，救

「用心發現，潛能無

限」，小小圈員的努

力，凝聚起強大的力

量，使醫療品質持續不

斷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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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圈圈員們經過一番腦力激盪，除了照

護流程與約束技巧改善外，更自行設

計了號稱為「金剛芭比」的改良式約束

帶，與改善約束肢體血液循環的「梯形

枕」，不但約束效果更為良好，也明顯

提升了病患舒適度、降低約束部位受傷

與水腫的情況，清洗費更因此而大幅減

少，真是一舉多得呢！

今年代表大林慈院參加醫策會比賽

獲得醫品銅獎的Lucky圈，圈員橫跨感

染控制小組、造口室、9B病房、靜脈

營養注射小組、供應中心，對品管圈而

言，跨這麼多單位的成員，是個難度較

高的組合。除了主管的支持、關懷與協

助之外，圈員必須互相協力、配合，才

能克服種種的障礙，朝著共同的目標前

進。

期盼所有的同仁們都能從實際的

運作與展現的成效中更加體認，品

質改善活動不是增加工作負荷，相

反的，更有可能達成事半功倍的效

果。

一個個小圈，匯聚成醫院這個

大圓。填充在這個圓裡的，是同仁

們費盡思量，對病人、對流程、對

品質的堅持與改善。幾個月來的努

力，讓這個大圓裡，充滿精進不懈

的動力。發表成果並不代表活動結

束，三個月後，評審們還將深入各

單位進行實地評核，以瞭解各圈的

實際成績與水平展開情形。而同仁

們也開始作足努力，準備迎接各種

考驗，從小單位以至全國性的比賽

裡，泛起愛的漣漪，展現慈濟對於醫療

上與眾不同的努力。

（文／何姿儀）

花蓮
DBS晶片移植手術記者會

十一月二十日

「好久以來，受盡折磨……，互助

互愛不要怕，不要怕，大愛的人結合在

一起……，繼續堅持希望，忘卻煩惱，認

真歡笑，迎接歡笑來到。」上午近十一

點，慈院大廳傳來與眾不同的歌聲，不

是慈濟人慣有的音樂，也不是流行歌

林院長引嘉賓投銅板入竹筒植善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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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高亢嘹亮的藝術歌聲別有一番風

味。

巴金森患者植晶片 如鬱金香花開

這一首名叫「鬱金香花開」的歌，是

為了巴金森患者而作。鼎鼎大名的作曲

家李泰祥老師本身就是位巴金森患者，

十多年來為巴金森所苦，二○○○年接

受深部腦刺激術，二○○六年元月轉到

花蓮慈院換電池，由於巴金森團隊每月

一次在台北慈院看診，所以李老師一直

在台北回診。

「鬱金香花開」的詞曲是李泰祥老

師的新作。李老師表示，希望透過這首

歌傳達巴金森病友的心聲，並期望能振

奮、鼓勵所有巴金森病友們的心。

今天出席的貴賓除了李老師外，還有

李老師的兒子、媳婦及學生。李老師的

兒子表示，在做腦部深刺激術之前他走

路會跌倒，而且無法保護自己。治療加

上復健半年後，雖然走路還不能像正常

人一樣，但是不會跌倒了，而且可以繼

續創作，李老師的兒子同時呼籲巴金森

病友們一起來對抗病魔。

為什麼李老師突然想到為巴金森創作

詞曲？原來上個月李老師到台北慈院回

診時，林欣榮院長心血來潮請教李老師

可不可以為巴金森創作一曲，李老師欣

然同意：「我來譜曲，你來作詞。」一

周後，李老師的曲作好了，院長和陳新

源主任共同創作的詞，兩周前將詞交給

李老師。

巴金森研究中心陳新源主任簡報DBS晶片植入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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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腦深部效果佳

晶片費用未納健保

今天上午慈院大廳舉辦「巴金森氏

症DBS晶片移植手術應納入健保給付」

記者會，原本記者會時只是播放李老

師事先寄來播放帶，但是今天一早接獲

消息，李泰祥老師要親自前來參加記者

會，並現場演唱「鬱金香花開」。果然

十點左右，李泰祥老師已經出現在慈院

大廳，而院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請李

老師一行人先到竹筒歲月布景區歡喜結

緣。

李老師不僅出席記者會，同時從沒

一大早開口唱歌的他，為了這場記者會

而破例開嗓。雖然一開始嗓子還沒完全

拉開，可是唱到高音域的旋律時，李老

師展現宏亮的歌聲，不只讓與會人士驚

豔，同時也讓與會者見識腦部深刺激術

的功力。

由於腦部深刺激術的費用沒有納入健

保給付，而移植一次晶片的費用需要花

費八十萬至百萬元之高，更換電池的費

用也要五、六十萬，對於巴金森病友而

言是一項非常沈重負擔。

李老師表示，他本身也是一個腦部

深刺激術手術者，沒有錢付更換電池的

費用，慈濟願意讓他分期付款，所以他

現在努力持續工作以償還積欠的醫療費

用。記者會中他表示：雖然現在走路還

不是太方便，工作狀況也不是頂好，但

是已經可以努力工作，並學會用電腦作

李泰祥老師與眾人引吭高歌「鬱金香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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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希望藉由這次記者會可以組成巴

金森病友協會，一起共同呼籲政府將腦

部刺激術「DBS晶片移植手術」納入健

保，期望巴金森病友們都能有接受腦部

深刺激術的福祉。

藥費耗資巨大

記者會中，神經外科陳新源醫師及

神經內科林聖皇醫師也表示，依國外專

家研究顯示，服用巴金森藥物五年以上

所累積的費用，其實已相當於植入晶片

的費用。而且這只是看得見的部分，看

不見的部分還包括有照顧患者的人力費

用、患者失去工作能力的薪資損失等，

如果能將腦部深刺激術納入健保，對國

家社會的益處是明顯可見的。

目前全台大約有四萬名巴金森病患，

但是只有不到兩百位接受腦部深刺激術

治療，主要的原因都是受限於晶片的超

高額費用。不過，並不是每一位巴金

森患者都可以接受腦部深刺激術的治

療，陳新源醫師表示，大約只有百分之

十五的人經過藥物測試有一定療效者，

做腦部深刺激術的成功率才高。而花蓮

慈院「神經功能暨巴金森治療與研究中

心」，目前已做了八十六例腦部深刺激

術，成功率接近百分之百，它不但是台

灣地區百分之四十一的腦部深刺激術執

行中心，更協助代訓亞洲地區泰國、香

港、馬來西亞的醫師。

晶片為年輕患者找到未來

今天的記者會還有兩位做腦部深刺激

術的病友出席。郭小姐今年三十二歲，

二十五歲發病時，人變得呆呆的，並有

走不動及沒有觸覺感。她表示，現在已

可以做簡單的家事，不必再事事依賴母

親，在現場她感恩媽媽的照顧，謝謝醫

療團隊、朋友們的照顧。

十九歲發病的阿龍，是目前接受手術

中最年輕的患者。未做手術前，他只能

整天僵硬的躺在床上，術後，他已經可

以去上班了。今年二十六歲的他，他正

在補習準備參加公務人員考試。郭小姐

與阿龍今天都在鏡頭前，大聲的對媽媽

說：媽媽，我愛妳。

會後，李老師在院長的陪同下前往巴

金森治療中心。在中心裡陳新源主任忙

著以模型為記者們解釋什麼是腦部深刺

激術；而院長與李老師閒聊中，建議李

老師也許可以為巴金森做一齣音樂劇，

將來由巴金森團隊一起來演出。

現場院長除了請巴金森治療中心的工

作人員秀出陳新源主任大學時代參加現

代舞社所表演的劇照，讓李老師評鑑一

下陳醫師的「舞功」外，並分享《父母

恩重難報經》音樂劇的內容，接著院長

播放「白袍禮讚」、「膚慰」等手語劇

給李老師欣賞，讓李老師看看由醫護人

員擔綱演出的音樂劇其實也不賴，好讓

李老師有更大的信心，願意創作巴金森

做音樂劇。雖然李老師不置可否，但是

這些大醫王放下身段的演出，一定深印

他的腦海。 (文／程玟娟　攝影／楊國

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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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努力與榮譽

十二月四日

甫從台北縣衛生局接下保健業務績

優單位榮譽的台北慈院，今天再度得到

醫策會對於醫療品質提升的肯定，獲頒

品管圈醫護組佳作、新人特別獎兩個獎

項。

為了提升台灣醫療品質、強化醫護

人員對品質提升之行動，財團法人醫院

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簡稱醫策會)自
一九九九年開始辦理醫品圈活動，今年

為了擴大參與對象及範疇，更名為「全

面醫療品質提升競賽活動」，同時為了

鼓勵更多的醫療機構共同加入醫療質品

提升活動，全面性的改善醫療品質，醫

策會更設立了新人特別獎、地區醫院特

別獎、長照機構特別獎、整合性全人醫

療照護特別獎、病人安全與民眾參與特

別獎、醫療機構推行特別獎。

今年醫療品質提升活動的主題為「落

實以病人為中心、全人照護之醫療行

為」，共有七十家機構、一百六十五圈

(組)參與今年的競賽活動，經過評審委

員書面審核、實地訪查後共有三十七家

機構、六十七圈(組)入圍獲獎。

今年首度參加醫療品質提升競賽的台

北慈院共有三圈(組)報名參加，經過第

一階段的審核，由門診滕安娜護理長帶

台北慈院門診護理長滕安娜(中)代表「天使圈」領取醫品圈醫護佳作，是肯定台北慈院門診品質的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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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的「天使圈」突破重圍，入選參與第

二階段的審核。

回想起去年啟業之後，在邊踏步邊整

隊的情形下，來院就診總是需要花上好

一段時間才能完成，尤其是準備入院的

患者，住院前的檢查平均要耗費將近三

個小時才能完成。安娜阿長想著慈院創

建以病人為中心的理念，決心帶領同仁

們合心協調出一套快速而完善的檢查流

程，該患者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所有

的手績，好好調養身息。

在門診護士們的努力之下，現在台北

慈院入院患者的檢查時間，節省到只需

花半個小時即可完成，而這樣的努力，

醫策會的評審委員們看見了，第一次參

與醫療品質提升競賽活動即得到醫品圈

醫護組佳作的殊榮。

「醫療品質的提升有賴於所有醫護

人員的合作，特別是在第一線的醫護人

員。」同仁的努力需要醫院大力的支持

才能順利推行，台北慈院蔡勝國院長平

時亦非常重視院內醫療品質的改善，積

極落實「以病人為中心」的理念，更鼓

勵護理人員組團參加，而第一次組隊參

加就獲得好成績，亦被醫策會遴選為新

人特別獎項的得主。

得獎是肯定，更證明了台北慈院所有

同仁落實「以病人為中心、展開全人醫

療」的決心。

（文／吳瑞祥 攝影／吳建銘）

蔡勝國院長(左)代表領取醫策會的新人特別獎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