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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在過去一年

裡，花蓮慈濟醫院的同仁們非常地努

力，呈現出亮麗的成績單。身為醫院的

大家長，我要向同仁深深一鞠躬，感恩

大家的付出。

回顧二○○八年的十二個月份裡，花

蓮慈濟醫學中心的努力，在各大媒體報

導上都能看得到。以下按月份整理後與

大家分享：

元月份因著證嚴上人及全球慈濟人的

護持，與歷任院長及同仁的努力，院長

個人榮獲傑出企業領導人金鋒獎，鼓舞

著慈濟再造高鋒；同月份，本院也積極

推動「母嬰親善醫院」，推出東部唯一

哺乳特別門診，由甫獲得國際泌乳顧問

認證的王淑芳老師擔綱。

二月份教學部成立「標準化病人中

心」，是繼臨床技能中心、大體模擬手

術教學之後，本院最具代表性之醫學教

學特色。

三月份陳立光副院長研究有成，其

「抗黃病毒家族藥物篩檢系統」榮獲國

際專利；外科部孫宗伯主任同時榮獲國

際外科學會榮譽「優秀論文競賽優等

獎」。

四月份本院與菲律賓崇仁醫院簽訂醫

療合作協定，成為與本院簽約之第四個

國際醫療合作機構；神經醫學科學中心

亦於臺北慈院與國內交通大學和清華大

學教授舉辦交流研討，開啟跨體系醫學

與工程之合作。

五月份婦產部生殖醫學中心首度以冷

凍胚胎孕育雙胞胎女嬰，兩姊妹健康出

院；骨髓幹細胞中心髓緣南歐，西班牙

成為第二十七個接獲臺灣愛心的受髓國

家；海外義診分為二路，濟助緬甸風災

與四川大地震，在斷垣殘壁旁，本院與

四川省什邡市人民醫院簽署醫療合作協

定並饋贈藥品；而王志鴻副院長領銜的

東臺灣第一座心導管室亦歡度十五週年

慶，圓滿一萬五千例，其廿四小時救心

小組仍一如常規隨時待命。

六月份欣逢輕安居成立十週年，本院

創立老人日間照護理念模式，減輕子女

照顧年邁父母的負擔，更倡導子女為父

母盡孝道，同享天倫樂，這小而美的照

護機構，曾經被來訪教授在日本醫學會

中大加推薦。

七月份病理科圓滿第三百位解剖，成

就居全國領導地位，而第三百位捨身菩

薩是一位體認「人生只有使用權，沒有

所有權」的慈濟委員師姊。

八月份也是「院慶月」，研究部精益

求精，舉辦一系列七場醫學研究成果發

表記者會，將本院一年來的研究總結，

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向民眾作報告。為鼓

慈濟醫療 清平致福
文／石明煌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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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醫學研究，本院每年提撥超過醫療收

入百分之五的預算，作為教學研究經

費。

九月份小兒科及家醫科再度承擔守護

花蓮縣一萬五千名國中小學學童的年度

新生健康檢查，醫護行政全縣奔波，長

達三個月；有朋自遠方來，新疆維吾爾

自治區人民醫院王發省院長專程來訪，

並簽訂兩院醫療合作協定。

十月份骨髓幹細胞中心歡慶十五週

年慶，甫通過TAF實驗室認證後，再

舉辦全台「勸髓志工」認證，積極朝

WMDA(世界骨髓捐贈組織)國際認證努

力；深耕社區有功，花蓮縣衛生局林南

岳局長親自頒發二○○八年責任醫院督

導考核優等獎；本院並於太魯閣國家

公園主辦首次「高山地區緊急醫療演

習」，並作為全國EOC緊急醫療示範教

材，感恩縣長謝深山及衛生署長官親臨

坐鎮指導。

十一月「東區正確用藥教育資源中

心」啟用，守護用藥安全；「癌症醫學

中心」則在許文林及高瑞和兩位副院長

領導下，通過國民健康局癌症醫療品質

最高A級評鑑。

十二月「協力樓」啟用，這座整合

醫院行政系統與研究資源的建

築，結合本院各大樓「大愛、

感恩、合心」之名稱，展現

「合心、和氣、互愛、協力」

之慈濟精神，亦是本院願景

「發展以病人為中心之國際化

醫院典範」的最佳出路。

展望未來新的一年，花蓮

慈院的同仁們要為通過新制醫

院醫學中心及教學醫院評鑑而

更努力。明煌身為醫院的一名

員工，要向所有同仁深深一鞠

躬，期望與大家合心協力、共

創願景佳績。

▌左上圖：二○○八年九月花蓮縣國中

小學學童的年度新生健檢由慈濟醫院承

擔，醫護行政全體動員。圖為石明煌院

長詢問學童心電圖檢查的感覺。

▌左下圖：由石院長代表慈濟醫院，與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醫院王發省院長

(左)簽訂兩院醫療合作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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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曾多次至大陸旅遊，也有過國內

往診的經驗，但我一直沒有去參加大陸

的賑災義診，甚至也還沒有機會參與海

外義診，總是想著大災難後比較需要外

科系的醫師，怕不能發揮功能而把機會

讓給別人。

去年底終於因緣俱足，我參加了十二

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到四川冬令發放

的梯次團隊。四川震後至今已經半年，

慈濟扶助災民的動作依然持續，沒想到

此梯團員有兩百多人，而且有三分之二

是大陸當地的志工。除了參與發放及義

診，我也參加了慈濟援建中小學校舍的

動土典禮。

在發放現場，我看到一位七十幾歲

的阿嬤背著竹簍，她走了一、兩個小時

的路來到這裡，只為領取物資；可見得

當地人對於這些物品的需求真是非常

迫切。此次發放的物資包括了一口三十

斤的大米、二點五公升食用油，還有棉

襖、衛生衣、棉被等，只見當地人紛紛

出動腳踏車、推車等前來搬運。當地一

所科技大學的二年級學生集體到場當志

工，幫忙民眾搬東西。還有一些小志

工、年輕鎮民也都來幫忙，展現大災難

後彼此互助的精神。

過去沒有發放經驗的我，負責把所需

物品由倉庫中搬出來，看著有豐富發放

經驗的師兄師姊，和現場有條不紊的發

放流程，讓我讚嘆不已。

相較於地震剛發生時的潮濕悶熱天

氣，我們這一梯次遇上的是平均攝氏五

度的乾冷氣候，因為服務中心沒有暖

氣，面對冷得凍人的低溫，負責義診的

我們只好在厚棉襖外再穿上白袍，每個

人看來都圓滾滾的，而當地來看診的民

眾，也因衣服穿得太厚，只能量手腕式

血壓，連義診團帶去的血糖機都因為天

氣太冷而罷工。

當地的醫療不普遍，有人是一輩子

第一次量血壓，但就算量出有高血壓，

也無法幫他們長期控制。多數來看診的

民眾都是背痛、膝蓋痛、咳嗽及慢性病

等，我們也只能給藥暫時緩解，無法為

他們徹底解除病苦。

「給我一點眼藥水。」一位五、六十

歲的太太，左眼一個星期前就看不到，

眼白也有出血現象，到慈濟醫療站來求

救。我們建議她儘快到大醫院就醫，也

許視力還有救，只是這位太太因為太

窮，根本無力就醫。明知眼藥水對她的

幫助不大，但也只好開給她，同時暗暗

祈求奇蹟出現，能讓她左眼重見光明。

這次地震震出了許多矛盾和無奈的

故事，由於此次地震震驚國際，資源湧

入，因此在重災區受傷的民眾獲得補助

寒冬送暖護川情
文／蔡坤維　大林慈濟醫院老人醫學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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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完整的醫療，但還是有許多人因負擔

不起而放棄醫療。我們到村子裡的組合

屋訪視時，就發現一對近八十歲的老姊

妹，妹妹在地震後摔斷了腳，需要自費

治療，但兩姊妹沒有錢，只能坐輪椅，

令人感慨。

在幾天的義診過程中，我發現很多民

眾的疾病已無法復原，但慈濟人給予的

溫暖關懷，讓病人覺得好了很多。有一

位燒燙傷的舊病患，每天都到醫療站來

換藥，可惜醫療團停留時間短暫，無法

繼續追蹤，只好教他傷口護理，讓他能

在家中自己照顧傷口。

讓我反思，我們平時在大林慈院往

診，也會碰到類似問題，每隔一、兩個

月的往診之外，還需要給老人們其他協

助，例如幫助他們解決交通問題，讓他

們方便就醫。

老人醫學科不是高科技的醫療科，

但卻是最實用的醫學，目前遇到的最大

困難就在於無法接近病人，因為有許多

病人的住所地處偏遠，不但自己就醫不

易，醫護人員往診也同樣不便。幸好，

現在大林慈院的日間照護中心，讓我們

能為老人們提供足夠的照護，幫助他們

能安享晚年。也祝福在四川的人民，尤

其是老人們，健康平安。

（整理／黃小娟）

▌一趟四川行讓大林慈院蔡坤維醫師感觸良多，也

發現許多病人是需要持續照顧的，如同大林慈院老

人醫學科對於老人們的照顧看護。下圖為蔡坤維醫

師(右)與同一團的花蓮慈院曹汶龍醫師(中)、臺中

慈院傅進華醫師(左)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