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醫心傳
二千零九年 一月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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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闔家團圓的春節即將到來，玉里慈院特別發表了養生素年菜，

社區保健志工精心設計的年菜天然又美味，讓民眾讚不絕口，

玉里慈院更印製年菜食譜讓民眾索取，希望大家都能過一個健

康好年……

◆ 為了幫下咽癌末期的病患和前妻再續前緣，大林慈院的醫護同仁化身為月下老人

和見證人，在病房內幫病患夫妻再舉辦一場簡單隆重的婚禮，也圓了他和妻子多

年的夢……

◆  元月十五日是藥師節，台北慈院的藥師利用過節前由趙院長帶隊到環保站，用勞

動和愛護大地的方式，慶祝這個屬於自己的節日……

◆  台中慈院在二○○九年一開始，就有二十四位同仁獲得受證，成為藍天白雲的慈

濟人，其中不乏父子、兄弟與夫妻檔，都同時在志業和道業上齊頭並進……

◆  花蓮慈院為了讓東部的婦女健康更有保障，整合八大科成立乳房醫學中心，從身

心全方位照護婦女健康，提供最高品質的照顧……

   對偏遠地區的醫療不易到達，花蓮慈院中醫科從二○○九年開始，前進無中醫村

每星期固定駐診，用老祖宗的智慧，照顧偏遠地區的老人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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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
一月十六日

用心做年菜  美味健康迎新春

新年即將到來，為了讓鄉親們在製

作年菜時，能有健康的新選擇，玉里分

院在一月十六日晚間舉辦了「健康年菜

發表會」，由社區志工擔任主廚，參考

營養師所設計的食譜，以素食和低熱量

為指標來製作，讓現場的民眾都相當讚

嘆，原來素食年菜竟也可以這麼好吃，

活動後更吸引許多鄉親前來索取年菜食

譜。

少油少鹽一樣美味

天然素材調味增色  

每年除夕的年夜飯要如何準備，總是

讓媽媽們傷透腦筋，因為傳統的觀念使

然，菜色的內容不外乎就是大魚大肉。

在關心民眾健康的出發點下，玉里分院

社區健康營造中心從民國九十年起，每

年推出健康和美味兼具的年菜食

譜，今年則是參考總院營養師團

隊所設計的「愛上美味養生素」

內容，在營養師的指導下，設計

了十道素食養生年菜。

有了食譜，還需人來烹調，這

時社區保健志工的角色就相當重

要了。為了教導大家正確的烹飪

技巧，玉里分院在去年十二月廿

五日邀請花蓮慈濟總院童麗霞營

養師前來舉辦研習，研習過程中大家

反應相當熱烈，頻頻舉手發問，也學

習到了「少油、少鹽、少油炸的烹調技

巧」。

食譜設計出來後，大家便開始分配

菜單，以一人負責一道菜為主，可是這

才發現，有些材料在玉里是買不到的。

然而，這可難不倒已有數十年作菜經驗

的媽媽主廚們，大家於是發揮巧思，利

用本地的食材來做替代。例如：買不到

荸薺就用淮山來代替；過年少不了的發

糕，加入南瓜後，成為了黃金發財糕，

不僅顏色漂亮，還不用另外加糖。所

以，在大家的用心下，食材大多使用是

本地的自己所生產的，也讓今年的年菜

更多了一項特色，那就是環保。

社區志工上菜  菜名福氣菜色豐富  
發表會的日子終於到來，看著桌上滿

滿的年菜，讓人食指大動。一道道的年

菜，不僅色香味俱全，其中更看得到製

作者的用心，例如：林秀枝師姊發揮創

意、結合時事，推出了熊貓造型的「團

團圓圓」——紅麴米糕，可愛的模樣讓

▌玉里慈濟醫院發表健康年菜，滿滿一整桌佳餚，讓參與的

民眾嘆為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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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捨不得把「牠們」吃下肚。林秋紅師

姊的「牛轉乾坤」，則是以牛蒡絲涼拌

的前菜，搭配柳丁皮做為容器，養生又

美味。楊招治師姊則以越式春捲為主題

設計一道「春到福到」，是一道兼具族

群融合與在地特色的主菜。社區保健志

工挖空心思所設計出來的素年菜，不但

健康又非常美味，發表後馬上就盤底朝

天，素年菜的好味道更是讓大家驚豔，

證明只要有心，素菜也能比大魚大肉更

好吃。不少人都說：「不用再煩惱今年

的年菜要做什麼了，健康又養生的年菜

就是最佳選擇。」

玉里慈院不但請大家吃年菜，也貼

心的將所有發表的年菜製作成《健康年

菜食譜》，供社區民眾索取，讓大家今

年也都可以小試身手，用心度過一個健

康又養生的新年。(文、攝影／陳世淵

黃金發財糕

材料：蓬萊米900克、南瓜泥400克、酵母粉少許			

調味料：糖300克

作法：

1.將蓬萊米泡軟後磨漿壓乾。

2.	將南瓜泥、糖和酵母粉攪拌均勻待其發酵。（糖的份量

可依個人口味酌量增減）

3.將發酵後的米漿倒入模型以中大火蒸50分鐘即可。

芝麻軟脆棗

材料：	糯米粉500克、南瓜泥300克、豆沙300克、白芝麻少

許、水適量

調味料：砂糖100克

作法：

1.將糯米粉與南瓜泥和糖，加水少許揉成麵糰

2.將麵糰分成約30等份，包入豆沙，搓揉成長條狀。

3.將麵條以水沾濕後，均勻沾滿白芝麻。

4.用中小火炸至金黃色後起鍋。

春到福到——越南春捲

材料：	越南春捲皮10張、冬粉一把、涼薯200克、素肉醬

100克、豆干200克、香菇100克

調味料：胡椒粉適量、玉米粉少許

作法：

1.將冬粉已水燙熟後後切碎備用。

2.將涼薯、豆干和香菇切成丁狀，炒至八分熟即可。

3.把準備好的材料加入胡椒粉及玉米粉攪拌均勻。

4.取適當的餡料，用春捲皮包成條狀後，下鍋煎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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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
一月五日

病患續前緣 病房婚禮圓夢

「吃到七老八老被你捉弄」，下咽癌

末期病患林俊宏雖然氣切無法說話，但

依然用筆寫著這句心情送給新娘；活到

這把年紀了，還要當新郎，讓他有點尷

尬害羞，但從他的笑容中，依然可以看

見這份喜悅。

早上十點的十一樓病房相當熱鬧，護

士羅巧穎細心的為林俊宏上妝，妻子劉

芷青則為先生梳頭，林俊宏手中拿著鏡

子確認自己的打扮。這是兩人第二次的

婚禮，選在病房中的佛堂舉行，一切是

那麼簡單，場面卻不帶一點哀傷，因為

充滿醫護人員及志工的祝福。

前妻再嫁不離棄 病夫感恩無牽掛

今年四十三歲的林俊宏，二年多前

發現自己罹患癌症，一開始無法接受，

和妻子每天都抱頭痛哭，好不容易慢慢

學會與病痛相處，沒想到去年六月又發

現肺部有癌細胞轉移，讓他頓時晴天霹

靂，人生蒙上陰影。雖然在十二年前已

和妻子離婚，但生病後妻子仍不離不

棄，兩人相互扶持，於是決定由醫護人

員做見證，再次完成二人的終身大事，

妻子劉芷青說：「當我生病時，先生沒

有離棄我，現在我也不能離棄他。」

劉芷青深情的看著先生，手中拿著衛

生紙細心的為他擦拭著氣切口。她說，

其實先生生病之後，她一開始無法接

受，心情調適了很久，自己在照顧的過

程中，不僅是協助傷口換藥、抽痰，有

時候還要承受病人本身釋放的壓力，在

先生鬧情緒的時候，只好選擇閃躲，心

靈所受的苦要學會忍耐、接受和釋懷，

一路上也不知怎麼走過來的……。

為了讓先生安心，劉芷青決定和先

生再次步上紅毯，原本想瞞著先生，送

他一個驚喜，結果還是被發現了。再一

次當新娘，她苦笑著說：「今天的心情

▌再度當上新郎的林俊宏，在病房發橘子給醫護人

員，讓大家同沾喜氣。

▌下咽癌末期病患林俊宏和妻子決定攜手走完人生

最後一程，在醫護見證下在大林慈院簽下結婚證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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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複雜，不知是喜悅還是悲傷，只是

希望能給還剩沒多少日子的先生無牽無

掛。」婚禮當天，劉芷青輕撫著先生

的頭髮問他「有感動到嗎？有沒有驚

喜？」坐在病床上的林俊宏感動著，他

用筆寫下「媽媽辛苦了，癌細胞害了我

們的人生美夢，但卻帶給我們更落實的

一段，愛你的俊宏更要加油。」

夫妻同心抗病魔 醫護志工獻祝福

主治醫師耳鼻喉科主任何旭爵說，林

俊宏為下咽癌末期，經過幾次手術後，

去年還是發現肺部有癌細胞轉移，氣管

切口也有復發的情況，後續仍須進行電

療治療，雖然林俊宏身心經歷病痛折

磨，不過一路上都有妻子陪伴著，而妻

子面對父親往生及照顧先生，儘管身心

疲憊不堪，卻仍不放棄希望，讓何旭爵

相當感動，於是決定幫忙這場婚禮。第

一次當證婚人的他，笑著說：「雖然沒

有經驗，不過真的很高興能為這對夫妻

做愛的見證」。

「祝福你，無量壽福，祝福你……」

在醫護人員及志工的歌聲下，用掌聲代

替鞭炮聲，林俊宏握著妻子劉芷青的

手，在醫護人員及志工的幫忙下，由妻

子推著輪椅，緩緩步入病房的佛堂裡，

兩人雙手緊握，簡單的桌子上準備著二

張護理同仁做的結婚證書，另一旁則有

志工準備的橘子和喜糖象徵大吉大利，

由志工陳鶯鶯主持，副院長尹文耀、耳

鼻喉科主任何旭爵等人見證下，兩人再

次簽下結婚證書，完成了終身大事，也

為他圓滿了人生中最後的一個心願。喜

氣感染病房每個角落，連病房的病患也

都前來獻上祝福。

婚禮結束後，林俊宏分送著志工準

備好的橘子、喜糖給病房的醫護人員與

病患，無法說話的他，用筆寫著「天下

都是大家的，願這份愛帶給大家及全世

界，還有辛苦的你們」。（文／江珮

如）

臺北
一月十日

慶祝藥師節 環保站「圍爐」

近幾天，寒流強悍，酷天凍地，冰氣

沁骨。不過，臺北慈濟醫院不畏天寒，

心更暖。院部主管與藥劑科同仁，合心

協力同往新店資源回收站，頂著颼颼冷

風，「圍爐」做環保。

雙手護地球  佳節更溫馨

元月十五日是藥師節。往年，每逢

這日子，臺北慈院藥劑科六十幾位同仁

會提前在節日前夕的週六下午舉辦慶祝

活動。去年，大夥兒列隊沿著新店溪，

埋頭淨灘，短短二、三小時，清出了好

幾山的垃圾，連續二趟小卡車才總算清

完；今年，臺北慈院長室趙有誠院長、

張耀仁副院長、徐榮源副院長、喬麗華

主秘和藥劑科同仁們三十幾人，選擇就

近在醫院斜對面的資源回收站作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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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圈大圈，有說有笑，就像「圍爐」一

樣和樂團圓。只不過，這時候圓心擺放

的不是熱騰騰香噴噴的美食佳餚，而是

東倒西歪的垃圾，大家齊心協力做環

保。

今天同仁們參與的環保工作重點是

紙類回收。一堆堆像山一樣高的紙張，

不管是教科書、雜誌、報紙、紙杯或泡

麵紙碗，在大家分工合作下分門別類，

裝在紙箱裡；隨後，再轉往塑膠類回收

區，跟著幾位高齡老菩薩精進。

「今天，咱們一定要做到流汗才回家

啦！」這場另類的「圍爐」聚會中，同

仁們越做越起勁，儘管氣溫幾乎只有十

度上下，彼此勉勵，堅持到底，用熱心

驅走涼意。

簡單環保學問大 衛教短劇保平安

「自己親手做，更能體會上人的用

心。環保看似簡單，學問可真大，我們

需學習的，太多了……」臺北慈院趙有誠

院長自去年三月加入慈濟大家庭以來，

第一次到資源回收站。戴起棉質手套和

▌在寒冷的氣溫下，大家圍成一圈分工合作，更互

相打氣比喻成「圍爐」，越做心越暖。

▌台北慈院六十幾位藥師在趙有誠院長（前排左一）和張耀仁副院長（前排左二）帶領下到台北回收站，用

作環保慶祝藥師節。



人醫心傳
二千零九年 一月

77

口罩，領著大家一起做環保。厚厚完整

的書本，經他幾頁幾頁撕下，再堆到紙

箱裡去，每個動作若不紮實，接下來的

下游加工作業，可就麻煩。

「資源回收很辛苦，再加工後重複使

用，不管是製成容器、紙張或塑膠袋，

成本相當高。有工廠就因為這樣，不願

多花錢。為了環保，再辛苦，賠錢做，

我們還是要堅持下去！」經環保站馮建

勝師兄這麼解說，臺北慈院同仁們更加

感受上人用心良苦。

今年臺北慈院藥師節慶祝活動，還

有一個重頭戲，是用藥安全衛教戲劇表

演。去年，臺北縣衛生局舉辦用藥安全

宣導活動，臺北慈院藥劑科同仁應邀以

「莊蛋塔」為主軸，自編自導一段衛教

短劇，藉此提醒大家，如何安全用藥，

確保健康。

今天下午，臺北慈院陽光大廳的「陽

光‧溫暖‧愛」活動中，藥劑科原班

人馬再度聚集，重演這齣短劇，寓教

於樂，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樂呵呵。

（文、攝影／陳世財）

臺中
一月六日

大醫王勤行道  職志合一人間路

送走二○○八，迎向二○○九，臺中

慈院即將有廿四位同仁在十日歲末祝福

時接受上人的受證，臺中慈院醫師群就

佔了其中的三分之一，更不乏夫妻、父

子、兄弟檔同時受證。其中，核子醫學

科陳慶元主任十日要受證慈誠，已經是

慈誠的父親陳光相八日也要授證委員。

院內雙胞胎兄弟檔羅國文、羅國方也要

▌台中慈院今年共有二十四位同仁受證成為委員與慈誠，其中三分之一是醫護人員，職志合一在院內傳為美

談。



＞＞ 慈濟醫療誌
 

人醫心傳
二千零九年 一月

78

一起成為委員及慈誠，從小一個模樣的

兄弟，一起走職志合一的菩薩道，在臺

中慈院內傳為佳話。

夫妻同心  父子兄弟同道

二○○九年初，臺中慈院有廿四位

同仁完成培訓，受證成為慈濟委員或慈

誠，包括陳子勇副院長、外科部吳政元

主任、中醫部陳建仲主任、神經外科林

英超主任、核子醫學科陳慶元主任、麻

醉科何謂明主任、中醫部吳俊賢醫師、

謝紹安醫師等八位醫師，幾乎就佔了三

分之一。

其他還包括莊淑婷副院長、藥劑科

陳綺華主任、簡惠美護理長、人文室胡

進忠專員、醫事室楊朝欽主任、公傳室

謝明錦主任、檢驗科陳俊川、陳清松組

長，以及來自各科室同仁廖宜敬、陳文

鴻、羅國文、羅國

方、陳呈哲、曾邑

涵、林純平、蕭志

豪等十六人。

值 得 稱 頌 的

是，其中還有夫妻

同心走慈濟路的範

例，莊淑婷副院長

與先生潘柏宏一起

培訓；血液透析

室簡惠美護理長先接觸慈濟的因緣，鼓

勵先生周士龍參與慈誠培訓，周師兄先

於九十六年受證，目前在社區承擔人文

真善美的功能；簡惠美護理長接著與院

內同仁一起參加委員培訓，並在今年受

證。

核子醫學科陳慶元主任說，過去以為

視病猶親就很好了，但是現在更深切體

會到以人為本之外，還要以病為師。陳

主任要成為慈濟人，身為父親的陳光相

師兄好欣慰，因為陳爸爸做了十多年的

慈濟，現在有長子愛心相隨，兩人一起

精進行菩薩道，更是幸福。 

自我期許  利他付出更歡喜

羅國文、羅國方兩兄弟自大學一路從

慈青走來，現在即將穿上藍天白雲。國

文認為未來可以承擔更多的使命，要當

▌羅國方(左)與羅國文

兄弟從小看身為慈濟人

的父母行善，兩人都是

慈青出身，這次也一起

受證成為穿上藍天白雲

的慈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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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感動別人的人；國方則是很歡喜可

以把志工的精神發揮到職工上。小時候

他們兩兄弟常常看爸媽不在家，但總是

看到父母親很快樂的做慈濟，他與哥哥

兩人一起職志合一，希望有一天能像父

母一樣做好上人的弟子。

許文林院長曾鼓勵培訓的同仁要不斷

努力，因為受證代表的是一個開始，看

外面簡單，看自己反而困難，要以「利

他」的付出心，將自己佈施給別人，慈

誠代表的是「責任、期許、發願」，院

長更殷殷叮嚀煩惱都是因為起心動念，

不善解就不會自在，只要心開志就更堅

定，自然能夠「福從做中得歡喜，慧從

善解得自在」。（文、攝影／梁恩馨）

花蓮
一月三日

乳房醫學中心啟用

東部婦女健康有靠山

花蓮慈濟醫院今天上午成立乳房醫學

中心，這座首度結合八大科的專門醫學

中心，將承擔台灣地區乳癌防治網的缺

口，全方位守護東部婦女的身心健康。

提昇服務品質 病患不再捨近求遠

今天上午十點十分，花蓮慈院院長

石明煌、副院長高瑞和、主任秘書梁忠

▌花蓮慈院整合八大科成立「乳房醫學中心」，肩負照顧東部婦女健康的責任，三日在眾多專家的見證下舉

行揭牌儀式。左起外科部主任孫宗伯、主任秘書梁忠詔、一般外科主任陳華宗、乳癌防治基金會理事長張金

堅教授、花蓮慈院院長石明煌、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癌症中心主任侯明峰教授、乳房醫學中心主任蘇進

誠、台灣乳房醫學會理事長陳訓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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詔、外科部主任孫宗伯、乳房醫學中心

蘇進成主任，以及特地從南、北趕到花

蓮的台灣乳房醫學會理事長陳訓徹、高

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癌症中心主任侯明

峰教授、乳癌防治基金會理事長張金堅

教授等，在眾多專家的祝福中，在大愛

樓門診區為花蓮慈院乳房醫學中心揭牌

啟用。

過去，東部地區婦女罹患乳癌常因

對醫療院所信心不足，不惜長途奔波至

北部醫院就診，無法兼顧家庭的治療過

程，更使得罹病婦女身心俱疲。花蓮慈

院這幾年不斷致力宣導衛教病提升軟硬

體服務品質下，治乳癌病患也從九十五

年的四十三位，到九十六年成立乳癌病

友慈馨聯誼會開始，當年已邀請六十三

位病友相聚，今年則已經有近百位病

患。病患不再需要捨近求遠，也能兼顧

治療效果與生活水準。

專家面對面  病友樂分享

三日乳房醫學中心揭牌之後，今年

慈馨聯誼會也選在同一天舉辦。乳癌病

友偕同家人子女將近有近百人參加病友

會，陳訓徹、侯明峰和張金堅三位遠道

而來的乳房權威更在病友會上「全民開

講」，不但帶來最新的乳癌治療資訊，

更與現場病友互動當場解答釋疑，病友

們反應熱烈。

三日當天的病友會除了參加人數踴

躍打破紀錄之外，病友的先生們也勇於

分享與另一半攜手走過抗癌路的心情點

▌三日當天乳癌防治基金會理事長張金堅教授、台灣乳房醫學會理事長陳訓徹、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癌症

中心主任侯明峰教授三位專家與乳癌病友面對面座談，慈馨聯誼會參與踴躍，許多病友偕同家人子女一同來

參加，會場座無虛席，病友的另一半更真情分享陪伴抗癌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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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有的曾陪著太太一起痛哭、有的高

大的先生自覺在嬌小但勇敢的太太面

前，自己露出了膽小的面貌，因而更加

佩服太太的勇氣。但是不論已經控制了

五年、四年或剛做完手術，在病友們真

情分享及互相交流下，整個會場充滿溫

馨與正向的力量，更有許多病友在疾病

獲得控制好轉後，成為癌症關懷小組成

員。

慈濟跨科整合  照護全方位

在全球，每年有超過一百萬名的女

性被診斷出罹患乳癌，而乳癌的發生率

也逐年增加，且有年輕化的趨勢。台灣

的乳癌患者以更年期前婦女為主，超過

三分之一是年齡介於四十五到五十五歲

的女性，相較於歐美國家好發於停經後

婦女，國內患者平均年齡年輕了二十

歲；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乳癌也有

年輕化趨勢，近年漸漸找上六、七年

級(一九七○至一九八○年代出生者)的
青壯年女性；根據國民健康局統計，二

○○五年的婦女乳癌發生率已增至每十

萬人有四十九點二人。

由於乳癌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幾乎

是可被治癒的，因此每位女性都應有正

確的乳房健康三部曲，每月定期自我檢

查、三十五歲以上每年由專科醫師檢查

與乳房超音波檢查、五十歲以上每二至

三年接受乳房攝影檢查，當然若有懷疑

者應儘速由專科醫師檢查。

高醫癌症中心主任侯明峰教授三日

即對慈馨聯誼會病友們表示，台灣目前

的醫療水準已經跟歐美並駕齊驅，尤其

花蓮慈濟醫院癌症中心評鑑更獲得十六

個A級，有堅強的醫療團隊可以托付。

侯教授並鼓勵在場所有病友，在台灣不

同期數的乳癌患者存活率都比美國來得

高，其實宋美齡女士也是乳癌患者，但

是活了一百多歲，所以病友們不須擔

心，只要及早發現及早治療，乳癌並不

是絕症。

乳房醫學中心主任蘇進成表示，許

多乳癌病患都是媽媽，過去對花蓮的醫

療沒有信心，經常長途跋涉到北部求

診，治療乳癌很辛苦，但為了顧全家庭

經常南北奔波，不能好好休息。為了讓

東部的婦女有信心，花蓮慈院特別跨科

成立乳癌醫學中心，結和了一般外科、

放射科、放射腫瘤科、血液腫瘤科、復

健科、整形外科、社工以及營養師，整

合了八大科別領域，從診治、治療到復

健、心理輔導等一系統的照護，讓東部

的婦女不再有後顧之憂，也都能獲得北

部的醫療品質，花蓮慈院乳房醫學中心

將承擔起多年來台灣地區乳癌防治網的

缺口，以專業團隊守護東部婦女的健

康。（文／游繡華、吳宛霖　攝影／吳

宛霖）

一月八日

前進「無中醫村」

花蓮慈院打頭陣

二○○九年一開始，花蓮慈院中醫

團隊即前往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駐診。

由於花蓮縣地形狹長，醫療資源分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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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壽豐鄉距離花蓮市只有二、三十公

里，又是平地鄉，對許多醫療院所而言

不夠偏遠，反而造成村民無醫的情況。

花蓮慈院中醫科繼二○○八年在秀林鄉

的駐診計畫之後，今年開拔到壽豐鄉志

學村，用中國祖先的智慧療法，照顧居

民的健康。

醫護下鄉  佈置看診靠手動

一早陽光普照的好天氣，花蓮縣壽豐

鄉志學村的活動中心，九點不到即見到

幾位穿著白衣與白袍的醫護人員忙裡忙

外，花蓮慈院中醫科柯建新主任自己打

頭陣，帶著實習醫師、護士以及藥師下

鄉進行為期一年的「無中醫村」巡迴醫

療服務，大家分工合作將掛號、藥局、

看診處及候診處、針灸床等就定位。雖

然設備陽春，但是寬闊的空間還有溫暖

的陽光從窗戶灑入，讓沐浴在陽光下的

醫護人員都顯得精神奕奕。

「花蓮慈濟醫院中醫部志學村服務

站」第一天開張，就有

幾位老人家前來準備掛

號，柯主任在長桌上仔

細的問診、把脈，原本

在醫院用電腦打病歷的

習慣改成手寫，行動藥

局因為沒有封袋機，

原本一袋一袋裝好的藥

粉，在這裡也改成用瓶子裝起來、用湯

匙舀來吃的方式，藥師仔細的叮嚀病患

每次吃的藥量。另外護士和藥師也要兼

掛號，有病人來就趕緊幫忙填資料。雖

然病人沒有醫院來得多，設備陽春，但

是藥師張慈玲說，醫院設備雖然非常先

進，但是下鄉體驗更能與民眾互動，也

貼近民眾的需求，更能了解鄉下地區民

眾的健康狀況，做到全人的醫療。

巡迴醫療服務  嘉惠老人學生

花蓮地區因人口狹長，醫師與人口

數不足且分布不均，許多偏遠地區的民

▌花蓮慈院中醫科主任柯建新帶

頭下鄉到無中醫村，阿嬤帶著小

孫子來看診，醫護與民眾都比較

輕鬆，互動溫馨，行動中藥局也

派上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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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要長途跋涉就診，加上就診費用，往

往耗費相當多的精神與金錢。健保局因

考量許多民眾繳納相同的健保費，卻沒

有在地中醫師服務，或是山地鄉就醫困

難，為了提升民眾就醫的方便性與可近

性，推動「偏遠地區及無中醫鄉巡迴醫

療服務試辦計畫」，今年由花蓮慈院承

擔壽豐鄉的中醫醫療。

八日到志學醫療站看診的民眾，有平

常忙照顧孫女沒空看病的老人家，也有

東華大學的學生，收到老師發的電子郵

件通知而得知有這個機會。另外有一位

女學生由同學攙扶而來，她因為前一天

樓梯踩空而腳踝扭傷，這兩天因為疼痛

而動彈不得，柯主任馬上蹲下來幫她按

摩拉筋骨，另外抹上藥膏用遠紅外線燈

治療，讓這個原本相當疼痛的女大學生

馬上感覺「筋鬆了」，舒緩很多，開心

得不得了。

另外有一位曾先生也用小摩托車載著

高齡一百零四歲的媽媽彭玉英來看診，

他們一抵達，藥師張慈玲趕快前去攙扶

老奶奶，老奶奶精神看起來不錯，曾先

生說，媽媽常常咳得厲害，尤其是入

夜，似乎很多痰咳不出來。經過柯主任

「望聞問切」，確定老奶奶的症狀是因

為心臟比較沒有力量而造成，馬上請藥

師開調養身體的中藥，讓老奶奶身體可

以舒服得過冬。曾先生說，真的很感恩

慈濟醫院帶這麼好的醫療資源到這個小

村來，讓村民受到很大的幫助。

加強醫療陣容  不同病症皆可治

柯建新主任表示，志學村是壽豐鄉

人口聚集最多的地區，雖說最多，但總

共也只有三千多人，許多中醫診所不願

過來，是認為這裡離花蓮市太近，「不

夠偏遠」。但是鄉間村落都呈點狀分

散，志學距離花蓮市、吉安鄉雖然不

遠，但是仍有二、三十公里的路程，其

實對行動不便的老人家以及學生來說還

是很遠的距離，尤其對老人而言，白天

年輕人不在家，就幾乎沒有人可以帶他

們看病，花蓮慈院針對醫療的可近性

做努力，這項計畫若成效良好還會持續

下去，將持續一年，除了柯建新主任帶

頭下鄉，二月份開始還會加入另外一位

中醫師，陣容將更加堅強，民眾不論在

內科、婦科、針灸科、骨傷科等，都可

以在這裡獲得妥善治療，未來若有中醫

診所開業接續，花蓮慈院再退出，開發

其他無中醫村的診療計畫。（文／游繡

華、吳宛霖  攝影／劉明繐、吳宛霖）

▌一百零四歲的彭玉英阿媽平常不方便出門，八日

由兒子就近騎小機車帶到服務站看診，花蓮慈院中

醫藥師張慈玲前去攙扶，她是當天最年長的病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