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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七日深夜十一點五十三分，莫拉克颱風自花蓮登陸，東臺灣經過了一夜

的鉅風驟雨，隨著天光漸亮，大地慢慢恢復平靜與生機，正當許多人歡欣的

走過風雨慶祝八月八日父親節的時候，莫拉克颱風如捲起千堆雪般的超大豪

雨，繼續傾盆傾盆地倒在臺灣的中南部，河水潰堤、海水倒灌、山洪暴發，

八八水災造成的傷害程度超越五十年前的八七水災，當一半的臺灣都浸在水

裡的時候，幸運活下來的災民從窗外看到的第一個景象，是慈濟的藍天白雲

乘著竹筏送來便當，接著，穿著白衣白袍的慈濟醫護人員踩著雨鞋幫忙挖出

泥水、就著還沾有沙塵的簡單桌椅，拿起聽診器，作為災區民眾身體與心靈

最穩當、最貼近的依靠；不論是志工送來的便當、或是醫護人員的治療，都

是最即時，熱騰騰、暖呼呼的。

位於南臺灣的大林慈濟醫院九周年，遇上令人心碎的天災，全院動員義診、

清掃；花蓮慈院也取消二十四周年院慶活動，以戒慎虔誠的心賑災義診紀念

周年。其他四個院區也啟動救災連線，不論是義診、往診、清掃或藥品供

給，互相配合、即時補位，從清晨到黑夜，慈濟的醫療之愛凝聚成一股強勁

而溫柔的暖流，為災民洗滌傷口、撫平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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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颱風莫拉克發揮出人意料的威

力重創南台灣，嘉義縣位於朴子溪畔被

稱為「金世界」的民雄鄉金興村首當其

衝再次成為水鄉澤國；金世界在八年前

的桃芝颱風中也受到重創，重建加高堤

防後，但仍擋不住此次的洪澇，九日凌

晨二點多，上游一處轉彎的堤防先行潰

堤，大水在暗夜中直衝入社區，下游處

堤防也跟坍倒，水勢更大，居民形容，

不到一個小時已經淹到一層樓高，最嚴

重的甚至將二層樓淹沒！

八月九日 災後第一天

醫療機制啟動  前進災區膚傷

雖然是星期日，距離災區最近的大林

慈院簡守信院長指示劉鎮榮主秘先行聯

絡同仁徵求自願參與救災者。倉促聯絡

下，仍有三十餘位同仁，包括李典錕、

曾志恩、黃智源、賴重彰等多位大醫

王，十點集合前進災區。

位於偏遠臺東縣金鋒鄉的知本、太

麻里都是渡假勝地，遊客居民緊急撤退

到介達國小活動中心。慈濟志工第一時

間趕到現場發放物資，關山慈院和東區

人醫會的醫護人員也馬上送上藥品和治

療。醫師也排班前往太麻里的慈濟曙光

環保站駐診，並隨著志工關懷路線，往

診關懷行動不方便的病患。

八月十一日  災後第三天

花蓮慈濟醫院在社會服務室成立「莫

拉克風災捐款處」，院長石明煌率先拋

磚引玉，捐出一百萬元賑災，許文林副

院長也跟進捐出一百萬元響應，帶動送

愛到災區。同時，花蓮慈院醫護團隊自

十二日起進駐太麻里義診，由石院長與

許文林副院長率隊前往。

臺北慈院發起「八八水災，為愛送

暖」；臺中慈院陳子勇院長與許南榮副

院長更是首次使用全院廣播，號召同仁

▌臺北慈院十二日起，也由主管捧起募款箱在院走

動募款。(攝影/馬順德)

▌利用每年暑假到玉里、關山慈院支援的美國人醫

會林元清醫師，在太麻里風災後第一時間到嘉蘭村

義診。（攝影/許榮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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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分隨力救災胞」，響應捐一日薪、

隨喜捐款或是參與義診救災。許多民眾

一起共襄盛舉。

八月十二日  災後第四天

大林慈院簡守信院長再度南下勘查，

計畫在萬丹鄉、新園鄉、東港鄉等地開設

臨時醫療站。佳冬鄉原有國軍及長庚醫師

的駐點已撤離，幸有高屏人醫會洪宏典、

劉麗美醫師補位；新園鄉烏龍國小也有設

點，洪醫師在佳冬、劉醫師在新園。萬丹

鄉醫療缺乏，當地慈濟志工施明財家有大

庭院可以設點，本身開設中藥舖的他，還

協調附近中醫診所提供中醫義診，簡院長

抵達萬丹後，立刻開設診療站，風聞有西

醫師，病人紛紛湧入。

中午，花蓮慈院護理人員齊聚醫院大

廳，先為災民祈禱，然後在護理部主管

引導下捐出大竹筒，門、急診以及各護

理的愛心充滿社會服務室的捐款陶甕。

期間，還有許多大醫王以及不願具名的

民眾、病患前來捐款，社會服務室裡滿

是收款與捐款的熱鬧景象。

玉里慈濟醫院護理人員余莉華本身

即是受災戶，她為了盡孝在颱風前趕回

台東縣霧鹿村的家中慶祝父親節，卻在

回程上班時遭遇莫拉克颱風，村內唯一

聯外的南橫公路被吹斷，受困利稻村四

天。心繫病人的她一心只想趕回醫院上

班，所幸在八月十一日搭上救難直升機

離開災區，十二日馬上重返工作崗位。

急診室服務的孫美蘭護理師，娘家就

位於高雄縣那瑪夏鄉的民權村重災區。

聽聞不斷傳出的災情，讓她恨不得立刻

▌林俊龍執行長(右一)於臺中慈院帶

領全體同仁在誠心祈三願的歌聲中，

為災民祈福，祈願上達天聽。(攝影

／賴廷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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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過中央山脈飛奔回到家鄉，然而為了

搶救生命的第一線，美蘭毅然堅守個人

職責，忍著回鄉尋找親人的心繼續在急

診室內服務病患。所幸經過多天的聯繫

後，終於獲得家人平安的消息，她心中

的憂慮才終於雨過天晴。

臺東縣的太麻里通往嘉蘭村的道路依

然中斷，溪水湍急，志工繞路從山的另

一頭前往發放與關懷。嘉蘭村居民都收

容在新富活動中心，由關山慈院以及美

國、台灣人醫會組成的醫療團隊，好不

容易才到新富活動中心發放看診。

嘉義縣東石鄉多個村落泡水多日，

水退後當地民眾忙於打掃，無暇就醫，

大林慈濟醫院在東石鄉公所的邀請下，

十二日至當地設立醫療站，方便港墘、

洲子、掌潭等地村民就近就醫。

八月十四日  災後第六天

慈濟基金會即將在台東啟動的第一批

安身工程，花蓮慈院院長室主管上午八

點半就在大廳號召醫護行政報名。第一

天員工就有九十六人登記，院外有民眾

十五人報名。

人力運補醫藥上山  

知足原民不抱怨

中斷的南橫公路十四日終於搶通到霧

鹿段，關山慈院醫護趕緊從霧鹿走古道上

山，利用人力將藥品揹進受困十餘日的利

稻部落，因為路斷而飽受高血壓、糖尿病

和痛風所苦的居民，看到熟悉的身影笑逐

顏開，甚至還將田裡搶救下來所剩不多的

蕃茄切出來，感恩翻山越嶺來探望的醫

護，深深感動了關山慈院的同仁。

屏東重災區的醫療站仍持續運作，暫

借林邊一家修車廠開設的慈濟醫療站，

十四日中午病人正多的時候來了一位林

秀貞阿嬤，主訴頭暈，在家有吃藥，大

林劉昱志醫師聽診後診斷是急性心肌梗

塞，大家趕忙叫救護車，曉菁護士則教

阿嬤擺左側臥的復甦姿勢，並安撫她不

安的情緒。就在救護車抵達後，阿嬤突

▌花蓮慈院響應安身工程為災民蓋屋，連護理人員

都不讓鬚眉踴躍報名。（攝影/楊國濱）

▌八月十四日花蓮慈院舉辦《102個可能》院慶新書

發表會，作者慈院顧問暨董事王正一教授(右二)，

不僅將版稅全數捐給慈濟基金會，更當場捐出一月

所得。圖為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左二)與石明煌

院長(右一)、劉鴻文副院長(左一)聯合推薦。(攝影

/陳安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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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發作、呼吸不上來，還一直捶打自己

的心臟，大家協助救護員立刻將阿嬤送

上救護車，並接上氧氣，病人才穩定下

來緊急送醫。  

八月十五日  災後第七天

嘉義縣民雄鄉的金興村臨近溪流，

地勢相對低漥，超大雨勢讓全村有上千

戶人家從八日潰堤後就泡在水裡一週，

十五日全村積水才完全退去，災民們看

著泡在污水中多日的家具、電器欲哭無

淚……當地急需醫療資源，臺中慈院胸

腔內科醫師劉建明、加護病房護士陳佩

甄一大早與大林慈院團隊集合，齊赴金

興村設立臨時醫療站駐點，近七十位患者

前來就診，以皮膚病、外傷感染居多。

重災區積水不退  

災民心情難平復

七天過去了，嘉義縣最靠海的東石

鄉，嚴重的淹水直到十五日仍未完全消

退，塭仔村的主要聯外道路依然汪洋一

片，車行彷如水上行舟，分不清是魚塭還

是路。門庭變池塘，有些魚兒經不起烈日

曝曬，翻肚發爛。村民們為清理家園，整

▌上圖：關山慈院潘永謙院長脫下醫師袍，穿上藍

天白雲協助運補物資上山。(攝影／楊柏勳)下圖：

長時間浸泡水裡，居民常常衍生棘手的許多皮膚

病。圖為臺北慈院張耀仁副院長與吳弘斌醫師為民

眾治療。（攝影/洪榮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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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水中跨越往返，皮膚病叢生。

除了大林慈院在東石鄉所設的幾個

醫療站，十五日清晨六點，台北慈濟醫

院趙有誠院長組成的八人醫護團隊，搭

高鐵南下直奔東石鄉淹水最嚴重的塭仔

村。塭仔村民廟口擴音器一早就傳出好

消息，臺北慈院醫護團隊來了，鄉民趕

緊扶老攜幼前來排隊，不少人都腰酸背

痛到失眠，而想到家中淹水的慘況，幾

位阿嬤來到醫療站，還來不及說病情，

就忍不住掩面哭泣，拿了藥，治療了傷

口，身心獲得膚慰後，鼓起勇氣繼續返

家清掃。

往南到高雄縣，大林慈院兵分兩路，

骨科醫師楊昌蓁帶領醫護、藥師、行政

組成的七人團隊馳往林邊鄉。下午三點

多，傳出一位阿公背部長出大量的疹

子，並且已經七天沒有打胰島素，許珮

綺和高屏人醫會的程雯霞立刻搭車前

往，看診後，醫師急電大林慈院總務蔡

建隆開車將阿公送醫，而在附近打掃的

大愛劇場演員陳霆、秦楊也聞訊趕來揹

阿公上車。醫療、人文合力為民眾拔

苦。

另一支醫療隊伍則挺進林邊火車站設

置醫療站，林邊火車站位於仁和村、光

林村、中林村與田厝村的中心，較遠的

水利村前來也很方便。但車站周圍仍是

是黃濁的泥水，人車雜沓、煙塵瀰漫，

醫療團初到看到淹到腳踝以上的混濁泥

水、成堆的泥巴佔據著車站大門有點不

知所措，當地居民謝樹真趕緊送來家裡

的椅子，連家裡吃飯的大圓桌也搬過來

充當看診桌，立即找人幫忙缺水缺電的

問題，讓醫療站終於順利開張。

八月十六日  災後第八天

東部派遣醫護  兩天一梯次  

西部的救災工作如火如荼進行，焦點

轉回東部，位於太麻里鄉內最南端的多

良村，在許多鐵道迷的眼中，這裡擁有

全台最美麗的多良火車站，然而八八風

▌臺北慈院趙有誠院長到塭仔看診，婦人一看到他

還來不及說病情，就忍不住掩面哭泣。（攝影/馬順

德）

▌到災區協助打掃的大愛劇場演員陳霆（左一）與

秦揚（右一）幫忙背起一個星期未打胰島素的阿

公，協助送醫。（攝影/于劍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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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卻在這迎接曙光的部落造成了災情，

至十六日仍停水停電。玉里慈濟醫院張

玉麟院長一早即帶領院內醫護同仁出發

前往，雖然已是風和日麗的好天氣，但

一路上都是坍塌的道路、滿佈的漂流木

以及溪床上的巨大土石，當醫療團隊抵

達多良村，資源缺乏的當地村民仍主動

拿出個人的礦泉水來分享，讓團員們都

相當的感動。這讓大家體會了天災無

情、人間有愛，醫護人員的拜訪關心，

為村民點燃了更多的希望。

臺東太麻里重災區的醫療與關懷，

由關山院、玉里、花蓮慈院全力認養。

十多天來，與東區人醫會一同前往災區

義診，每兩天一梯次五位醫護人員、藥

師在太麻里鄉曙光環保站、介達國小、

泰和村、香蘭村，金峰鄉嘉蘭村、賓茂

村、多良村，大武鄉大武國中等社區部

落定點義診或關懷往診，直到十六日災

區道路打通，災民可就近到醫院、診

所，慈院的太麻里義診計畫才暫告一段

落，服務人次超過三百五十三人。

台北慈濟醫院團隊的家園重建服務，

也在八月十六日正式出團。三十一位醫護

及行政同仁之中，有婦產科李裕祥主任、

婦產科許耀仁醫師和核醫科程紹智主任加

入。清晨五點半台北慈院醫護人員與六百

多位志工會合搭高鐵南下，不怕髒，不畏

臭，不說累，展開一天的服務。

▌慈濟的旗幟在災區變成民眾最信任的標誌，只要

有旗幟的地方，民眾就知道可以得到幫助。圖為大

林慈院的陳品汎醫師在慈濟醫療站駐診。（攝影/綦

文科）

▌玉里慈院一般外科李森佳醫師(前)與張玉麟院長

搭檔，為多良村民看診。（攝影/郭秀鳳）

▌花蓮慈院全力配合人醫會支援東部災區的義診，

石明煌院長不僅率先捐百萬元賑災，也親自帶隊至

太麻里義診勘災，調配人力。（攝影/吳維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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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小力量  大感動入心

嘉義民雄鄉金興村在八八水災後隔

天就有慈濟人立即設立醫療服務站。臺

中慈院陳子勇院長十六日一早巡察病房

後，隨即南下加入義診行列。因為金興

村醫療站服務品質備受鄉民肯定，隔天

要撤站，最後一天湧入人潮，將近一百

位，遠比前幾日更多。原來淹水退去以

後，有些鄉親太過於專注投入清掃工

作，整理完才發現自己遍體麟傷。臺中

慈院神經內科傅進華主任發覺他們大多

都是割傷、皮膚過敏、局部外傷，受傷

的位置幾乎集中在四肢。 
金興村的鄰長通報一位七十七歲陳

伯伯需要關懷，陳子勇院長立即和大林

慈院護理長曾麗燕與當地志工走過去，

結果發現陳伯伯自己包紮的傷口已經嚴

重紅腫，必須到醫院診療；另外一位中

風的七十四歲瘦弱的阿嬤，因長期臥床

導致脊椎嚴重彎曲、褥瘡和骨質疏鬆，

陳院長蹲在床邊哄了好久，才讓醫護檢

查。陳子勇院長表示，往診是必要的，

醫護要走進他們的家、走進他們的心。

▌上圖：臺中慈院陳子勇院長趕赴災區，走入社區關懷行動不便的病患。(攝影／呂榮浩)，下圖：慈濟志工

與人醫會成員冒雨涉水將需要的藥物送到災民手中。（攝影/余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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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過後天色漸漸暗下，接著午後的

雨比前幾天還來的大，滂沱大雨中，大

醫王及白衣大士依然持續鎮守醫療站，

服務站後方開始淹水，大家合心協力排

成一排接力傳遞物資，避免物資泡水。

能夠走出醫院的冷氣房來付出，雖然斗

大汗水滴落，心中卻很踏實而感動。

八月十七日  災後第九天

屏東林邊仍在泥濘中啜泣。九個村中

五個最熱鬧的村子全陷入水中，退不去

的積水，清不掉的泥沙，糾纏不清，時

而化成塵灰，乘著往返車輛的動力鋪天

蓋地，時而轉進車輪滾成泥浪，一陣一

陣漫進家門前。中山路原是高速公路下

林邊交流道通往墾丁的重要幹道，每逢

假日本本該是車水馬龍；如今惡水癱瘓

整個排水系統，只容軍車、怪手、大卡

車和救災車輛通行，焦急中透著滄桑、

寂寥和無奈。

在地一住就是七十幾年的陳爺爺說，

「這輩子就逢這次風災最慘重，不過

家裡雖然淹水，但人平安，算很幸運

了。」住在中山路小巷口附近的陳爺

爺，一看到台北慈濟醫院醫護團隊前來

協助，趕緊迎門道感恩。爺爺領著大家

往巷子口的小兒科診所走去，「能不能

請大家幫忙，先清理這家診所的門窗污

泥……」這是他女兒十幾年來行醫救人

的診所，為協助左右鄰居共度難關，爺

爺和女兒願意將這間診所充作救護站。

屏東到嘉義的靠海鄉鎮幾乎都變成水

▌災後第九天屏東縣林邊鄉仍淹沒在水中，大林慈院簡守信院長(左一)以及德勷師父涉水勘災。(攝影/郭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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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澤國，山上的居民也都因為路斷而受

困。嘉義縣梅山鄉的太興村海拔約八、

九百公尺，屬於阿里山風景區內，在這

次風災中因公路坍塌，經過四天才搶

通。太興社區之前都有慈院醫師在每週

五前來巡診，之前也有公車行駛，但在

風災過後，路況崎嶇，公車已經停駛，

山上病人多是老人家，沒有巡診沒有辦

法拿藥，子女不在身邊，下山又不方

便，才請求義診。

大林慈院整型外科許宏達醫師及專

科護理師洪月琴及梅山鄉衛生所護士嚴

敏慈所組成的醫療團隊，敏慈在前一天

就打電話給病患，並廣播放送義診的訊

息，在十七日上午抵達太興村辦公室，

已經有好多位阿公、阿嬤等著看診。

太興村內唯一一戶被土石流淹沒的林

簡妲阿嬤也來看診，紅著眼眶，談到八

月八日凌晨約二點多土石流發生前，暗

夜中傳出巨響，趕忙跟兒子攙著臥床的

先生向屋外逃，外面還下著大雨，她用

布袋剪三個洞，就當做雨衣來用，還好

跑得夠快、人平安，她也哀求醫師一定

要到他家看看臥床的老伴。

下午許醫師隨即往診；阿公們大都

是因為糖尿病長期臥床，因為颱風而中

斷服藥，平常一週一次的巡診多只有八

個、十個病人，這次一天往診下來廿

五位病人!敏慈則希望山區道路趕快搶

通，可以早日恢復巡診!  

八月十八日  災後第十天

星光夜診開診  

各院協力進駐醫療站

這天夜裡，大林慈院簡守信院長在屏

東縣林邊鄉展開第一天的夜間義診，讓

民眾在一天的辛勤整頓家園後，讓傷口

▌大林慈院許宏達醫師到梅山鄉往診探視，終於讓

受困山區飽受風災驚嚇的老阿嬤露出笑容。（攝影/

黃小娟）

▌歷經水患，醫護人員的到訪最能安慰災民的心

靈。圖為雲嘉南慈濟人醫會高以信醫師（右一）往

診，安慰在水患中受驚的老太太。（攝影/林俊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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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身體有喘息恢復的機會。

因為慈濟六院的協力與互補，在林

邊鄉除了原來南區慈濟人醫會進駐的修

車廠、大林慈院鐵道睦鄰公園前的醫療

站，又增加靈善堂對面、林邊國中以及

林邊交流道下等三個醫療站，由臺北、

臺中、花蓮慈院支援。夜間診療則由大

林慈院全力支援鐵道公園與琦峰村的醫

療服務。

八月十九日  災後第十一天

重災區未被遺忘 

民眾感恩自力救濟

十九日清晨，隔著中央山脈遙遙相

望的後山花蓮，再度派出醫療團北繞支

援。許文林副院長、陳培榕副院長率領

醫療團隊前往受災嚴重的屏東縣林邊鄉

仁和村醫療站，並徒步進入受災最嚴重

的光林村。醫療團眼前全都是半層樓高

的淤泥，雖然不知道要清理多久，但是

有著志工與軍警的協助，當地少有哀傷

的氣氛，沒有居民怨天尤人，只是一直

感謝每位志工。前來看診六十一歲的吳

花蕊阿嬤就說，看到那麼多人來幫忙，

她也一定要做，就算受傷也是自己不小

心，包一包就可以繼續工作，看到慈濟

志工出錢出力，現在又來設醫療站，她

真的很感恩，也讓她覺得之前捐給慈濟

的善款沒有白費。

日夜趕製醫藥包  

搶捐熱血為救人

配合救援行動，花蓮慈院動員志工

與醫護準備兩千兩百二十個家庭式醫藥

包，每包裝有金碘藥水、生理食鹽水、

紗布、棉棒、透氣膠帶、止癢藥膏、抗

生素藥膏、OK棒等藥材的簡易藥包，

更貼心的附上一般傷口照護衛教單張。

同時間，臺北慈院也忙著準備兩

千三百二十八個醫藥包，首批二十七箱
▌簡守信院長率先開設夜間義診，讓白天忙著清掃

家園的災民與官兵，可以在晚上照顧自己的身體。

▌花蓮慈院醫療團隊進入重災區光林村時，仍是高

達一層樓的淤泥。(攝影/黃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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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個醫藥包，將隨著隔日團隊下鄉。

從十三日至十九日除了募款，台北慈院

醫療團隊共出動一百八十八人下鄉，

其中，義診團有七十人，家園重建有

一百一十八人，力量主要集中在屏東。

臺中慈院醫護人員，不論是義診還是

打掃，個個都想走在最前線，捐血車在

慈院大廳前募集到近七十袋熱血，並緊

急趕製二千多份醫藥包，全都是為了讓

災民應急。

當別了白晝的喧囂，目送各色的車輛

離去，大林醫療團隊開入逐漸空寂的城

市。星光夜診第二天的晚上，睦鄰公園

與崎峰村一南一北兩座醫療站內，燈火

通明，迎接每一個疲憊竟日的心靈。

八月二十一日  災後第十三天

志工老兵安定心情  

八八水災屆滿兩週，國軍出動大批人

力打掃、消毒，全國各地動員到災區的

志工少了一大半，慈濟志工決定走入災

區那一刻，就把握每個付出的機會。花

蓮慈院義診團隊跨區支援抵達災區第二

天，為了能發揮最大良能，提早清晨六

▌志工老兵顏惠美一出現，就帶給災民莫大的精神鼓舞。（攝影/王麗珠）

▌為了讓醫藥包能隨著義診團抵達災區，花蓮慈院

志工與藥師輪班打包，仔細核對，每個印上慈濟標

誌的醫藥包都匯聚眾人的關懷。石院長夫人陳映伶

(左二)也在現場幫忙。（攝影/劉明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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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就起床，一早來到醫療站開門，省下

的每分每秒都是要為災區民眾付出。

花蓮慈院志工顏惠美師姊，不只細心

用抹布擦乾淨每張椅子，更帶著大聲公

掃街，讓所有有需要的民眾都知道，慈

濟醫療站開始為大家服務。除了在預定

的醫療站看診，陳培榕副院長也帶領著

同仁，盡可能的背起家庭醫藥包分送給

災民。

消暑茶、中草藥膏  

臺中慈院趕製

許南榮副院長與護理師陳姵儒同行做

居家訪視與往診，一位阿伯從颱風那天

起就尿不出來，也去過醫院加裝尿管，

可是雙腳還是會持續紅腫、發癢，許副

院長送他家庭醫藥包，指導他自我護理

與尿管清潔與保養的方法。

臺中慈院自行研發的「消暑茶」三百

包即飲包今天出爐！中藥局也趕製外用

藥。藥劑科陳綺華主任知道南台灣天氣

炎熱，許多人忙著打掃工作而中暑，一

早動員中藥局五位同仁熬煮出以紅景

天、夏枯草、荷葉、薄荷、玄蔘等五味

藥材調配的「消暑茶」，有助補氣與清

熱、消暑，預防中暑。

另外針對潰爛與發炎的傷口的「清平

散」與「生肌玉紅膏」，也是災區最需

要的外用藥，中藥師們在緊湊的門診固

定工作之餘，加緊腳步儘量調配出最大

量，希望點點滴滴的用心持續不斷匯入

災區。

八月二十二日  災後第十四天

花蓮慈院陳英和名譽院長悄悄加入義

診行列，和大林胸腔內科林煒能醫師一

起在祿天宮的醫療站為鄉親夜診服務。

溼地打滑  車禍增多

一位年輕人由臺北南下幫姑姑清理家

園，在爛泥堆中不知被什麼東西刺傷了腳

底，姑姑陪著他來看醫師，陳院長幫他開

了抗生素，讓他打破傷風針，再請護士陳

香伶幫他清理傷口，一再叮嚀著，傷口要

保持乾燥，不要弄濕，才會趕快好。

血液腫瘤科的李典錕醫師和護理同仁

香伶配合人醫會成員，負責仁和村的醫

療站，仁和村醫療站晚上的病人較少，

但是因多數民眾都是要換藥，香伶一個

人忙不過來，很快就「塞車」了，李醫

師看完病人後也加入幫病人換藥的行

▌花蓮慈院陳英和名譽院長在災後從花蓮到南部災

區加入義診。(攝影／黃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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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到崎峰村醫療站看診的民眾絡繹不

絕，由於附近村子的水剛退去，連續有

幾位民眾是騎機車在爛泥中摔倒擦傷，

連大林慈院總務室庶務組長蔡建隆開車

回仁和村醫療站取藥品時，車子都毫無

預警地九十度打滑，一位阿伯在水災後

已連續摔了兩次，肩膀上有一大塊傷

口，斗六門診部的護理人員張雅萍連忙

幫他消毒擦藥。

八月二十三日  災後第十五天

八八水災屆滿兩週，屏東林邊水終於

漸退，汙泥反而成了漫天的塵土，災民

還在苦難中，藍天白雲與各界愛心團體

持續在林邊協助清理災園……

八月二十六日  災後第十八天

傳說七夕因為牛郎織女在鵲橋相會，

織女悲喜交集頻頻拭淚，在最不希望看

見天地落淚的林邊，雨卻淅瀝淅瀝的下

著，到處一片泥濘，車行近睦鄰公園慈

濟醫療站，迎面就看到高屏人醫會的蕭

志忠師兄，正擺著他的招牌姿勢：站立

在屋簷下、拿著手機，又在聯絡事情！

蕭師兄從災前的七號待命開始到廿六

號，半個多月來幾乎不眠不休，一直為

醫療做先鋒、為救災做後援，災區有慈

濟醫療站的地方就有蕭師兄的身影。

祿天宮的醫療站資源較為缺乏，大

林慈院預防醫學中心主任賴育民自告奮

勇要過去！賴醫師及君燕護理師冒著大

▌大林慈院賴育民主任冒雨到醫療資源叫缺乏的祿天宮夜診，細心的為民眾看診。（攝影/黃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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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把藥品器材搬進辦公室，七手八腳

擺開來，醫療站仍然準時開張。

在雨聲的喧嘩聲中，村長的廣播仍清

晰可聞：「各位村民，大家注意，真正

有感心(真的很感動)！甲阮的村民疼痛

的(疼惜我們村民的)慈濟醫療站又開始

了，慈濟、慈濟又來了！若有身體欠安

的村民可以來看！」

就在廣播過後，病人開始湧入。辦

公室內狹小擁躋，悶熱異常，等待的病

人又多，賴醫師悉心看診，君燕又要調

劑，又要包紮，實在分身乏術。就在忙

不過來的時候，菩薩從地湧出，劉素妙

師姊帶了藥師及多位師姊來到！本身經

營藥局的劉素妙，水災前也不知所

以的大量進藥，沒想到大水一來交

通中斷，她進的藥全都派上用場！

偶有缺乏，同業都知道她投入救

災，也都很樂意提供藥品。

素妙師姊帶來的支援，讓祿天宮

醫療站步入軌道。病人由辦公室進

來、填寫資料、看診、給藥，再由

廟門出去，空檔時還有師姊提供衛

教，提醒民眾要小心登革熱、鉤端

螺旋體等傳染病。

愛與關懷不間斷

不論是豔陽天、陰雨天以及夜幕

低垂的夜晚，來自花蓮、大林、臺

北、臺中慈院醫療團隊也持續在林

邊醫療站駐點，就算每個人都是小

小的力量，但善流匯聚，膚慰了鄉親，

帶來了希望。

雖然全民共同凝聚在一股悲傷之中，

但也看到更多感人的力量，高鐵臺鐵月

台上，滿滿擠著全臺各地前來支援打掃

的各界志工，陪伴災民展開新的生活；

看見送愛的隊伍，災民少了污泥，多了

微笑，因為依靠到了，希望來了⋯⋯

復建的路還很長，面對未來，慈濟規

劃的永久屋——大愛村社區，已經有志

工和醫護爭相報名要投入興建工程。願

這股持續不斷的暖流，讓受助者與付出

者，因著彼此的感恩與珍惜，漸漸撫平

傷痛，共同打造希望的未來。

▌醫護除了看診，也加入志工打掃行列，為

鄉親清理淤泥。(攝影／傅三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