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故事

海端鄉IDS巡迴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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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前，剛啟業不久的關山慈濟醫院，

自動組成往診團隊，

首次走入海拔一千多公尺的南橫部落，伸出溫暖雙手，

為習慣天生天養、忍受病痛的深山住民，

帶來最需要的醫藥與人道關懷。

爾後，關山慈濟醫院正式接受全民健康保險局委託，

承接IDS——臺東縣海端鄉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

九年來，他們與利稻、霧鹿鄉親如一家，

不論是看診施藥、急難救助、衛生教育、訪視濟貧，

關山慈院巡迴醫療車全年無休、風雨無阻。

醫愛南橫，一趟趟真情摯意的堅定守護，

為部落帶進健康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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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東縱谷山高水長、地形崎嶇，尤其

在縱谷南區，早期並無醫療院所，民眾

就醫的艱辛非外人所能體會，尤其南橫

路段各部落的居民，就醫更需順著蜿蜒

的迢迢山路，長途跋涉下山就醫，幸運

者稍減病痛，不幸的是遇到急症，往往

因沒有醫療而造成許多遺憾。

為了要解決地方無醫困境而成立的關

山慈濟醫院，除了照顧鹿野、池上、關

山等社區居民的健康，位於深山的海端

鄉民，門診醫療鞭長莫及，醫護團隊還

是心繫這些苦無醫的部落居民。

主動上山解疾苦 看病勤衛教

抱著「與其讓民眾下山，不如讓醫療

主動上山」的想法，二○○一年三月，

關山慈濟醫院組成的醫護團隊，首次走

入海拔一千多公尺的南橫大山，用往診

的方式開始進行每周兩次的巡迴醫療。

同年九月，花蓮、關山慈濟醫院受中央

健保局委託，正式辦理「海端鄉醫療給

付效益提升計畫」（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簡稱IDS），關山慈院以「服

務到家」的精神，提供海端鄉民眾緊急

及重大疾病醫療照護，關山慈院的IDS
巡迴醫療車，九年如一日，至今依然為

了深山民眾的健康，奔馳穿梭在南橫公

路上……。

位於臺東縣北端山區的海端鄉，全

鄉面積八百多平方公里，人口近五千

人，境內有海端、崁頂、加拿、霧鹿、

利稻、廣原等六村，居民中以布農族原

住民佔多數。關山慈院醫療人員不分晴

雨，每週固定上山

兩次，到海端鄉的

下馬、霧鹿、利稻

等布農族聚落，不

僅為村民看病，也關

心他們的家庭和生活狀

況。

關山慈院在二○○一年初就開始提供

山地巡迴醫療服務，自發到原住民部落

進行往診，並轉介民眾下山就醫，使得

許多慢性病患的病情獲得控制。花蓮慈

濟醫院和關山慈濟醫院承接了IDS計畫

後，兩院提供緊急或重大疾病的門、住

診、轉診與後送專責服務，並依當地疾

病型態聘請專科醫師門診，提供每月至

少三十二次定點巡迴醫療，並由公衛護

士進行慢性病患居家訪視，成績斐然。

前幾年，大致的行程是每週二由內科

蕭敬楓醫師、週五由家醫科丘昭蓉醫師

帶隊，再配上一位原住民護士，以方便

和民眾溝通，還有行政人員要肩負開車

文／楊木百勳、黃秋惠、吳宛霖

立在海端鄉的醫療給

付效益提升計畫看板

雖不起眼，卻如一只

承諾，多年來讓山裡

居民知道自己的生命

被珍惜看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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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責，以及其他支援。關山慈院的IDS
跟其他院所最不同處，是巡迴醫療無法

當日來回，晚上要住在山上

的衛生室的，附加的好

處，是可以享受寂靜

的山景。

本身是布農族、又

住海端鄉錦屏村的護

理長古花妹說，剛開

始，居民誤以為慈濟是藉

著醫療來傳教，深怕跟自己的信仰牴

觸，不肯來就診，漸漸地才了解醫護人

員只做醫療服務不傳教，才卸除心防。

配合山區作息  都治肺結核 

巡迴醫療已三年多的蕭敬楓醫師，

對山區的生活型態也有很深的體會。他

說，當地民眾都靠種田維生，像高麗

菜、青椒、蕃茄等，都是一些利潤不高

的農作物，若不及時採收，過期就沒價

值了，因此他們寧可拖著病也要工作，

除非是已經病到很重。

為了配合山區民眾的作息，關山慈院

於是把上山時間重新做了一番調整，仍

維持每週二、五的看診，另增加週五晚

上及週六早上兩段時間，以方便民眾白

天和晚上皆可就診，慢慢地看診人數才

逐漸增多。

丘醫師曾帶著一行人在清晨四、五點

就從關山出發上山，好趕在村民下田工

作前先去幫他們做檢查，也曾跑到田裡

找人做健檢呢！

丘醫師有感於民眾對結核病認知不

夠，不但曾深入結核病患家中勸導定時

吃藥，還找上下馬部落管區員警邱永

福，打算藉著召開村

民大會的機會，

對民眾宣導結

核病的預防

和照顧注意

事項；邱永

福 也 表 示 ，

他要號召村民

在關山慈濟醫院成立之

初，醫護人員就先自行進

入山區進行義診，隔年即

承擔衛生署的IDS偏遠醫

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至今

不輟。從這張蕭敬楓醫師

(右一)看診的老照片，可

以看出當時克難但充滿人

情味的醫療。

小小一輛巡迴醫療

車，卻是什麼都

有，各種藥品、病

歷等都在裡面，跟

著醫護人員到府服

務。攝影／林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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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監督結核病人

要按時吃藥。花

蓮、臺東是全臺

肺結核罹患率最

高的兩縣，但藉著

IDS往診行動，短短

幾年內，全數根治海端鄉

下馬、霧鹿和利稻等三個原住民部落中

的結核病患。

在丘醫師離世之後，巡迴山地醫療的

任務現在由徐子 醫師接手。

路險危機處處現 山下關慈永守候

巡迴醫療一路上走走又停停，從下

馬、霧鹿沿路看診上山。一路上群山環

抱、風景壯麗，真有如置身於世外桃

源，但秀麗美景的背後卻處處現危機。

平日負責巡邏、維護民眾安全的下

馬管區員警邱永福也稱，南橫山上交通

事故頻仍，他就常開車載送車禍受傷的

民眾下山急診，這其中有遊客，也有村

民。

站在霧鹿的一家雜貨店前，邱永福

抬頭仰望對面的山頭，用手指著說，他

曾在那個制高點看到有位騎越野車的遊

客，搖搖晃晃地從利稻方向騎往霧鹿

來，儘管他很用力扯開喉嚨大聲呼喊、

叫他停下，但聲音卻傳不到山頂，只好

眼睜睜地看到那人墜入懸崖。本來他還

在想，從一百多公尺的高處摔下準沒

命，但奇蹟似地，等他快速開車上去探

看時，竟發現那人就吊在一棵樹頭上，

丘昭蓉醫師在世時，總

是常常配合居民作息

看診，成功根治部落裡

的肺結核。更常利用晚

上的時間，召集村民一

家大小灌輸大家健康觀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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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趕緊聯絡村幹事

等人一起把人給救上

來，再轉救護車接駁

下山急救。

「幸好關山慈院就在山

下，這些人才能及時得到救治，否則，

不管是送到臺東或花蓮的醫院，恐怕人

還沒送到，就已經嗚呼哀哉了！」邱永

福說，關山慈院的設立，確實造福了很

多人。

邱警員表示，且不論急症醫療，就

連慢性病人也得到很好的照顧，慈院醫

療團每週兩次固定上山來看診，帶給民

眾很大的便利；不然，村民下山看診就

得搭公車，每天才兩個班次，不僅不方

便，也很耗時。

上山推預防醫學 各類衛教促健康  

到了二○○九年，東區健保局與臺

東縣衛生局、花蓮慈院、關山慈院、海

端衛生所等單位合作執行海端鄉醫療給

付效益提昇計畫(IDS)進行至第八年第四

期，關山慈院除透過每星期三衛生所駐

診、以及每星期二、五、六的巡迴醫療

車專科醫師巡診、慢性病訪視、居家照

顧、各項預防保健業務推動外，也開始

舉辦各類型衛教活動，來提醒及促進民

眾健康觀念的生根。

二○○九年起，原本的大型衛教活動

修正為每年在校園舉辦兩次衛教，期待

從學童開始著手灌輸健康知識，以早期

導引正確方向向下紮根方式，降低日後

不良行為習慣的養成，也提高這些未來

社會主人翁的健康

比率。

二 ○ ○ 九

年第一次校

園衛教選定

在二月二十

日 到 海 端 鄉

IDS山區巡迴醫療的棒子

從丘昭蓉醫師手中交到年

輕的徐子 醫師手上，雖

然看診醫師與就醫的民眾

會改變，但守護生命的精

神永遠不變。圖為徐子

醫師上山看診的情形。

南橫公路沿線的

部落都安身在群

山環繞間，美麗

的大自然卻也暗

藏危機，常常讓

居 民 或 遊 客 受

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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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端國小進行，由關山慈院公衛室同仁

協助規劃衛教內容，海端國小師生一起

參加。公衛室的護士陳桂珠衛教經驗豐

富，原本在衛生所服務，退休後加入慈

濟的行列，為了讓小朋有們了解疾病的

可怕，她盡心準備了許多口腔癌及菸害

的簡報檔案，希望藉由向學童衛教宣導

後，讓學童先瞭解健康的重要，避免接

觸有害健康的菸酒與檳榔，進而透過學

童力量影響家長減少嚼實食檳榔及抽

菸，讓使用菸酒檳榔比例偏高的偏遠部

落也能逐漸回歸健康的生活。

「哇！好可怕喔……」在海端鄉海端

國小的教室內，傳出小朋友們的驚嘆，

透過單槍投影機放映在布幕上的

影像，他們第一次看到嚼食檳

榔後口腔內膜的變化，不但

長出白斑還會潰爛，甚至

侵蝕到臉部，才知道檳榔

的危害有多大。關山慈院

承接IDS即將滿八年之際，

第一次的衛教活動選在校園中，讓健康

觀念向下扎根。

二十日當天，公衛室護理人員陳桂珠

與護理人員邱校芬、志工田明宏和東區

健保局專員董村峰一起抵達台東縣海端

國小。全校小朋友一百三十多人以及老

師、家長共聚一堂，陳桂珠特地將嚼食

檳榔的後果整理，利用單槍將各種圖片

投影給學童們看，也特別提醒學童，生

命非常的珍貴，不要因好奇而染上不良

習慣。公衛室孫美琪、邱校芬護士也特

別向學童說明禁菸的重要性，只要不養

成吸菸習慣，就不必躲躲藏藏的找地方

吸菸，除了避免不小心被罰款，而且可

以換來健康。

為了讓衛教的內容可以讓

小朋友們聽進去、避免小

朋友覺得乏味及減低注

意力，活動中特別安排

律動時間，慈濟志工田

明宏使出看家本領，用帶

關山慈院常利用趣味遊

戲讓山上民眾了解痛

風的不便(右圖)，並用

各種闖關遊戲的衛教方

式，讓山上的民眾了解

各種疾病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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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唱伴著手語，讓學童很容易就學會

「謝謝老師，感恩您」「老師，我愛

您」等簡單又有情意手語，隨時可以用

在校園中和老師傳達情誼。最後在皆大

歡喜中結束第一次的校園衛教活動，並

幫一些家長進行二氧化碳測試，很高興

來聽講的媽媽們都沒有吸菸習慣，測試

結果都合乎標準。

小朋友們熱烈的反應也為護理人員和

志工打了一劑強心針，除

了希望再將內容調整為更

適合小朋友吸收，也期待

IDS的每次大型衛教活動，

能真正啟發學童們正確的

健康行為，拒絕不良習慣

的誘惑，並進而引導家人

力行健康。

搭配著各式衛教活動、

社區健康篩檢，關山慈濟

醫院的巡迴醫療車仍穿梭

在蜿蜒的南橫公路上，伴

著日出上山，在昏暗的天

色中下山；持續守護偏遠

健康，一如關山慈院成立

的那一天……

(邱警員訪問該段摘自

《慈濟月刊》)

IDS偏遠醫療給付效

益提升計畫在第八

年將擴大衛教重點

改為校園宣導，利

用志工與醫護人員

的帶動，將健康觀

念從小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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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海端鄉，除了IDS巡迴醫療照顧部

落居民健康，慈院同仁也會上山到南橫部

落內關懷弱勢家庭、寒冬送暖，潘院長也

常常親自到訪。

同仁們對無法照顧自己的獨居老人、

病患，會協助打掃居家環境，安頓生活。

潘院長甚至自掏腰包，在耶誕節扮成耶誕

老公公到部落報佳音、發送禮物，溫暖居

民的心。

修屋打掃做書架

照顧生活也照顧心靈

為了讓山裡的孩子也能獲得知識，還

有個安全的好去處，關山慈院更協助下馬

部落，將一間廢棄倉庫改成圖書館，並捐

贈電腦，全院同仁幫忙募書、找書架、協

助粉刷倉庫，當圖書館成立，霧鹿國小的

學童們欣喜若狂，樂得往裡面跑；希望這

座圖書館能讓他們多閱讀，打開與世界接

軌的視野。

此外，只要是關山慈

院照顧得到的腹地

範圍，同仁也會

跟著慈濟志工的

腳步付出，不

管是醫療服務

或是醫療以外的

服務；關山鎮上

慈悲喜捨關山情

除了IDS巡迴醫療照顧部

落居民健康，慈院同仁也

常深入南橫部落內關懷弱

勢家庭，潘院長(右一)常

常親自到訪，甚至自掏腰

包，在耶誕節扮成耶誕老

公公到部落報佳音、發送

禮物，溫暖居民的心。

文／楊木百勳、黃秋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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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聖十字架療養

院就是其中一

個長期協助

與關懷的機

構，來自奧

地利的護理長

裴彩雲修女，

在關山小鎮一待

就是二十多年，還有

院中所有修女們的默默付出不求回報，都

是關山慈院及整個社會的學習典範。

走出醫院，為有需要的人，修補屋

頂、打掃房屋、發放米糧與生活用品、訪

貧濟苦……，關山慈院同仁在工作之餘，

把握機緣多做多得多歡喜……

寒冬送暖  

數年如一注暖流

「古先生，古先

生？」『咦？不在

家……』當醫護人員

關山慈院同仁與志工

第一次到古先生家關

懷，協助他打掃髒亂

的居家環境，也幫忙

把髒亂的碗盤都洗乾

淨。潘永謙院長也親

自參與。

關山慈濟醫院協助下

馬部落將舊倉庫改成

圖書館，山裡的孩子

們珍惜又開心的利用

新圖書館看書。

潘 院 長 再 次 探 視 古 阿 公

（右），他將自己健康和居家

環境都維持得不錯，大家很欣

慰。潘永謙院長也贈送保暖衣

物給關懷戶禦寒，為了避免老

人家冬天昏暗外出危險，潘院

長細心的要求必須準備有反光

條貼在背心上。攝影／林碧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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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台東縣紅石部落古

阿公家，叫了好幾聲無

人應門，詢問之下，原來

他去幫忙村中親戚辦喪事，

找回來後，護士黃小玲先為古先生

量血壓，在正常值內，眾人非常欣慰；紅

石部落位於台東縣海端鄉，部落內都是布

農族的原住民，也是關山慈院固定醫療

與居家關懷的定點之一。二○○七年關山

慈院的團隊第一次到古先生家居家關懷，

才發現屋內物品非常雜亂，廚具亦是積滿

污垢，碗盤亂丟，為了讓他有一較佳居住

環境，所以醫院同仁與師兄姊除了協助清

掃環境，也一同募款購買

鋁櫃、碗籃、衣架組，

還幫忙更換棉被床單

等，爾後每年都會都

會到古先生家關懷。

看著他家中維持得蠻整

潔，潘院長高興的稱讚古

先生，直說值得值得。

二○○七年關山慈濟醫院潘永謙院長

第一次到古先生家關懷，協助他打掃髒亂

的居家環境，也幫忙把髒亂的碗盤都洗乾

淨。

從紅石部落轉至新福里獨居的賴爺爺

家。數年前，爺爺因骨刺由潘院長開刀，

癒後良好，但是因為年紀較大，仍需拄拐

杖助行。當醫護團隊一到他的住處，血壓

獨居的賴爺爺血

壓偏高，潘院長

仔細的檢視他的

藥 單 ， 提 醒 他

要回門診拿藥追

蹤。

關山慈院的護士黃

小玲（右）仔細的

幫臀部有褥瘡的阿

嬤換藥。攝影／林

碧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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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量竟達一百八十七/七十八mmHg，潘

院長馬上提醒爺爺要趕快回醫院門診拿藥

並追蹤。賴爺爺靠著屋外庭園種菜自給自

足，但大家發現他家的淨水器濾芯都已經

長霉了，院長立即請同仁協助購買濾芯幫

忙更換，讓爺爺有乾淨的水可以喝。

潘阿媽也是住在新福里，可惜生活無

法自理。她出院回家後，因為兒女很少回

來，僅剩不太靈光的小兒子照顧，結果臀

部發生壓瘡，護士小玲立即為阿媽換藥，

同時將她列為居家照護的關懷名單，以後

要更常來探視她。

較為遺憾的是五十五歲的潘先生，到

臺北求職，因謀生不易而於二○○八年三

月回到鹿野后湖務農，卻不慎在農田中摔

倒傷及腦部，經關山慈院神經外科楊震醫

師手術後，雖救回一命，但仍半身癱瘓，

幸好慈濟基金會修繕組協助他家鐵皮屋的

修建，且也經關山慈院公衛室居家照護收

案照護。

回程再探訪小涵(化名)家，小涵是數年

前關山慈院關懷的對象。第一次關懷時，

小涵才國小四年級，還是個活潑的小女

孩，如今她已經國中畢業，準備報考工

商，看著亭亭玉立的小涵，一行人除了感

嘆日子過得真快，但也很欣慰。

每年定期的居家關懷，陪伴著需要幫

忙的鄉親，不論分送物資的多寡輕重，這

份關懷與支持，相信是所有曾關懷過的居

民「最感心」的地方，而關山慈院整合資

源與獅子會共同舉辦寒冬送暖居家關懷活

動也正式邁入第八年了，隨著時間的累

積，正驗證了證嚴上人的靜思語：「有

一分心，就有一分力量。」關山慈院守護

偏遠民眾的健康，

醫療慈善合一的關

懷，數年如一日，

做就對了！

數年前林詩涵還是

個小女孩，潘永謙

院長和志工送上文

具給小涵，還有腳

踏車讓離校較遠的

詩涵可以騎單車上

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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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農忙的季節裡，我們村裡的櫻花

已經開了，關山慈濟醫院也要歡度十歲的

生日了，身為利稻村民，在這特別的日子

一定要感謝慈濟。感謝關山慈濟醫院十年

的照顧，照顧我們的健康，真心把我們當

作一家人，讓我們真心了解，擁有健康才

擁有一切。

台東縣海端鄉利稻村，是位於南橫公

路山裡最深、最高、最美的一個小部落，

從關山南橫公路進入沿途會經過海端、新

武、下馬、霧鹿等部落，最後才會抵達利

稻，利稻再往裡走一小段路，翻過後面

那座山頭就是高雄縣了。利稻村不

大、目前的總人口約三百八十多

人，不過村裡年輕人大都出外打

拚工作，留下來的老的老、小

的小，工作大都是務農，生活

清苦。雖然利稻村群山圍繞、

春天開滿櫻花，風景非常優美，

但居民對外交通必須搭客運，客運

一天兩班，若要看病，上午農忙完下午

搭客運坐下山，看完病還得先過夜，才

能在第二天一早再搭客運回家，真的很辛

苦。

有了關山慈濟醫院之後，醫護人員每

個星期固定兩次來部落巡迴診療，讓社區

多了很大的安全感；因為家長不會再因

為小孩突然發燒

而緊張，老人家

也獲得關心，慢

性病都獲得很好

的控制，甚至以前

村裡因衛生習慣不是

很好，還有肺結核等傳染

病，年輕人也因為酗酒年紀輕輕就肝硬

化，慈濟的醫護團隊來了之後肺結核已經

消失了，大家的生活習慣都在改進，這全

都是慈濟的功勞。

除了幫我們改善衛生和健康觀念、幫

居民控制慢性病和傳染病，關山慈濟醫院

沒有距離的友情
口述／邱月梅　臺東縣海端鄉利稻村長 

曾派駐關山慈院服務的邱雲

柯醫師，熱心為海端鄉申請

社區醫療站計畫，邱月梅村

長由邱醫師手中接下「海端

鄉社區醫療站管理員」的責

任。攝影／楊木百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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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山區部落緊

急救護的幫助真

的沒有話說，

我自己就曾經

有最直接、最

深刻的經驗。

我先生因為心臟

曾做導管放置支架，有

一次突然在家心臟病發作倒下去，當時的

丘昭蓉醫師馬上緊急處理並用巡迴醫療車

將他送下山到關山慈濟醫院急救，再馬上

轉花蓮慈濟醫院，才挽回這條寶貴的生

命，現在也才能繼續跟我生活在一起。

除了丘昭蓉醫師外，另外一位「小

邱」邱雲柯醫師也非常關心我們，特別去

申請社區醫藥站計畫，訓練我們部落志工

如何緊急處置、如何使用醫藥箱，裡面有

碘酒、紗布、藥膏等，萬一村民有小病

痛，可以先做緊急處理；遇到行動不方便

的老人家沒辦法到衛生室，小邱醫師也會

主動到家裡幫老人家看診，最近一位年輕

的徐子 醫師也非常認真非常關心我們。

當我們辦活動、舉辦運動會，關山慈院也

來協助、醫療團隊更來為我們服務，真的

讓我們由衷感受到慈濟不分你我的關懷。

仔細回想這十年來，關山慈院真的把

偏遠地區的居民和利稻村民當成一家人，

讓我們知道要自愛、要照顧自己、擁有健

康才真的擁有一切，雖然我拙於表達，但

在關山慈濟醫院十周年的生日，我還是以

最充滿感謝、感恩的心，謝

謝關山慈濟醫院對我們

這分風雨無阻、沒有距

離的友情。

若居民臨時有小病

痛，「社區醫療站」

可以有醫藥箱緊急處

理，徐子 醫師會上

山時也會定時補充醫

材給社區醫療站。攝

影／楊木百勳

山上居民多以務

農維生，生活忙

碌清苦，加上交

通不便，大都習

慣忍耐病痛。攝

影／張國新



人醫心傳
2010年2月

36

醫愛南橫

Cover Story

今年，是關山慈濟醫院啟業十周年，

也是我在海端鄉服務二十周年的一年。我

自己親身經歷了前十年沒有慈濟醫院的日

子、和後十年慈濟醫院來了之後截然不同

的生活，我真的認為慈濟醫院已經做到最

好，並且對原住民偏遠部落關心照顧，真

的太好、太好了；我也要特別感謝丘昭蓉

醫師，雖然她已經不在了，但是她為我們

所做的，我們會永遠一直記在心裡不會忘

記，也會永遠懷念她。

霧鹿村下馬部落是南橫山裡的一個小

村莊，我們這個村子從頭到尾不過一條

街，每次下山看病都必須花很多時間，非

常不方便。但對大多數原住民來說，我們

已經習慣天生天養的生活，加上長久以來

缺乏醫療，醫療機構不可能為了山裡少數

幾個人來這裡看病，所以大部分的居民都

習慣忍受病痛，除非已經嚴重到爬不起來

了才會去就醫，對一些小病也不以為意。

因為天生的樂觀又沒有醫療常識，根本不

知道怎麼照顧自己，所以痛風是我們這裡

很重要的慢性疾病，另外所謂的「三高」

也很常見，我自己就有血壓高、血脂高兩

大高。

我第一次跟關山慈濟醫院接觸，起源

於慈濟醫院想到山區義診、往診來跟我聯

繫。我在山地偏遠的派出所服務，並且自

己關懷獨居老人已經好幾年，跟部落居民

也比較熟，所以關山慈濟醫院希望我能幫

忙帶醫護人員去為獨居老人看診，義診的

時候可以找居民來看病。

後來關山慈濟醫院展開IDS偏遠醫療給

付提昇計畫，那時候就是丘昭蓉醫師負

責，丘醫師一來就要求我帶她去幫居民看

診，也真的很關心我們，不論任何狀況、

刮風下雨，丘醫師每個星期兩次的巡迴醫

療絕對不會缺席，願意為我們少數人這樣

不辭辛苦的上山，丘醫師真的是我們的大

菩薩、大天使！我五、六年前有一陣子身

體不舒服，一樣以為忍一下就好了，當時

也是丘醫師幫我診斷出不單純，逼著我一

定要到關山慈濟醫院去詳細檢查，才發現

是胃穿孔，還好及早治療，否則後果一定

嚴重好幾倍。

丘醫師對我們部落的付出，說真的，

他就像我們的「土地婆」一樣，因為我們

下山一趟真的很不方便，好不容易下山到

醫院了，還要再掛號排隊，一整天的時間

就沒了，所以我們很不喜歡看病。不過丘

醫師每個星期來幫我們診治、還幫我們上

課，一再叮嚀、告訴我們衛生知識的重要

性，不論居民喝多少酒，她還是繼續幫我

們看病。以前，我們覺得小病不用看，現

在都知道小病會變成大病，一定要趕快治

心目中的活菩薩
口述／邱永福  臺東縣海端鄉下馬原住民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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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也知道抽菸喝酒不好，對自

己的健康已經都比較負責了。

丘醫師生病之後，我們整村的

人一起去看過她，如今她已經不在

了，但是一直到現在，每次一想到丘

醫師，我還是每次都忍不住掉眼淚……，

我知道，對她最好的回報，就是把自己的

身體照顧好。現在關山慈濟醫院管理室的

木百勳主任上山若看到我，每次也都不厭

其煩的提醒我要注意血壓，還要控制體重

與脂肪。

關山慈濟醫院不但幫我們照顧身體、

幫助貧苦的獨居老人，每次來看診，護士

小姐們也都會幫我們整理環境，也叮嚀我

們要保持整潔，像有一位護理人員王美花

就常常對我們「做衛教」，

以前我們的部落很髒亂，現

在周圍的環境也都很乾淨

了。關山慈濟醫院還協助我

們把廢棄的穀倉改建成圖書

館，捐贈多部電腦、幫忙募

書、釘書架，讓小朋友們有

一個可以讀書的好環境，以

前遇到族人生病要緊急送下

山，我們都還要叫計程車，

但是昂貴的車資實在沒有

幾個人負擔得起，現在

有關山慈濟醫院，一遇

到緊急狀況需要幫忙，

就算山路不好走，慈濟

醫院的救護車都會儘快趕

過來接送病患。

二十年前我剛來到海端鄉的霧鹿，

才發現「南橫有個被遺忘的地方」，一直

到慈濟醫院來了之後才開始完全不同的世

界。沒想到十年就這樣過去了，要我說慈

濟醫院還需要做什麼，我實在已經想不出

來了。我只能誠摯的祝福關山慈濟醫院，

並且感謝再感謝，關山慈濟醫院真的是我

們心目中的活菩薩。（整理／吳宛霖）

在部落服務二十年的

邱永福(右一)，在關

山慈院啟業後，自己

也親身接受醫療的助

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