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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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十五日不但是玉里慈院滿十一周年的日子，玉里

靜思堂與環保站也選在同一天揭幕啟用。醫療結合慈

善人文及環保，提供民眾更優質的服務，也為民眾開

啟人文環保的美善世界……

◆��花蓮慈濟醫院大力朝健康促進醫院邁進，並從自身做起，鼓勵員

工參加體適能檢測，現在大家碰面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測了

沒？」……

◆ 嘉義是全國糖尿病死亡率最高的區域之一，大林慈院與衛生所合

作，照顧山區九鄉鎮糖尿病患的健康，並由花蓮慈院許明木醫師

面授機宜，提供貼心感動的篩檢服務……

◆��臺中慈院由吳弘斌醫師率領的耳鼻喉科團隊，具備裝設人工電子

耳成熟的技術，通過衛生局的訪視，開始承擔搶救臺灣中部民眾

聽力健康的重責大任……

◆��在醫護人員與志工的巧心安排下，臺北慈院心蓮病房的家屬與病

患度過了溫馨的元宵佳節，長者的笑容就是大家心中最美的元宵

賀禮……



＞＞ 慈濟醫療誌
 

人醫心傳
2010年3月

78

玉里
三月十四日

靜思堂環保站啟用

人文環保伴醫療

玉里慈濟醫院是一座社區型醫院，在

醫療之外也同時肩負著傳承慈濟人文與

教育慈善的重要使命，十一週年院慶的

這天，玉里靜思堂和玉里環保站同時舉

辦啟用儀式，大家也共同祈願，要將慈

善人文與環保清流同時在這座小鎮上生

根發芽。

醫療人文為根基 慈善人文新地標 

十三日中午，慈濟醫療志業林俊龍執

行長在花蓮慈濟醫院石明煌院長、大林

慈濟醫院簡守信院長和多位主管共同來

到玉里慈濟醫院，提前祝賀院慶並前往

玉里靜思堂和環保站參觀。林執行長也

藉此機會勉勵各院區主管，在醫療服務

的同時也要將環保與人文融入其中，才

可提供民眾更優質的醫療服務。

玉里靜思堂的前身是玉里慈濟醫院的

舊院區，曾守護鄉親健康的醫院，但因

建築物老舊無法容納鄉親們日益增加的

醫療需求，因緣聚足下，於原址展開玉

里靜思堂的新建工程，讓這座建築從守

護生命的醫院轉化成為守護慧命的新磐

石。

三月十四日一早，玉里地區的志工和

許多社區菩薩們早已齊聚在環保站用心

搓湯圓，是玉里慈濟醫院的十一周年院

慶，也是象徵著慈濟人文新殿堂的玉里

靜思堂和守護地球環保站啟用的日子。

在靜思精舍德慈師父及德如師父的帶領

下，玉里慈濟醫院張玉麟院長、小鎮大

家長劉德貞鎮長以及資深委員曹陳靜枝

和王成枝等人共同為靜思堂揭牌啟用，

▌在靜思精舍德慈師父、德如師父和玉里慈濟醫院張

玉麟院長、玉里鎮長以及資深委員的共同揭牌下，象

徵守護慧命磐石的玉里靜思堂正式啟用。

▌環保站揭幕前一天，慈濟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

（右二）帶領醫療主管參觀，仔細聆聽環保志工林玉

龍（右一）說明規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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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推開大門的一剎那，靜思堂內簡約

而莊嚴的氛圍讓許多鄉親都為之驚嘆。

靜思精舍德慈師父在開示說：「如果

有什麼疑問，我們就到靜思堂這裡，找

一找上人的法，有時候翻到一頁書裡的

一句話，就像當頭棒喝，我們整個人就

會開竅，成長我們的智慧。」玉里慈濟

醫院張玉麟院長說，過去，這裡曾是守

護鄉親健康和生命的地方，如今，將會

成為一座發揚慧命的據點。

活動中，志工們還特地安排了「人

間菩薩行」的手語表演，希望能接引現

場民眾一起參與人間菩薩招生，加入服

務人群的行列。不少社區的鄉親們甚至

是第一次看到慈濟歌曲的手語表演，被

優美的旋律與歌詞中的意境深深感動，

搭配溫柔的手語，每個人都深深的被吸

引。未來，靜思堂還將定期舉辦多樣化

的慈濟人文課程，期盼成為居民們滋養

心靈的道場。活動最後，在志工的介紹

和引導下，參與開幕的民眾參觀靜思

堂，一步步認識靜思堂的緣起與慈濟的

各項志業，一位阿嬤參訪後說：「以後

我要常帶孫子來這裡參加活動。」就在

啟用的這天，一顆顆善的種子，也開始

在社區漸漸生根、發芽。

環保二十年  小鎮腳步勇往前

一九八八年在上人開示「用鼓掌雙手

做環保」的啟發下，玉里地區的志工們

開始參與環保回收的工作，從一九九○

年代的定點紙類回收，到一九九九年開

始有環保回收站的成立。然而隨著參與

人數和回收數量的增加，能有一處環保

和教育兼具的新據點，是每位志工心中

的願望，也就在環保滿二十周年的這一

年，一座占地一百八十坪的玉里環保站

終於落成，大家選在玉里慈濟醫院院慶

的這一天，歡喜入新厝。

玉里地區資深環保志工張澄淇表示，

最早大家做紙類回收，因為周圍鄉鎮沒

有造紙廠，古物商收廢紙的意願不高，

價格相對低了許多，但志工們仍秉持多

做多得的理念，短短三年就已累計回收

紙類三百三十公噸，回收善款達到了

二十五萬餘元。」雖然，當時的客觀環

境並不佳，但為了珍惜每一份資源，以

及讓大家眼中的垃圾化成清流，每一位

身穿藍色環保背心的志工們，依舊賣力

的穿梭在大街小巷內進行回收工作。

無償護持環保站 歡喜結緣新福地

目前負責玉里環保站的林玉龍，因為

▌一九九○年代，環保志工們以鴻德醫院前的玉水圳

停車場作為紙類回收的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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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從事營造業，用自己的貨車充當環

保車來使用。二○○三年玉里慈院遷到

新院區，志工利用醫院的地下室作為環

保站，回收地區也從玉里鎮開始拓展到

花蓮南區的四鄉鎮。有鑑於站內一直沒

有專屬的回收車，志工梁梅英和家人於

是決定捐贈一台三點五噸的貨車給環保

站。有了車子以後，大家更加倍努力的

在社區內進行回收，地下室的空間也無

法容納更多的回收物，為了能夠容納更

多鄉親們的善心，大家也開始尋覓新環

保站的合適地點。

隨著志工人數和回收物品的增加，加

上環保站已經過多次的搬遷，委員林秀

枝與先生曾振泰於是決定將位於市中心

內的土地，無償做為回收站使用。

玉里環保站啟用當天，鄉親們人人腳

踏收回的寶特瓶，發出一陣陣如鞭炮般

的聲響歡慶入新厝。這裡不僅有處理回

收物品的分類區，還有延續慧命的環保

教室，未來將透過和學校的合作，教育

讓每一位來到站內的小菩薩們，從小就

開始培養正確的減碳護地球觀念。

玉里慈濟醫院從啟業至今將邁入第

十二年，不僅將持續守護鄉親們的生命

健康，繼續朝向健康促進醫院邁進，屆

由玉里靜思堂和環保站的啟用，結合人

文與環保，繼續在小鎮上守護生命、深

耕人文、推動環保。（文／陳世淵  攝
影／張澄琪、彭譯萱、陳世淵）

▌鄉親們開心的踩踏寶特瓶，發出了如同鞭炮般的聲響，以最環保的方式一起開心入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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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三月八日~十六日

幸福的起點　健康一起來

自從八日開始，「您測了沒？」成為

花蓮慈院院內同仁見面最常說的一句問

候語。在社區醫學部的推動下，花蓮慈

院落實「健康促進」檢測體適能，一星

期內就有超過一千位同仁響應。

健康促進　從我開始

「有了健康的身心就能更好的守護

健康！」這是花蓮慈院許文林副院長號

召全院同仁進行體適能檢測時的心聲。

自從八日檢測起跑後，每天早上在開放

檢測之前，社區健康中心護理師都會為

志工作教育訓練，希望能協助同仁們輕

鬆、正確的完成檢測。過程中同仁們不

分科別、年紀，透過現場準備的各項檢

測量表，彼此互相競賽、歡笑聲不斷，

而且現場還貼心準備屏風，讓害羞的同

仁也能專心完成檢測流程。

醫院的角色不再只是「生病去治療」

的地方，近年來，花蓮慈院更大力向民

眾推廣「健康促進」，不只不要生病，

還要樂活更健康。二○一○年推動健康

促進醫院計畫的首部曲，就是促進員工

健康，讓全院超過兩千位員工一同接受

體適能檢測。

在三月八日婦女節上午九點展開的

第一梯次，由石明煌院長與許文林副院

長、高瑞和副院長、梁忠詔主秘、護理

部章淑娟主任等人首先上場，號召同仁

們熱情響應，希望從院內出發，將健康

觀念推廣到社區。

▌花蓮慈院朝健康促進醫院邁進，由院長室主管帶頭進行體適能檢測。右起高瑞和副院長、許文林副院

長、石明煌院長、梁忠詔主祕、護理部章淑娟主任，大夥一起舒展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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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健康　測過就知道

石院長見到自己的腰臀圍結果出爐，

不改幽默本色表示，自己的腰圍可能也

成為被要求的重點了。當準備進入動態

的暖身操，大夥跟著社區醫學部健康中

心林金蘭護理長舒展筋骨，石院長與許

副院長還合力表演雙人芭蕾伸展操，逗

得現場同仁哈哈大笑！緊接著前進到柔

軟度、仰臥起坐的肌耐力測驗到三分鐘

登階，大夥跟著規律的節拍聲上下，但

呼吸卻愈來愈急促，累積在大腿上的疲

勞，讓肢體的協調漸漸不受使喚，大家

的臉上紛紛出現複雜的表情……

從靜態的身高體重、血壓、心跳、

量腰臀圍比到動態的暖身操、坐姿體前

彎、仰臥起坐到三分鐘登階等檢測，每

個項目石院長都帶頭確實完成，為全院

同仁做出最好示範。石院長表示，健康

是每個人幸福的起點，所以希望從花蓮

慈院同仁開始，落實健康促進，要把幸

福送到每個人的家裡。兼任花蓮慈院社

區醫學部主任的許文林副院長表示，花

蓮慈院同仁們的使命，就是要守護民眾

健康，所以同仁們要有健康的身體，才

能提供更好的服務，在社區裡做衛教宣

導也更有說服力。

八日體適能檢測起跑後，「您測了

沒？」就成為院內同仁們見面最常說的一

句問候語。兩個星期的檢測，第一個星期

就有一千一百七十九位同仁參與檢測，其

中以行政同仁的百分之八十點九和護理同

仁的百分之七十九點二最為踴躍。

▌要確實協助同仁檢測體適能，現場除了值班的醫護

同仁，還有一群志工協助，而林金蘭護理長(中)及社

區健康中心護理同仁每天也會為志工進行教育訓練。

▌花蓮慈院同仁們利用休息時間參加體適能檢測掌握自己的健康狀況。右圖為護理部沈芳吉督導（右起）與鍾

惠君副主任進行仰臥起坐肌耐力檢測。左圖為劉鴻文副院長（左一）與婦產部朱堂元主任進行坐姿前彎柔軟度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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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院健康促進除了強化在社區推

動健康的經驗，更將以自身醫院的員工

做起，許文林副院長預告，體適能測驗

後還有爬樓梯、減重比賽以及登山、單

車健康出遊的活動，目前正在架設的健

康諮詢網站，還能讓大家追蹤了解自己

的身體狀況。因為員工瞭解正確的健康

概念，就能影響家庭，更能進而影響社

區，由每個同仁延伸到家庭、社區，推

動健康促進活動，成為全民運動。（文

／黃思齊、彭薇勻　攝影／彭薇勻）

大林
三月十九日

社區照護計畫啟動

偏遠糖尿病患福音

為了讓山區病患的飲食控制更理想，

大林慈院十九日至阿里山達邦衛生室參

與嘉義縣糖尿病足照護服務，新陳代謝

科陳品汎主任特別與阿里山衛生所溫明

▌大林慈濟醫院配合嘉義縣衛生局九鄉鎮糖尿病足社區照護計畫，結合新陳代謝科、眼科與社區醫療部醫護同

仁一行十餘人，於阿里山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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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主任分享自創的飲食控制口訣，希望

有助溫主任在山區提醒民眾，讓患者的

血糖控制更穩定。

資深醫師分享經驗

貼心服務照顧民眾

為照顧山區糖尿病足患者，大林慈

濟醫院配合嘉義縣衛生局九鄉鎮糖尿病

足社區照護計畫，十九日上午結合新陳

代謝科、眼科與社區醫療部醫護同仁一

行十餘人，前往阿里山鄉達邦衛生室為

山區的阿公阿嬤做足部、眼睛等相關檢

查。

在花東地區已有十年的社區視力照護

經驗的花蓮慈濟醫院許明木醫師，特別

前來指導雲嘉地區進行全面性社區視力

篩檢，尤其針對老年人慢性視力問題。

「上一輩的老人家有很多是遠視，不

像接下來這幾代都是近視居多！」視力

檢查區桌上擺了幾盒眼鏡，許明木醫師

說，這是一氣呵成的服務，老人家們常

因屈光問題有老花眼，但山區可能方圓

百里內都沒有地方可以配鏡，送一副老

花眼鏡只要一百元，卻立刻可以大幅改

善老人家的生活品質。雖然沒有經過精

確驗光，度數可能不是很準確，「但就

像衣服雖不合身，但至少不會冷！」

許醫師分享篩檢時要釋出善意，提供

整套的服務。「不是把人找來篩檢之後

拍拍屁股就走人，除了要幫有需要的民

眾掛號、轉診之外，也可以直接給一些

適用的眼藥水，讓民眾感覺受到照顧，

下次篩檢時還願意再來。」

他也建議大林的同仁，可以將篩檢

時所需用到的器材用行李箱裝好，方便

拖著走，如果有缺少的物資，回到醫院

也可立即補貨，像花蓮慈院的同仁外出

時，連窗簾都會隨身帶。許主任的建

議，讓大林的同仁深覺受益良多，忙著

在一旁記筆記。

▌護理同仁協助患者檢查足

部，以了解糖尿病是否有侵犯

到足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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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眼二點零，右眼一點五。」鄒

族人生活在青山綠水間，大家的視力超

好，偶爾有視力不佳的情況，通常是眼

睛有問題。「你要去開刀，開完刀世界

就會一片光明了。」許主任殷殷叮囑著

因白內障而造成高度近視的鄒族老先

生，如果想要看得清楚，就去開刀。

「現在的手術很安全，快去找個好醫

院、好醫師開刀！」

「來戴戴看這個眼鏡。」五十幾歲的

警察先生來到衛生室做篩檢，許醫師發

現他有老花眼，經詢問並沒有配戴老花

眼鏡，當場就拿出眼鏡讓他試戴，直到

感覺看得清楚，就請他將眼鏡帶回去，

「辦公時可以用。」許醫師的貼心讓民

眾十分感動。

護眼護足減糖　糖尿病保健康

嘉義地區是全國糖尿病死亡率最高的

區域之一，嘉義縣衛生局希望針對各衛

生所的糖尿病病友團

體，做更積極的追蹤

檢查。由大林慈濟醫

院負責山區九鄉鎮的

檢查工作，並結合醫

院血管外科、心臟內

科、新陳代謝科等，

在篩檢時若發現異

常，則轉介至醫院進

一步診療。

新陳代謝科陳品汎主任在最後一關

負責篩檢結果的講解，一一詢問受檢者

的病史及服藥狀況，發現山區患者的飲

食控制較差，但足部血管病變的狀況較

少。

陳品汎醫師表示，在糖尿病症狀控制

方面，當地患者多數飲食控制較差，也

有人服藥到血糖改善就自行停藥，建議

可以透過定期血糖監測，讓患者了解自

己的飲食與血糖的關係。至於足部血管

病變則較少，可能與天氣轉暖，加上當

地人平時有走路活動有關。

在篩檢活動告一段落後，陳品汎醫師

特別與阿里山衛生所主任溫明富分享飲

食口訣，「摻糖不可吃、飯照三餐吃、

水果飯後馬上吃、其它都不吃」，以及

血糖控制的口號「每週二次、飯後二小

時血糖」，希望有助溫主任在山區對民

眾衛教時，提醒民眾注意，讓患者的血

糖控制更穩定。（文、攝影／黃小娟）

▌花蓮慈院眼科的許明木醫

師來到嘉義，仔細的檢查居

民的眼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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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
三月十一日

植入人工電子耳

重現音聲享溝通

在臺灣，每年廿一萬的新生兒中大

約有兩百位左右的聽障兒，而七十歲以

上後天聽障的老人家也非常多，人工電

子耳手術可以重啟他們與外界溝通的橋

梁。臺中慈院由吳弘斌醫師率領的耳鼻

喉科團隊，具備成熟的技術，相關配套

設施經衛生局人員十一日訪查通過，即

日起承擔搶救中部地區聽障民眾「聲」

命契機重任。

技術改良　電子耳大躍進

失去溝通的能力是人生最痛苦的事

情，而人工電子耳的技術讓人們重拾希

望。臺中慈院耳鼻喉科吳弘斌主任表

示，許多手術復健後的小朋友成績不輸

給一般孩子，過著正常、快樂的生活，

而老人家也不用退縮在角落裡，生活變

得多采多姿。

十餘年前人工電子耳剛引進臺灣時，

還只是單頻的電子耳，使用並不普及；

如今，電子耳已經發展到能用多音頻來

作傳導，聲音品質好比從卡式收音機跨

越到環繞音響般的大躍進。

人工電子耳是專為重度聽障者重獲聽

力所發明的電子裝置。助聽器是將聲音

調大，不適用完全失聰的人，人工電子

耳則是直接刺激聽覺神經，使病患擁有

足以使用的聽力。

人工電子耳為一小而薄的鈦金屬植入

體，需要開刀裝在耳蝸位置，待二至三

周將接收器打開後，就能開始聽力訓練

工作。 

掌握黃金治療期　老少都受惠

吳弘斌醫師在大林慈濟醫院服務期

間，曾向院方申請前往澳洲學習人工電

子耳的相關技術，學成回國後也成為雲

嘉地區第一位「人工電子耳」的專任醫

師，之後又到臺北慈院發揮專長，今年

更轉到臺中慈院任職，相關配套設備

十一日經臺中縣衛生局人員現場訪查，

實地參訪開刀房設備、復健科語言治療

室及耳鼻喉科檢查室，馬上予以通過，

耳鼻喉科團隊也立即承擔起搶救中部地

區聽障民眾「聲」命契機重任。

吳弘斌醫師說，年齡在一到三歲的

孩子，最適合安裝電子耳，因為這段期

間正好是聽覺系統發展最關鍵期，藉助

人工電子耳，聽損孩子也能順利接收聲

▌經過臺中縣衛生局人員訪視，臺中慈院耳鼻喉科的

設備和配套非常完整，馬上通過可以進行人工電子耳

的裝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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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刺激，往後就能跟一般小朋友一樣說

話、唸書、交朋友，人際交往與學習成

長，都不受影響。如果拖到七、八歲聽

覺中樞已經萎縮，再手術已經效果不

佳。

吳弘斌醫師根據臨床醫療成果也發

現，聽力損失的青壯年和銀髮族，藉助

人工電子耳也可以很快闖出一片天。曾

經有一位卅歲的養蘭高手，戴著人工電

子耳，跨國到荷蘭參加比賽，為國爭

光，抱回冠軍獎牌。 

全人照護　病患安心

一位五十歲左右的謝先生，從年輕

時聽力一直不佳，卅幾歲開始感受明

顯，近一、兩年更是完全都聽不到，影

響了他的工作和生活。在吳弘斌醫師建

議下，謝先生開刀裝了人工電子耳，開

機兩個多月，狀況有大幅改善，已經可

以適應聲音，做生意和講電話都不成問

題，六至九個月以後，恢復了八成以上

的水平。

另一個讓人工電子耳患者安心的是，

慈濟基金會與慈濟醫院正推行「全人照

護」，透過專人訪視、照護，以及專人

服務的一百小時免費聽能復健，讓病患

在家就能依照電腦操作軟體自我練習，

開心迎接新生活的來臨！（文、攝影／

曾秀英）
▌臺中慈院耳鼻喉科團隊正在為病患進行人工電子耳

手術，也因為具有這項技術的軟硬體，承擔起臺灣中

區民眾聽力健康的責任。

▌吳弘斌醫師以先進

的人工電子耳技術，

為病患找回多采多姿

的美麗聲音。圖為吳

弘斌醫師（右一）與

手術成功的小弟弟及

家人合影，同樣也因

人工電子耳受惠的慈

濟志工陳玉惠（左

一）也前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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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二月二十六日

福虎茶會慶元宵 溫馨天倫在心蓮 

臺北慈濟醫院心蓮病房於元宵前夕，

舉辦「佛教傳愛、元宵茶會」活動。基

於安寧全人、全家、全程、全隊的人本

照顧理念，心蓮團隊希望透過活動，在

新春元宵歡樂的日子，讓病患與家屬歡

渡佳節，並留下美好的回憶！

志工醫護協力　年味入病房

為了應景，心蓮團隊與志工團隊合

心協力規劃茶會流程，並製作元宵福虎

燈籠，心蓮護理長稱它為「乖乖虎」；

一粒粒珠子串成的「乖乖虎」，需要用

手工花上二、三小時才能完成，護理人

員利用工作空檔時間趕工完成。志工賴

建銘的岳母前年於心蓮病房走完人生最

後一程，他感受心蓮醫護團隊的用心照

護，因而發願以他的興趣專長，帶給心

蓮病房繽紛的汽球世界！

手臂掛著小天使徽章的護理人員，招

呼患者與家屬來到交誼廳，書法志工揮

毫寫下燈謎海報，迎春歌曲透過電子琴

聲，讓活動現場備增熱鬧氣氛。

天倫之樂　爺爺奶奶心開懷

志工們以手語歌曲「牽著你的手」帶

動溫馨場景，心蓮病患們手也跟著比畫

獻唱。一幕鶼鰈情深的合唱畫面，吸引

了大家的目光，因胰臟癌進出醫院數次

的奶奶，前幾天才又住進心蓮，由護理

人員簡綺彣照護。從慈濟技術學院畢業

後進入志業體服務的綺紋表示，看到志

工們透過手語帶動，讓病患露出最美的

笑容，才深刻體會當初學校規劃的人文

課程的用心，用肢體語言的無聲人文，

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是何等的美好。

猜燈謎則是活動的高潮，精緻的「乖

乖虎」是最佳燈謎獎，八十五歲的爺爺

解謎獲獎，和護理天使曾美穎合影，天

倫之樂猶如祖孫。小小志工也帶來陶笛

演奏，讓心蓮病房患者有愛與關懷，歡

欣度佳節！（文／朱文姣　攝影／王聰

賢、許金福）

▌賴建銘（左二）因為岳母在心蓮病房受到用心照

護，因而發願以氣球專長帶給病房其他病患快樂。

▌心蓮病房醫護人員用心規劃的元宵茶會，在大小志

工的用心表演以及溫暖互動中，熱鬧中帶著溫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