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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的七月，內科第一加護病房來了通電話，一位從

急診送進來年約六十多歲的阿金伯伯（化名），因敗血性

休克需要馬上洗腎，但阿金伯伯直接拒絕了醫師的建議，

且執意要出院。原本，單純認為只是一位不從醫師指示的

病人。至病床旁邊，與阿金伯伯聊聊，希望了解是什麼原

因讓他不願意接受洗腎，同時也再次向阿金伯伯說明：如

果不洗腎，可能器官會受損，一旦受損之後，再安排的治

療也會失去原有的療效，器官也不可能會恢復了。  

家庭關係淡薄  

獨居老人無依靠

似乎了解了事情的嚴重性，阿金伯伯才娓娓道出自己不

願意到醫院就醫的主要原因；原來阿金伯伯已經好幾年沒

有繳納健保費用了，因為平時以打零工維生，收入相當微

薄，支付房租三仟元後，連三餐溫飽都很困難。他擔心一

旦接受治療，會無能力支付醫療費用，所以怎麼都不願意

接受醫師的治療……阿金伯伯的妹妹到病房探視，三十分

鐘後便離開了，也不願意協助阿金伯伯簽署相關治療同意

書。社工繼續聯絡妹妹，電話那頭一聽見是慈濟醫院的社

工，急著回答「不認識阿金先生」，便把電話給掛斷了，

於是，唯一能協助簽署同意書的親人也斷了聯繫。

雪中送炭
 ──支持邊緣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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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中送炭
 ──支持邊緣弱勢族群

村長伸援手  

病苦老人暫安身

經過了近一個小時的勸說，阿金伯

伯終於答應接受洗腎和後續治療，至

少急性的問題暫時得到緩解。隔天，

再探望阿金伯伯，已經可以正常說話，

阿金伯伯自己也很慶幸身體已經沒有

那麼不舒服了，很感謝當初醫師與護

理人員、社工、志工不厭其煩地勸說

接受治療。幾天後，阿金伯伯轉出普

通病房，已可下床行走練練腳力、透

透氣，身體慢慢恢復中。但是現實

的問題又發生了，入院當天，撥打

一一九協助阿金伯伯就醫的房東，趁

著阿金伯伯在醫院住院期間單方面表

示不願意再讓阿金伯伯回去繼續居住，

並且已經把所的東西都處理掉了，請

阿金伯伯出院之後不要再返回原住處。

考量到阿金伯伯才漸漸恢復的身體，

暫時先不把現實的狀況告訴他，社工

聯絡了阿金伯伯戶籍地址的慶豐村鄭

村長，鄭村長一接到慈濟醫院的電話，

便一口答應至醫院訪視阿金伯伯。了

解阿金伯伯目前的經濟狀況與困境，

鄭村長在村里內找了一間暫時能讓阿

金伯伯出院落腳的住處，且鄭村長願

意協助阿金伯伯幾期的房租，至少讓

阿金伯伯出院後不會無家可歸，之後

再使用身心障礙手冊津貼支付房租，

對獨居缺乏照顧的弱勢族群，慈濟醫療團隊常利用居家往診協助照顧健康。攝影 /李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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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了阿金伯伯出院後有個安全的住

處，社工再委婉地轉告阿金伯伯出院

後可能會換一個新住所。

隨著出院的日子到來，阿金伯伯只

需要固定至洗腎診所洗腎，便能持續

穩定腎臟的功能與運作。出院當天，

阿金伯伯表示很感謝社工在住院期間，

處理了多年來自己不敢面對的健保欠

費與健康問題，阿金伯伯說：這幾年

打零工的機會越來越少，每天有錢就

吃飯，沒錢就餓肚子，也沒想過自己

會生病，就這樣得過且過地獨自生活。

邊緣浪子身流離  

點滴溫情放心頭

現在，經過了一年，阿金伯伯腎臟

已經恢復了，不需要洗腎，平常也可

以自己騎著腳踏車到醫院定期回診，

到了醫院，阿金伯伯都會繞進社服室

來說只是打聲招呼，身體不舒服時，

也會到社會服務室問問是否可以到慈

濟醫院就診？目前接受村長協助健保

費用繳納，與每個月贈兩包白米，至

少三餐不會餓肚子了。

十多年前，阿金伯伯拋妻棄子之後，

獨自靠著打零工租屋過生活。這次阿

金伯伯需要申請社會資源時，也因為

名下有子女，雖然已經沒有聯絡，也

無法符合縣政府低收入戶的資格。這

一次偶然的機會接受了慈濟醫院的治

療與醫院社工的協助，讓阿金伯伯重

新重視自己健康的重要性，也了解到

外界關懷自己的用心。

在醫院服務的過程中，發現有越來

越多家庭支持系統較差的病人，需要

社工師與政府單位的介入，才能替代

原本家人應該發揮的功能，許多病人

的背後，都有他們不為人道的故事，

也反應了許多社會問題，若社工師能

主動去發掘並代為申請權益，在與公

部門的合作下，通常能為這些弱勢族

群順利完成醫療，同時也解決了病人

生活的困境，還有放置在他們心中的

難題。若能讓他們身心安頓，也就更

有機會讓他們回歸正軌、甚至修補過

去與家庭乃至與自己的關係了。

在醫院服務的過程中，會發現有越來越多家庭

支持系統較差的病人，需要社工施予政府單位

的介入。攝影 /李玉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