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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

在二○一九年斗六慈濟診所升格為醫

院之前，洗腎室的護理同仁兢兢業業為腎

友，而升格為醫院之後，她們依然用心，

但到底哪裡不同了呢？

我會說，她們開始有不同的想像，勇

敢作夢，更樂於承擔！

「阿蕊妳好嗎？還會痛嗎？」我常在

踏進斗六慈濟醫院大門時，遇到正在等待

上三樓洗腎室的金蕊及其他腎友，我總會

開心地和他們打聲招呼。因為洗腎室護理

同仁的接引，讓我有機會為金蕊解決頸椎

的難題。

以前做工拚給小孩子讀書。六十多歲

的金蕊說四個兒子有三個高學歷，發展都

很不錯。在她洗腎前做過十一年半的腹膜

透析，把自己照顧得很好。後來因為發生

感染，不得不開始血液透析。

 「一句『妳好嗎？』就覺得自己變得
很好！」金蕊每回感謝的名單，從院長、

醫師、護理一路到清潔的阿姨，說不完。

當她洗腎一段時間後，雅萍護理長發現金

蕊阿姨根本躺不住，手會麻、冰冷。金蕊

覺得躺著時，頭、頸與肩都很痛，一直痛

到四個小時洗腎完畢後，整個衣服都被汗

水濡濕了，還有，吃東西也沒味道了。

護理同仁建議她「讓院長看看」，結果

那些困擾她的症狀，經過我的頸椎手術後

煙消雲散，她說自己「過去會有點駝背，

現在都站得很挺」。

送虎迎兔的農曆年節前一天，護理長

邀請我挑著扁擔到各單位送禮。我一直記

得她說過的話，以「做個被同仁看得到的

院長」自我提醒。也自我期許，要記得住

同仁的姓名。

雅萍護理長說，常能看到院長到單位送

禮，過去同仁可能不太在乎醫院的負責人

是誰，但看得到，又聽得到，常常看到院

長出現，同仁就有機會說出自己的想法，

想要的改變。以前有事，就對護理長講，

現在，也可以和院長講，多一個可以挺自

己的力量。

為了斗六慈濟醫院的發展以及守護鄉

親的志願，當然義無反顧挺同仁。

四年多前，二○一九年一月五日，在

有心有願
守護鄉親就不難
文／簡瑞騰　斗六慈濟醫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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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嚴上人親臨主持啟業揭幕，改制後的斗

六慈濟醫院是慈濟第七所醫院，有大林慈

濟醫院做後盾，提供更完整的門診服務，

新增泌尿科、整形外科、耳鼻喉科、骨科

及外科等門診手術，讓就醫民眾免除往來

大林、斗六之間轉診、轉檢奔波的辛苦。

雖然斗六慈院很小，服務量受限於地域

關係，短期內成長空間有限，但品質的提

升則大有可為。血液透析室過去十多年在

張雅萍護理長的帶領下受到腎友的肯定，

參加大林慈濟醫院的品管圈與品質競賽也

很有成就，但隨著診所升格為醫院後，一

定要走出去讓大家都看到。

每當我接到醫策會、醫療品質協會或

單項協會的競賽時，一定會告訴護理同仁

不要怕，就是去報名參加。果然這幾年的

努力陸續開花結果，尤其二○二二年以

「降低血液透析工作人員上肢肌肉疼痛發

生率」的主題，在多項競賽活動中大放異

彩。不只斗六慈院站上全臺灣的舞臺被看

到、成為陸續被參訪與學習的標竿，也代

表整個慈濟被看見。

當委員來到雲林斗六這家小醫院，看到

洗腎室整個團隊的合作精神、上下一心，

眼睛為之一亮，才會在評分上給予很多鼓

勵而有好的成績，今年 (二○二三 )甚至
拿到腎臟醫學會的優秀論文獎、NHQA國
家品質獎銀獎，青出於藍勝於藍，所有的

改善成效帶回大林慈院，彼此相互提攜與

成長。

護理長雅萍的特質就是能讓大家聚在

一起、鞏固在一起。加上醫院行政系統的

協助，合和互協，不僅走出去被看到，品

質更加亮麗，那麼小的醫院能做到全臺灣

知名，很讓人欣慰。雅萍是洗腎室的靈魂

人物，不只是自己做，更帶著大家一起

做。

有位腎友陳大哥，每年都帶來頂級的

斗六文旦，而且是每位同仁一箱。

對病人來說，護理同仁可以叫得出名

字，甚至與家屬打成一片，有感情。否則

每週三天、每次四小時躺在床上，冷冰冰

的一點溫暖都沒有，真難以想像。如果能

夠和腎友像家人，則家屬很放心，腎友也

很暖心，就像自己的孫子輩，醫病的溫馨

故事說不完。

洗腎是末端的醫療，如何護腎才是最重

要的。首先，努力透過院內 CKD早期腎
臟病的防治計畫、國健署與各相關醫療科

的計畫，找出早期腎臟功能不全的患者，

給予衛教。儘管有糖尿病、心臟病，最重

要的是注意用藥，把腎臟顧好。

在院內，針對有其他系統疾病的病人，

避免再讓腎臟惡化，透過中醫、營養、新

陳代謝科等一起提升學術研究的水準，落

實為護腎的重要基礎。

此外，醫療團隊繼續深入社區。個案管

理師隨著醫療團隊到社區衛教，整合性的

身體健康、骨頭要勇、腰子要好、營養要

顧好等內容，我們全面性地來到村裡的廟

埕、活動中心和鄉親搏感情。藉著活潑、

接地氣的方式，讓民眾、老人家、還在吃

方便藥與聽信電臺賣藥等腎臟病潛在高危

險族群獲得正確的觀念，避免走到人生變

黑白的那一刻。

以病人為中心！不光只是看兩顆腎臟，

更要早期預防，成為守護鄉親健康的好厝

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