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濟醫療誌
慈濟醫療以人為本

日日上演著動人的溫馨故事

真善美志工與同仁用感恩心

見證慈濟醫療人文之美

◆�深入南橫部落進行擴大衛教的關山慈濟醫院護理團隊，將正

確的健康知識送進偏鄉，來見習的大學生也因此看到城鄉差

距………

◆�玉里慈濟醫院榮獲國民健康署大腸癌篩檢複診追蹤第一名，以及花蓮縣衛

生局最佳合作夥伴，兩個獎項肯定了全院同仁的努力……

◆�臺中慈濟醫院新陳代謝科團隊演出原創音樂短劇，跨科邀請同仁及其家人

參與，用最獨特的方式讓病人落實健康生活概念……

◆�臺北慈濟醫院舉辦器官捐贈暨安寧療護宣導簽署活動，宣導器捐正確知

識，並邀請換心人現身說法，響應醫病共同決策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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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
七月二十日

護師衛教進部落

送愛南橫傳健康

南橫路段醫療資源匱乏，對外交通不

便，部落村民生病時得長途波折到山下，

來回至少一個小時。為了增加偏鄉醫療

的可近性與就醫的方便性，二○○一年，

關山慈濟醫院承接「山地離島地區醫療

給付效益提昇計畫」（簡稱 IDS），由醫
護團隊開著巡迴醫療專車，每周二、五、

六於下馬部落、霧鹿及利稻衛生室駐診。

考量無法全年無休地提供即時醫療服務，

護理人員也將衛教帶進部落，宣導居家

保健常識，降低疾病的發生率。

小遊戲寓教於樂　宣導正確觀念

每年的擴大衛教活動，護理人員必須

克服的不是險惡的路況，而是如何號召

更多村民參與，才能達到此行的效益。

七月二十日上午，衛教團隊邱燕婷、孫

美琪、馬秀美、陳桂珠等護理師，在總

務同仁賴家勳的接送下，抵達霧鹿活動

中心。由於現場等候聽課的人數不到五

位，桂珠及美琪開始沿著民宅邀請「聽

眾」，村民們很快就放下手邊的工作前

來捧場。

為了讓村民體驗在日漸老化下，身軀

手腳不靈活、視力減退的生活情況，從

中學習將心比心，對待周遭失能的病人

及老人。邱燕婷居家護理師規劃了小遊

戲競賽，讓大家感受用筷子夾紅豆、戴

墨鏡穿針線，以及頭頂書本走路的不便。

村民們不分年紀熱絡參與遊戲，贏的人

還可獲得院方準備的日常生活用品小禮

物，大家都玩得不亦樂乎。

接下來的衛教課程，由孫美琪講述「老

人居家防跌」的重要性。美琪說，十個

邱燕婷居家護理師（右）利用筷子夾紅豆等小

遊戲，讓村民們親身體驗老化之後的生活狀況。

孫美琪護理師講述「老人居家防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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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跌倒，至少有三個會受傷，一個會

住院。跌倒所造成的傷害，不僅會導致

患者骨折、脫臼、憂鬱、生活品質下降，

甚至可能長期臥床或死亡，家庭開銷及

負擔都會跟著增加，千萬不能小看跌倒

的威力。家裡的擺設要盡量簡單化，電

線不可以散落在地上、浴室磁磚要貼上

防滑條，不要因為省電晚上不開電燈，

服藥後要多休息，穿合腳的鞋子、少喝

酒等等。燕婷也提醒，有些長者因為面

子問題而不願拄拐杖，這些觀念都是錯

誤的。

學生上山見習　感嘆城鄉差距

當天有兩位慈濟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二年級的學生，跟著護理同仁見習。

賴盈瑜說，跟著學姊們到山上衛教的

體悟很多，村民們在山上要獲得醫療

知識不容易，加上年輕人外出工作，

老人在家如果沒注意就很容易受傷。

未來自己想到偏鄉授課，導正他們錯

誤的觀念及降低受傷率。郭庭伶也說，

有別於平常在城市的衛教宣導，感受

到部落因為缺少健康方面知識的管道，

導致老人容易被疏於照顧。實地走過

偏鄉後，才知道自己擁有的資源，遠

遠超過他們太多了。

儘管部落村民的健康受當地文化及生

活環境影響，不易推動戒菸酒及檳榔，

但關山慈院醫護團隊熱情不減，十五年

來不分晴雨晝夜，用心守護南橫。（文、

攝影／陳慧芳）

關山慈院用心守護南橫部落居

民的健康，至今已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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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里
八月十六日

癌篩複檢獲第一

地區醫院護鄉里

為了表揚二○一五年度積極推動癌症

篩檢成果績優的醫療院所，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於八月十六日上午在臺北市

舉行頒獎典禮。玉里慈濟醫院在大腸癌

篩檢陽性個案的複診追蹤上，三個月內

的追蹤完成率達到百分之七十五點六，

獲得「地區醫院第二組第一名」獎勵。

同時，為了感恩院方近年來積極配合衛

生單位辦理社區篩檢與宣導活動，花蓮

縣衛生局推薦玉里慈院成為本縣的「縣

市最佳合作夥伴」。能夠同時獲得兩個

獎項的表揚，不只是對醫院長期推動癌

症篩檢的肯定，也是全院同仁合和互協

的榮耀與成果。

同仁樂承擔　成就首獎榮耀

從國民健康署王英偉署長的手中接過

獎座，代表接受表揚的管理室郭秀鳳主

任相當感動。郭主任說：「在大腸癌陽

性個案的追蹤上，能夠獲得地區醫院／

診所組的第二組第一名，這真的相當不

容易。因為全院同仁在癌症篩檢的推動

上，都樂於在個人的工作之外多承擔一

些，才能讓篩檢與陽性個案追蹤等業務，

都可以順利而圓滿推動，獲得國健署的

肯定。」

分組方式是依據各院所於二○一四

年，符合篩檢資格之門診人數來分組，

診所與地區醫院併入同組；在玉里慈院

所屬的組別裡，共有二十九家院所。要

進入排名還有一項要求，就是陽性個案

數需為該組整體四癌陽性個案數的前百

分之五十，才能夠依據院方於篩檢出陽

性個案後，三個月內追蹤完成並接受大

玉里慈院榮獲國健署「大腸癌疑癌追緝王」以

及「縣市最佳合作夥伴」兩個獎項的肯定。

從新任國民健康署王英偉署長手中接過獎座，

管理室郭秀鳳主任感恩全院同仁的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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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鏡檢查者，來計算完成比率，並只錄

取該組的第一名。

三癌篩檢		早期發現早治療

除了用心於提升篩檢品質與陽性個案

的追蹤複檢外，玉里慈院也是基層衛生

單位的合作好夥伴。無論是醫院內的篩

檢活動，還是社區篩檢的推廣，都可看

見慈院同仁穿梭其間，讓花蓮縣衛生局

看見了全院同仁推動癌症篩檢的努力。

花蓮縣衛生局保健科詹瑞慧科長認為，

玉里慈院積極與玉里鎮衛生所合作，共

同舉辦社區與機構的癌症篩檢活動，為

鎮民健康付出許多，是名副其實的合作

好夥伴。

四癌篩檢包括口腔癌、大腸癌、子宮

頸癌與乳癌，目前玉里慈院除乳癌需專

屬設備而無法施作外，其餘三項均可執

行。雖然四癌篩檢的推動工作已行之有

年，大多數鄉親也對篩檢常識有正確的

認知，然而許多人在收到篩檢陽性通知

的第一時間，大多還是選擇暫時不面對，

所以同仁在通知鄉親接受進一步的檢查

時，還是容易吃閉門羹，也因為進一步

追蹤就需要做大腸鏡，所以對篩檢陽性

的鄉親來說，更容易怕麻煩而拒絕。這

時，負責追蹤工作的同仁們就必須發揮

智慧，以理性的溝通和耐心來勸說，就

算是被掛電話，還是不能放棄。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小鎮醫院用心

推動癌症篩檢，就是希望能提升癌症病

患重拾健康的機會，也是以實際行動來

實踐守護鄉親健康的使命。（文、攝影

／陳世淵）

結合社區捐血活動，玉里慈院李晉三醫師（左）為鄉親進行口腔癌篩檢。攝影／張哲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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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
八月二十五日

新陳代謝科音樂短劇
「唱」導健康

讓正確的健康生活觀念深植人心，

是守護病人健康的重要途徑。臺中慈濟

醫院黃怡瓔主任率領的新陳代謝科團

隊，八月二十五日在醫院大廳演出「哥

弟魅影‧健不健康在於你」音樂短劇，

醫護行政同仁橫向攜手各單位、科別，

不但家屬友情客串，連家人的鋼琴老

師、同仁子女學校的口琴隊，都來共襄

盛舉，展現動人的合和互協精神。

原創衛教音樂劇

要病人過目不忘

新陳代謝科連續幾年推出衛教行動

劇，黃怡瓔主任說，國人罹患新陳代謝

疾患逐年增加，事實上，病人只要能落

實正確的健康生活觀念，恢復健康並

不難。臨床上發現苦口婆心再三宣導，

卻囿於許多病人聽過就忘，難免感到遺

憾，希望能透過獨創的音樂劇等方式，

讓大家對內容留下深刻印象。

活動一年比一年精彩，今年參加的

臺中慈院新陳代謝科推出原創音樂短劇，將衛教內容融入音樂劇裡；圖中手持小提琴者為黃怡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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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特別多。「哥弟魅影‧健不健康在

於你」音樂衛教劇，劇名與音樂主要取

自「歌劇魅影」，特別的是，演出人員

全是醫護團隊與他們的家人、老師等，

展現弦樂、直笛、歌唱等才藝。透過

輕鬆生活化的方式，為了病人的健康，

合力呈現正確飲食的重要性。

故事描述主人翁原本三Ｃ產品不離

手，整天抓寶可夢，吃高熱量、精緻的

垃圾食物，還有抽菸、喝酒、打架等不

良習慣，造成身體危害，增加三高（高

血壓、高血糖、高血脂）出現的可能性；

後來在小天使的勸導以及優美歌聲中

覺醒。

同仁家人傾力相助

健康生活操之在己

黃怡瓔主任、家醫科蔡恩霖醫師擔

任弦樂部分，新陳代謝科徐盛邦醫師邀

來另一半劉淑韻醫師合唱歌劇，一個是

雄厚男聲獨唱，一個則是悠揚的高音女

聲，兩人利用居家空檔練唱，夫唱婦隨

樂趣多多。黃怡瓔主任就讀國、高中的

兩個兒子飾演主角；個案管理師王文玉

的女兒年僅四歲，是當然的小天使；總

務室同仁李士元在控場之餘，還要分身

扮黑衣人、裁判，忙得不得了。彭盈靜

等多位醫務助理沒有深厚的音樂底子，

犧牲午休與在家的時間猛練指法，在短

短兩個月的時間學會吹直笛，還能上場

表演。活動結束後的大合影個個笑逐顏

開，感恩指導老師的用心，讓他們成就

感十足。

透過衛教師、營養師配合小天使與

圖卡說明，建立正確飲食生活方式，劇

末主角丟掉香菸，不再沈迷網路，改

練跆拳道，也培養出良好的音樂嗜好，

證明健不健康都在自己的選擇與作為。

在直笛、小提琴及男女高音中，眾人合

力完成獨創的音樂衛教短劇，讓觀眾們

留下深刻的印象。（文／曾秀英　攝影

／賴廷翰）

新陳代謝科徐盛邦醫師（右）與太太劉淑韻醫

師合唱歌劇，兩人夫唱婦隨展現好歌喉。

熱鬧的音樂衛教劇，有歌唱、有演奏還有戲劇，

要讓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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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八月十六日

0 與 1 之間
宣導器捐續生命

二○一六年八月十六日，臺北慈濟

醫院與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

心共同舉辦「年度器官捐贈暨安寧療護

宣導簽署活動」，除了藉行動劇及歌唱

宣導器官捐贈的正確知識外，更邀請臺

北慈院第十二位換心人王先生以受捐

者的立場現身說法。

醫病共享醫療決策

知識溝通尊重兼具

臺北慈院器官捐贈暨移植小組召集

人張耀仁副院長揭示活動舉辦目的，

「有人將器官捐贈比擬為汽車零件更

換，然而器官捐贈又更顯複雜。要將一

個個體的器官捐給另一個個體，其中

涉及的醫療、法規及病人身心靈照護，

確實不容易。」張副院長提到，希望透

過活動宣導，讓大家更清楚器官捐贈的

觀念及精神，進而增加器官捐贈的意願

和數量，才能嘉惠更多需要受捐贈的病

患。「今天也成立『器官捐贈宣導暨

關懷小組』志工團隊，有志工的加入，

器官捐贈宣導的力量更壯大。當無常到

來，如果還能透過捐贈器官讓生命延

續，更能展現大愛。」張副院長歡迎大

家在現場簽署器捐卡，共同響應病人參

與治療或臨終照護決策的觀念。

臺北慈院器官捐贈暨移植小組協

調師余翠翠，分享「從醫病共享決策

(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看生命
末期照護及器官捐贈與移植」，強調由

醫師和病人共同參與醫療決策的重要

及好處。醫師提出各種不同醫療處置的

器捐移植小組召集人張耀仁副院長歡迎大家簽

署器捐卡，響應病人參與治療與臨終照護決策。

余翠翠協調護理師（左）邀請第十二位換心人

王先生上臺，用受捐者的立場現身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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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資料，病人提出個人喜好和價值

觀，彼此交換資訊討論後，一起決定最

佳可行的醫療方式。這樣的模式，兼具

知識、溝通與尊重三大元素，讓醫病有

共識，增進醫療效果。

器官捐贈移植		列入臨終思考

余翠翠同時邀請換心人王先生上臺。

臺北慈院第十二位換心人王先生站在

臺前精神奕奕，述說著心境，「這是 0
與 1之間，沒有器官捐贈，是 0，我就
回去見老祖宗了；但因為有了人間遺

愛，接受器捐，這個 1，讓我今天可以
站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也特別感恩心

臟內科葉冠宏主任及心臟外科諶大中

主任聯手救命之恩。

活動現場除了有可愛的代言人「小麥

貝兒」布偶熊在現場吸引大家注意外，

也透過問卷和釣魚遊戲，巧妙傳達器官

捐贈的正確知識，讓大家知道原來器捐

無關年紀，只要器官功能良好都可以捐

贈。罹患 B型肝炎者可以器捐給同樣
罹患 B肝者，臺灣器官捐贈移植是由
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做妥

善公正的分配。

當生命到了末期，妥善的臨終照護與

器官捐贈移植的觀念，是很重要的關鍵

議題，就如張耀仁副院長的建議：「器

官捐贈移植，也可以列入臨終思考的一

環。」

活動告一段落，「器捐宣導尖兵團」

的夥伴和護理師們，仍在陽光大廳現場

宣導器官捐贈，余翠翠協調師與志工

們來到社服會議室，共同宣誓志工團

隊「器官捐贈宣導暨關懷小組」成立，

日後志工們將與器官捐贈暨移植小組

一起為器捐的宣導及執行而努力。（文

／吳燕萍　攝影／范宇宏）

臺北慈院舉辦器官捐贈暨安寧療護宣導簽署活動，宣導器官捐贈的正確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