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多在慈濟系統工作的社會工作者最

常被同業問到的問題是：「慈濟志工到

底是如何召募與管理？」其次則為「慈

濟志工那麼強，那慈濟社會工作者還能

做些什麼？」為了回答這類問題，對花

蓮慈濟醫院社會服務室而言，二十週年

慶重頭性不僅是八月底的醫療志工研討

會，也包括九月中的醫療社會工作研討

會。

在這個一天半的研討會中，我們將慈

濟醫院社會工作者的工作內容依據「守

護健康、守護生命、守護愛」區分成

「慈濟社區工作」、「多元捐贈與安寧

療護」及「出院準備服務及志工運作」

三個區塊，共計有將近一百位全國各醫

院醫務社工、社會工作相關系所學生、

醫院志工等熱鬧與會。

跨院合作　跨志業體研討

特別值得一提的，本次研討會不僅

僅是花蓮總院社會服務室的實務經驗整

理，而是結合台北、大林兩分院社會服

務室做一個整合性呈現，並且邀請慈濟

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的教授學者擔任座

長，針對慈濟各院社工運作給予指導及

回饋。這種跨院合作、跨志業體研討，

也是種「合心、和氣、互愛、協力」的

慈濟精神展現。

在「守護健康」的「慈濟社區工作」

專題中，首先邀請到國立陽明大學衛生

福利研究所周月清副教授就「我國社區

照護之現況與未來」議題做專題演講。

周月清副教授提醒全體與會者：長期照

護是一條需要長期耕耘的道路，或許政

策名目不斷改變，但身為實務工作者的

我們應該要把這觀念掛在心上，才能在

服務過程中實際落實。

花蓮落實往診　大林著重族群

緊接著則由花蓮慈濟醫院社會服務室

林怡嘉社工師、慈濟醫院大林分院社區

醫學部賴怡伶高專，分別就花蓮以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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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社區傳遞愛  

文／吳宛育、林怡嘉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社工師

慈院二十週年慶

社會工作實務研討會紀實  



林兩院的社區工作做經驗分享與檢視。

從他們兩位的報告中可以發現，由於兩

地地區屬性、人口特性、醫院組織架

構、社工被賦予的角色期待等差異，造

成兩院推動的社區工作也有很大差異。

以花蓮為例，在重視整合性醫療服務的

許文林副院長兼任社會服務室主任之情

況下，居家往診成為社會服務室社區工

作的主力，為了讓往診落實「全人、全

家的慈濟人文關懷」，社會服務室花費

許多精力在「先讓醫院本身這個社區內

的成員」培養對往診服務的共識，此外

如何結合慈善、教育、人文等慈濟其他

志業進行社區工作，也成為花蓮社會服

務室在守護生命時的思考內涵。

相對來說，大林分院則因為社區工

作是由直屬於林俊龍院長的社區醫學部

獨立負責，因此跨部門整合、與外界公

私部門的方案委託及申請，就成為其特

色。整體而言大林分院社區工作相對於

花蓮總院顯得更活潑、更多元，領域跨

及老人、弱勢兒童、外籍配偶等；花蓮

總院則是針對醫院同仁對往診的共識凝

聚、不同志業體間的結合等項目投注較

深度的心力。在兩院報告之後，周月清

副教授給予很大的鼓勵與支持，並提醒

眾人「評估」的重要性，她提到：「在

背負著全體慈濟人的祝福、所有捐款人

的信賴下，無論是花蓮總院或大林分院

都應該慎重思考社區工作成效評估指

標」。

花蓮慈院器捐與安寧療護

守護生命

第二天上午「守護生命」議題，是由

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劉曉春講師、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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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寬助理教授擔任座長。「心蓮病房」

是許多人聽到慈濟醫院立刻聯想到的四

個字，因此首先登場的是花蓮總院家庭

醫學科王英偉醫師分享心蓮病房設立的

緣起與運作，謝侑書社工員則接續分享

了這兩年多來在安寧療護工作點滴，藉

由個案報告方式，她讓與會者看到了一

位社工員，在一個特別強調「全人、全

隊、全家、全程」及「靈性照顧」的工

作場域，相對於其他專業人員更複雜、

龐大的工作量下，戰戰兢兢地用心成長

與學習。

緊接著是「慈濟多元捐贈」，花蓮

總院一般外科李明哲主任親自蒞臨，向

全體與會者介紹慈濟器官捐贈團隊，隨

後負責花蓮器捐業務的張美茹社工員則

緊接著透過一部充滿意義的卡通短片，

說明器官捐贈、骨髓捐贈、臍帶血捐贈

對於捐贈者本身、捐贈者家庭、受贈

者、社會大眾的意義。針對有不少人質

疑「為什麼那麼多人堅持只想捐給慈濟

醫院」一事，張美茹社工員趁機做了澄

清與說明：「其實慈濟長期傳遞『生命

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的生命價

值，器官捐贈只是其中一項行動展現，

當一個病患表達出想要捐贈器官的意

願，無論最後是否能夠順利成功，醫院

或社區中的慈濟志工均在整個過程中有

始有終、密集陪伴與膚慰。就是這樣的

安全感與受重視，使得許多器官捐贈者

將慈濟醫院視為第一選擇，但對於慈濟

醫療團隊而言，我們只是想幫忙這些人

讓他們能夠圓滿『生命以另一種方式延

續』的願望，無論是否真的是在慈濟醫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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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過度期待　

社工與志工、醫護協力圓滿

最後半天則進入研討會的高潮，由慈

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萬育維副教授、郭

登聰所長擔任引言與回應，花蓮總院潘

國揚組長、台北分院吳芳茜主任、大林

分院張建中組長等三地的社會服務室社

工組主管，針對「慈濟醫院出院準備服

務優勢與困境」做報告。

在他們的分享中可以發現：當醫院掛

上慈濟這兩個字時的確常常有著更大的

壓力，這使得社工員在服務長期滯院病

患及其家屬時，需要面對不少其他醫院

社工不會遇到的事情。例如就有一些貧

窮、孤老、重症、需長期照護的病患，

從入院起就抱持著「慈濟醫院是做善事

的，他必須無條件把我照顧到康復。」

「慈濟志工那麼多，我生病的家人給他

們照顧就好，我不用來醫院」、「慈濟

那麼有錢，不應該跟我收自費的醫材費

用」……等等不適當的期待與要求，當這

樣不當期待沒有機會被釐清，不被滿足

的負面情緒容易導致醫療抱怨。

社工如何與志工合作、結合醫療團

隊，共同協助病患及其家屬調整對慈

濟醫院的合理期待，並且協助病患及家

屬安心地在慈濟醫院治療，是每個院區

社工們的期待與使命，畢竟「守護愛」

是慈濟醫院的重大任務。在研討會的最

後，花蓮總院常住志工張紀雪師姊也分

享了醫院志工的工作內容與運作方式，

潘國揚組長則以「醫院社會工作與慈

濟社區志工的連結」為題代表三院做分

享，「以愛來管理、以戒為制度」是貫

穿全部的主軸。正因為慈濟志工的存

在，在慈濟醫院的社會工作者有更大能

量與豐沛資源能夠發揮所長。

這次研討會能夠順利圓滿要感恩很

多人，除了台北分院、大林分院社工

夥伴們之外，還有慈濟

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的老

師們。研討會結束了！

在這樣的交流溝通過程

中，收穫最多的不只是

學員，如何將會中各方

的指導與建議拿回到工

作崗位落實，將是接下

來所有慈濟醫院社工們

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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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花蓮慈院社工潘國揚組

長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