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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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花蓮慈院提供五星級的海外健檢之旅，

首位參加者自美抵達，一天一夜的檢查內容，讓受檢者很滿意……

◆ 大林慈院的賴寧生副院長，想起自己年輕時的故事，並看見孩子貧困同

學的處境，於是發起「園夢計畫」，一步一步訪視、集結力量，給孩子

一個希望的未來……

◆ 氣候漸涼，台北慈院利用社區健康講座教大家遠離流感病毒，此外，北

區人醫會第三隊也整合各科醫師，為身心障礙的小朋友，實施專業醫療

團隊照護服務……

◆ 台中慈院中醫部與心導管室同時於九月十四日開幕，未來除了著重中西

整合，中醫部更會投入中醫生物科技，開創中醫研發新領域。

◆ 東區人醫會冒雨遠赴東海岸的成功地區進行義診，整日不休息，雖然外面陰

雨綿綿，會場裡卻是一股溫馨的氣氛緊緊包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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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九月四日

海外健檢之旅 品質五星級
  

自今年七月起至明年六月，花蓮慈院

與旅行社試辦海外健康檢查之旅，首位

參加花蓮慈院健檢之旅的周晶晶，旅居

美國近三十年，她在九月四日下午抵達

花蓮。主任秘書梁忠詔與預防醫學中心

主任蔡世滋一同歡迎她，並送給她新書

《家庭健康百問》及DVD一套。經過

一夜休息及一天的檢查服務，周晶晶笑

著比起大拇指說，她感受到五星級的健

檢服務。

周晶晶是在二十多歲時移民美國加州

的華僑，每年多次返台探望住在台北的

父親及弟弟、妹妹。因為有四、五年未

做全身健康檢查，且在日前身體一直不

舒服，便計畫趁九月返台時做健檢；她

說，這個想法才出現兩天，她便看到報

紙上有關花蓮慈院健檢之旅的報導，向

當地的慈濟義診中心諮詢之後，隨即向

旅行社報名參加花蓮慈院健檢之旅。

感恩慈濟　投入志工行列

周晶晶說，其實，她每週三在美國

加州阿爾罕布拉的慈濟義診中心擔任志

工，但不知道花蓮慈院有健康檢查中

心。她覺得她和家人都與慈濟很有緣，

母親往生時原想捐大體給慈濟大學，但

不知道捐大體有時間的限制，因而錯過

當大捨老師的願望，她的弟弟、妹妹因

感恩慈濟志工為母親助念並協助母親的

後事，都簽了捐大體的志願卡，她因為

人在美國無法捐大體給慈濟，所以去年

起開始做慈濟志工。

因為父親年邁，周晶晶每年都會回台

灣幾次，因為在美國做健康檢查很不方

便，需要到醫院逐科掛號檢查，且費用

高，沒想到這次想趁著回台探視父親順

梁忠詔主任秘書致贈慈濟醫療叢書新出版的《家

庭健康百問》及ＤＶＤ一套給海外首位參加健檢

之旅的周晶晶女士。 梁主秘的熱情歡迎，周晶晶笑得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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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做全身健檢，就看到慈濟健檢之旅的

資訊，讓她有機會到花蓮健檢，並參訪

靜思堂、精舍，這過程充滿法喜。

周晶晶說，距離孩提時到花蓮旅遊已

有四十年，以前花蓮的房子少、人少、

車少，記憶中的市區人行道是用大理石

舖成，現在的花蓮變繁榮了，但風景

美、空氣好，健檢過程醫護人員的服務

好，讓她覺得很溫馨，就像她在報上獲

得「五星級的服務」的資訊一樣。

回花健檢  危險分子輕鬆掌握

花蓮慈院預防醫學中心主任蔡世滋

說，西方諺語「一分的預防勝於十分的

治療」，人的身體就像汽車一樣，除了

平時的保養之外，也需要定時檢查，身

體健康檢查可預先篩檢危險因子，因為

海外的健康檢查手續比較複雜，花蓮慈

院推動海外健檢是希望提供海外慈濟師

兄姊及僑胞回台灣省親與家人團聚，還

可做健康檢查，一天一夜的健檢內容，

讓參加健檢的朋友可以輕鬆地掌握自己

的健康訊息。

排定在一天內完成的健康檢查項目雖

多，但在醫護人員親切細心的服務下，

周晶晶覺得很輕鬆，她還當起志工，陪

伴同房來自台北的年長師姊一起做健

檢。周晶晶說，定期健康檢查很重要，

因為有健康的身體才能關懷、照顧更多

需要幫助的人，她也希望下一趟到花蓮

慈院做健檢時，能多排出幾天，參訪花

蓮風光。

(文、攝影／游繡華)

大林  

九月十六日

園夢計劃  為貧童點燈開窗

一場初中同學會，觸發了賴寧生副院

長的心念。當年的初中同學愛讀書，沒

錢購買，一瞬間的起心動念，在書店順

手牽羊，被眼尖的老闆發現，然而老闆

不但沒責怪他，反倒將書送給他，鼓勵

他用功向學。

陳年往事 勾起善心

數十年前的往事，成為同學心中永難

忘懷的記憶，這讓賴副院長驚覺，貧困

生活不單單只是影響一個人的學習，更

是會影響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為，幸好書

店老闆的寬容，讓同學心存感恩，發憤

圖強，如今才能成為社會的優秀人才。

賴副院長發現自己孩子就讀的小學

裡，仍有許多同學從小至今不曾遠足

美國回來的周女士認為花蓮慈院的健檢之旅服務

品質是五星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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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買不起畢業紀念冊、甚至家裡連基

本的學習工具都沒有。看看自己的孩子

學習環境的優沃，深覺自己更應該要為

這些家庭做些什麼。而大林地區的孩

子，隔代教養、單親，或是外籍配偶的

家庭、甚至寄養在親戚家裡的比例甚

高，教育資源尤感不足。

時間再倒回九年前，賴副院長初到

嘉義行醫，遇見了一個紅斑性狼瘡的小

女孩，在風濕免疫醫療資源極為的匱乏

的當年，賴副院長當下就做出正確的

診斷，然而半年後，當他想起那孩子

時，才知她已離開人世了。「問題出在

哪？」醫師在第一時間就已做出正確診

斷，而帶孩子吃求神香灰的父親，也是

為了積極治療孩子的病，但「問題到底

出在哪？」賴副院長痛心思索著，「及

時的追蹤關懷是關鍵」，而這種種讓人

心痛不捨的事件，更讓自己確知──行

善，要及時。

親身力行帶動 園夢計畫起跑

今年六月二十五日，賴副院長親身

帶動著同仁，主動與學校校長、老師聯

繫，透過級任導師的篩選提報，針對大

林國小、平林國小清寒學童捐贈學習資

源，發起圓夢計畫。賴副院長說：「孩

子是未來主人翁，這圓夢計畫不止一

次，而是要追蹤、要持續下去，從大林

國小、平林國小，慢慢擴展到大林鎮，

甚至到整個嘉義、雲林、台南地區。」

在大林訪視志工陳美鳳師姊的細心規

劃之下，今天結合嘉義區訪視組師兄、

師姊，由王壽榮師兄與賴副院長率領，

共五十一名志工與同仁分為九組，分別

前往由三和國小、排路國小、社團國小

老師所提報的二十九戶，共四十名小朋

友家中關懷，並帶著鉛筆、鉛筆盒、

尺、橡皮擦等文具，做為給每個小朋友

的見面禮。

這次訪視的重點有三：一、關懷並

評估孩童學用品，改善孩子學習環境，

以學習資源評估為主。二、學雜費的補

助，助就學有困難的孩子一臂之力。

三、瞭解案家經濟與生活是否困難，如

需持續追蹤，則進一步提報新案初審，

以持續改善案家情況。

「將心比心，用孩子的心來看。」芳

美師姊提醒大家。帶著滿臉的笑容以及

滿心的愛與祝福，大家歡喜地踏出大林

慈院，將愛與暖陽灑向長街陋巷。

遠來送愛  貧童展歡顏

往中坑里鄉下的路上，一路蜿蜒道

路，門牌跳號，使得師兄師姊幾度迂迴

穿梭找不到案家，但賴副院長與王壽榮

師兄及師姊們，不畏辛苦，一路詢問，

就是希望能在新的學期之初，讓孩子們

能有一個學習資源。

終於來到第一戶以竹子做樑柱骨架

的三合院，劉家姊弟，六年級以及四年

級生，家境清寒，父親因身體狀況不佳

而沒工作，母親是外籍配偶，因適應不

良，導致精神出問題，為讓她早日好

轉，讓她回印尼休養。

在訪視志工與家長互動的同時，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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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孩子賴副院長，也特別關心孩子的學

習環境與學習工具，細膩地檢視書包，

觀察孩子的學習資源。問孩子們需要什

麼、想要什麼，孩子總是靦腆地搖搖頭

;夢想是什麼？孩子沒有夢過，也不曾

想過。

第二戶是以米糠土角為牆的三合院

老厝，林小妹妹母親是外籍配偶，也是

適應不良導致離家已七年，父親為維持

生計出外工作，更無心力重視孩子的教

育。平日與祖父母同住，四年級的她從

沒離開過大林，更別說旅行或遠足。平

日寫字則趴在客廳的茶几上書寫，沒有

母親的她有著一般童年女孩的羞澀，當

賴副院長把鉛筆盒送至她手上時，她不

好意思地點點頭說：「喜歡。」這樣的

孩子讓人心疼。

一位國小孩子，騎著腳踏車繞過師

兄、師姊身旁，往著傾斜狹窄道路走，

他是第三戶方家孩童，父親去年癌症去

世，母親獨力教養二男二女，二位是國

賴寧生副院長在劉家小朋友平時讀書兼就寢的的床榻上，了解小朋友的學習工具。

▼出發訪視前，師姊們準備著要送給小朋友的見

面禮鉛筆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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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童，針對這次國小學童「學習資源

圓夢計畫」送上文具，孩子們歡喜接

受。

主動發掘  集結力量  

艷陽下挨家挨戶的訪查，縱然口乾舌

燥，揮汗如雨，個案的示現讓人滿懷感

恩與珍惜，而大家也將所見所聞帶回醫

院，集結更多人的智慧與力量，給這些

貧困家庭的孩子一個希望的未來。

回到大林慈院，賴副院長與王師兄，

帶領訪視組人員，更是加緊討論提報，

每位師兄、師姊都期待能給孩子們好的

就學空間，讓孩子有書桌可以好好坐下

來讀書，有筆可寫字，有參考書可學

習，讓這些家庭體會人間的溫暖。

透過主動的關懷訪視，志工們不僅幫

孩子發掘書桌、檯燈、參考書、眼鏡、

電腦等學習資源的需求，也提出需要置

物架、整理箱、床鋪，以及住家的清潔

打掃，試著改善個案的居家環境，才有

能力建構更好的學習環境；家庭失能與

家庭結構變異、家暴的陰影，需要更深

入的關懷，更有孩子主動反應期待師姑

師伯的關心，也是義不容辭之事；至於

經濟困難的家庭，也將進一步提報為感

恩戶與關懷戶。

下一步，即是以最短的時間，集更多

的資源與力量，帶來實質的協助，從點

而線而面，做更全面而深入的關懷。雖

然所給的是一個小東西，對孩子的未來

甚至家庭以至社會，都可能是一種整理

的帶動與提昇。

訪視志工江淑華師姊分享，這次的

計劃，也對學校老師產生了正向的引導

與帶動，讓老師感染到慈濟人的用心，

同時更深入地關懷學童。像漣漪中心的

那一滴清水，愛的效應正緩緩地向外推

開，志工們用心開啟一道門，與孩子一

同迎接無量光明的未來。（文／張菊

芬、何姿儀  攝影／何姿儀）

台北  

九月一日

遠離流感  生活更健康

台北慈院社區醫學部受新店市公所

邀約，自今年一月至十二月，每月在新

店市大豐社福館，都有一場「社區健康

講座」，期讓社區民眾經由各類健康講

座，對各類醫療、保健、食的健康等知

識，有更進一步的了解，生活得更健

康。

流感高峰期 了解才能自保

今日講座主題是「談流行感冒與流

感疫苗」，由家庭醫學科朱柏青醫師主

講。朱醫師說：「每年秋冬季節十一月

至三月是流感高峰期，許多人每年得流

感一次，流感疫苗最佳施打時間，是秋

初時期，所以九月特別安排這場流行感

冒與流感疫苗講座，十月衛生局開始提

供流感疫苗注射，希望今天這場講座，

能讓大家對流感有了解後，能遠離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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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

朱柏青醫師醫生說：「一般感冒是由

數百種病毒引起，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

起，有A、B及C型三種，流感與一般感

冒症狀不同，流感潛伏期一到三天、痊

癒時間也比一般感冒長，從一個星期到

數星期才能恢復，有時流感引起的咳嗽

長達六星期才會好、流感病毒非常容易

發生突變，且傳染力也比一般感冒病毒

強許多，尤其當流感病毒發生變異時，

因大家都沒有免疫力，在流感不斷侵襲

人類情況下，常發生大規模的流行。」

接種疫苗  健康一整年

預防流感最安全且主動的方式是接

種流感疫苗，免疫力差的老人、幼兒與

慢性病患者和醫事及衛生單位防疫人員

都是高危險群，最好每年秋初都要施打

流感預防針；流感患者之口鼻分泌物具

感染力，流感時期最好要戴口罩、勤洗

手、減少出入公共場所、良好生活作

息、均衡營養、適度運動，可提升身體

抵抗力，防禦流感病毒之入侵。

現場民眾也提出問題如：什麼是禽

流感？什麼是SARS？抗原與抗體的關

係？病毒在空氣中可存活多久？附在物

體表面又可存活多久？疫苗施打後，防

疫細胞是在身體那裡？流感接種有健保

給付嗎？ 提出一連串的疑問請教朱醫

師，朱醫師也針對大家的問題，一一回

答，並希望大家有了流感的認識與常識

後，今年流感來時，都能遠離流感病

希望大家有了流感的認識與常識後，今年流感來時，都能遠離流感病毒，健健康康一整年。圖為

台北慈院家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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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健健康康一整年。（文／周麗華  
攝影／楊煥晨）

九月八日

北區人醫關懷折翼天使

北區人醫會第三隊繼六月三十日及七

月七日關懷安坑國小及秀山國小身心障

礙的孩童後，今天「整合式身心障礙專

業醫療團隊照護服務」在台北慈院二樓

舉辦，為新店中正國小特教班的孩童進

行健康檢查。台北慈院的醫師、護士也

義不容辭地參與。

折翼天使 母愛相隨

鄰近台北慈院的中正國小，八點未到

已有家長帶著小朋友等候志工的到來。

戴著眼鏡、有著白淨臉龐的陳弟弟賴在

媽媽的身邊；就讀語言、物理及職能班

的陳弟弟，與哥哥、姊姊相差近二十

歲，由於染色體異常，媽媽付出更多的

心力照顧他。

而多重障礙的楊弟弟，今年十歲，

他坐在輪椅上，低聲地背著三字經時，

總會讓人忍不住想湊耳傾聽。楊媽媽發

現小時候的他，情緒較不穩的時候，能

藉由聽音樂及唐詩穩定下來，久了就將

「三字經」給背起來了，這也進而克服

了他視障的學習問題。他的雙手始終不

停地在扭動著一條「魔術粘」，媽媽

說：「那是幫他將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件

牙醫師會想盡辦法讓孩子放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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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上，要不然他會不由自主地咬自己的

手。」摸著楊弟弟右手背上，有著不同

膚色，結痂硬硬的地方，志工忍不住地

幫他揉一揉，讓人想將他，從內心世界

給呼喚出來。

整合健康照護  造福特教家庭

目前，中正國小的啟智班有八位同學

無法到學校，幾乎無法自理的重度障礙

有六位；平時同學們在普通班上課，僅

針對比較有障礙的部份，老師們另外抽

出時間，請特教班老師指導。

「很開心，有慈濟貼心地為特教班的

孩童們，做醫療整合。一直輪流出現在

不同小朋友身邊，協助孩童的家長與醫

師間的溝通。」中正國小特教班組長黃

冠穎老師，有感而發地說。

黃老師熟稔每一位孩子的生長環境與

學習情形，用心地了解每位小朋友不同

的特性，需要給予什麼樣的資源協助，

也常與小朋友的導師，密切聯繫學習情

形，期望能給小朋友最好與最正確的幫

助，以使他們和同年齡小朋友在學習上

不會有太大的落差。

黃老師提到，從事特教工作最大的阻

礙是，有些家長不願接受小孩不同於常

人的問題，也會質疑老師們建議的醫療

資源。她說：「這次慈濟舉辦的整合式

身心障礙診療活動，家長可以直接聽取

專業醫師的建議，讓孩童及早獲得正確

的治療。」

跨科人醫整合診療  

今天參與的醫療科別有小兒科、復健

科、牙科、心理科、兒童心智科等，不

同科別的專業醫療人員為特教需求的兒

童，提供整合式的評估診斷和治療。

人醫會總幹事呂芳川師兄表示，台北

市有五十三所學校擁有特教班的孩童，

今年只是示範實施，盡可能先從台北分

院鄰近地區如木柵、新店、景美、中永

和及海山等區進行，再慢慢地擴大至台

北縣。

「一旦啟動這項服務，就不會停止，

人醫團隊將思考，如何與醫院做周密的

結合，給予特教的學童於後續治療上，

得到更安全、更好的照顧。」呂芳川堅

定道出人醫團隊的神聖使命。

(文、攝影／鄭淑真)

聆聽楊弟弟背誦「三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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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
九月十四日

中醫部與心導管室正式成立

台中慈院於今日正式成立中醫部，由

陳建仲醫師擔任中醫部主任。同時，心

導管室也正式運作，提供有心臟血管疾

病鄉親的第一線治療設備。

上醫治未病  養生預防為重

行醫已經廿年的陳建仲醫師特別強調

中醫的預防醫學，他引用《黃帝內經》

指出的「上工治未病」，告訴大家預防

保健的重要。而且根據台中慈院啟業至

今累計萬筆台中鄉親的資料統計，慢性

疾病，確實是中縣鄉親的疾病之首。

因此中醫部選擇在即將邁入秋涼的季

節正式開診，就是為了讓銀髮族人口族

群，培養自己養生的觀念，陳建仲說，

這些觀念包括：尋求陰陽調和、配合環

境變化的養生、情緒的調養、正確的飲

食、運動導引。

陳建仲指出，秋天的保養應該做到，

早睡早起，平心靜氣，這可以避免「秋

燥」節氣造成情緒浮動，和水分喪失引

起的口乾、便秘、皮膚乾燥等「燥性」

體質症狀。

中西醫連線  一加一等於無限

這一天，也是心導管室啟用的日子。

在許文林院長(中)揭牌下，台中慈濟醫院中醫部正式成立，象徵著中西醫整合，聯手促進台中鄉親的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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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部陳主任指出，加強中西醫溝通平

台，有助於雙方整合發展；同時藉由西

醫住院病人的共同照護，把現代醫學、

中醫方面的飲食、養生相互融入，將創

造出一加一等於無限的中西醫醫療照護

典範。

陳主任以中醫的觀點，提醒冠心病患

者平時的護理預防保健，包括：讓病人

情緒能保持舒暢，避免用腦過度，去除

緊張壓力；引導病人循序漸進作運動，

如太極拳、散步、快走等，以「氣血流

通」加速康復；避免過食肥甘油膩之

品，禁止飲酒，要少量多餐，避免損傷

脾胃，而致濕濁內阻；若心痛發作時應

心情平靜，及時休息，立即給予速效止

痛藥物，避免加重病情；疼痛緩解後亦

不能過飽過勞。

除此之外，陳主任也教導大家，運用

DIY穴道按壓法來預防冠心病的發生。

他指出，時常按壓內關穴對於心痛、心

悸、胸悶、胃痛、嘔吐、癲癇、熱偏頭

痛等症狀都有顯著的作用。如何尋找內

關穴呢？陳主任說，將兩指寬度放在手

前臂第一條橫紋處，在手指下方正中間

有兩條肌腱（掌腸肌腱與橈側腕屈肌

腱）的位置即是內關穴。

未來台中慈濟醫院的中醫部除了推

動中西整合治療，也將跨入中醫生物科

技領域，帶動中醫藥研發的新領域。陳

建仲期待，藉由中醫術與中藥的完善發

展，可以把中醫帶進國際領域。他指

出，預計民國九十八年開始，中醫師委

嶄新的心導管室啟用，要顧好社區民眾的心。圖中為慈濟基金會林碧玉副總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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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將會建構完善的中醫教育訓練制

度，屆時中醫師的訓練將更完善。而台

灣中部地區是全國中醫密度最高的地

方，而台中慈院中醫門診的成立，也將

使得台中縣鄉親就診時，有更方便及多

元的選擇。

(文／簡伶潔　攝影／賴廷翰)

關山  

八月二十七日

人醫會雨中施診  病患心暖

隨著秋意漸濃，東區人醫會加緊醫療

腳步提供醫療關懷，利用假日冒雨遠赴

東海岸的成功地區進行義診。東區人醫

會每年十個場次的義診，來自花蓮慈濟

醫院、玉里、關山分院的醫護人員都自

費自假，八月二十七日抵達成功，共有

一百六十八位病患受惠，而醫護人員的

真誠關懷，在陰雨綿綿的天氣裡讓病患

更感溫暖。

颱風過後  人醫會進駐成功鎮

颱風過後，東部的天氣連日來都不

穩定，尤其節氣已過立秋，天空總是陰

陰沈沈不願放晴，今早成功鎮的天空一

樣飄著綿綿細雨，讓人的心情也無法晴

朗。

不過，在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的大

禮堂裡，一大早就已經聚集了一群穿藍

（灰）天白雲的人們，他們正以著快速

的動作在佈置著場地，或是搬桌椅，或

是搬藥箱，還有醫療器材……等等，因

為今天在這裡，慈濟東部人醫會要在這

裡辦一場義診活動。

萬事俱備 迎接民眾就診

桌椅就定位，醫療器材就定位，行動

藥局搭建起來，還要再拉一條「東區人

醫會義診服務站」的布條，這樣病患來

才找得到看診的位置。場地在師兄、師

姊細心的布置下完成，就等著九點的義

診了。

東部人醫會的負責人吳維祥師兄，內

心有些焦慮地等待著，醫師、護士是否

會如期如數的來？另一位也在焦慮的等

待的是當地負責的廖琇芳師姊，但是她

等的是來看醫生的民眾，有醫師、有護

士、有藥品、有醫療器材，也要有民眾

來看診，才能成就義診這份好因緣。

醫護自費自假 年年看診

東部人醫會在花東地區每年都要辦十

場的義診，今年已是第四年，醫師、護

士以花蓮慈院為主，今天的義診活動是

在台東的成功鎮忠智里，關山慈院算是

地主醫院，所以今天的義診活動，關山

慈院的醫護人員也把握機會不缺席。

不論是花蓮總院，或是關山慈院，

所有的醫護人員都是自願報名參加的，

所以算是志工，即使是星期天也不能報

加班，還要自付活動的所有費用，而且

有的人從一開始加入義診的行例，就不

曾中斷過，因為這樣的活動，他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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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義，讓他們有所感動，他們願意利

用假日來參加義診活動，充實自己的人

生。

天空不作美 義診一六八  

箱型車在雨中一部一部的來到，等

待的人平安抵達，吳維祥師兄放下心中

的石頭，忙著招呼著醫護人員就工作崗

位。但是，廖琇芳師姊的心還掛在半空

中，因為陰雨天，願意出門的民眾畢竟

比較少，可是桌椅準備這麼多，藥品也

準備這麼多，醫生也多，護士也多，愛

心這麼多，電視的跑馬燈也跑了，里長

也拜託了，師兄、師姊的海報也發了，

現在就只能等了。

人來了，人來了，義診團隊動起來

了，廖琇芳師姊笑了，吳維祥師兄也笑

了，如果能讓來的病人笑著回家，醫護

人員一定會笑的更加燦爛。

義診活動中午不休息，直到下午三點

才結束，看診一百六十八位，廖琇芳師

姊對這個數字還不算滿意，她說還要再

加油。

外面雖然陰雨綿綿，但是裡面卻是

一股溫馨的氛圍緊緊包圍著義診會場，

就因為有這麼多熱情的人，願意把愛灑

在這些無親無故的人身上，這大概就是

「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最佳呈現。

祝福人醫會的義診活動場場順利，也祝

福來看診的民眾，在這麼多愛心的關照

下，病痛早日消失。

（文、圖／蔡清源）

第四年來到台東縣成功鎮義診，雖然下雨，民眾還

是陸續來到義診會場就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