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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預約幸福
記得快樂

 隨著超高齡化社會的來臨，長者的
「長期照護」成為目前刻不容緩的議

題，為因應伴隨老化所衍生的失能、失

智照顧需求，行政院自二○○七年起推

動「長期照護十年計畫 2.0」，致力建
立優質且普及的長照服務體系，提供從

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式照顧的

多元連續服務。

六心級在地安老
健康樂活
台北慈濟醫院社區長照機構
文／鄭冉曦

台北慈濟醫院社區長照機構成員合影。

攝影／盧義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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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心級」守護心肝長輩

台北慈濟醫院二○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成立社區暨長照服務部，除了設有為失

能者擬定照顧服務計畫連結的 A級社區
整合型服務中心外，亦成立居家式長照

服務機構，更在二○二○年十月十九日

設立「台北慈濟社區長照機構」，整合

醫療資源與長期照顧，提供長者細心、

熱心、耐心、用心、愛心及安心的「六

心級」在地安老服務。李孟蓉副主任說

明，此社區長照機構 (以下簡稱日照中
心 )主要收托設籍並實際居住在新北市
新店、中和、永和等區域，屬輕、中度

失能或失智之六十五歲以上長者及失能

身心障礙者，提供醫療與照顧整合的全

方位服務。

遵循政府長照政策，日照中心設有一

位護理師、一位社工師以及五位照顧服

務員，每個職位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

如護理師需要進行個案的健康管理，包

括體重及血壓測量、定時給藥等等，社

工員負責教案活動設計，累積共有八十

種行為治療教案，照服員則需要照顧長

輩們吃飯、如廁、復能訓練等日常生活。

日間照護團隊以「生活自理」、「提

升機能」為目標，以「復能生活化」為

主要重點，提供生活照顧、身腦適能、

文康休閒、家屬喘息與青銀共融服務，

並以跨領域專業團隊為後盾，結合醫療

資源，比如由職能、物理治療師因應長

輩需求，規畫提升肌力、增進精細動作

功能等復能訓練；飲食方面由營養師針

對退化情況與疾病別，設計客製化的健

康素食餐；若長輩有就醫需求，也會由

照服員陪伴看診，希望提升長輩生活品

質，減少家屬照顧壓力。此外，若長輩

有三個月內體重下降百分之五、近期行

為紊亂以及失智症狀加劇的情況，團隊

每季度都會邀請相關醫療人員開會討論

特別個案的照護方針，以期延緩失智失

能。

當長輩來到日照中心後，先由護理師測量血壓，

接著以五行健康操為新的一天拉開序幕。攝影

／盧義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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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中心上課了

學習成長交朋友

八十七歲的鄭奶奶是五十年代著名

的臺語歌手，喜歡唱歌的她，就愛跟著

社區合唱團到各處演出，也因此認識幾

位同樣愛唱歌的好友，幾個人總會固定

相約前往西門町的 KTV唱歌聊天，這
習慣一直延續了三十多年。可在三年

前，鄭奶奶突然抗拒與好友共聚，兒女

詢問其好友後得知鄭奶奶最近有情緒波

動大、容易跌倒的情形。觀察一段時間

後，家人也發現母親的行為有些異常，

包括經常一整天都沒進食卻總說吃不下

飯，天氣炎熱卻穿許多件長袖衣物等

等，但當時兒女們不以為意，直到某天

半夜接到警察局來電，得知母親在穿越

馬路時不慎跌坐在地，才發覺她的情況

比原來想像地還要嚴重⋯⋯

後來，一家人決定帶鄭奶奶來到台

北慈院身心醫學科就診，經醫師診斷為

中度失智症。「我現在記憶力很差，有

時候都不知道自己在哪裡，所以都盡量

待在家裡不敢出門了⋯⋯」鄭奶奶向醫

師透露，種種情況讓她心情低落，因此

兒女們在醫師的建議下讓鄭奶奶來到日

照中心，希望她能夠多出來與其他長輩

相處，找回過去開朗的模樣。而為了讓

家屬了解長輩在日照中心的生活，與家

屬達到雙向溝通，日照團隊為每一位長

輩都製作了專屬聯絡本，詳細記錄其體

溫、血壓、血糖等健康狀況，以及用飯、

如廁的頻率與情緒的起伏變化。李孟蓉

副主任也建立線上群組，不定時傳送衛

教文章、回答照護疑問，促進家屬的照

護認知，同時也會定期舉辦家屬座談會

與戶外郊遊，作照顧者的最堅強的後

盾。

平日上午八點左右，日照中心的長者

陸續抵達，照服員暖心關懷長輩們的衣

著是否保暖、是否有盥洗以及吃早餐，

護理師也一一測量體溫、血壓並確認需

要服用的藥物。大家或是聚在一起閒

聊、下棋、拼拼圖，或在照服員與社工

照服員根據長輩情況進行個別化活動 ( 左 )；每天也會將長輩日常生活紀錄至聯絡本 ( 右 )。

攝影／盧義泓 攝影／李孟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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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陪伴下進行一對一的個別化活動。當

長輩們到齊之後，眾人以「五行健康

操」為新的一天拉開序幕。而後，照服

員與志工們便按照每日教案安排，陪伴

長輩進行各項多元活動，包括各式益智

遊戲、手作 DIY等等，職能、物理治療
師每週也會定期來到中心，替經醫師評

估需要接受訓練的個案進行簡單的復能

運動。

 一開始來到日照中心，鄭奶奶顯得
十分不安，李孟蓉副主任細心觀察發現

鄭奶奶總是獨自一人，不願意參與團體

活動，有時還會出現譫妄症狀，對周遭

的人事有很強的防備心。因此李孟蓉副

主任積極安排鄭奶奶接受團體活動，加

上多次的深入會談後，鄭奶奶漸漸放下

戒備，也願意與身邊的人有更多互動。

「這張畫得很棒哦，妳真厲害！」身旁

照服員與同儕們的稱讚讓鄭奶奶笑得眼

睛都瞇了起來，十分歡喜，眾人發現鄭

奶奶喜歡畫畫，且畫畫時她的情緒會變

得平穩。李孟蓉副主任提到：「同儕之

間的鼓勵非常重要，因為長輩難免都

會覺得自己是不是因為生病才會來到這

裡，非常沒有自信，更甚封閉自己。但

實際參與後會發現這裡的人其實和自己

是一樣的，所以大家久而久之就像學生

時期的好朋友一樣，一起學習成長。」

鄭奶奶的改變肉眼可見，兒子看見母親

久違的笑容後表示，自從去到了日照中

心，媽媽的情緒變得穩定，身體也變得

健康，對兒女而言是一件非常歡喜的事

情。

懷舊治療展風華

「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好一朵美麗

的茉莉花⋯⋯」悠揚的歌聲環繞著日照

中心，除了喜歡畫畫之外，鄭奶奶最喜

歡的莫過於歌唱了，只要在唱歌的那一

剎那，她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來。而

李孟蓉副主任協助鄭奶奶進行伸展。攝影／盧

義泓

拿起麥克風，鄭奶奶展露往日風華，演唱多首

臺語懷舊歌曲。圖片提供／李孟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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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團隊除了希望延緩長輩老化之外，

更期待能夠挖掘長輩們的興趣，結合懷

舊治療，讓長輩從中得到成就感。因此

在李孟蓉副主任的帶領下，團隊決定為

她舉辦一場特別的音樂會。

「下禮拜就是鄭奶奶的音樂會了，感

恩大家撥出時間協助布置。」李孟蓉副

主任與照服員用心規畫活動細節，考量

鄭奶奶的情況，團隊更是準備每首歌曲

的大字報。而鄭奶奶也非常重視團隊為

她而辦的活動，每天從日照中心回家後

就一直拿著歌詞本練習，但偶爾仍會產

生一些負面想法，擔心自己唱不好、害

怕面對人群等等，對此，團隊邀請台北

慈院音樂志工為鄭奶奶伴奏，陪伴她一

次又一次地練習，李孟蓉副主任也在當

天帶著鄭奶奶到美髮店整理頭髮，並為

她上妝打扮。

在大家熱烈的掌聲中，鄭奶奶揣著期

待的心情緩緩走上前，演唱一連串的臺

語懷舊老歌，現場的長輩們沉浸其中，

紛紛隨著節奏打起拍子，照服員與志工

也在旁伴舞，場面好不熱鬧。鄭奶奶女

兒也在現場見證母親閃閃發光的時刻，

她說：「當看到媽媽再次站在舞臺上，

拿著麥克風唱她最愛的歌，我真的好感

動，非常感恩日照中心的大家圓滿媽媽

的夢。」

從事產兒護理三十餘年，李孟蓉副主

任轉換跑道，接下成立社區暨長照服務

部任務，奠定台北慈院長照基礎。她認

為，日照中心的照護人員除了專業之能

外，還需要具備愛心、耐心與同理心，

才能夠真正照顧長輩們的生活。在李孟

蓉副主任心中，日照中心的長輩就像自

己的爸爸媽媽，是時刻牽掛的「心肝寶

貝」，因此也期許自己深耕社區、腳步

不停，讓台北慈濟醫院成為社區最溫暖

的長照服務體系，用心守護長者的生活

品質與社會尊嚴。

李孟蓉副主任為鄭奶奶上妝打扮，現場的長輩

們沉浸其中，與鄭奶奶歡喜互動。圖片提供／

李孟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