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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對於居住在深山聚落的人們

來說，因散居在山谷臺地間，交通更顯不

易。往往要到生活機能較優的都會區一

趟，就得花上好幾個小時，甚至更多的時

間，導致偏鄉聚落的居民「小病無感、中

病忍受」，習慣拖著不舒服的身體，不願

長途跋涉，得等到大病時，才會叫救護車

送下山到醫院急救。

花蓮縣有三個山地鄉，其中以最北的

秀林鄉，面積最大，一千六百四十一平方

公里，相當於六個臺北市，是全臺面積最

大的鄉鎮。超過九成的山地，與鄰縣交界

處盡是海拔超過三千公尺的崇山峻嶺，蜿

蜒的公路，一旦遇到豪雨、颱風、地震等

天災，還可能因落石崩塌，交通中斷，與

外界隔絕。

約有一萬五千個鄉親，散居在秀林鄉

的和平溪、立霧溪、三棧溪、娑婆礑溪、

木瓜溪、荖溪……等溪谷邊或高山臺地，

特別是住在三棧溪以北、木瓜溪以南的部

落居民，交通相對困難，而且因年輕人離

鄉工作，走進村莊，遇見的多是隔代教養

家庭，祖孫相依的生活圈通常不會離開部

落太遠。

中央健康保險署為了照顧偏鄉的居民，

推出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

付效益提升計畫（簡稱 IDS）。花蓮慈院
自二○○四年起承接秀林鄉的 IDS醫療
服務。由家醫科、小兒科、腸胃內科、胸

腔內科、身心醫學科等醫護同仁與秀林鄉

衛生所的醫師合作，每週定時定點服務在

各村的衛生室或宮廟，為鄉親看診。

其實，這項計畫執行初期，因為各科

醫師輪流看診，看診的人次始終不多，一

個診次可能只有五個、十個病人，少有慢

性病病人就醫，且多是感冒或身體突然不

適的病人居多。歸咎原因，主要是部落居

民對於每週都是不同醫師的看診，少了朋

友般的熟悉度，再加上較忽略保健的觀

念，因此除非痛到或不舒服到無法忍受的

狀態，是不輕易看醫生的。

於是，我們就做了一些改變，先由固

定的家庭醫學科醫師每週定時在和平、和

仁、和中、崇德、米亞丸、重光等部落的

衛生室、活動中心、教堂宮廟、協會等定

點看診。除了天祥衛生室因位在中橫公路

上，來回約八十公里的車程，由醫療團隊

輪流在週六、週日留守，提供二診次的服

迴盪在山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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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外，小兒科、腸胃內科、胸腔內科、

精神醫學科也是固定的醫師看診。十年

下來，醫師與居民已建立良好的關係。

因為居民對 IDS巡迴醫療的認同、信賴
及口碑，現在主要看診的病人已以慢性

病人為主。

在診間，常可聽見醫師、護理師可以

親切的叫出看診病人的名字，有些部落

居民的敬稱醫師之外，甚至還給醫師一個

原住民名字，例如家醫科的邱雲柯醫師，

部落裡的老人家就以太魯閣語呼他「莫

那」，這親切的稱呼，不僅肯定醫師的

付出，對於長期照護部落居民的醫師，

更是一大鼓舞。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花蓮的抽菸人

口比率排名全臺第二，吃檳榔人口約有

百分之二十一點八二，老年人口比率百

分之十三左右，也高於全臺平均。因此，

單單解決山區部落居民的病苦是不夠的。

花蓮慈院自二○一一年推動健康促進醫

院取得世界健康組織認證後，更積極在

病人、院內同仁、社區推動各項健康促

進計畫。

結合 IDS團隊以及社區醫學部、癌症
醫學中心，深入部落，為居民做癌症篩

檢，包括乳癌、口腔癌、子宮頸癌、大

腸直腸癌等四癌篩檢，期望做到早期發

現早期治療之外，更針對國中、小學生

做衛教宣導，讓健康促進觀念扎根，希

望在疾病未發生前，部落居民能夠因為

有健康促進的觀念，從飲食、居家環境、

生活態度上改變，進而遠離病苦。為了推

動健康促進醫院，發揮創意從戒菸、戒

檳、高齡友善做起，將預防疾病的工作

不僅在醫院診間推動，更落實到社區裡，

讓社區居民從生活做起健康促進，達到

預防重於治療。

 特別是在戒檳方面，社區醫學部團隊
在深入了解部落特性後，先在秀林鄉重光

部落舉辦「重光部落健康促進：戒檳減量

六部曲」系列活動，邀約部落裡的牧師

創作戒檳歌，並且拍攝部落戒檳紀錄片，

主角就是部落裡的居民，讓居民一同關

心檳榔帶來的危害，也幫助紅唇族找回

遺失的微笑。

近年來，也與慈濟基金會慈善志業發

展處合作，結合秀林鄉景美社區發展協

會的力量，關懷老人，搭建老人防跌設

施，舉辦社區健康日，一方面由醫護團

隊為居民做健康檢查，一方面透過慈濟大

學醫學系、公衛系學生社團，透過遊戲，

把生活中正確的健康概念傳授給孩子們。

健康促進團隊也在校園及社區，辦理菸害

防治宣導及講座，透過專業個案管理師

輔導與戒菸的成功案例現身說法，提供

戒菸諮詢，從醫院出發推廣到社區民眾，

落實菸害防制工作。

我們非常感謝有機會經由健保署的 IDS
計畫及健康促進團隊，攜手將守護生命、

守護健康的觸角向秀林鄉延伸。當然，更

感恩同仁們的歡喜承擔，走進偏遠部落，

讓慈濟人文經由溫暖的醫病關係在秀林

鄉扎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