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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問虧損多少，只問有多少病患被搶救回來，慈濟在

花蓮隨時發揮了很好的醫療品質，守護生命守護愛，一點一

滴，所有一切都回歸在花蓮。如今慈濟大家庭的年輕化，更

能提升醫療品質，藉由慈濟人付出無所求的心，將愛傳出

去！」花蓮慈濟醫院廿二週年慶，證嚴上人再次重申守護生

命的初衷與堅持，鼓勵醫護人員將醫院當作修行的道場，精

進專業的同時，也不忘人文悲心的培養與持續。



人醫心傳
二千零八年 八月

41

厝邊社區好醫院--花蓮慈院22週年院慶

花
蓮
慈
院
22
週
年
院
慶

好
醫
院

厝
邊
社
區

文
／
游
繡
華
、
吳
宛
霖



人醫心傳
二千零八年 八月

42

特別企劃

Special Report

廿二年來，慈濟醫院已經成為東部奠

定研究發展、醫療救助與社區合作多方

並進的醫學中心，八月十七日是花蓮慈

濟醫院廿二週年院慶，慈院舉辦系列活

動，如：發表一年來的研究成果、舉辦

國際研討會，代表學術與臨床和國際接

軌的一大步；另一方面，孝親祈福、社

區掃街，慶祝慈院生日的方式，不忘回

饋社區，為社會祈求平安無災難。十七

日，花蓮慈院生日當天，全體同仁、志

工與社區民眾依循往年慣例，在清晨或

跑或走回精舍，在靜思精舍迎接日出，

象徵慈濟醫院一本啟業的初衷。

研究成果豐碩　疾病痊癒福音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在東部深耕茁壯，

除了盡心盡力為病患解除病苦，也致力

於研究與發展，廿二週年研究領域展現

豐碩的成果，花蓮慈院研究部共發表六

篇研究計畫與成果，從分子醫學到創新

技術都包含其中。如：婦產部追蹤六

年，證明HPV檢測陰性的婦女罹患子宮

頸癌的風險是零；

婦產部另外從臍帶

中培養出間質幹細

胞，可以修補腦中

風的受傷細胞 ;肝
病研究中心發現癌細胞的轉錄因子「蝸

牛基因」，藉此開關機制研發肝癌新藥

最快可在五年後上市；排尿障礙治療中

心運用肉毒桿菌治療膀胱過動症，以及

巴金森治療與研究中心透過腦部深層刺

激術的晶片調整以及藥物服用，獲得突

破性研究成果，有效改善病人情緒問

題。

標準化病人　國際專家驚艷

標準化病人國際研討會暨工作坊於

八月九日、十日舉辦，總計有來自台灣

與中國大陸、印尼等共一百三十餘位醫

護人員參加。來自紐約的標準病人訓練

專家馬克‧史瓦茲醫師與丹尼斯．梅爾

專程來台提供美國的醫學生與標準病人

訓練經驗，這也是台灣所舉辦的標準病

人研討會中，首次由醫師在標準病人身

上示範身體檢查。而慈濟醫學中心首創

由志工演繹標準病人的制度，以及志工

的專業、稱職，確實可以當「醫生的老

▌花蓮慈院與慈濟大學

首度合作，在廿二週年

慶生日出版新書《當醫

生的老師》，向培育良

醫無私付出的無語大體

老師、良語良師致敬。

（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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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提供醫學生完整的訓練，讓史瓦

茲醫師印象深刻。次日工作坊更出動多

位標準病人，讓與會者藉由實際操作的

方式，將訓練標準病人最新的觀念和作

法帶回去，藉由標準病人的訓練提升醫

學教育的品質。

身體力行做環保　社區共襄盛舉

慈院不僅要守護民眾健康，也身體

力行作環保，當社區的好鄰居。慈院團

隊不但平常就認養醫院周圍社區的環境

清潔，固定掃街與回收，醫護人員也定

時進入社區推動防疫與衛生宣導教育。

十六日大清早，慈院醫護同仁、社區志

工、社區居民利用醫院的生日要做更有

意義的事，大家一起歡喜清掃街道、撿

垃圾。花蓮市國慶里、國福里原本清

靜的街道熱鬧起來，這次活動連同醫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舉辦標準化病人研討會暨工作坊，國際間共一百三十餘位醫療專業人員與醫學教育者

參與。(攝影／吳宛霖)

▌標準化病人工作坊以分組實作的方式，讓資深

醫師們了解如何教育標準病人。（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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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醫護人員、慈濟社區志工、居民有

一百八十多人參加，院長石明煌、護理

部主任章淑娟、外科部主任孫宗伯、社

服室主任潘國揚、總務室主任張世寰、

財務室主任謝秀圓等主管也全程參與。

負責清掃國慶里街道的志工、居民在

花蓮慈院大廳集合，沿著中山路深入社

區街道，里長蔡貴宗也帶著社區居民自

深巷內撿垃圾加入掃街行列，國福里居

民還不到六點，就已動工掃街、割草、

撿垃圾，慈濟社區志工協力組六點準時

抵達社區活動中心集合，隨即分組與居

民開始清掃街道，七點多，清掃隊伍在

運動場入口會合，花蓮市長蔡啟塔也到

現場感恩慈濟志工為社區環境盡心力，

他說，整頓社區環境、淨化、美化一直

是市政推動重點，城市的偉大不在建築

物等硬體設施的雄偉，而是在於人民素

質，有乾淨、整齊的生活環境，生活品

質才會向上提升。

石明煌院長也強調，慈濟要起建醫

院時，證嚴法師要尋找合適的地點遇到

很多挫折，直到二十二年前才得以在國

慶里建院啟用，在院慶前清掃街道特別

有意義，要當花蓮市民「厝邊的好醫

院」，不僅以清淨心迎接新的一年，也

回饋社區居民。

堅持建院一念心 不問虧損護蒼生

十六日下午，院慶大會於靜思堂國際

會議廳開始，並表揚資深與優良員工、

得獎研究成果發表。花蓮縣衛生局長林

南岳、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陳紹明、

慈濟大學張芙美副校長、玉里慈院張玉

麟院長、關山慈院潘永謙院長、台中慈

院許文林院長、台北慈院趙有誠院長都

親自前來參加院慶大會，送上最深的祝

福。

篳路藍縷的經營下，在花蓮慈院廿

二年的院慶大會上，許多當初創院時頭

髮烏黑的員工，如今兩鬢已經花白，卻

仍然堅守崗位；他們大多在慈濟醫院服

務十五年以上，甚至超過廿年，慈院對

他們而言是從小看大的孩子。十六日他

們上台領獎，獲得如雷的掌聲，其中社

會服務室的謝素絲師姊在籌備醫院時期

就在基金會服務，等於在慈院服務已經

廿五年，她在台上接受主持人李毅醫師

訪問時表示，「就是堅持最初的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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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獲得掌聲不絕。

石院長表示，前不久整理抽屜，看到

二○○三年成功分割菲律賓小姊妹的母

親寫給醫院的感謝卡，感謝慈院賜給姊

妹不一樣的人生；石院長說，這讓他想

起慈濟廿二年前篳路藍縷，創建慈濟醫

院的初發心是關懷貧苦，沒想到在萬眾

祝福下已發展至今天的規模，成為東部

最重要的醫療重鎮。石院長說，去年他

曾為醫院發了三個願，一是中風幹細胞

研究、二是鼻咽癌免疫治療、三是脊髓

損傷幹細胞都能展現成果，醫院都積極

的進行，雖然目前還未有明確的成果發

表，但他相信時間成就一切，因緣則需

要大家一起努力。慈院邁入新的一年，

他忍不住要再發一個願，因為接下來對

醫院非常重要的醫學中心評鑑即將展

開，希望大家能一起努力來達成圓滿的

目標。

花蓮縣衛生局長林南岳也再度參加院

慶。林局長表示，他從小就感受到花蓮

醫療資源匱乏，慈濟默默為花蓮醫療努

力的用心。最近針對暑假觀光人潮以及

未來大陸旅遊團的緊急醫療問題，縣長

曾表達關注並詢問相關因應措施，林局

長說，他當時很有信心的告訴縣長，花

蓮慈濟醫院負責東區的緊急醫療救助工

作，絕對可以放心。

台北慈院趙有誠院長、台中慈院許

文林院長都上台表達祝福，玉里慈院的

張玉麟院長、關山慈院的潘永謙院長也

上台分享守護偏遠的心得。張玉麟院長

表示，自六年前發願到玉里任職後，看

到許多偏遠山地鄉民眾想看一次門診必

須花費比北部多好幾倍的時間和金錢，

讓他更加強每年多做居家關懷，尤其自

己有神經外科的專長，可以很快的救回

病患，比在都市發揮更大的功能。潘永

▌花蓮慈院院長石明煌(右一)利用院慶期間帶領員

工到社區掃街，回饋地方，作一個幫民眾守護生命

又維持環境整潔的「好厝邊」。（攝影／劉明繐）

▌「淨化社區，愛護地球」，花蓮慈院護理部社區健康中心

發起以晨掃社區慶祝院慶，廣獲全院迴響，許多護理同仁也

紛紛加入。圖為一列打掃隊伍自醫院大門沿著中山路將至國

福社區途中，前為護理部章淑娟主任。攝影／劉明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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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院廿二週年院慶，全院醫護人員、志工與行政同仁在十六日參與院慶大會，齊祝花蓮慈院生日快

樂。(攝影／楊國濱)

▌二十三位服務年滿二十年的資深同仁由林碧玉副總執行長(中)親自表揚，另外，社會服務室同仁謝素絲

(左一)已服務滿二十五年。(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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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院長也表示，偏遠護理人員離職率很

高，很感謝每有新人到院，總院都會有

督導前來幫忙，雖然關山分院的帳戶總

是虧損，但搶救生命是無價的。

資深員工堅守崗位

在院慶大會最令人期待的就是資深員

工頒獎，大家不但期待著看到自己的同

事或主管上台接受表揚，許多員工也是

因為被表揚，才發現原來自己融入慈濟

這個大家庭已經很久了。

早在醫院籌備時已經開始加入慈院團

隊的謝素絲，是今年唯一服務年資超過

醫院建院時間的資深員工，服務滿廿五

年，檢驗科主任林等義等滿二十年的員

工，均由林碧玉副總親自表揚；此外，

包括副院長高瑞和、主任秘書梁忠詔、

中醫科主任曾國烈、耳鼻喉科主任陳培

榕、醫事室主任陳星助、人資室主任劉

曉諭以及心蓮病房護理長張智容等人都

是服務滿十五年的資深員工，他們都非

常珍惜這份與醫院一起成長的殊榮，由

王志鴻副院長表揚。而由院內同仁票選

的優良員工，代表同事的肯定與認同，

由石明煌院長表揚。

此外在大會上也頒發今年的研究成

果優勝者，包括丁大清醫師、鄭敬楓醫

師、王健興醫師等人受獎。醫療志業各

科成果海報優勝者包括器官移植中心、

關山慈院、玉里慈院、大腸直腸外科等

從眾多參賽海報中脫穎而出，由台中慈

院許文林院長手中接過獎項。而第一屆

慈濟醫院國家品質標章優勝獎得主，第

一名為兒童發展復健中心，將代表慈院

▌王志鴻副院長與服務滿十五年資深員工合影。（攝影／楊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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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全國品質標章比賽。

今年以「守護健康植福田、厝邊社

區好醫院」為主題的院慶活動，也少不

了社區的參與。花蓮縣秀林鄉景美村的

太魯閣族就帶來原住民祈福舞蹈，領隊

的徐美智也特別寫了一封信感謝花蓮慈

院。曾在花蓮慈院工作十一年七個月的

徐美智現在已經是景美村長。她說，真

的非常感謝慈濟，不但以IDS巡迴山地

鄉醫療關懷原住民健康，也因為志工的

幫忙、走入社區宣導，現在不僅僅全村

的人都懂得做環保，家家戶戶都會做回

收，使得景美村在環保績效上還獲得全

國第一名，真的非常感謝慈濟醫院，改

變了原住民的生活。

而另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節目，由醫

師及眷屬們所組成的弦樂團所帶來的表

演，由陳新源主任的夫人廖欣瑤擔任團

長，蔡昇宗醫師擔任鋼琴彈奏、劉兆明

治療師擔任第二小提琴，其他的團員還

包括陳立光副院長、梁忠詔主秘、魏佑

吉醫師、陳新源醫師、凌昌明醫師與鄺

世通醫師等人的兒女共十四人，在沒有

指揮的情況下，他們不但演奏不少曲調

優美的古典曲目，最後還以和諧動聽的

慈濟歌選做結束。因為這些新的一代都

是慈濟醫院的醫師在花蓮成家立業的結

果，證嚴上人開示時幽默地表示，這些

小朋友都是花蓮生的「花生」，慈濟的

大家庭，讓許多人才融合在花蓮。

最後的節目是結合各行政單位的壓軸

演出，幕前幕後人員在院慶前每天利用中

午休息時間排練，曾參加兩次四川義診的

曹汶龍醫師也特別抽空參與，整齣戲結合

情境劇與手語，展現四川大地震之後，慈

濟的醫護人員深入災區施醫施藥、心理輔

導還有對當地人文薰陶的展現，最後全場

一起合唱「愛和關懷」，在歌聲中溫馨結

束二十二週年的院慶大會。

▌由慈院醫師與眷屬組成的弦樂團，首次在

二十二週年慶上合奏，代表新的一代帶來的祝

福。(攝影／謝自富)

▌結合慈院各單位的「愛與關懷」情境劇，呈現

慈院深入四川賑災義診的內涵與面貌。(攝影／謝

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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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強不息　慶生迎晨曦

十七日，花蓮慈院心靈故鄉路跑健行

活動在清晨五點準時出發。從建院週年

開始，每年的生日，慈院同仁都會從醫

院健行走回精舍，後來更發展成慢跑與

單車也一起加入，年復一年的傳統持續

不斷，隊伍一年比一年浩蕩，代表著花

蓮慈院大家庭成員的增加，也代表著花

蓮慈院自強不息、守護生命始終如一的

精神。

五點整，由副總林碧玉、院長石明煌

鳴槍，「碰！」聲響起，慢跑隊伍向前

邁進。石院長、台中慈院許文林院長、

關山慈院潘永謙院長、玉里慈院張玉麟

院長及許多醫師、護士身影也在慢跑健

▌從啟業週年就開始走回靜思精舍的紀念活動，

如今已經變成最具傳統意義的路跑，經常在院慶

當天造就浩蕩長的隊伍，或跑或走完成十公里路

程回到靜思精舍。（攝影／吳宛霖）

▌最具花蓮慈濟醫院傳統的路跑活動，在院慶當天清晨起跑，選手一起向心靈

的故鄉──靜思精舍邁進代表大愛膚慰的慈濟精神。(攝影／謝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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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隊伍中，一同祝賀花蓮慈院生日，跑

完十公里的路程。半小時過後，路跑

隊、自行車隊陸續抵達精舍，參加社區

青年男子組的盧嘉宏以卅二分十二秒的

佳績勇奪第一名。

參加健走的院內同仁、鄉親，有的

人清晨四點半便出發，一家大小或三五

好友邊走、邊聊天、邊欣賞清晨景色的

變化以及沿途豐富多樣的田野風光。當

路跑與健行的隊伍逐漸接近靜思精舍，

金黃色的朝陽冉冉升起，迎接回到心靈

故鄉的所有的選手，大家都沐浴在溫暖

的陽光之中。精舍常住師父親切地在茶

亭請大家喝茶，並請大家入餐廳用餐，

雜醬麵、酸辣湯、涼麵、水果等佳餚讓

每個人吃得津津有味、滿心感恩。證嚴

法師說，舉辦路跑、健行是希望人人健

康，不只是身體健康，心理也健康。

發揮醫療良能　將愛傳出去

慈院經過廿二年，現在不但是東部唯

一的一家醫學中心，也是社區的「好厝

邊」。證嚴上人開示，四十二年前慈濟

從克難的慈濟功德會開始，深感東部醫

療的缺乏，當年若生病，哪怕有錢，要

在花蓮就醫也相當困難，她因而慢慢體

會因病而貧、因貧而病的道理。二十二

年前慈濟醫院好不容易剛開幕，就接到

一位十六歲的小女孩因為騎摩托車出意

外而需要開腦，這不但是慈濟醫院的第

一例，也是花蓮的第一例，在當年沒有

電腦斷層的情況下，手術非常成功，這

個女孩如今已為人婦為人母，讓她非常

欣慰。這幾年花蓮慈院的醫療網延伸到

西部，東區的醫療範圍也擴展到玉里、

關山，雖然這些偏遠地區年年虧損，但

是不論到底還要再補貼多少，他只問有

多少病患被搶救回來。只要每次聽到有

危急的病患送到慈濟醫院後，能健康的

走出去，不拖累家庭、能繼續對社會有

貢獻，就感到很安慰了。

證嚴上人表示，慈濟醫院已在花蓮隨

時發揮了很好的醫療品質，守護生命守

護愛，也讓許多人在花蓮穩定、成家立

業，慈濟醫院之後陸續成立大、中、小

學，整個大家庭將大家融合在花蓮，讓

人口年輕化、人才回流，也因而更能提

升醫療品質。慈濟人常說付出無所求，

他也希望接下來所有醫護人員都能將醫

院當作修行的道場，才能維持初發心，

唯有感恩的心，才能將愛傳出去。

▌路跑接近終點時，太陽冉冉升起，代表每一年的

路跑自強不息，就如同太陽照亮大地，慈濟醫院也

堅持做東部守護生命的磐石。（攝影／吳宛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