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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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新加坡提供健檢服務的福慧中心醫療人員及志工來到花蓮慈院

取經，希望能提升健康檢查與疾病預防的品質……

◆	臺中慈院腎臟科團隊舉辦第二次病友會活動，醫護的貼心服務讓

病患滿意，更少不了病友們彼此的心情故事分享……

◆	玉里慈院舉辦了突發狀況教育訓練，教導同仁發生突發狀況時，

如何維護醫療品質並化解危機……

◆	第一期的大愛米開始收割，大林慈院捐出一千公斤胚芽米，作為

響應全嘉義健康減重大賽的獎品……

◆ 臺北慈院同仁、志工街頭宣導拒菸，並在趙有誠院長的

帶領下，宣示加入無菸醫院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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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六月三、十日

遊街宣導拒菸害 無菸醫院獲認證

國民健康局全力推動無菸醫院的認

證，臺北慈濟醫院也熱情響應，並在六

月三日協同新店市健康關懷志願服務協

會，以及新北市北新國小師生，以遊街

宣導的方式，勸導民眾除了不吸菸，抽

菸的人更要勇於尋求資源來戒菸。臺北

慈院還成立無菸醫院推動小組，並且在

六月十日的科主任會議中，由院長趙有

誠帶領全院的一級主管共同宣誓，為加

入無菸醫院認證努力。

自創口號道具遊街  

拒菸老少一起來

「臺北慈院，無菸醫院，歡迎來院學

戒菸！」臺北慈院社區醫學部同仁，這

次與新店區慈濟志工、新店市健康關懷

志願服務協會志工，以及北新國小等兩

百多人，共同遊街，大家手持著拒菸標

誌，沿街高喊戒菸口號。

臺北慈院戒菸班葉嘉澤醫師手拿香菸

與鋸子的大型道具，笑著說他平日鼓勵

民眾戒菸，但是參與遊街宣導還是第一

次。很高興能透過活動，提升民眾拒菸

的意識，但他也坦承，民眾戒掉菸癮需

要耐心，若是每天抽半包或更多的香菸，

就應該勇於求診，透過藥物治療來戒掉

菸癮。

新店市健康關懷志願服務協會理事長

余再生，戴上畫有拒菸圖案的巨型帽子、

手持擴音器，邊走邊高喊：「不要吸菸，

要健康！」余理事長表示，健康關懷志

願服務協會經常去國小宣導菸害，讓觀

念從小扎根。他希望這些社會未來的棟

樑，從小就了解菸害的嚴重性，懂得做

出正確的選擇。協會志工陸秉信也說，

很樂意投入這樣的宣導活動，自己的父

▌大小朋友當天齊聚，響應健康清淨的生活，一同參與遊街拒菸。攝影／鄭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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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都是因為吸菸而罹患肺癌，因此從小

就灌輸自己的孩子吸菸對身體的危害。

 上百位北新國小學生在遊行中舞龍舞

獅吸引民眾目光，並跟著老師高喊口號：

「我家不吸菸，吸菸早升天！」高年級

的學生們還手持鐵夾子，沿街將菸蒂夾

到塑膠桶內。他們也揮舞在美術課做好

的戒菸紙旗。有些旗幟上寫著「我拒吸

二手菸」，也有旗幟上畫了紅色拒菸標

誌。

遊行隊伍揮著自己製作的拒菸宣傳

旗、高喊口號，甚至是沿街撿菸蒂的畫

面，吸引了路人的目光，無論是雜貨店

前的老奶奶與伯伯，或是菜市場的購物

民眾，都轉頭觀看遊街行列，甚至是拿

出相機搶拍畫面。許多小朋友靦腆地說，

遊街宣導戒菸，很新鮮、也很好玩。

提供戒菸協助 創造無菸環境

臺北慈院社區醫學部主任張莉琴表

示，期待透過這次大型的遊街活動，讓

社區民眾能夠了解，臺北慈院不僅是無

菸醫院，更能提供民眾戒菸的方式與資

源。

經過此次大型的拒菸誓師遊街活動之

後，臺北慈院接著在六月十日由院長趙

有誠帶領全院的一級主管共同宣誓加入

無菸醫院認證：「為了自己的健康，為

了家人的幸福，為了他人的權益，決定

拒絕菸害，積極營造一個友善的戒菸環

境，有效發覺吸菸者，並且幫助其成功

戒菸。」

有別以往的口號宣誓，國健局還擬定

了十項、四十二條和一百零二個重點，

並且要實地稽核醫院有沒有真的達到無

菸醫院的要求，而臺北慈院各部門也動

員起來，除了在各工作場所和公共區域

張貼禁菸海報和標語，也將在門診表和

門診叫號螢幕的跑馬文字上告訴大家戒

菸的重要，更準備由專科醫師編寫戒菸

講義和展開線上考試，讓每一個人都了

解吸菸的危害，同時成為第一批宣導戒

菸的種子。（文／蘇錦琍、鄭富元）

▌趙有誠院長（右二）帶領游憲章副院長（左

一）、徐榮源副院長（左二）與張耀仁副院長

（右一）共同宣示要成為無菸醫院。攝影／簡

元吉

▌臺北慈院同仁及志工手拿標語牌，並沿街

呼喊拒菸口號，希望將無菸環境的觀念帶給民

眾。攝影／鄭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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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
六月十五日

福慧優質健檢 

學習人文豐收

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新加坡的

佛教慈濟健檢中心──福慧中心落成啟

業，目的在推動民眾健康，提倡預防重

於治療的觀念，自從家醫科林文濠醫師

加入之後，為了提供更高品質的健檢服

務，安排團隊在六月十五日參訪花蓮慈

院，這趟學習之旅讓林文濠醫師等人收

穫滿滿，讓他們對於未來推動新加坡醫

療志業更具信心。

提供高品質健檢  

跨海取經探分明

福慧中心啟業初期，由人醫會的醫師

輪流值班，每週僅有二、四、六共三天

能夠安排健檢；自二○一一年五月起，

新加坡資深的家庭醫學科林文濠醫師正

式加入當地醫療團隊，有了林醫師的全

職投入，福慧中心便能提供一週六日、

更加完善的健康檢查。

為了在當地提供更高品質的醫療服

務，林文濠醫師帶著同樣身為人醫會成

員的妻子黃春卿和兩位福慧中心的醫療

志工到臺灣參訪花蓮慈濟醫院，由醫發

處醫務管理室的同仁林永森接待，走訪

多個單位，親自體驗慈濟醫療人文精

神。

▌林文濠醫師（左一）帶著新加坡福慧中心的

參訪團拜會花蓮慈院，為了提升健檢品質，向

花蓮慈院家醫科葉日 主任（左二）請教有關於

健檢的相關問題。

▌花蓮慈院預防醫學中心吳美秀護理長（左二）

負責解說健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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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點，林文濠醫師與醫療志工等

一行人與家庭醫學科主任葉日 醫師會

面，特別就健康檢查與疾病預防，尤其

是癌症篩檢的部分向葉主任請益。葉主

任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舉凡是臺灣

的全民健保制度、各項給付範圍，或是

花蓮縣六十五歲以上長者之免費健檢的

內容都含括在內。

新加坡醫療志工也提到，花蓮慈院是

否有提供全民健保給付內容之外的健檢

項目，葉主任表示，慈濟在臺灣並沒有

額外的免費健檢項目，而是以疾病治療

及重症為優先。志工接著又提出「當醫

療糾紛產生時，該由志工們居間協調或

則是讓醫師自行處理？」葉主任認為志

工所扮演的是實質協助與

陪伴的角色，安撫驚慌的

情緒、冷靜地幫忙處理，

而不宜介入糾紛當中，醫

療專業的部份應由負責的

醫師親自向病人以及家屬

解釋。

葉主任更提醒他們，健

檢的流程安排十分重要，

因為無論抽血或驗尿均需

先禁食一段時間，對於長

輩或是小孩的身體影響較

大，所以在時間的掌控得

特別留意。一個半小時的

深度會談，讓林文濠醫師

及醫療志工收穫滿滿，對

於將來在新加坡福慧中心

的志業推動也更具信心。

接著轉往兒童發展復健中心、輕安居

以及心蓮病房參訪，看到慈院因應不同

的病症和倫理上的需要，設計出心蓮病

房的家屬休息室和祈禱室等等人性化的

軟硬體設施，都非常地讚嘆。

行程的最後一站為預防醫學中心，

由吳美秀護理長介紹健檢報到、流程安

排、營養衛教和報告解說，並帶領大家

參觀中心內以飯店房型為設計概念的房

間，強調以寬敞的空間和全木製的家具

來營造溫馨的氣氛，消除受檢時的緊張

感，讓民眾可以輕鬆且便捷地享受健康

檢查帶來的好處。

▌新加坡福慧健檢中心啟用，國家發展部暨教育部高級政務部長傅

海燕（左三）、駐新加坡臺北代表處代表史亞平（右二）在新加坡

分會執行長劉濟雨（左四）的陪伴下，參觀健檢中心各項設備及環

境。攝影／王綏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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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宗教  

守護健康無隔閡

林文濠醫師在新加坡行醫二十二年，

前十六年是私人門診的顧問醫師，後來

在老人護理之家擔任醫療主任；今年五

月全心投入慈濟之後，開始負責新加坡

醫療志業的顧問與推動。他的妻子黃春

卿師姊，自二○○三年就開始積極參與

慈濟的醫療活動，她同時也是人醫會的

護理師成員，舉凡社區健檢、往診或是

國內外義診皆有參加。

而身為虔誠基督徒的林醫師，剛開始因

為信仰不同而有所疑慮，但當他自二○○

六年與新加坡牛車水義診中心接觸開始，

他發現慈濟義診的目的是在幫助民眾、

守護他們的健康，與醫生的天職相同，

並不會因宗教別的不同而有所隔閡，才開

始跟著師姊參與慈濟活動，亦曾於二○○

九年回臺參加國際慈濟人醫會年會；今年

更在新加坡分會執行長劉濟雨的誠懇邀約

之下，林醫師決定改變自己行醫的人生方

向，辭去原本醫療主任的職務，進入慈濟

醫療志業，全心當個慈濟人。

福慧中心從開幕至今，已經守護了

九百三十六位民眾的健康，在醫療費用

普遍高昂的新加坡，提供完全免費的健

康檢查服務。透過體檢活動，來培養更

多富有慈濟人文的醫護人員，並接引民

眾加入大愛行列，期許未來在林文濠醫

師的全職投入之後，更可以「零時差」

地守護民眾身、心、靈的健康。( 文、

攝影／沈健民 )

臺中
六月十一日

腎友經驗相傳承 

團隊照護獲迴響

臺中慈院腎臟科團隊六月十一日為

腎友舉辦第二次腹膜透析病友會，透過

衛教課程，幫助病友注意生活、飲食調

理，二十多位病友熱烈分享心得，相互

期勉活得健康又自在，參與人數較上次

多了一倍以上，可說是盛況空前。原

來，腹膜透析室護理師許仁菁一個個打

電話邀約，病友們聽到腎臟內科陳一心

主任、營養師楊盈芝親自開課做衛教宣

導，加上醫療團隊服務品質獲肯定，病

友們紛紛答應「捧場」。

▌楊盈芝營養師（戴口罩站立者）特別提出飲

食正確的營養觀念，病友及家屬專心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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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腹膜透析 

高機動又便利

洗腎主要有血液透析與腹膜透析兩

種方式，血液透析必須在醫院，由醫護

人員執行，腹膜透析則可以由病患在家

自行換藥透析洗腎，相對而言，腹膜透

析較為溫和便利，只要腹部沒有動過手

術、居家護理良好的病患都能使用。

腹膜透析的原理是將透析液經導管流

入腹膜腔，將血液中的廢物由微血管導

入透析液，再引流出來，病患依個人狀

況調整每天的次數，週而復始，病友的

肚子上都有一個小孔、一根導管，這個

共同的特色成為彼此相認的特殊記號。

七十六歲的鄭老太太，已經洗腎十多

年，女兒分享陪病心情，媽媽在醫院血

液透析最痛苦的是回家一直吐，直到兩

▌已經洗腎三年的陳女士（右二）神采奕奕的

分享茹素對身體的好處。

▌腎臟科陳一心主任介紹造成代謝症候群的高血糖、高血壓和痛風講起，因為這些

慢性病都會造成腎臟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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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改採腹膜透析，種種不適的副作用

才全都改善，人生也有了新轉機。想到

這些辛苦，一旁的老太太忍不住紅了眼

眶。最能了解其中感受的病友們，也紛

紛鼓掌加油打氣。

劉女士神采奕奕分享心得，看不出在

臺中慈院已洗腎治療三年多。「吃素讓

我覺得體內毒素變少了，腹膜透析過程

負擔也不會太大，而且素食比葷食選擇

更多。」她透露茹素好處多多，值得病

友參考。

注重個別差異  

量身訂做受歡迎

一度很難接受腎衰竭事實的陳先生，

經腎臟內科陳志聰醫師與許仁菁護理師

悉心照料，調整用藥、指導衛教，四個

多月來，已能微笑面對洗腎病情，他在

太太陪伴下出席腎友會，感謝醫療團隊

的用心，直說：「跑了很多家醫院，來

到慈濟最好，醫師護士的服務很好。」

腎臟內科主任陳一心表示，臺中慈

院採「量身訂做」方式治療每位洗腎病

患，依個別病人的差異，給予不同用

藥與衛教。腹膜透析洗腎相較於血液

透析，更能照顧病患生活品質，時間運

用的掌握度更高，但臺灣目前運用這種

方式的病友只佔洗腎總人數的百分之

二十，跟新加坡與香港的百分之五十來

比，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未來將再接

再厲的繼續推廣下去。（文、攝影／梁

恩馨）

玉里
六月二十七日

化解危機有一套  

醫療品質不打折

醫療環境生態日益多元，當發生突發

狀況或緊急事件時，要如何保護自己？

六月二十七日下午，玉里慈院特地舉辦

了逃脫術演練，教導同仁們在全心搶救

生命時，一旦發生不可預期的外力攻擊，

能在第一時間脫離求援，保護自己和病

患，也能避免傷害和遺憾事件的發生。

突發狀況不恐慌  

保護自己了解需求

面對醫療環境的瞬息萬變，玉里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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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邀請了花蓮縣警察局玉里分局鍾金

鑫教官，以逃脫術為主題，教導同仁發

生突發狀況的應變方法，讓長期在醫療

院所裡搶救生命的醫護人員，也能了解

目前社會生態的演變，並能自我保護，

有警惕但不需太擔心。

鍾教官一再提醒同仁，遇到暴力事件

發生時，千萬不要懼怕，而是要冷靜的

面對，然後利用對方放鬆之際，趕緊脫

逃求援。例如：當手腕被抓住時，只要

反手一推就能輕鬆解脫，還有如果對方

的力道很大的話，也可和對方縮短距離，

然後突然反轉掙脫。這些簡單而實用的

觀念，讓大家對於逃脫有了全新的概念，

也更有信心在急難發生時，能夠冷靜以

對，保障個人的安全。

  雖然因為醫病溝通未盡完善而引起的

糾紛或肢體衝突時有所聞，但醫院是搶

救生命、守護生命的地方，醫護人員在

了解突發事件的對應方式後，因而減少

不必要的恐慌，更能心無旁鶩的投入照

顧病患的工作，深入了解病患需求，醫

療品質不但不打折，醫病關係也能更和

諧。( 文、攝影／陳世淵 )

▌全院同仁們齊聚講堂內，學習逃脫術的常

識和技巧。

▌鍾金鑫教官（右二）親自示

範脫逃術，第一線醫護同仁們

神情專注的聽著解說。

▌護理同仁親身下場演練，實際運用脫逃小技

巧後發現並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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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
六月三十日

響應全嘉減重  歡喜收割贈米樂

雖然大林慈院評鑑在即，但稻米成熟

不等人，大林慈院今年的一期大愛健康

米當六月三十日歡喜收割。縣長張花冠、

立委陳明文與大林鎮長黃貞瑜特別到大

愛農場一起體驗豐收樂。為了響應嘉義

縣「全嘉健康減重大賽」，大林慈院特

別捐出一千公斤胚芽米做為獎品。簡守

信院長表示，在評鑑之前，藉此機會讓

同仁暫時離開醫院，到田園之間重新充

電，更感受到曾經付出換來的收穫。

體驗農忙鼓勵減重  

醫師揮汗勤收割

夏日午後的陽光，暖暖地灑在身上，

來自上林里圓林仔的阿公阿嬤們，站在

稻田旁的廣場上，隨著「五行健康操」

輕快的音樂聲，活力十足地舞動著，幾

位貴賓與簡院長、賴副院長和同仁們，

也跟著一起動。阿嬤一邊跳一邊笑說：

「跳到流汗了！」。

簡守信院長代表院方送上健康米，張

花冠縣長感謝大林慈院大方捐贈一千公

斤的健康米。她表示，希望透過這次健

康米的收割捐贈活動，再次提醒民眾建

立均衡飲食，以及持之以恆維持多運動

的生活習慣，既可擁有健康，更是減重

的不二法門。縣府表示，將以「減一公
▌下圖：第一期大愛健康米熟成，大林慈院和媽

媽一起來的小朋友，彼此分工合作、樂在其中。

▌上圖：在下田收割稻米之前，簡守信院長

（左二）、賴寧生副院長（左三）和張花冠

縣長（左一），跟著阿公阿嬤們的五行健康

操來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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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肉、換一公斤米」的方式，做為減重

成功民眾的獎勵品。

簡院長則表示，大林慈院在大愛農場

種稻好幾年，看到農場周邊愈來愈美，

見證了嘉義的進步。而讓醫院同仁來種

田，主要是要讓大家體驗農民彎腰務農

的辛苦。「只要做半個小時，隔天開刀

就會抖了！」最重要地是，能在實際的

醫療行為中，展現感恩與關懷，身為嘉

義縣的一分子，很高興能藉此機會，將

大部份收成的米，捐做減重的獎品，一

起來宣導健康觀念。

  捐贈儀式結束後，大家戴上斗笠、

手套，拿起鐮刀，化身農夫，一起體驗

收割樂。院長室秘書周杏珍帶著就讀幼

兒園的兒子一起來，割了一會兒，被要

求暫時休息，小男生嘟著嘴說「不好

玩」，原來是割得不過癮，等吃完社區

醫療部準備的甜點，又迫不及待地下田

收割去。

耳鼻喉科李丞永、侯思任兩位醫師結

伴同來，侯醫師因為之前曾參與插秧，

這次便邀學長一起來體驗割稻。侯醫師

說，自己動手做，更可以體會到農夫彎

著腰、弄得一身泥濘的辛苦，這是我們

平時在醫院吹冷氣所無法體會的。李醫

師也說，真的很辛苦，才割幾下就滿頭

大汗了。

這一期稻作的收穫，除了捐贈縣府的

部分之外，也將做為歲末祝福紅包中的

稻穀，製作過程十分複雜，簡院長說，

同仁和師兄姊在製作的過程中，可以讓

自己學著把心沉澱下來，去領會一顆顆

飽滿稻穗的美，就如證嚴上人所說「一

粒米中藏歲月」的精神。（文／黃小娟  
攝影／楊舜斌）

▌每個人手拿鐮刀、戴著斗笠，親自體驗農夫彎腰收割的辛苦與滿足。

▌為響應全嘉的健康減重活動，簡院長（左）

代表大林慈院捐贈健康米，由張花冠縣長

（右）代表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