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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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三位抗癌騎士藉著環島展現生命的韌性，並到花蓮慈院癌症病

房，以自身為例證鼓勵病友樂觀積極面對疾病……

◆	為推廣器官捐贈的理念，臺中慈院舉辦器官捐贈宣導活動，由器

捐志工分享勸募過程的點點滴滴，更有受贈者道出對捐者的無盡

謝意……

◆	臺北慈院健康管理師每天固定聯繫二十到三十位的病人回院進行

複檢，健管師的細心，讓黃小姐及時發現問題挽回健康……

◆�關山地區嚼食檳榔的人口比率高達七成，今年關山慈院再度舉辦

戒檳課程，公衛室衛教師更親自到居家授課，希望成功改正民眾

的生活習慣……

◆�為推廣年長者正確的用藥觀念，大林慈院與社區藥局及

發展協會合作，舉辦多場衛教宣導活動，更獲選為南區

正確用藥教育資源中心……

◆�在玉里慈院擔任多年院長的王志鴻醫師，卸任後依然往

返花蓮玉里為病患看診，歷經十二寒暑從不喊累，對偏

遠醫療的付出，讓王志鴻獲得今年的醫療奉獻獎，玉里

慈院全體同仁也準備一份驚喜，祝賀這位大家心中永遠

的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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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
十月十八日

強化長者用藥觀念 

獲選南區教育中心

「藥冰在冰箱比較好？」「良藥苦口，

拿果汁或汽水來配？」民眾錯誤的用藥

觀念，容易影響用藥安全。大林慈濟醫

院藥劑科以雲嘉地區「老人族群正確用

藥教育」為主要訴求，推廣用藥安全衛

教，獲選為二○一一年南區正確用藥教

育資源中心。

老年人口冠全臺  多扇窗口顧藥安

行政院衛生署為提供民眾正確用藥資

訊，特與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共同籌劃，

成立北、中、南、東四區「正確用藥教育

資源中心」，與各地區的社區醫療群，包

括醫療院所、社區藥局，並和健康促進學

校合作。民眾若有藥品使用上的疑問時，

都可以就近與該中心合作的社區醫療群、

社區藥局等單位，尋求健康諮詢、用藥諮

詢及調劑處方等等和藥事照顧相關的專業

服務，提升及保障用藥安全。

大林慈濟醫院藥劑科表示，雲嘉地區

老年人口比例佔全臺之冠，老年族群教

育程度偏低，而且獨居者較多，隨著年

紀增長造成生理及心理上的退化，進而

在遵循用藥指示的時候，影響到服用的

劑量及時間的正確性。

大林慈濟醫院藥師陳媺表示，老人家

有時習慣不配開水直接吞藥丸，或是拿

果汁、茶來配藥，也有不少人會自行增

減藥量、或是購買地下電臺販賣的藥物，

這些都是老人家常見的用藥問題，希望

透過用藥宣導活動和實體的藥品與藥袋，

搭配有獎徵答與老人家進行互動式衛教，

或是播放自製的臺語短劇衛教影片，以

活潑逗趣的方式，介紹常見的用藥陷阱，

博君一笑之餘，也加深正確用藥觀念。

▌大林慈院在明和社區舉辦正確用藥推廣，藥

劑部同仁介紹老人用藥常見的問題。

▌藥師蘇建豪親自到高齡者身前，詳細說明藥

品上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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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負教育責任  進行種子培訓

為了增加阿公、阿嬤們正確的用藥知

識，藥劑科特別與社區藥局及社區發展協

會等合作，舉辦用藥安全的衛教宣導活

動，傳遞正確用藥五大核心：清楚表達自

己的身體狀況、看清藥品標示、清楚用藥

方法和時間、做身體的主人、與醫師和藥

師作朋友，並針對藥師進行種子教師培

訓，來協助推動用藥的正確觀念。

陳媺表示，目前已與嘉義縣明華社區、

明和社區、排路社區及坪林發展協會等

合作舉辦衛教活動，自六月至九月間，

共舉辦了五十四場次正確用藥宣導活動，

累計衛教人次達七百八十六人，大林慈

院並獲選為二○一一年南區正確用藥教

育資源中心，肩負起民眾用藥衛教與種

子教師的培育工作。（文／陳媺    攝影

／藥劑部提供）

花蓮
十一月四日

騎士力行抗癌 環島歌頌生命

豔陽下熱情有活力的紅色車隊來到花

蓮慈濟醫院。四日上午，為了宣導預防

癌症觀念，鼓勵癌症病友、家庭勇敢走

過抗癌之路，包含罹患大腸癌的慢跑教

練吳興傳、甲狀腺癌的鐵人三項選手謝

永照等十三位抗癌騎士隨著環臺的路程

來到花蓮慈濟醫院，吳興傳表示，以癌

症病友身分挑戰單車環臺，就是希望能

大家都能一起以規律生活、正確飲食及

適量的運動來遠離癌症的侵襲。

環臺勇士最佳例證  

病房分享抗癌歷程

本身是血液腫瘤專科醫師的花蓮慈院

高瑞和院長，特地到花蓮慈院大廳迎接

這群抗癌勇士們，高瑞和院長說，自己

在大學時期也曾經跟同學一起環臺，很

能了解對癌友來說絕對是一大挑戰，所

以除了要為抗癌勇士們加油打氣，還特

地準備了慈濟香積飯、中藥酸痛貼布與

噴劑，支持這段熱愛生命的旅程。

領著車隊進入花蓮慈濟醫院的抗癌勇

士盧志榮，兩年前因為耳朵常常有積水

的感覺才到醫院做檢查，沒想到被診斷

出罹患鼻咽癌第四期，經過花蓮慈院醫

護團隊治療後盧志榮預後狀況良好，現

在靠著騎自行車來增強身體活力，盧志

▌大林慈院藥劑部同仁不遺餘力推廣用藥安全

衛教，獲選為二○一一年南區正確用藥教育資

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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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說：「參加傳達抗癌理念的活動我絕

對義不容辭，這次我要利用自行車來找

回健康！」

「癌症不是絕症，只是一種慢性

病！」活動發起人之一的吳興傳不光是

身體力行走出病苦，更特地帶著抗癌勇

士們來到花蓮慈院癌症病房，幫同是癌

症患者的病友加油打氣。看到今年才被

診斷出罹患縱膈腔腫瘤的黃先生，吳興

傳也以同行的夥伴為例子，他們大都罹

患了第三、第四期癌症，仍舊以自行車

環臺展現生命的力量，藉著真實例證來

鼓勵黃先生不要恐懼疾病，要相信醫護

團隊勇敢面對。

十一月二日從臺北出發的抗癌勇士

們，預計將用十天時間完成單車環臺

一千一百公里的任務，用愛和生命展示

他們的堅強和毅力，鼓勵所有罹患癌症

的病友樂觀積極走出病魔的陰影。（文

／黃思齊）

▌紅色車隊抗癌騎士抵達花蓮慈院，要以自身經驗鼓勵院內的癌症病患走過這段低潮。攝影／楊國濱

▌高瑞和院長也曾騎腳踏車環臺，很能體會過程

的艱辛，特別準備了慈濟香積飯、中藥酸痛貼布

與噴劑與這群抗癌勇士們結緣。攝影／楊國濱

▌吳興傳以在花蓮慈院的抗癌經驗來勉勵罹患縱

膈腔腫瘤的黃先生。攝影／黃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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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
十一月二日

延續人間大愛 簽卡響應器捐

臺中慈濟醫院十一月二日舉辦器官捐

贈簽卡宣導活動，推廣並宣導器官捐贈

理念。有靜態海報展，還有受贈者現身

說法，吸引來院民眾踴躍簽署器捐卡，

以實際行動支持器官捐贈。

勸募難行能行  

看到重生希望 

器官捐贈簽卡宣導活動由醫療志工的

優雅手語揭開序幕，目的是為了推廣與

宣導器官捐贈理念，並且感念捐贈者的

大愛。臺中慈院成立四年多，已經累積

了四例器官捐贈個案，莊淑婷副院長感

恩捐贈者與家屬願意捐出器官讓另外一

個人延續這分愛，也期待大眾能支持器

官捐贈，讓更多需要器官移植的人重獲

新生。

雖然器官捐贈已獲得大眾認同，但

實際執行仍有困難。承擔中區器官勸募

窗口的洪利當說，從八年前第一例勸捐

成功個案至今，也只不過成功勸募了十

例，失敗的紀錄不可勝數。但面對一次

次失敗，洪利當卻仍願意持續努力，靦

腆的他眼中閃爍光芒堅定的說：「看到

受贈者重生，就是我最大的動力！」

 洪利當來到海報展覽區，走到他接

觸的第一例受贈者「阿誠」海報旁，回

憶起當年：「當時，阿誠很擔心移植情

況不好，遲遲不肯和女友成婚，沒想到

成功移植肝臟後，不但身體恢復健康還

結了婚，現在是兩個小孩的爸爸了！器

捐不但拯救了一個人，還成就了一個家

庭！」

受贈者現身分享  

感念捐贈者大愛 

器捐者已逝，但受贈者則延續了無

私大愛。蒙受器捐恩澤的白素貞也來到

活動中現身說法。五年多前，從事清潔

工作的她意外昏倒，沒想到是因為肝硬

化導致肝昏迷。此後白素貞體力每下愈

況，甚至完全無法工作。當時她無法接

受身體變差甚至面臨死亡威脅，還引發

了憂鬱症。

▌白素貞歷經肝臟移植後重獲新生，在活動上

分享自身的心路歷程，更藉這個機會再次表達

對捐贈者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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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素貞的遠房姻親洪利當知道狀況

後，立刻協助她前往大林慈濟醫院治療，

經過仔細檢查確認必須換肝。等待一段

時間後，白素貞幸運獲得一位少年的肝

臟，換肝成功後身體也逐漸恢復健康。

白素貞非常感恩這片肝臟，每天都

會摸摸肚子，和新生的肝臟說說話、感

恩它與自己相處十分融洽。現在白素貞

每天在家照顧襁褓中的孫子，遇到器官

捐贈宣導的場合，她一定義不容辭前往

參與，用親身經驗鼓勵大家支持器官捐

贈。當天活動上白素貞眼泛淚光感恩的

告訴大家：「捐肝給我的人，不但救了

我，也救了我的家庭，我真的很感恩

他。」

活動最後，莊副院長邀請現場來賓一

同支持器官捐贈。大家在特大號的器捐

海報上簽下名字表示支持，也實際簽署

器官捐贈卡響應。（文、攝影／馬順德）

臺北
十一月九日

完善健檢追蹤 及早察覺病灶

臺北慈濟醫院預防醫學中心有一套

完善的追蹤制度，一旦發現來院健康檢

查的民眾身體有異常現象，擁有護理師

及健管師雙料證照的健康管理師，就會

在一周內請民眾到相關門診掛號回診追

蹤，若民眾仍未回院就診，則定期繼續

聯繫直到就醫為止。

鍥而不捨追蹤  及時挽回健康

臺北慈院預防中心剛建檔完成開始

進行電話追蹤，初檢有問題的病患且兩

年以上未回來複診，健管師便會將此例

列為追蹤對象，最近就有一位病人黃女

士，經由健管師努力不懈的主動持續追

蹤，終於及時切除身上的腫瘤。黃女士

曾於二○○八年四月至臺北慈濟醫院健

檢，當時發現大腸有一疑似黏膜下腫

瘤，故建議她每半年至一年返診腸胃科

追蹤檢查。今年初臺北慈院預防醫學中

心的健康管理師，發現黃女士自二○○

八年健檢後並未有返診追蹤的紀錄，便

再次主動電話聯繫，請患者務必安排時

間返院健檢，當黃女士接到慈院的電話

後，周遭的朋友一致認為是詐騙集團的

來電，因為一般醫院不可能有如此鍥而

不捨的追蹤制度。然而黃女士在完成階

段性的工作後，終在今年九月十五日回

▌莊淑婷副院長（右二）邀請在場來賓在器捐

卡模型上簽名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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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慈院做健康檢查，檢查發現此腫瘤

已有六點五公分，隨即經直腸外科蕭光

宏主任診斷建議後入院手術切除。

 黃小姐非常感恩臺北慈院完善的健

檢追蹤制度，因為三年來黃女士身體並

無任何異樣或痛苦，因此對於當初檢查

出來疑似黏膜下腫瘤一事，根本沒有放

在心上。但在預防醫學中心絕不放棄的

關懷電話追蹤下，及時返診接受手術。

最後病理報告證實為良性脂肪瘤，日後

定期追蹤檢查即可，讓黃女士一掃多日

來的擔憂。

關懷無距離 預防勝治療

預防醫學中心護理長楊慧莉表示：

「臺北慈院預防醫學中心的健管師每天

固定聯繫二十到三十位的病人，貼心提

醒需要的病人回院複檢，這項主動的電

話提醒，幫助很多工作忙碌的民眾適時

關心自己的健康，也幫助他們及時治

療病症，其中甚至有幾位是初期的癌

症。」楊慧莉強調，臺北慈院所關懷的

對象，除了一般來院的病人，也包含全

球的慈濟人，即便病人遠在海角天涯，

也會透過任何可能的管道把提醒送到。

預防醫學的概念即在於早期發現、早

期治療，守護民眾的健康，避免病痛所

帶來的折磨。然而「患常生於肆忽，禍

常起於細微」，若民眾沒有預防醫學的

理念，待有症狀再去求醫，可能為時已

晚甚或病入膏肓而致藥石罔效。因此自

我保健的最佳方式，就是定期做健康檢

查，將健康當做事業來管理，才能防微

杜漸避免錯失治療的時機。( 文╱汪育

如  攝影╱鄭富元 )

▌在健管師鍥而不捨的電話追蹤下，黃女士終

於到慈院進行複檢，赫然發現體內長了六點五

公分的腫瘤，經蕭光宏主任開刀即時切除。

▌臺北慈院預防醫學中心的健管師靠著電話持

續追蹤，追回健康有疑慮的民眾，及時挽回健

康。攝影／徐莉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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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
十一月三日

降低偏鄉罹癌率 

關山戒檳班開課

關山地區嚼食檳榔的人口比率高達

七成，為了讓民眾能了解檳榔對自身

身體的危害，關山慈院分別在公路總

局工務段和月眉社區開辦戒檳班，並

徵求職場上無嚼食檳榔的員工擔任陪

伴志工，幫助同事成功戒檳外，也同

時替學員進行口腔癌檢查及糞便潛血

篩檢，讓民眾遠離癌症的威脅。

減少紅唇族  

推動無檳社區

關山慈院去年承接了國健局「一百

年醫院癌症醫療品質提升

計畫」，加上依據關山衛

生所二○○五、二○○六

年辦理整合式篩檢之生活

型態問卷資料，發現關山

地區嚼食檳榔的人口比率

高達七成。

關山慈院不斷的推動

「無檳社區」活動。開辦

戒檳班的原因有許多，主

要目的還是增進社區戒檳

班學員了解檳榔的危害、

自我口腔保健、口腔癌防

治，並學習拒絕檳榔的技

巧，促進民眾養成健康的生活型態之

外，更重要的是透過關山慈院與志工

的協助，將不嚼食檳榔的風氣推廣出

去，建立一個更加健康的社區。

二○○九年，關山慈院就曾獲得推

動無檳社區優良表揚，當時開設三班

戒檳班，學員共四十六位，其中就有

四十二位完成戒檳課程並順利參加結

業典禮。每人從每天平均三十四顆的

檳榔嚼食量戒為三顆，平均每人每天

省下兩包購買檳榔共一百元費用，短

短五個月，就幫四十二位學員省下約

六十三萬元的檳榔費用。

同事陪伴效果佳  

戒檳癌篩同時做

今年度關山慈院再度為交通部公路

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關山工務段以

及關山鎮月眉社區舉辦戒檳班。工務

▌關山慈院陳桂珠衛教師到月眉社區上居家戒檳課，講解檳榔內

有害的成份。攝影╱張雅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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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戒檳班的成員全數六

人，從六月八日起進行為

期四個月的課程及追蹤，

在學員和陪伴志工的努力

之下圓滿落幕。四個月來

除了學員本身的付出之

外，也特別徵求陪伴志

工，陪伴志工都是戒檳班

學員職場上的同事，透過

彼此在工作上養成的默契

和情誼，一方面可以協助

號召職場同仁一同響應戒

檳，一方面可以就近監督

學員戒檳減檳的情形，隨

時將學員嚼食檳榔的情況

記錄於手冊中，達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因此陪伴志

工是戒檳背後強力的推手

之一。

在十月工務段戒檳班

舉辦的成果頒獎典禮上，

學員的減檳率達到了百分

之五十，更有兩人戒檳成

功，學員吳政富也分享了

他戒檳成功的心得：「除

了害怕得到口腔癌，家裡

的支持也是對我很大的力

量。而且戒檳的優點是還

可以省錢，口香糖兩天一

包只需要四十元，檳榔兩天就要吃到

五或六包，要花上四百多元，長久下

來開銷也蠻大的。當然最重要的還是

健康。」

目前月眉社區戒檳班也已結束第二

堂課程，學員們大都是媽媽們，大家雖

然熱情的歡迎關山慈院講師的到來，但

也許是因為在家中授課，學員們顯得有

▌衛教師親自示範動作，協助學員練習正確清潔口腔的方式。攝影

╱王詩惠

▌公路總局養護工程處關山工務段戒檳班結業，學員戒檳的成果顯

著，減檳率達到了百分之五十，李聰榮（右一）更是完全戒斷。攝

影╱王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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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放鬆，邊聽講師授課邊嚼檳榔的情形

屢見不鮮。為改善這種情形，講師決定

將上課場所移至關山慈院，除了換個場

地讓學員們感受一下不同的上課氣氛，

同時也是趁此機會請學員們接受口腔癌

篩檢及糞便潛血篩檢，並希望透過醫生

的說明，增加授課內容的可信度。

成立戒檳班的過程中雖然遇上一些

困難，如工務段的戒檳開班場所若場地

被其他單位挪來使用則無法如期上課，

或是學員遇公務在身偶爾缺席的現象等

等。但正是因為有這些難處的存在，才

更能顯現出成果的豐碩及甜美。且藉由

戒檳班的學員將無檳的觀念慢慢推展出

去，將個人的力量化整為零，相信最後

必定會成為一股足以改變整個社區的力

量。（文╱王詩惠 ）

玉里
十一月十一日

陪伴醫院共成長  

醫療奉獻同慶賀

玉里慈濟醫院和花蓮慈院王志鴻副院

長有著相當深厚的情感，王副院長曾在

一九九九年至二○○五年間擔任玉里慈

濟醫院院長，並從一九九九年四月起，

每週五開設心臟內科門診。所以，當玉

里慈濟醫院張玉麟院長得知，前院長王

志鴻醫師榮獲本年度花蓮縣醫師公會第

四屆「醫療奉獻獎」，便和全院同仁籌

備慶祝活動，除了表達同仁們的祝賀之

意外，更希望在醫師節前夕給他一個驚

喜。

▌玉里慈院張玉麟院長 ( 右二 ) 與全院同仁恭賀王志鴻副院長獲得醫療奉獻獎，感謝他多年來一直做玉

里慈院的最大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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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院長  

不辭下鄉十二寒暑

自一九九九年開始，王志鴻副院長除

了擔任玉里慈濟醫院院長外，並於每週

五開設心臟內科門診，為鄰近鄉鎮民眾

提供醫療服務，如此不間斷為偏遠地區

貢獻的心，至今已持續十二寒暑，他的

用心與堅持深獲鄉親們的肯定，即便卸

任玉里慈濟醫院院長職務後，依然風雨

無阻、秉持初衷。為了不讓花蓮南區鄉

親舟車勞頓北上花蓮看診，王副院長必

須清晨五點就從花蓮出發，並且在上午

七點就開診，而且門診服務都超過百人

以上，每每看診到下午二、三點也是家

常便飯，這種無私奉獻的精神，是所有

醫師的標竿與學習典範。

全院獻溫情  

大醫王也害羞

王副院長此次獲得此醫療奉獻獎，全

院醫護同仁都認為真的是實至名歸，也

深感與有榮焉。為了表達大家的心意與

祝賀之意，給副院長一個出奇不意的驚

喜，特別選在星期五王副院長到玉里門

診的時間點，同仁們與跟診護士配合，

找藉口請他到七樓餐廳，這時張玉麟院

長與全院同仁則在電梯前歡迎他的來

到。當王副院長一開電梯門，果然被眼

前的情景嚇了一跳，這時林靜雯感控護

理師順勢遞上了全院簽署的祝福卡，讓

副院長頓時脹紅了臉，頻頻說著：「不

好意思！」

  接著，再由與副院長合作十餘年，

最資深的門診跟診人員古英梅護理佐理

員代表獻花，其餘同仁則鼓掌祝賀，場

面簡單卻溫馨，體貼的王志鴻副院長，

還特地切了代表祝賀的蛋糕和所有同仁

分享。

雖然因為門診的緣故，整場慶祝活

動只有短短的十分鐘，但代表著玉里慈

院全體醫護同仁最誠摯的祝福，而大家

的心中也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除了表

達大家的祝福外，也是代替所有偏遠地

區鄉親和民眾，藉著醫師節前夕向一直

身體力行愛護病人的王志鴻醫師說聲：

「王院長謝謝您，醫師節快樂！」（文

／林可人　攝影／陳世淵）

▌張玉麟院長、王志鴻前院長和古英梅護佐一起

切下祝賀的蛋糕，和大家分享這分喜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