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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雅柔和色調與暖色的燈光，伴著走

廊上貼心設計的扶手與腳下防滑地板，

營造出舒適溫馨的空間氛圍，「大林慈

濟住宿長照機構」，也稱「輕安居」，

住在這裡，老人家不會心生被遺棄的感

覺，而是一處像家的地方，溫馨又輕安

自在。

在長期照顧法施行之後，「大林慈

濟住宿長照機構」（全稱「佛教慈濟醫

療財團法人附設嘉義縣私立大林慈濟

住宿長照機構」），於二○一九年十二

月二十七日揭牌，成為全臺灣第一家由

醫療法人設置的住宿式長照機構，整合

提供營養、復健及中西醫治療等方式，

協助長者健康促進，結合居家、社區及

住宿式的長照服務，落實在地老化，在

家安老。大林慈濟「輕安居」，不是終

點站，而是長者的溫暖的中繼站。

隨處巧思助復能

人性化的減法照顧原則

大林慈濟「輕安居」設於大林慈濟醫

院感恩樓的第七、八、九樓。輕安居的

護理長郭如娟表示，為了讓子女安心，

讓父母擁有一個既舒適又安全的地方，

機構設計時用了許多巧思，主要以在地

鄉土的人情味為概念，七、八、九樓

以里命名，「大喜里」、「無憂里」、

「美善里」三個樓層總計一百五十 床。
第一階段開設八十 床，在「安養照顧」
部分，主要收容亞健康且日常生活能

自理者，「長期照顧」主要收容生活

無法自理或有管路的護理服務需求者。

她強調，住宿長照機構是以減法照顧

為原則，是協助恢復其原有之能力「復

能」。

郭如娟說：「機構主要以在地老化為

目標，希望成為住民的中繼站，而不是

終點站。所以都是利用減法照顧來提升

住民的健康，同時也能順利返家與政府

推動的長照 2.0結合，達成在宅安老的
銀髮照顧網絡。」

從入口處的電動門，到走廊上的扶

手、電燈，甚至細微到洗衣籃等，都是

在廖慧燕副主任、郭如娟護理長及鄒雅

如護理師的構思下，與跨單位團隊夥伴

克服一切困難而用心打造。

輕安居的每一個小地方，都充滿巧

思且多元發展的設計。像是讓住民可以

自己用洗衣機洗衣服，用餐時自己打

菜⋯⋯讓住民盡可能自己來，保持活動

力，各種設計都為完成所謂的「減法照

顧」，達到復能的效果，讓住民不坐輪

椅、不穿尿布、不靠他人協助飲食、不

靠他人協助沐浴等，期盼能達到尊重住

民恢復自主生活的目標。

郭如娟表示，住民還能走進綠意盎然

的院區，搭乘高爾夫球車前往專屬的大

愛農場。親近大地，更重拾耕種與收穫

的樂趣，期盼在農事心得分享中聯繫情

感，並減緩失智老化的腳步。

而在高齡友善的舒適環境中為住民

規畫多元學習課程，其中一項特地設計

的「魚菜共生」系統就在平日居住的陽

臺上，除了讓住民享受種菜與採收的樂

趣，同時更兼具水產養殖與水耕栽培兩

文／江珮如

圖／大林慈濟住宿長照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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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優點，養殖水幾乎不需排舊換新，

也不需額外替作物施肥，讓長輩在手做

中促進肢體協調，在分享農事心得中聯

繫情感並減緩失智老化。

此外，除了高齡友善、舒適的環境

設計，加上有大林慈濟醫院醫療團隊作

為堅強的後盾，包括醫護、藥師、營養

師、復健師、照服員、志工與社工，在

住民的日常生活中提供健康維護、生活

照顧、營養、復健、醫療等健康照顧，

並有專任社工給予個別服務計畫與補

助。

輕安居團隊每天設計規畫豐富的活動與課程，讓住民長者盡可能動動身體也動動腦，利用活動恢復

或維持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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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就是我的第二個家

高齡八十歲的黃振雄阿公，因子女

在不同縣巿工作，平日生活起居都是自

理，每逢假日子女都會回家探望。直到

前陣子右腳突然無力，一直跌倒，孩子

不放心之下，只好住到家裡附近的安養

機構裡，但那邊的外籍看護總是語言不

通，溝通上困難重重，無形中也讓長輩

產生莫名心理壓力。

最後在子女們的建議下來到大林住

宿長照機構參觀，沒想到來了之後，黃

振雄就非常喜歡這邊的環境，初次感受

到機構營造像家一般的氣氛，後續也就

決定住下來。

兒子黃郁書表示，因為平時忙於工

作，沒辦法一直陪在父親身旁，一週最

多也只能回家二次。前陣子，父親脊椎

手術後在家一直跌倒，生活起居無法自

理，無奈只好安排老人家到長照機構

住，沒想到選擇大林慈濟的住宿長照環

境讓他相當滿意，不僅生活起居符合老

人家的習慣，廁所、走道都考量到長者

的需求，設置安全扶手，更重要的是這

裡照顧者都是專業的護理人員，讓家屬

都很放心，可以說在醫療、營養、復健

上，用心來讓住民有完善的健康維護與

生活照顧。

現在還能透過不定期的視訊方式，隨

時隨地問候父親，透過畫面看到老人家

從躺床到下床使用四腳拐走路，到現在

用登山杖走路，真的非常開心。

大林慈濟住宿長照機構 ( 輕安居 ) 有大林慈濟醫院醫療團隊

作為堅強的後盾。左起護理師樊曉卉、鄒雅如、彭淑梨、郭

如娟護理長、劉鎮榮主任祕書、陳金城副院長、照服員巫長

哲、志工陳鶯鶯、照服員陳明頵、護理部廖慧燕副主任、照

服員張美珊、營養治療科技術主任黃金環，照服員賴淑貞、

書記孫瑀彤、營養師李文馨、社工莊宛螢。攝影／江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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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二○二○）因為新冠肺炎疫

情延燒，為了全面配合政府禁止探病政

策，除了針對防疫提升戒備，還貼心為

住宿長照機構的長輩們提供遠距離視

訊會客，當思念家人的時候，能夠結合

視訊科技方式，不受空間、時間，讓老

人家與遠方子女「面對面聊天」，隨時

隨地傳遞愛與關懷。

護理長郭如娟表示，因新冠肺炎疫情

而導致家屬無法前來探視長輩，但許多

老人家經常嘴邊掛念著孩子，為了讓長

輩可以保持愉快的心情與健康的身體，

透過視訊科技讓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變

得更簡便，在配合家屬的時間下，利用

老人家各自的 LINE家族群組互動，並
以護理站的大螢幕電視做為視訊，讓不

能前來探視的子女們和長輩面對面開

心聊天，當看到、聽到孩子的聲音時，

長者臉上都露出燦爛笑容。

致力做到最好的照護

榮獲優等獎肯定

大林慈濟住宿長照機構（輕安居）成

立僅一年就得到最高品質的榮譽，獲得

衛生福利部評鑑後所頒發「照護優等獎」

肯定。郭如娟說，評鑑主要目的是為了

評量長照機構效能、提供長照服務品質、

提供民眾長照選擇，而內容則包含經營

管理效能、專業照護品質、安全環境設

備、個案權益保障等作為評核標準。

儘管評鑑時，大林慈濟「輕安居」

設置未滿一年，但為了提供更好的服務

品質，在面對首度評核時仍嚴格自我要

求，以住民使用面積、照護人力適當為

前提下，全面提升照顧品質。透過評

鑑、不定期稽查，更能確保機構公益性

與永續經營。

老人囝仔的百歲小學堂

大林慈濟「輕安居」不只是像家一

樣的溫暖又舒適，這裡同時也是住民們

的小學堂！負責陪伴與帶領的社工師

莊宛螢，笑稱自己就像輕安居小學堂裡

的班級導師。除了針對每位剛入住的住

民，了解其家庭背景、經濟狀況、生活

習慣、興趣、個性等，同時還要幫忙安

排每日的課程。

為了設計多元認知活動，以幫助長輩

延緩老化，每日的課程都是莊宛螢與團
大林慈濟住宿長照機構成立不到一年即獲得評

鑑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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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共同發想、討論，內容上相當豐富，

包括健康操、卡拉 OK、開心農場、益
智遊戲、繪畫、古早味美食烹飪、下午

茶、慶生會、音樂欣賞、證嚴上人說故

事等。

莊宛螢說，像是早晨的早操部分，

除了身體的肢體運動訓練肌力之外，還

會安排帶動長輩做「口腔健口操」，由

照服員教導平時如何潔牙、口腔保健，

讓他們都能擁有一口健康好牙，預防嗆

咳，甚或進而恢復吞嚥能力及早拔除鼻

胃管，由咀嚼自然吸收營養。

俗話說「老人囝仔性」一點也不為

過，莊宛螢說，一開始做早操時，長輩

們總是不好意思，都要用盡心思邀他們

參加。慢慢從陌生到熟悉後，長輩們就

會自己在早操前就都把椅子擺好，等待

老師到來。健康的身體，同時也要兼具

心靈的富足，除了健康操，每個月還有

安排一次老幼共學課程，讓長輩到大愛

幼兒園與孩子互動，享受祖孫相聚同樂

的快樂時光提升代間關係。

每逢佳節倍思親，為了讓住民也能感

受在家過節，莊宛螢說，每逢節日都會

精心設計活動，像過年圍爐、端午節包

粽子、中秋節做月餅、父親節、母親節

等，由機構裡的同仁陪伴一起動手做，

讓長輩感受像在家一樣的溫馨時光。

莊宛螢表示，課程內容也都相當彈

性。經由每次與住民、家屬的里民大會

中，大家共聚一起討論、分享，藉由家

屬的回饋，然後不斷地做調整與更新，

讓長輩們不會覺得枯燥無味，而且能夠

自發性的一同來參與，因為在這裡是以

家的概念在服務，長輩們才是主角，工

作人員只是從旁協助。

其實，近八成的長輩都希望在自己

熟悉的地方安享晚年，但輕安居的住民

們，卻是在返家後又開始想念這裡。莊

為了讓住民鄉親有親切感，輕安居以「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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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螢說，一位長輩告訴她，一開始來輕

安居覺得很陌生，每天都在適應環境、

新的人事物，最期待的就是子女來接回

家，但慢慢三個月過後，每天的生活作

息已成了習慣，也有了室友、好朋友。

回家後，家人上班的上班，上學的上

學，沒有人陪伴的時光特別難熬，最

後，只要每逢節日子女來帶她回家時，

阿嬤索性直接拒絕，她告訴孩子：「在

這裡就像在家一樣，每天都過得很快

樂，也有老伴可以聊天，住在如此舒適

的地方，怎麼會捨得回家呢！」

遇有節慶，也會帶著住民手作或參與活動，培養時序感。

成立滿一周年，所有住民於輕安居前歡喜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