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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長照   實踐在地安老

專題企劃

你應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聖馬竇福音 22：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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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享與省思為題的泰源健康活力

  站10周年論壇~「老寶貝當家」。

↑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

↑透過早期精準篩檢，頂尖高科技乳房磁振造

  影車為偏鄉台東婦女健康提供世界級守護。

↑長輩增能、

復能，健康

開心過每一

天，是聖母

長照團隊最

大的鼓勵。

↑

恩典家園是台東第一家安寧病房，也提供安

  寧居家服務。

台東聖母醫院深耕後山，為偏遠地區貧窮病患及原住民朋友提供各項醫

療、長期照顧及社會服務邁向第63個年頭！20年前，台東聖母醫院面臨幾乎

倒閉的嚴重危機，焦急的修女四處尋找任何可能挽救醫院的資源，在無計可

施的狀況下，找到長期在醫院擔任志工的我；然而，家在台北、沒有經營醫院

經驗、也沒有財團支持的我，當時非常的惶恐，也不知道能為這家後山的醫院

如何效力?但是心中實在不忍這間長年奉獻後山、如此具有使命感的醫院從此消

失！我想，我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所有，答覆天主的召叫！

天主的計畫實在令人讚嘆！這一路從轉型、成長到茁壯的過程中，不斷的充滿

著感動、感悟與感恩！猶記得在那艱難困苦的時刻，修女與聖母夥伴們一起分

辨時代的訊號及評估社會真正的需求，用心「在別人的

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即使處在沒有任何資源的低

谷，我依然告訴自己說；「我們不怕、我們還有愛！」

轉型的第一個10年，迎面而來的巨大轉變，是台東聖

母醫院從原來「接生孩子」的醫院，轉型成為「接生天

國寶寶」的醫院，成立了台東第一間的安寧病房〜「恩

典家園」，也提供居家安寧的服務；在此同時，不斷的深

化各項長照及健康促進的服務。一間財務拮据的醫院，卻

選擇最不賺錢的服務，只因為「我們不求醫院能否存活，但求需要的人都得到幫

助！」堅持真實的為偏鄉最需要的人服務。這10年，我們就這樣挺了過來！

成長的第二個10年，我們合力創造許多偏鄉缺乏卻很重要的服務，如：成立乳

腺健康中心，以高科技的乳房專用磁振造影技術，守護台東地區婦女的健康；成

立芳香照護推廣中心，設置全國第一間專為病人、老人及照顧者服務的芳療館，

撫慰人們的身心靈；在部落推動社區整體健康照護，開啟了在地安老的長照服務

新模式，陪伴老寶貝們成為據點的主人，為自己安排精彩的生活。

近期，我們將泰源部落成立健康活力站10年的歷程拍成紀錄片〜「聖愛之

谷」，也認真整理完成歷年聖母長照服務系列的影片，透過實境的紀錄，讓大家

看見「聖母實踐在地安老」的用心。同時，也將聖母長照歷程的轉折做出完美的

定義與詮釋，希望在這些不同時空與條件下的做法，可以提供長照工作者參考、

討論與分享，以提升台灣高齡照顧的服務品質。

聖母人堅持奉獻的心，一步一腳印的深耕守護偏鄉，努力用真愛讓這間全台灣

最小的醫院成為最有溫度的醫院!感謝主 愛深深！因為有您的支持，這一

切才得以實現！

台東聖母醫院 院長  陳良娟  敬謝   

天主教台東聖母醫院
ST. MARY,S HOSPITAL

2023/11

感動 感悟 感恩

↑聖母醫院最早是接生孩子的醫院。

宗旨：愛主愛人、尊重生命、為窮人服務  願景：發揚醫療傳愛精神，照護偏遠、弱勢及貧病家庭，使人們生活在健康和希望中  目標：成為東部健康促進及長期照護的醫療福傳典範

院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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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聖母長照   實踐在地安老

聖母長照 實踐在地安老
    愛的善循環
三 十 餘 年 前 ， 台 東 聖 母 醫 院 的 修 女 們 堅

持「愛不分彼此、窮人與病人都是我們的朋

友」，在「哪裡有需要、就去那裡」的精神引

領下進入部落看顧病人，堪稱台灣長照先驅；

更難得是在政府長照政策2.0版實施前，台東聖

母醫院已落實完整的長照服務，送餐、居家服

務、家庭托顧、日間照顧、健康活力站(據點服

務)等，只要民眾有需要，聖母團隊就思索、籌

畫，甚至不計盈虧，用心服務。    

多年來，台東聖母醫院的長照服務累積出豐

碩成果，並逐步落實在地老化。

這一路走來，聖母團隊也曾面臨照顧人力欠

缺的壓力、提升照顧品質的挑戰、費心培訓照

顧服務員等辛苦歷程。

然而在醫院長期以病人為核心的理念下，只

要用心、很多困難都能迎刃化解，加上醫院訓

用合一、充分授權、分層負責，不但吸引了有

志之士的投入，也因為被照顧者的正向回饋，

直接或間接的鼓勵了這群認同醫院精神的長照

尖兵，讓他們在照顧服務路上得以大步向前。

    以愛為名、真心服務
金峰鄉照服員陳慧蘭照顧三個精障個案，

為了讓個案融入社區，慧蘭安排他們協助村民

農事，能幫上多少忙不是重點，而是藉此讓村

民理解個案的特質及能力。下課陪個案回家途

中，慧蘭帶著他們沿路撿垃圾、做資源回收，

單純、熱情的表現，讓村民看到慧蘭的別具用

心也更加理解並接受慧蘭的家托。為提升個案

尊嚴感，慧蘭還設計了傳統陶珠課程，個案花

很長時間製作，完成作品送給家人，家人眼睛

一亮，原來精障的孩子也可以有創造力，大大

改變了家人對個案的看法。

居服員古英雄轉換

對母親的愛投入居服

行列，每天出門工作

前會跟母親報告一天

行程以及如何因聖母

精神的感召和協助，

讓他在居服路上勇往

直前。

服務個案難免有挑

戰、但有更多欣慰，像是很信任他的陳爺爺有

天突然主動要求他幫忙洗澡，洗完澡幾個小時

再回去服務時，爺爺已安然往生。他也曾經服

務過一個69年次，因久病、與家人關係不好而

精神耗弱的個案，在團隊協助下，雖有改

善，但最後仍跳樓自殺，讓英雄更加珍

惜與個案相處的時光，總是帶著

喜樂的心到個案家服務。

英雄也曾為了讓個案好好

洗個澡，自己出錢買洗澡

墊，遇到照顧困難，也努

力請學姊與團隊協助、

曾經因造口病人帶給自

己的壓力而激發認真

上課、提升照顧技能

的企圖心，目前正

在接受聖母技術指

導員的培訓，一

步步增能、一步

步提升自己。

和長輩親如家

人的日照夥伴為

鼓勵長輩增能

以
「
在
地
安
老
」
為
核
心
的
長
照
服
務

與提升自立能力，

正在籌畫這一季的

表揚活動，並決定從長

輩每日自我紀錄的飲水量、自我工

作完成度、服務他人的特殊表現等幾個面向

頒獎表揚，長輩也最愛這屬於自己榮耀且獨特

的愛心獎。

父親節將至，照服員們思考著如何幫院內

長輩過父親節，經過討論，他們決定來點不一

樣的設計，除了鼓勵所有長輩為男性夥伴做卡

片、寫祝福語，更整合照顧團隊的專業，在徵

詢長輩意見後，打算來一場傳統美食賀88-父親

最快樂的慶祝活動。

服務於大溪廚房的送餐員德輝哥，很感恩有

機會為長輩服務，從警界退休的他在送餐工作

中發現被獨居長輩需要，並且看到為他人服務

的成就感，甚至想像以後自己會是被送餐的對

象，將心比心，他送的不只是一個餐盒，更是

一份反求諸己、關愛老人的心，德輝哥每天要

往山區送出12個便當，「有需要，再遠我們都

去」，他說獨居長輩每天就是靠這二趟、

二個餐盒過日子，服務當然要用心。

↑德輝哥說「有需要，再遠我們都去」。

↑陳慧蘭和三個寶貝合影。

↑來回34公里、車程半小時，只為一輩子都不想離

開家裡的獨居阿公送上一餐熱飯。↑家托的慧蘭老師教我們做串珠，假日我們拿去義

賣，要為社區新建教堂募款。

↑

古英雄把被

照顧者當做

是自己的長

輩。

↑日照中心老師為長輩獻上親手製作的父親節賀卡。

1986 
居家護理

2009
部落健康廚房

2010 
家庭托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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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我們完成了「聖母長

照、實踐在地安老」系列影片，很感

謝長照專家張宏哲老師、劉素芬老師

以及王潔媛老師在近距離接觸與觀摩

後，於影片中與陳良娟院長進行精采

的對話，期望影片的完成能與大家深

入交流長照經驗，分享我們在部落推

動健康營造的成果，也藉此向長照夥

伴們表達敬意，大家辛苦了。

「聖母長照

實踐在地安老」

系列影片，請掃

描觀賞，並請轉

傳分享，讓聖母

的愛流向更多

人。

聖母長照   實踐在地安老

聖母長照強調在地健康老化，即使老去也要

健康，秉持這樣的理念，我們訓練照服人員在

愛心、耐心、同理心之外，要能從提升長輩活

動意願與參與成效的角度設計增能活動，既鼓

勵也陪伴長輩復能之餘再創自我價值。

此外，我們也認為老人家不只是被動服務，

他們還有自主管理、發表意見和參與課程設計

的權利，這個部分可以透過泰源健康活力站的

老寶貝們來加以見證，泰源健康活力站的課

程、老師、上課方式都是長輩們透過班級會議

討論出來之後，據以執行的。

照顧工作本身是辛苦的，我們設計進階制

度，讓有心從事居服的夥伴有機會提升為技術

指導員，我們的督導也會從內部升任，甚至當

我們看見某個照服人員有特殊才華，而這項才

華加以發揮後能造福長輩的，我們都樂意且積

極栽培。

照顧上遇到問題無法解決是照服人員流失很

重要的原因，我們會主動協助解決照顧難題，

每個月大大小小的幾次工作會報與成長課程，

1986年，聖母醫院正式啟動居家護理，在

貧窮的年代，修女不忍心病人都生病了還要

為花費傷腦筋，於是很主動提供病人各種需

要，延續至今，「看見需要就伸手」已經成

為聖母實踐醫療助人的核心精神。

2009年開始我們的健康活力站、部落健

康廚房陸續啟用，這些站點可以做為長輩上

課、用餐、開會、聯誼等使用，也可以提供

送餐員、居服員甚至居家護理師在部落間移

動服務時的休息膳食空間，站點更是長輩的

日常，成為他們交誼抒發心情的處所，可以

說一點多功。

2013年，醫院與泰源部落及天主堂合作健

康活力站，在部落興建保健室、照顧者咖啡

屋、中醫門診，提供送餐、居家服務、到宅

探訪並發展失智友善店家，以社區為基礎的

部落長照服務整合在健康活力站底下，連結

其他各種照顧資源成為一個多元服務、並且

能持續追蹤的多元連續性照顧模式。

銀髮族具有年齡、性別、階級、和族

群等多元化的背景，因為生理、心理、社

會、和靈性層面發展的多元樣態，成為長

期照顧最大的挑戰。長期的照顧安排具有

集體化特質。聖母醫院的用心、細心、愛

心的「一家人」照顧理念的落實，已經發

展成為個別化、人性化、精緻化的照顧文

化，老人的潛能再現、角色重整、職能再

造，照顧文化和成果值得推廣。張宏哲/台

北護理健康大學長照系副教授(右二)

台東聖母醫院的長照服務最令我感佩

的是真誠的「愛」與「用心」，立基於醫

療服務，卻不侷限於疾病照護，雖然沒有

都會區豐沛的資源，卻能看見與善用在地

的優勢和資源，提供全人的、在地的，以

及有溫度的服務，真正落實以人為本的精

神。劉素芬/台北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左

一)

在影片中看到老寶貝打造自己的快樂天

堂，充分展現我的人生我做主的精神！你

也想渡過這樣的老年人生嗎？現在就可以

開始改變，我們要看得更多、認識更廣、

參與更深，唯有持續的體驗不同的人事

物，在熟悉的社區中與社區夥伴共同彼此

照顧，邁向健康老化不是夢，我們不因高

齡或獨居而擔憂，一起走出開創積極有趣

的老年生活，享受人生！王潔媛/輔仁大學

社工系副教授(右一)

以
「
在
地
安
老
」
為
核
心
的
長
照
服
務

院長談在地安老

聖母長照發展歷程 

照服員分享各自遭遇、互相打氣、交流經驗與

因應方法，不僅安定了所有人的心，也能讓照

顧的能量更為集中與提升。

聖經說：你不能同時侍奉二個主人，不能事

奉神，又崇拜金錢，在聖母大家庭裡，很慶幸

也很驕傲我們團隊上上下下將心擺在品質上，

他們會自我要求，照顧品質當然就不是靠單位

規定而來，那是有自己的格局與境界，這樣的

一種情境，最後還是回到被照顧者身上，他與

整個家庭都受惠了。

● 1986 居家護理

● 2002 居家服務

● 2002 居家安寧

● 2003 餐飲服務

● 2005 輔具租借

● 2009 日間照顧

● 2009 部落健康廚房

● 2010 健康活力站

● 2010 家庭托顧

● 2015 居家醫療

● 2016 照顧者支持服務

● 2022 樂智幸福家園

長照經驗分享與交流

   專家看聖母長照 

↑［真心做，用心愛］，服務本身就會啟動善

的循環，這是台東聖母醫院陳良娟院長的長

照經典名言。（左二）

2002
安寧居家照顧

2009 
日間照顧

2016
照顧者支持服務

2022
樂智幸福家園

↑泰源健康活力站的長輩，每個月開一次班會，討

論他們想要的課程和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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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的不只是一個便當

大額或小額、定期或不定期捐款，我們都十分感激！  您的祈禱與愛心，是我們行動中的最大助力！

雖是微不足道的一個便當，

但在老人眼裡，不僅僅是止飢，

更是一份被等待的探視、慰問、關懷。

所以，值得我們付出，耕植灌溉、建立專業廚房、用愛料理、

無計成本、不遠千里，只為能送達需要的人手裡。

台東聖母醫院照護年老、貧、病、窮苦，每天要服務部落超過1800位被照顧者。

目前，我們有97輛公務汽機車，提供1300位長輩一天二餐的送餐服務、800多位中重度病患的到宅醫

療、日間照顧中心、健康活力站及失智據點的400多位長輩的接送與照顧服務；每天還有96位照服員穿梭

在部落居家服務以及家托站、輔具租借等居家及社區服務，也都需要大批的車輛交通，才能達成使命。

去年(2022)，我們的服務總里程數是797,796公里，環繞台灣850圈(環繞台灣一圈約938公里)，一年油

資、保養及保險等花費為5,987,650元。

隨著部落長輩照顧須求的不斷增加，我們使用在照顧服務的用油量也跟著不斷攀升，期盼您慷慨解囊

為部落長輩加油，您的挹注，將使得長者們獲得更多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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