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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這門專業，是辛苦吃重的工作，尤其在臨床一線堅守崗

位的護理人員，是極富愛心與助人的熱忱。看見照護的病人逐漸復

原，是護理師最大的成就感，也是一種自我價值的實現。當年南丁

格爾在黑夜裡提燈探視戰地醫院的病人，那微弱的燈光真正膚慰了

傷兵們的心。人在病痛當下，身心都十分脆弱，護理工作傳遞的就

是直接的膚慰，讓病人感受到最真切的溫暖。

今年臺灣本土疫情持續蔓延，變異病毒株的傳染力極強，確診人

數持續攀升，對醫療量能造成嚴重的衝擊。面對專責病房、社區篩

檢站、疫苗注射及居家照護等新增作業的挑戰，我們的護理師人人

都是當年的南丁格爾，除了醫療層面的照護，更重要的是心理層面

也打理得面面俱到，真的將病人視作自己親人一般，為他們翻身、

洗澡、餵食與攙扶如廁，主動發現並解決病人的需求，他們所做一

切超乎我的想像。

疫情期間，每一位護理師都勇敢承擔新的防疫工作，甚至放棄休

息時間相互支援。我記得有位護理師因長期在篩檢站工作而染疫，

她是疫情以來第一位確診的護理師，因為要被暫時隔離，工作需交

由其他同仁分擔，她非常自責，覺得明明已經做到最小心的防疫步

驟，卻還是成為第一個染疫者。那時我安慰她：「COVID-19 病毒就

如槍林彈雨，要在防疫戰場上毫髮無傷，真不容易，所以不要覺得

抱歉，妳已經很棒了。」後來陸陸續續也有其他護理師在社區或職

場染疫，從照護者變成了被照護者。因為體會到疫情下護理人力的

緊繃，他們復原後都想盡快返回崗位，分擔單位的工作，沒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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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退縮喊累，只有堅強承擔。他們的承擔絕非匹夫之勇，而是

做足準備的「疫」來將擋。

2022 年 4月 11 日新北市政府開創「COVID-19 居家照護計畫」，

臺北慈濟醫院承擔新店、蘆洲、雙溪、平溪、貢寮、瑞芳等六大區

域確診病人的照顧，這六區的居民約 56 萬人。期間非常感恩護理部

挺在居家照護的第一線，即使忙碌到難以用筆墨形容，他們仍努力

的在第一時間，以溫言暖語安定民眾的心，讓民眾即時接到關懷電

話，除了得到染疫後自我照顧的相關資訊，也不覺孤單無助。高峰

期每日新派案量超過 3,000 人，加上已在手的上萬人，這工作實在

太艱難了，護理部急中生智，再廣邀醫院各部門夥伴，加上社區的

關懷志工及人醫會團隊一起投入，才能勉力達成使命。此外也發展

出智慧分類管理，第一階段先按年齡及風險作病人初步分類，60 歲

以下的年輕族群以簡訊的方式，通知民眾填寫健康觀測表單，先紓

解第一波分流病人的時間壓力，也讓每位民眾都及時得到適切的照

顧。

護理部吳秋鳳主任在此次疫情中的規畫與執行力令人印象深刻，

她帶領護理部完成了一波又一波的防疫新任務。雖然之中有些護理

師相當年輕，但是與資深學姊們一起打拚，處理事情的態度認真而

嚴謹，你感覺可以在她們身上看到希望，也看見慈濟人文人苦我悲，

人溺己溺的精神。護理人才的培育與傳承非常重要，選才、育才、

用才環環相扣，馬虎不得。護理部雖然人才濟濟，但各單位的專業

常常無法彼此取代，期待每個單位都能有老中青的接棒傳承，成為

慈院強而有力的後盾。今年度有許多資深護理師升任護理行政主管，

她們每一位對於專業的熱忱，讓人由衷感佩，希望她們能夠永保這

分初心，並將專業經驗分享給同仁與新進後輩，讓慈院的護理品質

能夠好上加好。

上人常叮囑我們「是日已過，命亦隨減」，提醒我們要時刻盤點

生命，踏實把握每一寸光陰，行利益眾生的事。感恩白衣大士們都

做到了，因為他們在崗位上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幫助別人。祝福大家

新的一年，在專業上都能更加精進，共同實踐慈濟醫療志業「守護

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