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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　
      護理成林

時間從不會為誰而停留，當分秒無情地流轉間，也正檢驗著我們踏出的每一步

是否扎實？是徒呼負負抑或歡喜收穫！

今年 (2020)8 月，大林慈濟醫院即將邁向第二十一年，我們從在地生根提供高

品質與溫度並俱的醫療，更透過健康促進、醫療服務參與國際社會拓展視野，回

顧過往甘苦的點點滴滴，護理夥伴總是提供最穩固與堅強的支持力量，讓大林醫

療團隊沒有後顧之憂的齊心向前。

但這一刻，且用心沉澱！除了純熟的醫療技術，未來十年的護理領域究竟需要

什麼樣的能量，能讓我們步步踏實與精進，提供更符合時代需求的醫療服務。

小鎮大醫院，有心就不難！兩年多前，大林慈濟成立精實醫療團隊，透過精實

的學習，讓護理站、檢驗部門減少許多不要的運輸時間與儲存空間，讓同仁一目

瞭然，且更輕鬆與安全的拿取物品，不僅減少職業傷害，結果能省下更多的時間

來照顧病人；而最為大家津津樂道的新中醫部診間計畫，則是由使用者親自參與

設計，讓病人能順暢的完成掛號、看診與領藥。這些成果都具體而微地在大林慈

濟醫院主辦的國際精實醫療研討會中精采呈現。

依循精實醫療的腳步，現在每個護理單位正逐步更新，而斗六慈濟醫院、嘉義

慈濟診所同步展開。時間能成就一切，也告訴我們護理的基本能力要非常踏實，

每天都進步一點，並不需要特別心急。因應新時代護理的挑戰，特別要提供護理

夥伴四種修煉的方法與態度，成就護理典範。

首先，要有「倒吃甘蔗」的精神。當我們每一步都踏實而穩健，自然就會愈做

愈輕鬆。

第二，要有饅頭「表裡如一」的內涵。護理工作面對的是在呼吸間流轉的生命，

要有專業與把握來確保病人的安全，絕對不能自我膨脹，必須督促自我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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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大林慈濟護理的 DNA，落實於護理的每個階層。身為專業的護理人員有自己

的看法外，更應具備做好跨單位協調的素養與技巧，捐棄本位主義，才能避免因

為固守想法而舉足不前。

第三，培養與時俱進的溝通縱深能力。認知國家政策是核心能力。護理人員要

主動了解與關切國家的政策，並因應政策發展主動去思考與協助規畫，培養具有

縱深的溝通能力。長照政策、出院準備服務及社區醫療密切結合，是國家未來的

方向，醫療人員需要更用心了解與落實執行。

最後，總是要提醒自己身處慈濟醫療的大家庭，試著把心門敞開、歸零，體會「職

場即道場」，進而把握培養更有價值的生命縱深。鼓勵護理夥伴要努力增長慧命，

精進不退，除了專業以外，更要培養志業的情操。參與志工早會聆聽智慧法語、

茹素、感恩戶打掃 ......，都是可以試著把自己歸零，讓自己的認知與生命更有深度

與廣度的機會。

記得在我參與聯考的年代，在求學過程中如果有哪一科考試不到 95 分，就會難

過到吃不下飯。結果老師過來碰了下便當並要我吃完。他說，考試只是一種過程！

無奈當時的我什麼都聽不進去。當過了三十年後的當下，我不用想也知道考試並

不是最重要的事，為什麼時間不同認知就不同？為此，我們得提早思考事情的本

質、本意，唯有如此才能心領神會，掌握時代的脈動與發展。鼓勵大家試著去嘗

試思考，如果能夠提早體會，這會是大家的福氣。

證嚴上人說，為了工作而生活的人生，就是有目標、有價值的人生，那樣的付出，

就是甘願做，就是護理精神。在大林慈濟醫院二十歲之際，展望未來十年的護理

發展，期待大家都能藉著精實醫療、精進不懈、誠懇溝通三大能力的培養，成為

在慈濟護理體系的先行者。

為了加強防疫，三月初，嘉義慈濟志工動員
一百八十七人在三天之內搭建一處戶外篩檢
站，大林慈濟醫院賴寧生院長現場道感恩。
攝影／張菊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