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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樂齡  憶路同行
Accompany the Dementia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 文、圖 ︳周碧惠　臺北慈濟醫院社區暨長照服務部失智共同照護中心護理師

2005 年在臺北市立和平醫院服務，歷經 SARS 世紀大災難，真正體悟人生無常，

不知明天先到還是無常先到，隔離的 15 天，身心煎熬，彷彿被放棄的當下，感受到

慈濟人如地底湧現的人間菩薩，不畏艱苦無私付出。當下發願如能平安存活，也要

加入慈濟團體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果然，有願就有力，2015 年，我成為慈濟的一分子，應聘擔任臺北慈院身心醫學

科長者憂鬱關懷計畫擔任研究助理，負責身心醫學科門診及全院住院的 65 歲以上憂

鬱高危險群長者身心關懷，感受到許多長輩除了身體病痛，憂鬱的負面情緒（自傷

或自殺）更釀成了家庭的悲劇。不管門診或病房面訪，用心傾聽及陪伴，讓高齡長

者感受有溫度的關懷，是我很重要的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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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2.0照長
老慢 無礙

依據衛福部統計資料顯示，臺灣目前推估應有 26 萬失智症病人，這些已經進入失

智症病程的病人與家屬，最需要的就是政府能夠協助家人在照顧上減輕壓力的長照

資源，比如每日8小時的日間照顧模式，或是24小時的團體家屋跟失智症照顧專區。

隨著失能程度的增加，所需的服務等級與服務項目亦隨之累積，連續性長期照顧服

務體系是刻不容緩。50 歲以上的失智個案是屬於長照對象的一部分，所以失智共照

也是長照非常重要的一環。

目前我承接失智共照的工作，我們開始用各種方式與失智長者互動，想辦法延緩

失智。例如，在慈濟北區環保站設置健康關懷站，從老人關懷、運動、失智議題開

始著手，促成社區良性循環；在平溪區成立瑞齡學堂，雖辛苦但是看見長輩們一早

在衛生所門前殷殷期盼，課程中嶄露出快樂滿足的笑容，一切都值得。當下我有了

「歡喜付出還要道感恩」的體悟。

雙和環保站有一位黃阿姨，家住板橋，原本每天一早準備好早中餐後就搭公車到

環保站做環保，後來因為長子罹患憂鬱症不願意出門，黃阿姨自此常常煩惱該如何

幫助兒子，自覺睡眠差、記憶力退步，經常眉頭深鎖。經由設立血壓監測站及定時

帶動健康操，每日關懷環保菩薩健康並給予適當的衛教，經過 3 個月的服務、建立

信任感後，陪伴話家常讓黃阿姨打開心門說出心裡話，漸漸的，她臉上開始有了笑

容。我們前往家訪時，告知黃阿姨參加樂齡學堂時需要家屬陪同，邀請兒子一同參

與，持續關懷也祝福這對母子，也要盡量延緩黃阿姨的失智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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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照顧是整合性的工作，因為病程發展，必須提供各種不同服務模式，才能

滿足個案需要；並應考量失智個案與家庭照顧者的需求與資源，提供介入不同的照

顧服務模式；為使失智症個案盡可能留在家裡或社區中生活，需提供早期介入服務，

以期延緩失智病程的進展，提升生活品質及降低照顧成本。

根據估計目前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附設新北市臺北慈濟社區長照機構服務的長

者約有 7 ～ 8 成符合失智診斷，但一般民眾及其他非神經精神科的醫事人員，對於

失智症的識能仍有待提升。因此，臺北慈院社區暨長照服務部在都會區連結慈濟基

金會及各社區環保站與靜思堂，於 2018 年 7 月開始先輔導新店、雙和、三重、蘆洲、

板橋這五個地區成立社區關懷據點，依據各區長者需求及特色由當區志工自發性結

合慈濟人文帶動健康促進課程活動。五地區社區關懷據點成立的前一年，於 2017

年先以心腦健康促進課程導入新店靜思堂（延緩失智團體）及雙和靜思堂（延緩失

能團體），2018 年則由徐瑛雅職能治療師及復健團隊結合社區志工，擴大延緩失能

服務對象，包含老年健檢評估為衰弱之長者，及臺北慈院記憶門診評估為極早失智

的長者，分別開設平日班及週末班的健康福慧增長班與心腦動健康班；而雙和靜思

堂則持續開設樂齡學堂動健康班。

為了倡導銀髮樂活、健康老化之目標，我們強化在地支持性環境，由下往上凝聚

共識，擴大服務社區民眾。快樂園地「憶」路同行，在慈濟大家庭中你我互相支持

鼓勵，用心陪伴長者與家屬，志為護理守護愛，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