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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聽過一句話，一件禮物，不管

是好的、是壞的，背後都有它的故

事，當我們打開之後，總是要再想一

想，究竟是什麼樣的意涵。新冠肺炎

疫情肆虐已將近二年的時間，它帶給

我們什麼樣的省思與教育？

依 據 美 國 約 翰 霍 普 金 斯 大 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統計，
截至今年八月，全球新冠肺炎確診感

染者已達兩億人，死亡人數已突破

四百二十萬人，不僅改變了世界的結

構、人們的生活方式，全球經濟損失

更是難以估計，失業浪潮席捲各國，

而目前還看不到此一災難何時可以結

束，以及到底還有多少人將會因此喪

命。

以前在中古世紀歐洲有鼠疫流行，

在一次大戰及西班牙內戰的時候，也

有流感的肆虐。直到最近，伊波拉病

毒，在非洲的地方感染造成非常大的

災難，但都不及這一次的新冠病毒全

球性流行，即使現代醫療進步與衛生

觀念的普及，仍避免不了新型疾病所

帶來的威脅，由於驚人的傳播速度與

病毒的特性仍無法完全掌握，肩負使

命的醫護人員，更冒著可能被感染的

風險，以自己的生命守護生命。

證嚴上人曾提醒所有的弟子一句

話：「所有的動物，有情世界，都有

牠的世界存在。」消弭疫情災難唯一

的靈方妙藥，即要戒慎虔誠推動生命

教育。尊重一切生命，「不只是人命，

還要尊重動物命」，這才是最虔誠、

完整的愛，希望藉著這波疫情推動食

的教育，斷除口欲、虔誠茹素，勸導

非素不可，此為「大哉教育」。

大愛包容地球村，善的循環遍布全

世界！證嚴上人也期待眾人打開心

門，讓佛法走入心門，滋潤慧命，打

開心門，開啟智慧門。災疫是大自然

向人類示警，地球毀傷、災難頻傳，

面對這波疫情雖然心情沈重，但也不

能悲觀，呼籲全球慈濟人愛心點滴匯

聚，同心共濟災疫。大眾秉持「無 

大慈、同體大悲」的信念，將愛的能

量擴及全球一百二十四個國家地區。

隨著疫情一波波襲擊，染疫個案遽

增，今年五月雙北成疫情重災區，讓

北部的醫療量能短時間內超載，中央

啟動北病南送，身為嘉義的防疫責任

疫情中的
愛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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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大林慈濟醫院專責病房全力配

合，收治從嘉義篩檢站送來的確診病

人，不僅病房滿載，更有病情急轉直

下而送往加護病房的案例。去年收治

染疫病人僅十三人，今年則快速累積

到五十一人，其中十三人為重症。

針對大林鎮泡茶、水上鄉職場群聚

事件時，大林慈濟醫院接受縣衛生局

徵調，全力支援人力、設備、場地，

並緊急開設社區快篩站，防堵病毒擴

散。同時，職業醫學科更承擔為企業

開設快篩場次，確保勞工安全，促進

經濟穩健復甦。此外，更將愛與健

康的保護送入社區，支援社區疫苗施

打，認養中埔鄉、梅山鄉、溪口鄉、

大林鎮，支援二十三場次，服務民眾

達一萬五千七百六十八人次，而考量

長者行動較不便，接種採日本宇美町

「民眾不動，醫護動」的方式進行，

讓長者能原地完成看診、注射與留

觀。

防疫如同作戰，每一刻都鬆懈不

得，更重要的是如何讓醫院變成堅固

的碉堡，保護每一位工作同仁的安

全。在疫情爆發時，臺灣接收境外移

入個案，我們便很快地啟動管制，以

等同於空氣傳染的規格，包括殺菌消

毒、洗手，防護衣等，針對入院者一

律都要經過篩檢、體溫量測，且採用

病人分流方式，有危險的、沒有危險

的，這些風險都讓同仁知道，大家自

然就能安心守在工作崗位上。

除了第一線的同仁，醫院也發給全

院同仁每個人都有一瓶消毒洗手液，

隨時可以加強手部消毒，而針對院內

各會議室的桌子、單位的門把、口罩

吊掛的部分，也強力執行環境清潔。

在清潔人員的教育訓練、管理訓練，

亦實際現場勘察，以確保整個環境清

潔是確實落實的。

在疫情仍渾沌未明的時候，保持距

離是最好的防疫策略。大林慈濟醫院

為最早配合健保局的訪客預約系統，

藉由資訊處同仁所研發的「網路預約

探病系統」，讓民眾可隨時隨地利用

手機進入登錄系統申請，並一併填寫

旅遊及接觸史，使住院病人降低住

院接觸傳染的機會，避免疫情擴大。

同時，為強化院內防護，院內在疫情

期間啟動「掃雷動作」與防疫演練，

除了病房由胸腔科醫師分派至各樓層

責任區，每天查看與詢問，哪些病人

有發燒、是否已做Ｘ光檢查、檢驗資

料、病程資料等。在防疫演練部分，

則親自帶領大家實際走一次動線，並

再三確認防護及照護上有沒有做到細

節，包括動線如何走、清潔應該如何

清理才不會受到污染，同時嚴格把關

入口處的篩檢機制。

全球疫情嚴峻，唯有愛與關懷，才

能真正穿越病毒的重重關卡，直抵病

人徬徨無助心底的最深處。南部醫院

儘管收治人數無法與北部相比擬，但

透過醫護同仁的無私大愛，展現了醫

療的本懷，可為未來防疫醫護的借

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