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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原民會與小港醫院2017年6月28日

（星期三）於高雄市原住民故事館舉行

《Lipahak 娜麓灣 Vuvu的這一班》新書發表會。

新書發表會活動包括長者的吟唱祝福、關懷站運作

回顧及娜麓灣長者分享生命故事。

高雄市2016年首創以公私部門合作方式推動

「娜麓灣原住民老人日間關懷站」，比照長照

2.0政策嘗試在都會區原住民社會住宅（小港原住

民娜麓灣社區）建構原住民長者照護模式，對象以

娜麓灣社區原住民戶為主，關懷55歲以上生活可

自理的原住民長輩；關懷站小而精緻，健康照護一

應俱全，高雄市政府原民會與小港醫院雙方合作順

利，關懷站無論內容、服務、品質，都朝向住宅

化、社區化的長照政策運作。

新書發表會高雄市政府秘書長楊明州親臨見

證書籍出版的歡樂時刻，除祝福長輩也接受長輩贈

書，象徵領受祝福，過程溫馨、喜樂洋溢。楊明州

秘書長表示，《Lipahak 娜麓灣 Vuvu的這一班》

一書是將2016年7月高雄市政府原民會與小港醫院

共同推動設置的「娜麓灣原住民老人日間關懷站」

成立的過程撰述留存，包含長輩的生活影像彙整，

同時鉅細靡遺地記錄由長輩口述從年輕到老為生活

打拼、照顧家庭，最後選擇在高雄落地生根的故

事。非常樂見關懷站將過程記錄出版，讓這樣的合

作模式造福影響其他區域服務族人。

原民會主委谷縱．喀勒芳安則指出，高市原

住民人口截至今年五月底止，計有33,885人，含

■小港醫院管理室 林敬程組長

打造原民長照典範 娜麓灣日間關懷站

《Lipahk 娜麓灣 Vuvu的這一班》
新書發表茶會

括16個族群廣佈38個行政區。為了讓長輩能在地

安養，目前在原住民族地區設有10處「部落食

堂」、7處「部落文化健康站」，另都會區則設有

4處「原住民老人日間關懷站」，共服務813名長

輩。然而高齡化時代來臨，原住民老人數也逐年攀

升，現已有近七成55歲以上長者住在都會區，使

得照顧問題刻不容緩。為促進都會區長者社會參

與，延緩及預防老化，原住民專屬的日間關懷站角

色相形重要，而市府團隊也將盡全力結合資源持續

推動。

本院侯明鋒院長表示，小港醫院近年來積極

配合高雄市政府相關長照政策執行，並與原民會合

作成立娜麓灣原住民老人日間關懷站，期望藉由

《Lipahak 娜麓灣 Vuvu的這一班》這本書，將都

會區原住民關懷站的服務模式與經驗進行推廣並分

享，同時再次保證小港醫院會持續經營並照顧原住

民朋友。

▲高雄市政府楊明州秘書長接受原住民長輩贈書

議召開、部門執掌及人員進用等有所依循，以

達成小港醫院設立之目的，維護市民健康，以

及提供醫學教育與學生實習並促進醫院之研究

與發展。

小港醫院目前每年約可提供2000名醫學、

護理、醫事、醫管相關學生實習、見習與教育

訓練之場域。

小港醫院為教學醫院，收訓住院醫師、實

習醫學生、護理及醫事實習學生等，以美國

IOM（Institute of Medicine）六項指標為軸培育

醫療專業人員，以確實符合社會需求達到確保

醫療服務品質。

歷年至小港醫院輪訓之住院醫師人次數：

總共3,944人次,平均一年329人次至小港醫院。

歷 年 至 小 港 醫 院 受 訓 之 實 習 醫 學 生

（ Intern、Clerk）人次數：總共10,735人次，

平均一年716人次至小港醫院。

歷年小港醫院收訓之醫事實習學生人數：

護理職類總共3999人次，平均一年364人次，

非護理其他各職類共1568人次，平均一年112人

次。

小港醫院主治醫師論文發表總數由小港醫

院設立前十年（1998~2007年）的平均24篇/

年，增加至近期平均39篇/年。

自民國 87-105年主治醫師共產出 593篇

SCI研究論文（皆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醫

事人員共89篇。

（二）小港醫院歷年來教學成果摘要

（三）小港醫院歷年來研究表現摘要

其中87-105年累計發表SCI（IF值≥5），

共 31篇。 105年 SCI論文發表有 2篇 high IF

（44.002 & 59.558）。

The Lancet 2016； 12（ 388） ： 2355-

2365  IF：44.002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6；375（9）：879  IF：59.558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於87年開始營運，營運

第四年（90學年度）起即轉虧為盈，超過損益

平衡點後，從91-104學年度每年均穩定營運，

且依合約自第5年起每年依規定回饋高雄市政府

權利金。

小港醫院位居南臺灣陸海空交通要衝及重

工業區，提供南臺灣醫療資源匱乏地區，如小

港、五甲、前鎮、旗津、大寮、林園等地區，

更便利優質之醫療選擇，平衡高雄南北醫療資

源差距，為南高雄重要之急重症醫療機構。

高雄醫學大學持續爭取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經營權，朝向永續經營目標邁進，未來將持續

以醫學中心品質服務社區民眾，發展環境職業

醫療，營造最優質的全人健康照護環境。

（四）盈餘回饋市府市庫

（五）未來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