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牙醫學系總校友會　蔡爾輝總會長

牙醫學系「飛越60」

高醫牙醫學系成立於1957年，是全國第一所

私立大學牙醫學系，至2017年剛好「一甲

子」，於去年(2017年12月16日-17日)，牙醫

學系總校友會與口腔醫學院、牙醫學系，共同

在高醫國際會議中心、國研大樓及中庭舉辦

了：(１)學術研討會(２)牙材展示會(３)親子

嘉年華(４)名車試乘會等，另外也預先舉辦：

學生攝影展、牙醫學系風華60年展、登玉山活

動等系列慶祝活動。

「飛越60」慶祝大會於2017年12月16日下

午四點在母校國際會議中心A廳舉行。監察院張

博雅院長、母校劉景寬校長、附設醫院鍾飲文

院長、中華牙醫學會謝義興理事長、北醫石公

燦總會長（代表六院校牙醫學系總會長）等蒞

臨致詞，其他國內六院校、主任、六院校校友

會長及各醫院院長、副院長…等貴賓蒞臨指導

與祝賀。

「飛越60」慶祝晚會於2017年12月17日下

午六點在高雄市林皇宮飯店五樓全環球廳舉

行。當天下午五點即在五樓中庭安排音樂演奏

的歡迎Party，晚會邀請包括：陳建仁副總統、

衛福部陳時中部長、王宗曦主秘、張雍敏副司

長、高雄市許明春副市長、康裕成議長、黃志

中局長、全聯會謝尚廷理事長、高醫大校友總

會理監事及秘書長、副秘書長、中華牙醫學會

謝義興理事長、母校劉景寬校長夫婦、附設醫

院鍾飲文院長、賓州大學Dr.Syngcuk Kim副院

長、韓國釜山大學Bong Hae Cho院長、泰國朱

拉隆功大學Suchit Poolthong院長、六院校院長

及系主任六院校牙醫總會長、牙醫師全聯會理

監事、各縣市公會理事長、高醫大校友總會理

監事及秘書長、副秘書長、贊助廠商、高雄市

律師、會計師公會理事長、母校各主管及醫院

院長…等，真是眾星雲集。

「飛越60」慶祝系列活動在所有籌備委員

的共同努力下，加上母校劉景寬校長全力支

持，歷經一年多的15次籌備會討論，期間發生

很多困難及波折，但身為總會長的我，為了保

證整個高牙「飛越60」的所有活動能圓滿順

利，而且這也關係到所有高醫人的面子，所有

一切的困境，我都需一肩扛起。12月17日晚

上，在完成牙醫學系總校友會託付給我的歷史

性任務後，我覺得一切的努力、辛苦及忍讓都

值得。

    在此，要代表高醫大牙醫學系總校友會，

向所有我所尊敬的母校師長，及熱情捐款的校

友，除了感謝…還是感謝…！「飛越60」慶祝

活動，能順利且成功的舉辦，完全是所有團結

高醫人的功勞，所有的成功喜悅，都獻給全部

高醫牙醫學系全體校友及在校師生。

    最後 祝所有高醫校友 平安喜樂

               身體健康 事事順利 

                     總會長 蔡爾輝 敬謝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60週年慶祝晚宴，特別邀請六龜
   高中合唱團擔任表演團體，精彩組曲令全場驚艷不已。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60週年慶祝晚宴，陳建仁副總統蒞臨現場致祝賀詞▲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60週年慶祝晚宴，陳建仁副總統蒞臨現場致祝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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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
新版校友證正式發行

為推動校友與母校連結，凝聚高醫人的向心力，提供校友共享母校資源，並強化校友證的功能，高

雄醫學大學新版校友證正式發行了。

新版的高醫校友證結合一卡通功能，提供的服務除了校內資源的優惠，亦包含了校外特約商店折

扣，學校會持續開發更多校內外的優惠服務，不斷提升校友證的功能。希望它不只是識別高醫校友的

證件，更帶給校友實用價值及對母校的認同感。

高醫校友證持證說明

一、本證僅限本人持有使用，不得塗改或變造。

二、本證具有一卡通功能，需先加值方可使用。

三、請妥善保存本證，若有遺失或毀損可申請補發；辦理補發需酌收工本費300元。

四、如需借閱圖書，請洽本校圖書館依相關規定辦理。

五、如拾獲本證，請洽07-3121101轉2102歸還。

■秘書室校友暨公共事務組 莊玉鈴

高醫校友證持證優惠

一、校友會館住宿七折(須於住宿前三日訂房)

二、推廣教育中心各項課程優惠，洽詢電話：校內分機2270

三、圖書館入館閱覽(含館內電子期刊閱覽) 洽詢電話：校內分機2133轉81

四、特約商店優惠，請參考

    學校人事室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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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社會責任

■醫學系二年級 盧怡安、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陳惠亭組長

走入那瑪夏，傳愛到偏鄉

太陽公公慵懶道早，廚房已熱熱鬧鬧地端出

豐盛早點，喚醒睡眼惺忪的我們；山櫻露

珠未褪，課程組已在教室就緒，準備生動有趣

的科學小實驗；濃霧依舊迷離，卻敵不過活力

早操的生氣勃勃，在冷冽的寒冬裡溫暖孩子們

的心。八天的「高雄醫學大學那瑪夏營隊」活

動，讓我們有難能的機會與原民孩子相處，也

在許多方面受益良多。

    充足的三天營前準備與特別安排的那瑪夏

周圍導覽、手做串珠、文化介紹等，讓我們認

識布農族、卡那卡那富族等族群的歷史沿革、

三民鄉的私房景點與特色食物、八八水災遺留

的痕跡與重建的新興社群外，也讓我們深刻感

受到原住民好客熱情的一面。第一個晚上學校

剛好有其他活動，空地上一頭鮮嫩多汁的烤山

豬在熟練的步驟下火候完美油光煥發，令人食

指大動；遠遠的，我用力吸了一大口氣飽嚐烤

肉的清香，心滿意足地享受冬夜裡暖呼呼的氛

圍，以為能目睹這場盛宴已經夠幸運，沒想到

原民朋友更豪爽的邀請經過的我們，一同在繁

星熠熠下享用辛辣洋蔥佐脆皮豬肉與香醇小米

酒，讓原本身處異地的不熟悉煙消雲散，被濃

濃人情味取代。

    接下來的營期更是大開眼界。原民的孩子

與過去我所接觸過的不太一樣：初相識時格外

害羞內向，不好熟，需要花較多的時間與心力

打開他們的心；一旦他們接受了，就像黏皮糖

般黏答答，一下討抱抱一下要背背，活蹦亂跳

毫不害臊，也不吝於表現自己，十分渴望得到

注意力與掌聲。或許，這與原住民的生活習慣

與教養方式有相當的關連。那瑪夏的向晚天候

變化詭譎，當我們吃完晚餐稍作整理，迅雷不

及掩耳間，和煦的陽光已消失的無影無蹤，取

而代之的是凜冽刺骨的寒風颯颯與伸手不見五

指的濃霧襲上，連我們這些大朋友都冷的想往

房間竄逃，更何況是小孩子呢？但是，我們卻

有許多夜晚，與孩子們共享這片星光。

▲那瑪夏服務隊與學童合影▲那瑪夏服務隊與學童合影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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