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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宜居石岡，永續健康】-當餘暉成了朝陽

  醫學系 ⽩鴻亮 / USR辦公室

一個青年流失嚴重的社區，如何燃起活力的火炬，從來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一所醫學大學，一群實踐大學社會責任的師生，吹響深耕在地的

號角，已邁入了第三年…。

提起石岡，腳踏車道與石岡水壩或許是多數人腦海中的第一印象。

的確，石岡富有豐富的觀光資源，但經濟發展過度依賴第一級產業的劣

勢，已經造成人口嚴重外移。九二一大地震的侵襲，更是雪上加霜，猶如

一記重拳揮向石岡。凋零，是石岡的現在進行式。

青壯年人口的流失，似乎彰顯著石岡沒落的宿命，也威脅著當地年

長者的扶養與生活品質。缺乏適當的老人照護，不僅是家庭問題，更是社

會的一大隱憂。中山醫學大學的李怡靜教授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決心率領

學校USR團隊，將醫學大學的資源帶入服務場域，使當地銀髮族能健康養

老。

老人嗆食一直是醫學領域上重要的議題，不完整的吞嚥更是有造成

吸入式肺炎的風險。喉部肌肉的退化，加上吞嚥能力的下降，使得嗆咳的

情形普遍盛行於較年長的年齡層之中。如何使「嗆到」不再是石岡耆老的

日常，改善吞嚥能力，成為團隊的聚焦點。

從醫學的角度出發，根除嗆食問題的解方十分多元，然而其中牽涉

到許多複雜的醫學知識，極有可能降低老人家配合的動力，甚至心理產生

排斥。因此，如何將艱澀的醫學知識化為淺顯易懂，與日常生活相結合，

是團隊的最大挑戰。在腦力激盪下，以「歌唱」作為媒介進行喉部肌肉訓

練的想法因而萌芽，藉由聲帶內轉運動牽動相關肌肉，達到訓練的目標。

「今天唱的我都會，下次你們要教我們唱些什麼？」一位老奶奶在

一次互動後，咧著嘴開心地向我們詢問。經過與石岡農會與衛生所討論後，我們決定從當地家政班開始推廣。在每次與

「音樂體適能」的邂逅之下，石岡區的居民從開始的陌生，不知道這群醫學大學的人來做什麼，到現在的熟悉，居民們

都期待著，下次會帶來什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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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不需要精緻的樂器，不用特定的練習場所。可以是隨口即興的輕快旋律，亦可以是饒富興致的引吭高歌。藉

著唱歌的這個特性，喉部肌肉的訓練不再侷限於我們親自去場域服務的時間，而是真正走進當地居民的生活。透過歌

唱，不但達成解決長者嗆食的問題，改善生活品質，也為石岡地區注入新的生活脈動。

除了關注吞嚥的問題，中山醫學大學USR團隊同時聚焦石岡居民的生活層面。透過營養學系的專業，在普遍素食的

飲食習慣中灌輸居民蛋白攝取的重要性，也藉由公共衛生學系發想智慧醫療的思維，打破石岡與醫療的地緣藩籬。另

外，從醫學人文的視角出發，導入心理學系的文化精神，不僅提升石岡銀髮族的衛教知識，同時也在意於服務過程中，

居民的感受。「醫學大學的責任不僅是培育醫學人才，而是提升社區，乃至於社會的生活品質。」李怡靜教授提到，

「我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打造宜居石岡、永續健康的環境。」

每個地區都有它需要協助的地方，也會有適合在地的解決辦法。石岡地區的居民，用歌聲走出屬於自己的步伐，用

歌聲唱出石岡新活力。這群老人家不再是暮年餘暉的寫照，而是石岡社區的朝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