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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非常有幸的参加香港医院管理局进修学院举办的李嘉诚基金会[人间

有情]香港宁养服务计划第二期[宁养服务]社工人员及资深义工交流培训，为

期三天的培训让我获益匪浅, 感动于香港人民的热忱之余，让我印象最深的当

是当地宁养计划的完善，我也对自己以后的工作有了更多好的想法。 

 

学习篇   

第一天 ，在相关人员的介绍下，我对香港医院管理局的制度体系及其服

务理念有了更深的了解，也看到了内地同其的差距之处，不论是其细致完善的

培训及管理措施，完备的硬件设施，充足的义工人数，还是其合作伙伴的广泛

性，都让我叹服。在葛量洪医院纾缓医学部沈茂光老师的介绍下，我了解了纾

缓/宁养服务这一模式。香港一共有十家医院可以提供这种服务，其内容涉及

住院服务 门诊服务 居家探访 日间中心和患者及其家属的哀伤辅导。这样就

确保了患者可以以最快的时间获得最及时的治疗与关注，尽可能的为患者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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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提供便利，保障其身、心、社、灵各方面的照顾。这其中最让我欣赏也是

最感动的是他们对病患及其家属的细节照顾，设身处地的为患者想，保障隐私，

鼓励带动患者参加活动，为他们尽头的生命保留最后的完美。“全程、全人、

全家、全队、全社区”的五权照顾理念彰显了香港相关工作的完善和受重视程

度，证明了其服务团队的优秀。 

 

接下来来至于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的杨素芬老师从实际活动出发为

我们讲述了纾缓服务具体内容，他们从生理 心理 灵性等方面对患者提供服

务。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减轻患者的病痛，同时也注重协助病人

维持人性的尊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举办各类活动，开设各种兴趣班和讲

座，保证了患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活的优雅而庄重。与此同时他们也注重患者

家属的感受，家属并重，为他们提供最好的临终关怀。 

 

梁淑敏老师向我们介绍了香港的社会服务机制。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香港的

宁养服务可以做的这么好，其中功不可没的是这些来此社会的福利帮助。他们

的社会福利制度着重志愿个人及家庭，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和团结。主要包括

提供辅导服务 经济援助 解决住房问题以及家庭助理服务等，并制定了诸如综

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 公共福利金计划等一系列的方案。而东区尤德夫人那打

素医院助理社会工作萧贞建主任的课程涉及宁养中心社工的角色。她谈到宁养

社工的主要职务包括：1，心理社交评估级介入。2，设计病人入院级出院计划。

3，联系其他专业人员发展病人服务。4，发展义工服务及大型项目活动等。同

时我们很震撼于他们医护团队人员的广泛性，各行各业的人员保证了这个团队

的效率最大话。而其有关义工方面的讲解让我对他们的义工也有了更深的了

解。我们内地的义工主要来源于医务人员和在校大学生，通过对香港义工相关

模式的了解与借鉴，我想我们也应该发动各行各业人员的力量，保证我们义工

人数的充足性与高质量性。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宁养中心，了解了那里的

管理运作要则义工的管理和工作安排。这里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温馨舒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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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环境，热忱认真的医务人员，还有那些充盈着病房的插花工艺，让我看到

的不再是病痛带来的不如意与悲痛。反之，家的氛围，爱的环绕，工作人员极

尽全力的照顾与关爱，仿佛一切的病痛已经远离患者而去，他们在生命的尽头

依然可以活的优雅与庄重。在这里你会看到香港宁养活动的全民参与性，我们

内地大部分的义工都来至于大学生和医务工作者，除此之外很少会有人参与这

份事业，然而在这里你会发现义工并不像我们内地一样，每天在这里工作的是

四五十岁的大姐们，他们把这份事业当成自己的工作来对待，积极且认真 ，

不求任何回报。我想这份社会上的普遍关爱，才会让这份事业发展的这么好，

才会让患者活的更舒适，从身体和心灵上都得到安慰与缓解。我想在以后的工

作中，我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份理念带给周边的人，争取让更多的人融入

进来，帮助更多的人。 

 

第三天，是洪老师的课，着重强调如何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对于这样一

份事业沟通是极其重要的，也是最让我们头疼的。通过这次的学习，我了解到

并不是我们说了就代表患者接受了，我们应该从心灵出发，获得他们的认可。

很多时候由于语言乡音的问题，价值观的不同以及说话技巧的不得当，我们无

法获得患者的信任。同时我们的义工很多时候又不能够从患者的角度出发，不

能感知他们悲伤的程度，也是导致沟通失败的一个原因。洪老师说，我们应该

善于使用肢体语言，懂得烘托氛围，善于利用环境，通过试着明白患者的切身

体会来成功沟通。这些都是及其宝贵的东西，我会把这些理念传授于我们的义

工和志愿者，让他们有方法有侧重的去和患者建立关系，从而获得他们的信任，

争取更大限度的帮助他们。 

 

第四天，主讲心灵关怀。讲述者是来至于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主任院

牧林伟廉牧师。课程提及了我们工作过程中普遍会遇到的问题。很多时候尤其

是我们内地人总觉得生命是最重要的，为了尽力保存生命，不惜以延长痛苦为

代价，然而有的人却觉得与其生命是痛苦的，还不如早点结束。这是一个两难

的地步，但是做为义工，有时我们的一句话会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希望。生病不

一定只能带来痛苦与恐惧，他也能丰富我们的人生，他给予了我们时间静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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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我们应该从正面来影响他们，给予他们心灵最重要的支持，给予他们希望。 

 

感悟篇 

这次听课带给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宁养事业是一份需要我们很多人参与

并为之努力的工作。相比较于香港的宁养事业，内地的宁养事业存在着太多的

不足，服务人员的局限性和社会资源的匮乏以及社会公信度的低下，让我们的

事业进步的很慢。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找到需要并接受宁养服务的患者，导致一

系列的工作无法开展。然而通过这次的学习，我坚定了为这份事业努力的决心。 

 

我想起了十月份，我们哈尔滨宁养院携哈尔滨医科大学学生在乐松广场宣

传宁养院的过程。出去宣传才发现，还会有那么多的人不了解或者不知道我们

的事业，然而我们的活动是一种进步，正是我们这样一次次的努力，才会让我

们的工作得以开展，被广大人民认可，让这份善心传播出去，使更多的癌症患

者可以获得这份临终的人道关怀。同时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我们的义工也许

无法正视死亡，导致服务质量下滑。同时由于义工资源的有限性，很多时候我

们不能投入足够的经历和关注，无法获得患者足够的信任。 

 

然而我们看到香港的义工做到了，他们从内心上获得了认可与信任，他们

倾尽所有的耐心与爱心来关爱这群特殊的人，也许是一堂课，也许是一个手艺，

抑或是一段时间不长的促膝交谈，他们都切切实实的给了患者帮助。同时患者

在他们眼里并不只是患者，而是一群和正常人一样拥有多重身份的社会人，也

肩负着各种各样的责任，正是他们这样一种心态，保证了患者在生命的最后可

以活的有尊严。而我们的义工很多时候都是带着一份悲悯同情的心对待患者，

又怎么会让他们能轻松面对死忙呢！我想我会把这次学习所听所看所想带回我

们的宁养院，效仿香港先进完善的模式，把我们的事业做得更好。 

 

成长篇 

学习的时间是短暂的，但是香港宁养院的服务理念深深植根于我的头脑。

回来后我就给我们的大学生义工开了培训课，把相关的知识传授给他们，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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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效仿学习，提高个人能力，争取能为患者带来更好地服务质量。同时我觉

得我们也可以扩大我们的义工来源，不仅仅局限于大学习和医务工作者，我想

让一些有宗教信仰的人融入我们的团队，借助信仰的力量来更好地改善患者的

生命质量，这会是很有意义的一步。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正视死亡，而这次培

训却让我明白只有我们明白了死亡的真正含义，才可能纾缓患者的痛苦与绝

望。短短的学习让我看到了我院有待改进和提高的地方，我也一定会结合实际

情况借鉴香港的模式开展工作，让我们的宁养事业一样可以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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