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蜿蜒的湄河劃開泰、緬兩國，緬甸難民搭上船，就能渡河來到泰國。  

 

台泰交流 傳愛邊境 
 

【台灣光華雜誌   2017-10-23】翻開地圖，泰國國界綿延，北近中國大陸、東接寮國、西鄰緬甸。錯綜複雜的政經局勢、歷史
遺緒，讓邊境一帶，湧現大批難民等待救援。1950 年代，包括中華救助總會、慈濟、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等台灣官方、民間先後前
往泰北一帶、美索鎮區，提供教育、醫療、資訊等相關援助。遠在數百公里之外，遺世獨立的泰緬邊境，都留下了台灣人的勤奮足
印。  

 

緊鄰緬甸的泰國達府美索鎮，是大批緬甸難民為逃避國內迫害、戰火的和平之地。自 1984 年第一座難民營設立後，除了境內 9

座難民營外，附近一帶流離失所的難民已達十多萬人，沒有身分的他們，自由處處受限，生活艱苦。  
 

美索邊境，幫助緬甸難民  
 

1996 年，中華人權協會轄下、前身為中泰支援難民服務團的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應泰國政府之邀，成為第一個進駐泰緬邊境進

行難民服務團的非政府組織。近 20 年來，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先後投入難民營教育援助計畫、緬甸移工議題與幫助山區部落婦女

與兒童。  
 

 
 
 
 
 
 
 
 
 
 
 
 
 
接受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培訓的難民教師與工作人員，在營區幼兒園旁開心合影。  

 

過往邊境一帶鮮少人知的緬甸議題日益獲得關注，台灣志工、援助團體先後來到。美索鎮上，距離泰緬通關要道的友誼大橋十

來分鐘車程外，一處不起眼的巷口，人潮進進出出。這是 1989 年，由緬甸難民醫師辛西雅一手成立的「梅道診所」。被喻為「緬

甸德蕾莎」的辛西雅，1988 年因為緬甸政經局勢不穩、爆發學運後，流亡至美索避難，為同樣流離失所的難民提供人道醫療。本以

為待國內局勢穩定，就有機會回到緬甸，不料，辛西雅竟一待至今，持續幫助流落異鄉的難民和為了謀生被迫跨境而來的緬甸移工。 
 

診間早年僅以簡單的木板搭建，如今境況雖比從前改善許多，整體的就醫環境、條件卻依然克難。走入巷弄盡頭，由數棟房舍

集結而成的梅道診所，空氣中偶而飄來消毒水與腐敗的混雜氣味，二十多位病患、家屬共擠在不到三十坪的病房是常見的場景；走

廊上，擺上一張診療桌、掛上視力檢查表，就權充為眼科診間。二十多年來，國際援助相繼投入，美日法等多國志工也來此進行人

道救援，其中更不乏來自台灣的身影。  
 

學生時代隨著台灣青年數位服務協會前往梅道診所擔任志工的許明章在台科大研究所畢業後，便決定留在美索協助梅道診所。

一段放在許明章部落格上的網路影片，就記錄下他自 2009 年協助梅道診所建置醫療資訊系統的始末。  
 

 
 
 
 
 
 
 
 
 
 
 

緬甸難民醫師辛西雅成立的梅道診所，為緬甸難民、移工提供人道醫療。  
 

在數位資訊系統尚未出現前，醫院病患紀錄全憑人工登記，不僅曠日廢時，資料也因就診時間不一，難於管理。許明章耗時 5

年，為醫院募來電腦、撰寫程式，完成了醫療資訊系統，大大縮減病患掛號時間，查詢就診資料也更為便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