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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找溪望

鱉溪



在海岸山脈西側，有條溪正靜靜流淌著光。

那透亮是菊池氏細鯽晶瑩的身影，也是中華鱉在晴暖無風的日子，攤曬

自在。那閃爍的是阿美族男子將結實小腿肚浸入水中，激起水花抓魚食魚，完

成年祭後的巴歌浪。更是農夫們瞇起雙眼，在秋日午後凝視橙黃稻浪。這豐美

一切，鱉溪都曾如此靜謐地陪伴著。

然而，16.9公里的潺潺蜿蜒卻在近代發展趕路中，成為簌簌眼淚。鱉溪

無鱉，過往佈滿大小石塊的立體河相，被一道道人工壩體取代。兩岸灘地從和

緩斜坡被銳利地削成堤防、護岸。鱉溪的苦難正來自它的無私，如同許多台灣

河川為了肩負農田澆灌任務，被烙上層層水泥封印。直到此刻……

「水沖來，魚會逆流上去。游到這裡衝不上去，牠會來這裡休息。」在

地居民邊解釋自製魚梯，邊展現了過去和九河局兩年公私協力的成果。鱉溪有

鱉，明亮的未來在這些辛勤走動身影中，正一點一點被打開。過去台灣的河川

治理大多是工程引領進程，不是從最親近河水的居民身上找答案。鱉溪流域管

理平台的出現，就像在沉寂鬱悶的溪水中擾動出新的活力。資訊公開、公民參

與這些熱門字眼，究竟如何可能與傳統工程和公務科層結合？鱉溪回答著我們

。要打開水泥封印的河川，必須先敲開僵化思維。平台概念接納起多元觀點和

經由溝通形成的夥伴默契。治理方案不再只是點狀解答，而是由公私不同端點

拉起對話的線，串成詳細需求的面，廣泛回應一條河川的各種挑戰。

下次，當你走上鱉溪，除了享受沿岸風光，別忘記你也正走在台灣河

川治理的新里程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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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花蓮富里的鱉溪，是秀姑巒溪支流。過去雖然受到一些因素破

壞，卻有機會透過河川復育變得更好。民國107年九河局規劃以溪旁聚

落安全優先，興建更多硬體，再佐以綠美化景觀步道及生態導覽設施。

這種規劃類似都會公園的作法卻與鱉溪吐納著僻靜荒野的本質難

以相符，在地居民錯愕之餘便在工程說明會上表達反對。所幸工程尚未

進入細部設計，因此計畫喊停、重新調校。終於在以整體流域為前提的

思考下，融入林務局推動的國土綠網概念。結合鱉溪流域各種權益關係

人和單位，組成「鱉溪流域管理平台」，共同踏上河川復育的旅程。

平台的概念並非完全創新，過去在既有公家機關的規定中，就要

求公部門執行政策需具備資訊公開和公民參與。鱉溪流域管理平台只是

將這個精神運作到更細緻、更扎實的過程；第九河川局陸續邀請流域相

關單位包括中央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農田水

利署花蓮管理處(原花蓮農田水利會)；地方上則為花蓮縣政府、花蓮縣

文化局、社區部落等民間團體共同組成大平台。又因應大平台上提出的

議題需求聚焦成四個分類，成立小平台；分別是河川工程、水質水量、

生態復育、流域創生。

河川下游的管理者

主管河川排水的

順暢與通暢

河川局

花蓮縣政府

社區、部落

協會

農田水利署

花蓮管理處

河川上游的管理者

主管水源涵養和

山坡地保持

林務局

河川支流、

中游的管理者

主管山坡地和

水土保持

水土保持局

又因應大平台上提出的議題需求聚焦成四個分類，成立小平台

分別是河川工程、水質水量、生態復育、流域創生。

河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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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台的功能有如米其林三星餐廳的行政主廚，以大尺度觀點縱

覽場域中各類需求，著重全面的盤點意見、協調不同位置的利害關係

人，凝聚共識也協調分工。透過大平台會議，相關單位與在地居民同

步了解短中長程目標和施行的節奏。計畫整合、對策商討……在以一

條河的流域如此廣大現場，這群主廚們善用著過往經驗、靈巧的判斷

，為治理擬定出一道一道絕妙菜單。

小平台則是真正踏進廚房裡動手煎煮炒炸，計畫中成立的四個小

平台，由公私部門進行雙主持，面對在大平台中被盤點出來的問題、

召集相關單位、確認資源，擬定對策。這些過程讓在地居民到政府單

位的各種層次意見都坦然展開，不僅解決了過往公部門間缺乏橫向連

結的困境，也讓民眾感受到個人需求被聆聽，並且學會以公共群體來

思考的宏觀思維。

一條流域的治理就像一場盛宴，有精彩也有挑戰。區域特性、生

態特質可被視為食材一樣必須熟悉掌握，烹調技術則來自各個機關的

經驗、在地居民的創意投入。不過，在真正要大展廚藝前，讓整體流

程都在合乎共識的原則下進行，則是一個團隊的開始。鱉溪流域管理

平台整合出流域共同工作的原則，包括計畫資訊公開、共享，民眾參

與，友善環境的工程規劃及執行......這樣的基本原則讓治理可以走向中

期目標，也就共繪藍圖，分工完成治理方案。最終的期待，則是所有

單位持續合作、培養默契、檢討修正，恢復河川生命力。

鱉溪流域各單位關注議題

平台自108年至今持續推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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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走讀中認識河川還石概念

榖稻秋聲活動-從河開始

2

1

更多內容可詳見

「鱉溪生活圈」

1

2

不要以為這樣的盛宴在許久後才會展開，近期在富里備受好評、

吸引台灣各地旅客前來的穀稻秋聲音樂節，就結合鱉溪流域管理平台

累積的成果，在流域中進行走讀，許多民眾在看見公私部門跨域合作

的共好後，更能夠想像來自土地力量的地方創生。

由下而上的河川治理顛覆傳統，也衝擊著過往著重工程建設的主

流作法。這種將居民生活第一線觀察與需求作為治理議程，需要相當

良好的梳理框架。因此鱉溪復育計畫經由共學工作坊培力，一方面讓

居民掌握更多專業知識，另一方面也協助公部門說明責任所在。當想

要與需要的差別被釐清時，就有明確議題端上平台，由不同單位的觀

點共同檢視。每次的討論與共學，都促進政府單位與地方居民換位思

考。在相異之處學習對方處境，拓展視野。在相同之處協力出發。溝

通逐漸形成，一改過往政府在說明會上常見的單向告知態度，夥伴關

係因應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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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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