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第九河川局流域管理公私協力計畫」 

鱉溪流域管理平台大平台會議-會議記錄 

壹、 主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貳、 會議地點：第九河川局第三會議室。 

參、 會議時間：2021 年 11 月 25 日（四），14:00～17:30 

肆、 會議主持：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謝明昌局長、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

處黃群策處長、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陳淑媛分局長(宋文彬副分局長代)、

花蓮縣政府農業處吳昆儒處長(吳秉叡科長代)。 

伍、 出席單位：詳如簽到單，詳如附件一。 

陸、 各案報告：依當日議程順序排列，辦理成果及分享簡報請至下列網址下

載（https://reurl.cc/8yd1ao）。 

一、 歷年年鱉溪流域管理平台小平台辦理成果分享：略，專題分享可參

閱會議簡報。 

二、 [專題分享] 氣候變遷下水資源運用-以富里為例：略。 

三、 [專題分享] 「鱉溪日」推動挑戰與進度：略。 

四、 [專題討論] 鱉溪河川復育綱要計畫-111 年推動發展 

五、 鱉溪流域課題後續操作、議題討論及盤整 

發言單位／

發言人 

發言內容 

後山采風工

作室/工作者

張振岳 

永豐社區發展協會和水利署申請一個新創補助計畫，延續前

幾年社區經營的區塊，包括復興生態池、魚梯，這次會加針

對斷水河段（豐里段）做實驗性魚梯，適合某種魚種上來，

可能嘗試二、三個不同型態的魚梯。同時也著手溪流環境的

調查，會根據棲地看魚是否有回到河川。透過這幾年生態復

育、環境營造，在流域中選一些棲息地，如魚沒有回到河

川，將選一些棲息地標定，進行人工放魚。 

觀察家生態

顧問有限公

司花東辦公

室主任/吳宓

思 

圓規颱風前後環石於河對比照很感動，楊佳寧博士提到河川

的表情，用來稱呼各種不同的棲地，可以想像各種生物多樣

性和棲地多樣性都出來了。 

臺灣環境保 1. 因還石於河工程也因為圓規颱風讓河川也愈來愈有表



發言單位／

發言人 

發言內容 

護聯盟花蓮

分會/鍾寶珠

會長 

情，但現在只看到水上工程，水下的生物多樣性和河灘

變化是否可持續記錄和追蹤。 

2. 之前局長提到鱉溪情報地圖，情報地圖的紀錄很重要，

看要怎麼結合團體的力量，大家一起記錄讓鱉溪有更多

表情。林管處復育的物種點位，建議點位附近是否有工

程施作，點位要告知相關單位，未來如果有任何工程施

作要考慮到會否對復育的物種棲地受到傷害，討論很重

要，可能在生態的討論上邀請各單位一起，看要注意什

麼。 

3. 副座提到用水上限的部分，鱉溪看起來好像不缺水，但

是否用太多，河川有生態基流量我們也是很關心。如何

更精準計算用水量，佳寧博士有做一些調查，配合農水

署實際的合作，更精準計算用水量，可能透過省水稻的

部分取得平衡點。 

4. 農田有水是為了避免長雜草，生態米雜草的存在對稻田

的影響，廖老師用自然農法灌溉，可以有更精準的討論

策略。如果真的要推鱉溪生態米，在鱉溪推生態米要講

故事，田的故事愈多大家會愈感動，對於它的支持會愈

高。行銷上的策略是否可針對生態米聚焦討論，可能還

要做很多事，期待恢復自然河川的願景，願景要構築出

來，需要大家討論、付出行動。 

荒野保護協

花蓮分會/楊

和玉秘書 

1. 明年水質水量的小平台除了關心水量，還是要請農業

處、環保局在藻渣沼液交換，監測的資料，測水質目前

的狀況。是否可透過明年度在平台重新檢視曾做過的事

和後續的狀況，後續會持續推動。包括之前其他地方的

點位，鱉溪有沒有點位需要設水質檢測，可再做討論。 

花蓮縣環境

保護局水污

染防治科/王

雅娟 

1. 很感謝參加這個會議，大家的盡心和努力可以看出成

果。藻渣沼液的部分，局裡也一直在推動。從鱉溪的大

平台到小平台，到後來鱉溪的兩家畜牧業從排放廢水變

成去做農地交換。 

2. 希望可以透過這個平台，找到擁有土地、農地的人，一

起把畜牧業的交換量真的落在土壤裡面。更有效地推動

引肥至農田，透過到天然肥料進到農地。 

3. 大家的隱憂就是農地會否受到重金屬的污染，我們都會

強調事先的檢測，先了解整個土壤的地質、土質，才會



發言單位／

發言人 

發言內容 

進行交換，而且會持續檢測。 

4. 明年度環境保護局也加入鱉溪水環境巡守隊，水質的部

分從鱉溪的源頭秀姑巒溪開始捍衛起，很感謝大平台小

平台的會議持續推動。 

柒、 會議決議（會議決議順序，依會議記錄與會議主題整理如下。） 

 

一. 鱉溪情報地圖重要性，可討論後續資訊點位公開，如九局現有工

程、林管處復育棲地的點。 

二. 生態基流量回到水質水量平台做更細部的討論，自然農法透過流域

創生或農改場一起幫讓生態農法的農民有更好的誘因，技術上農改

場和廖美菊老師可以一起在小平台討論。或是可以跟相關計畫結

合。 

三. 水質水量小平台中，水質議題設置水質檢測，期望跟花蓮縣政府環

境保護局對其資源與合作，目前環保局已申請明年會有移動式的水

質感測器，目前在做細部規劃，因申請的數量有限，再研議是否先

置於鱉溪。 

四. 鱉溪流域管理平台與雲端資料庫，於 12 月 1 日後陸續轉為公開，

再請各單位提醒。資訊愈公開、愈透明，愈往前，動力會愈大。這

段時間先請各機關檢視相關內容，不適合的資訊公開前先移除。 

 

捌、 散會：下午 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