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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月，我們依照大台北都會區的河川區位辦理了五場淡

水河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溝通平台，邀請了長期關心

各流域的意見領袖與社群一起討論河川議題，收穫非常豐

富，領受了很多公共治理新的想像與靈感，我們對參與的

夥伴們，滿是敬佩與感謝。 

如長期投入淡水河流域議題的林淑英老師，分享了她曾於

多年前透過志工朋友的協助，邀請了視障朋友或以捷運或

以專車到新店溪岸旁「聽河」，視障朋友透過聽到水流

聲、濺石聲，聞到岸旁花草香味，摸到石頭、樹幹與環境

質感，也能跟我們一樣體驗環境之美、家園之美，這樣的

河岸服務體現的是台灣社會對有差異或不便者平等對待的

核心價值，這啟發我們對河岸營造的自我期許，我們可以

用細膩河岸表達我們對弱勢者的細膩關照。 

長期關心新店溪流域生態文化議題、崇光社區大學的江紫

茵主秘則是提出「下一次我們辦工作坊改到河岸邊，在新

店溪邊的有歷史的宮廟開放空間來激盪想法」的迷人邀

請，我們理解到，河川議題是在地關心者的生活經驗、是

百年來累積的常民心情，是緊貼土地的真實感情，因此到

河岸邊、到在地有歷史的場所來請教大家，各方一起為找

到更好線索或答案一起對話，這真是動人的家園河岸美景

啊。 



陳建志老師則分享了他對以自行車道串連基隆河水岸、低

碳通勤與開放水域的期待，陳江河老師則提醒大漢溪應有

對全河廊生態棲地之總體掌握，這樣更能支援關於大漢溪

的整體決策，減少犯錯與增加綜效的機會，甘偉文老師與

濕地志工在大漢溪河道整理的同時，協助同步營造生態基

地的行動大家對河川的關心，具體展現了台灣社會的正直

良善力量，各方投入都是為了公益，爲了給下一代留下更

好的環境。 

這幾次公共參與，讓我們深刻理解到，政府部門是公共參

與最大受益方之一，政府在其中理解到台灣社會豐沛的能

量，並敦促自己要跟上，跟上台灣社會的正直良善力量，

跟上多數人對更好家園的期待。 

要感謝的朋友太多了，那就……好好的把握十河局每一次

請教大家的機會，專業且正確把河川治理工作做好，為大

家營造更好的淡水河，就是我們感謝大家最好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