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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五大分區工作坊 

在「水環境改善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中，根據水質、承洪調

適、水文化、生態保育四大水環境議題類別，以臺南市河川上、中、

下游不同的環境特殊性，進行分區規劃，盤點分區議題並擬定發展方

向，再透過公民參與確認分區議題的重要性，最終完成短、中、長期

的行動方案，充分實踐參與式規劃，並擴大成果受益面向及群體。因

此，本計畫依據不同分區分別邀請生態、環境保護、觀光產業、社區

聚落及歷史人文等不同類型之團體，透過不同關注角度提供水環境改

善中推動之重點議題，並協助相關單位進行案件之修正及調整。以下

分別就五場工作坊進行說明： 

（一）溪北埤圳復育區(111 年 9 月 17 日) 

(1) 工作坊內容及結論 

本區內大量的埤塘地景反映了該地自古以來的農業文化，古

代遺留之埤塘，後亦有多處納入嘉南大圳灌溉系統中，然在產業

轉型、農業灌溉需求減少後，許多埤塘面臨廢棄問題，如何活化

埤塘進而發展生態、調適及遊憩等面向為此分區重點。因此，本

次工作坊以埤寮埤(天鵝湖公園)為標的進行水域文化、生態環境

進行討論。 

 水域文化：對於埤圳來說最重要的是水質的改善，早期人

類的生活依水而居，也需取水灌溉，因此水質的改善應最

為優先。水質改善後人類才能夠親水、活水以及樂水；當

人類開始可以進行親水活動時，逐漸地早期生活與宗教文

化又會回復。目前溪南、安南區公親寮現在還保留著水文

化神明的宗教活動，溪北地區則較少，若水質問題改善及

恢復了就可能回復水域文化，才會有所謂的在地連結性。 

 生態環境：生態部分在木棧道先要處理的為水質問題，除

使用引水跟濾水的淨水設備外，建議在木棧道的南邊入水

口處規劃一區使用水生植物或溼地處理水中的汙染物質

的類濕地作法，以著根性的植物為主，不會像浮水性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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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處飄，也可以建設濾網或閘門做管控，不讓其他外來種

植物進到埤寮埤裡面，希能夠在足夠且合理的維管下，將

這些汙染物移走。另在沙洲地區就依照水鳥的水郡去做設

計，包括種植菱角、水蓮等。 

(2) 影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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