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 

美崙溪河畔單車走讀共學 認識生態與文化之旅 

 
  美崙溪全長 15.4 公里，上游源自秀林鄉，沿花蓮市與新城鄉交界，經美崙山

與花蓮市區間廊帶，最後至花蓮港南堤側注入太平洋。自聚落發展至都市的悠悠

歲月裡，河川資源的運用、良好的水域環境、水文化的傳承等議題，需要各方單

位凝聚共識。15 公里的藍色軸帶，滋養無數生命，也孕育了許多文化，進而發展

出觀光休憩之河畔景觀。其中，美崙溪上游水源更是供應了花蓮市及部分吉安鄉

家戶用水，可說是大花蓮仰賴的重要河川。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111 年 3 月 18 日於秀林鄉水源村至北濱公園沿右側河岸

辦理「美崙溪河畔共學－單車走讀」活動，吸引許多關注水環境改善議題之各領

域代表，包含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管理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分局、本縣環保局、花蓮市公所、台灣自來水公司第

九管理處、臺灣環保聯盟花蓮分會、荒野保護協會、蘇帆海洋文化藝術基金會、

國福部落等共同參與，透過活動實地瞭解河川面臨之議題與現況，共同商討對河

川環境改善之共識與發展願景期望。 

 
  單車走讀之旅從水源村出發，邀請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九區管理處花蓮服務

所蔡政翰股長，首先為大家介紹自來水廠如何取水淨化與取水後之河川生態樣貌。

沿途行經國福部落，由頭目解說撒奇萊雅族捕魚祭與湧泉之水文關係。繼續沿著

自行車道騎乘來到仁本橋，邀請花蓮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介紹水域棲地之重要性及

畜牧業沼渣沼液處理機制。接著到達萬壽抽水站，邀請花蓮市公所工程隊及花蓮

文史工作者黃家榮先生介紹河川段文化與歷史變遷。最終站來到美崙溪口，觀摩

美崙溪環境保育之案例，介紹海岸保護區陸蟹微棲地與海岸林的變遷，並以照片

解說一級保育類台灣狐蝠的食源植物及其排遺的型態與如何藉由基因定序推估



花蓮族群數量，同時觀察溪畔遊憩行為及河口生態。 
 

   
  本次單車走讀共學之旅尾聲收穫許多正向回饋，參與者表示，透過活動更深

入認識美崙溪，期待未來繼續辦理共學活動。國福部落村居民更表示，很高興有

這樣的共學體驗，有直接傳達在地需求的機會，期盼未來能參與國福社區第二期

水環境規劃之討論，爭取保留原住民族水文化與祭儀之傳承，打造文化復振場域；

蘇帆海洋文化藝術基金會夏尊湯教練則表示，期許美崙溪未來可朝向開放式水域

結合生態與人文之觀光遊憩發展。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回應，過去的治理方案以「安全」為首要考量，近年逐步

改進調整加入「水與環境」課題，納入部落文化需求與生態保育觀念，並承諾有

關本次共學活動之回饋意見，將納整後加以分析，屆時辦理小平台會議，將邀請

關注水域資源各領域代表做更深入的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