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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函
地址：90093屏東縣屏東市建國路291號
聯 絡 人：涂俊宏
連絡電話：08-7745558
電子信箱：o610320@wra07.gov.tw
傳　　真：08-7512035

受文者：禹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9月2日
發文字號：水七規字第1110301546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小平台內埔鄉會議記錄及簽名冊.pdf (1110301546_1_02102150134.pdf)

主旨：檢送本局「東港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1/2)」委辦

計畫111年8月25日假屏東縣內埔公所辦理小平台研商會議

紀錄，請查照。

說明：續本局111年8月19日水七規字第11103014810號開會通知單

辦理。

正本：屏東縣政府、屏東縣內埔鄉公所、農水署屏東管理處內埔工作站、台灣藍色東港
溪保育協會、禹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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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東港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1/2)」 

小平台(第 5場)會議紀錄 

一、 日期：111年 8月 25日(星期四)下午 19時 00分 

二、 地點：內埔鄉公所大禮堂 

三、 主持人：吳課長明昆                             紀錄：涂俊宏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出席人員名冊 

五、 主持人致詞：(略) 

六、 業務單位報告：(略) 

七、 廠商簡報：(略) 

八、 討論事項： 

(一)水道風險、土地洪氾風險課題： 

七河局說明： 

1. 由地方指認內埔地區淹水區位，釐清相關權責單位，後續辦理大平台研

商會議進行跨部門機關橫向溝通聯繫，將地方意見忠實反映。 

2. 說明內埔護岸段預計辦理情形。 

地方相關意見： 

1. 內埔鄉代表會 林主席勤童 

(1) 內埔鄉部分之東港溪整治歷經多任縣長，身為在地居民感覺進度緩慢，

尤其屏科大地區每逢下雨必淹水而上頭條新聞，使內埔鄉成為經常淹

水的鄉鎮。針對東港溪整治的順序請說明，其他鄰近鄉鎮都已陸續整

治了，內埔鄉十幾年來仍未有動靜，讓內埔鄉覺得是次等鄉鎮。 

(2) 公所僅有建設課負責水利相關工作，面對各層級單位所負責的河川排

水，能為鄉親做得實在有限，希望能藉由這個機會提出並解決問題，

讓內埔鄉能夠更好。 

2. 民眾 

  隴東橋下河道有三分之二都是泥土淤積，颱風來保證淹水，要處

理。 

3. 內埔鄉代表會張副主席金土 

  中林排水的問題大家都知道，縣政府今天也沒來，相關問題不再

贅述，我要講得問題是，原本前兩期做好，颱風來從屏科大下來的水

在東港溪匯流口到屏科大這段都大約有 8 成滿了，若第三期做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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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全部的水加進來，加上最下游東港溪的水會滿，水沒辦法排出去，

因此建議下游渠段考量是否需要加高、拓寬或其他方式讓水排出去。

從蘇嘉全當縣長以來，每次經費都給萬巒，都沒有動我們內埔，希望

有經費能分一些給內埔，要改進。 

4. 和興村林村長清雲 

(1) 隴東橋到下樹山這段已徵收多年，農作物去除後到現在都沒有整理過，

希望七河局回去安排整理，若無整理颱風豪雨來會造成我們和興村更

嚴重的淹水。 

(2) 新庄排水是從義亭村、興南村下來到我們和興村下樹山出口，和興村

從隴西橋以南目前僅做兩小段，大約仍有 1千多公尺仍為土堤，地形

地貌至今未改變，建議能否加快速度將新庄排水兩岸護岸做起來，也

可阻隔東港溪淹過來的水。 

5. 民眾 

(1) 東港溪的河道水流不順暢，希望能儘量取直，使水不會流到別的地方

或衝擊河岸，如此東港溪的水位就會下降 

(2) 中林排水的問題，一條是從老埤下來，另一條是中林排入老埤排水，

但是東港溪的出水口太窄了，反而會造成倒灌到老埤這裡，所以老埤

會淹水是這個原因，出水口應該改進。 

(3) 東港溪的雜草要定期清理，雜草會擋住洪水流向，是否能編列預算定

期清理保持乾淨，讓民眾可看到清澈的水。 

(4) 龍頸溪排水勝利路無名橋是否可納入改善規劃。 

6. 興南村林村長錫海 

(1) 昌宏路 19巷有下雨必淹水，其地勢較低挖，希望能夠儘速解決。 

(2) 187縣道到我們興南村及義亭村交界處地勢最低，下雨必淹，已反映

多次仍未解決，總不能叫地主自行處理，希望能釐清相關權責。 

7. 龍泉村田村長榮洲 

(1) 中林排水第 3期工程，可否拉到中勝路(台灣農林公司)，戰營地區排

水系統尚有改善空間。 

(2) 對於龍潭龍泉之中心點從中勝路來到原勝路為都市計畫範圍內，排水

系統每下一兩小時的雨水就積水上來了，下水道及排水系統希望能進

行完整改善(到崇文國中)。 

(3) 從東往西到海軍陸戰隊之土溝，從崇文國中上游往榮民醫院留至南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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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區旁之水溝排水，目前仍需由公所每年定期整理，若排水系統能徹

底改善則對龍泉龍潭地區幫助甚大。 

8. 民眾 

(1) 以東往西算起，東川路的區域排水溝遇強降雨會淹水，原勝路和昭勝

路的 187線，目前縣府及公所有在規劃下水道，若能銜接排水問題就

會解決。 

(2) 方才田村長提到的海軍陸戰隊東側排水溝，於八八風災之的強降雨，

海軍陸戰隊的牆整個崩塌了，龍泉榮民醫院水淹到 1米深，隱藏性風

險最高的就是這條排水溝，目前還是土溝型態所以每年公所都要來清，

所以想請縣府協助處理，把這 400~500公尺的土溝型態整治好，那邊

的生態也不錯，是國有財產土地。營區西側還有隘寮支線，是水利單

位(農水署)的，也請鄉長幫忙把營區旁的排水一併整治好。 

9. 中林村來村長慶銘 

  中林排水第 1、2 期都做好了，第 3期還在辦徵收，不要說選舉

到了就沒在進行，麻煩負責的單位再幫忙加把勁。最近可能又要抗議

了，農林公司幾百公頃的土地的水都淹到我們這裡來了，第 3、4 期

一定要儘速延續施作，不然淹水情形還是在發生，每次都是浪費時間

在舊事重提。 

10. 義亭村李村長鳳金 

(1) 新庄排水屬於縣府的，以目前施作進度來看我們義亭村還有約 200 公

尺還沒做，麻煩幫我們轉達縣府。 

(2) 新庄排水到東港溪的前半段已經做好了，可是卻放任民眾養牛，牛都

跑上來涼亭大便，村民也常常反應，麻煩七河局加強管理；還有護岸

旁邊的樹阿草阿都長得很高了，做了這麼漂亮的河堤，可以看到對岸

的山，這麼療癒的地方，卻都被擋住了根本看不到，麻煩你們定期處

理。 

11. 民眾 

  剛好今天吳課長在，想請教一下內埔護岸待建的 4 公里位置是

在哪裡，如果是圖中那條紅線，那請問裡面的農地要怎麼處理?我們

就是裡面的農地。若是因為淹水問題而劃成河川區，那前面講到的中

林那邊淹水問題為何沒有列在河川區內保護?我們農地就是因為被劃

成河川用地，現在連一些政府補助都不能領，每半年的綠色耕種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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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領，水管的灌溉補助也不能領，可否請課長說明有無辦法解決，

除了淹水是大問題外，我們地目又被更改，加上補助不能領，是三重

打擊，再來也不知道怎麼辦。 

12. 民眾 

  新庄排水和興村段已完成，興南村段尚未完成，何時才能銜接完

成。 

13. 民眾 

  限制了人民財產的自由的話，國家應該要有相關法令，行水區內

的土地，什麼都不能做，更不用說蓋房子，那是私有財產，公權力劃

了這兩條線設行水區，我們應該得到相關的補助，而不是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不能，有沒有什麼相關法令讓我們知道。 

14. 內埔鄉鍾鄉長慶鎮 

  屏東縣政府水利處今天沒有來可能在忙，包括 3 個都市計畫區

的雨水下水道系統整體規劃，目前水利處已經陸續有標案出來了；其

中屏科大淹水處不屬於 3 個都市計畫區，請吳課長幫忙反應整治需

求；整體內埔鄉排水水路非常複雜，有縣管的區域排水、鄉管的水溝、

農水署管的灌溉水路等，希望水利署能夠整合各單位水路，來做內埔

鄉大排水系統之整體規劃；各排水系統的堤岸及昌宏路 19 巷會請上

級單位爭取經費儘速實施與規劃。 

15. 台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 周理事克任 

  中林排水系統第三期已停滯多年，加上原台鳳公司山坡地種植，

以及屏科大進駐開發，種種因素造成中林排水附近地區時常溢淹。然

本地區問題並非中林排水整治完成後即可完全改善，尚有排水上游大

片茶園及屏科大兩大因素容易造成淹水，建議屏東縣政府、鄉公所、

七河局、屏科大等相關單位應協商如何加強山坡地水土保持策略，為

徹底解決淹水問題，除中林排水第三期外，建議應成立公私協力溝通

平台共同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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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河局吳課長明昆說明 

(1) 屏科大淹水問題屬中林排水，目前縣府進行至第三期，經費亦持續爭

取中，排水瓶頸段已陸續改善完成，後續工程接續完工後將有顯著改

善效果。 

(2) 目前東港溪治理工程於 88 風災前已由下游至上游完成至佛恩寺及和

興村這邊，自和興村起至成德大橋上游，有約 4公里長的待建內埔護

岸，做起來之後可讓右岸區域排水快速排入東港溪中，降低區域排水

溢淹的風險。 

(3) 代屏東縣府回答，目前中林排水東港溪匯流口到屏科大渠段之治理計

畫線已重新檢討評估並提送至水利署階段已改善下游渠段通洪能力

不足的問題，七河局也將配合清理中林、老埤排水東港溪匯流口讓水

更快速的排入東港溪。 

(4) 本場次為地方平台研商會議第 5 場，加上前四場其他地方意見綜合

起來，我們會開一場機關之間的公部門平台會義，蒐集大家意見後於

會議中提出協請相關單位處理，如縣府應解決區域排水的問題等。 

(5) 4公里的內埔護岸待建，大約從和興村舊豬寮開始往北走，一直走到

成德大橋以上，接近屏科大這邊。依據東港溪 50 年的洪水流量算出

來的，看 50 年的洪水兩邊會淹到哪裡，才會決定出那條紅線和河川

區域，以前這邊是東港溪的舊河道，本來就有淹水的風險，所以是早

期即有經過分析評估出來的，不是隨便劃的，既然劃為河川區就有限

制使用情形，若是明知道這裡有淹水風險卻讓人在裡面蓋房子或開發，

這是不負責任的行為，亦會造成更大的損失；而縣府轄管的區域排水

是依據 25 年的洪水流量，龍泉、龍潭地區淹水，跟東港溪較無直接

關係。 

(6) 近年來極端氣候影響，水文量有增加的趨勢，東港溪經過去年重新檢

討，將用其他的方式增加河川容納洪水的能力，所以我們會思考把水

留在河槽內的空間，或是河槽外的公有土地(如萬巒、竹田皆有意願

配合)，利用土地來幫我們多裝(分擔)點洪水。 

(7) 內埔護岸待建河段，河道內土地我們會陸續徵收，七河局近年從潮州

大橋到萬巒大橋河段，在 88 風災之前尤其是五魁橋那邊河道很窄僅

有 50 公尺，我們把兩邊護岸做起來後將河道的灘地挖掉增加通洪空

間，現在這個河段最寬的地方有 700多公尺，施作完成後可保護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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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民眾，且於 88 風災之前和興村下游到泗溝大橋河段土地已徵收

完成；現在就是往和興村上游，該徵收的徵收，依照河川治理的逐步

計畫由下游往上游施作。 

(8) 河川區相關法令為水利法，民眾可於網路搜尋參考。 

(二)藍綠網絡保育課題： 

七河局說明： 

收集地方生態保育相關資訊，如當地指標性生物、外來種(如銀合歡、

刺軸含羞木區位指認)及生態豐富之棲地等。 

地方相關意見： 

1. 義亭村李村長鳳金 

  新庄排水到東港溪的前半段已經做好了，可是卻放任民眾養牛，牛

都跑上來涼亭大便，村民也常常反應，麻煩七河局加強管理；還有護岸

旁邊的樹阿草阿都長得很高了，做了這麼漂亮的河堤，可以看到對岸的

山，這麼療癒的地方，卻都被擋住了根本看不到，麻煩你們定期處理。 

七河局吳課長明昆說明 

(1) 東港溪流域自下游至上游有於沿岸灘地放牛之情形應予以取締，將與

本局管理課、河川駐衛警研議警加強巡邏。 

(2) 未來之規劃設計會考量藍綠網絡，移除有害之外來物種、保育原生物

種，希望能藉由在地人了解當地較稀有之物種或其生態以規劃相對應

之工法或措施。 

(三)水岸縫合課題： 

七河局說明： 

內埔地區與東港溪之水陸連結作為地方亮點，區位建議於隴東橋下游

至佛恩寺間東港溪右岸高灘地，傾聽地方期望營造之願景，並收集地方水

岸歷史人文、在地產業資料，作為水道文化結合在地民情與產業之參考依

據。 

地方相關意見： 

1. 民眾 

  從蘇嘉全當縣長以來，每次經費都給萬巒，都沒有動我們內埔，希

望有經費能分一些給內埔，要改進。 

2. 民眾 

  畜牧排水的問題發生在河床之中，影響我們的生態，希望能有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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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讓魚、蝦、鳥等生物都能棲息在我們這裡。 

3. 內埔鄉鍾鄉長慶鎮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於 5 月針對內埔護岸新建進行現地考察，希望

這個計畫納入地方訴求設置親水公園和步道，加入七河局規劃中考量生

態、地方居民、土地徵收、現況淹水風險等問題。 

七河局吳課長明昆說明 

  待建內埔護岸於後續推動辦理時，將朝非單一目標作為滯洪空間使用，

大片高灘地將考量地方需求、生態環境、文化產業等因素，一併考量本地

水岸縫合相關課題，七河局將持續與鄉公所保持聯繫。 

九、 綜合結論： 

1. 地方建議事項納入規劃，並研議列入公部門相關配合措施。 

2. 本計畫有提供單位及人員連絡電話希望民眾能提供相關之想法、歷史文

化及地方特色等元素，供未來規劃設計之參考。 

3. 地方民眾希望屏東縣政府能加速辦理中林區域排水之整治，以解決排水

不良之問題。 

4. 後續將以本次小平台收集意見據以召開公部門平台及大平台研商會議，

釐清各相關單位權責 

十、 散會：下午 9時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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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會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