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急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1/2)」訪談諮詢及民眾參與小平台會議 
辦理日期 112 年 9 月 22 日 辦理地點 台糖尖山埤渡假村 

參與對象 
台南社區大學、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分署、店仔口文教協會、新

營社區大學、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嘉義分署、蛙趣自然生態顧問

有限公司莊孟憲老師、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分署 
涉及面向 ■水道風險 ■土地洪氾風險 ■藍綠網絡保育 ■水岸縫合 

會議意見 

1. 近郊山區的農塘，有些是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幫忙興建的農塘，

或者是開發主體去興建的，其實平原上的水圳及埤塘都是外來種，

山區的農塘有很多水比較在特定幾個農耕區的裡面，其實他比較不

會有外來種的入侵，在未來也許是原生種的種原庫，是可以在做探

討的。 
2. 很多的農塘、埤塘如果可以連結在既有的水利系統，也許在未來可

以多方面使用這些水資源。 
3. 曾文烏山頭聯合運用，每天都要管控多少出水量，每個埤塘及河道

裡面有多少水都去運用，其實現在水資源的運用變得很多元，包括

太陽能板，以阿公店水庫來說，立法院也是很關切這個議題，太陽

能板是不是會汙染水質，烏山頭水庫也有，一年五公頃發了五百萬

瓦的電力，其中水質是沒有問題的我們也在每季都會做水質檢測，

都是符合標準的，太陽能板可能要環保單位來關切，因為會有落塵

的發生需要清洗。 
4. 在白河地區農塘的部分做得很不錯，但有農民反應需要清淤，這要

讓農民如何知道管道申請。 
5. 蓄水池的問題，跟林業保育署是否可以協調在大凍山做流動廁所，

已經有農民從下面的埤塘打了 60 噸的水上去，要給市政府興建廁

所，但林業保育署需要農民申請水權辦理，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6. 水跟民眾的關係生活面的部份，住在上中下附近聚落的人，是跟急

水溪有什麼樣的關係，是怎麼樣儲水用水的部分，從這個角度來看

當然有環境生態類的部分，還有民間的信仰跟習俗，以前沒有這些

發達的科技時他們是如何做水的使用。 
7. 在規劃整個國土綠網的架構上可能要跟藍網河川局的規劃，或者是

農水署的水利設施，可以更進一步的合作。 
8. 請問莊老師有提到水雉、金線蛙、台北雉蛙，還有一些魚類等等，

具體來說可以怎麼運作，可以跟我們說明一下嗎？ 
9. 所謂的生態用水的概念，如果有大旱災的話，是不是可以運用埤塘

的水資原給這些物種做棲息，還有水路的水泥化，是不是可以做一

些可以讓生物逃脫的地方。 
10. 先從國土生態綠網的發展及我自己的研究觀點來看，當時候會有很

多物種角度來看牽引的需求，只是因為現在國土綠網的架構複雜很

多，包括我們今天急水溪的流域來看，再加上農水路整的範圍就很

大了，還有山坡地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的農田，還有很多的問題，

如果要解決問題，需要先把大家手上的資料整理出來，尤其是孫老

師後面提的部分，台糖看起來是早期工業的重鎮，因為底下有很多

資源的脈絡，現在沒有辦法直接回答你的問題，因為有太多問題是

需要大家一起來探討的。 
11. 第二個是我們很多單位都在補助，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河川局、

林保署，急水溪這邊的可以整合一下，舉例來說我們有 30 幾個埤



 

 

塘，共八千多個，很多的農村埤塘為什麼保不住，或是有些地區的

埤塘生態很豐富，但是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的子彈打過去都冷掉

了，還有山區的埤塘生態更豐富，很多山凹底下的生態更是豐富，

但是沒有水的話只剩下存陸域的，如果農友可以拿的到生態薪水，

只要是有原生種的池塘達到一定的比例，就可以去申請，這也是可

以當作一個誘因，今天的會議可以當作是各單位合作的開始。 
12. 有關生態機流量的話，如果遇缺水的話，不知道到底哪個優先處力，

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困擾跟題目，但是在水資源充沛的情況下，沒

有人會願意犧牲生態，把資源可以整合是我個人的偏見。 
13. 我們一直在推動調適計畫，是針對每一個流域的四大主題，水道風

險、土地洪氾、藍綠網絡保育及縫合，去做資源的盤點，針對這些

資源有什麼樣的發展，訂出一些很多質的主題，在盤點的過程當中，

流域的計畫，就是會集合公部門還有對我們流域關心的團體，都來

參與，這就是大平台，有這些主題之後再牽涉到這些團體或者是說

相關的機關做一個深入的探討，做這方面的說明，那我們在施工時

都會重視整個生態的議題，所以我們每次在做工程之前一定會做生

態檢核，這是整個的生態規劃，我們都會依這邊的生態環境下去做，

依現有的生態下去做改變，那有時會有沒有想到的部分，那這就要

各單位熱心的參與及討論，那就要透過平台來讓事情更圓滿。 
會議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