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8 第 8場小平台會議｜山貓森林探索微旅行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後龍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於 110年 10月 8

日辦理第一階段第 7場小平台，本次平台延續淺山棲地破碎化的課題，將會議

地點拉到第一場小平台中吳金樹老師提及的枋寮坑園區，並邀請林務局新竹林

管處參與，也藉此機會討論如何透過山貓森林串聯後龍溪流域的淺山環境，以

及未來公私協力、公公協力的保育合作方向。 

 

吳金樹老師曾獲得林務局「2021林業及保育有功人士」，從多年前在大肚山推

動台灣百合復育開始，到後來眾籌購地成為守護「山貓森林」的召集人。後龍

溪流域近年有眾多民眾投入轄區棲地保護工作，他希望以園區基地為核心，將

山林納入山貓森林的臂彎中，走向人山共存的里山模式。 踏查過程中，金樹老

師向我們指出獸徑的位置、山坡上一個個穿山甲挖出來的洞以及人為治理前後

的溪流樣貌，在人類活動退出這塊土地，生物自然就會進駐。「這裡就是水環

境、水文化、水歷史以及藍綠縫合的自然教室。」我們坐在老田寮溪邊，聽著

金樹老師說著對未來推動環境教育的想像。

 

然而環境開發、土地收購一直仍在周邊區域持續進行，「我們擔心山貓森林若沒

有推動資產的復舊，等到其他民眾進來申請治理後，這片土地時就會失去美好

的面貌。」金樹老師的聲音在潺潺流水中更顯憂慮。 

 

最後，我們回到山貓森林的第一個基地—北河園區，談論著山貓森林該如何與

公部門合作、釐清單位間的範圍及權責，期望能與區域綠網計畫、流域調適計



畫進行結合，以推展山貓森林心目中恢復「藍綠古飛道」的願景，本次會議也

為未來的公私合作推動指出一條更為明確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