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計畫將於九月份辦理「面面俱到-進擊的頭前溪」系列平台會議，針對頭前溪

主流逐段討論各河段所面對之議題，而為更深入釐清流域使用現況及課題，特

別於會前邀請台灣河溪網召集人廖○賢老師，以專業的觀點與在地居民的雙重

角色，一同探討頭前溪中下游河段高灘地之現況使用、各項議題的癥結點、可

能的調適策略與措施，作為後續平台會議辦理之重要資訊。 

廖○賢老師以自身使用經驗分享中下游河段高灘地之現況，如頭前溪右岸自立

圳周邊步行空間舒適，是廖老師水岸散步路徑之必經路線，未來有潛力營造為

民眾休憩活動空間；而為提升打卡聖地的隆恩堰下游固床工(豆腐岩)之可及性

及避免周遭環境髒亂，左岸灘地已大面積清整，除缺少生態環境重要的濱溪帶

外，亦需投入較多維護管理經費，且無說明固床工功能之解說設施，殊為可

惜；而經國大橋上游右岸排水出口則因水質狀況不佳，產生異味。 

廖老師也憂心新竹縣市政府以民眾需求及河川無關注物種為由，大規模利用高

灘地建置活動場所或停車場，過度輕忽河川環境具生態系服務功能的重要性。

廖老師建議可逐段盤點流域環境之使用、環境缺乏之功能、優勢劣勢等，未來

計畫內容再強化河川環境生態性及功能性的同時，亦可連結民眾對於家鄉河川

的認同。此外，對於綠大地社區所面臨水道風險之議題，廖老師提議是否能透

過國土計畫功能分區或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的調整；配合治理計畫檢討，往自然

解方的方向提出策略與措施。 

工作會議的最後，廖老師譬喻頭前溪就好似新竹的中央公園，提供民眾休憩活

動環境也蘊藏著新竹重要生態資源，孕育城市發展，期望透過公私部門協力推

動並整合對於頭前溪治理的想像，共同維護新竹母親之河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