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 9 月 8 日（星期四）下午 13 時 15 分本局召開 「頭前溪流域整體改善

與調適規劃(1/2)」 第一階段第 6 場小平台會議，此次平台會議邀請 NGO 團

體及相關公部門針對現況頭前溪各河段關鍵課題，共商改善及調適的策略與措

施，以公民咖啡館形式辦理，並將頭前溪主流分為上、中、下游段三場次個別

討論。 

在簡述計畫目的及頭前溪中下游段現況及各面向議題後隨即開始分組綜合討

論，現場將與會夥伴分為四組，每組皆包含公私部門單位，期待透過相互交流

討論，使資訊流通並以不同身份與觀點提出意見。 

   

  

在分組綜合討論階段各組也針對頭前溪中游段(頭前溪橋至中正大橋)給予許多

反饋及建議 

優勢: 

-左岸看豆腐岩落日美景 

-鐵路橋下有風廊，為下午茶適合地點。 

-隆恩堰以上至中正橋間河段相對自然，也有農業與灌溉地景。兩岸維護管理上

均屬良好 



課題與對策: 

1. 高灘地使用情形: 濱溪帶左岸以草原為主，右岸有林帶及靠近市區之

人為使用空間(包含遊憩、空氣品質淨化區)，應維持良好林帶。對於

高灘地使用情形，河道內公有地、私有地種植皆須向河川局提出申

請，並於種植地設立牌子公告種植者、適宜種植作物種類(以不影響水

質為主)，且與民眾溝通時，透過找出重要的切入點，如說明水質汙染

對農產品的影響，更容易使民眾站在生態、防洪等角度看待高灘地使

用情形，而非著重遊憩需求。整體而言，建議可以標定具體的空間與

原則使維管單位依循與討論。 

 

2. 環境維管公私協力:透過公私協力推動頭前溪的川廢熱點調查(目前荒

野保護協會與富邦人壽正在合作)、校園關注水域議題，相關成果皆有

助於推動跨社群對於河川生態的投入，進階為河川環境管理的目標。

未來也希望可以與社大巡守隊進一步結合，轉化為社區可以推動的川

廢調查與環境巡護等活動，將有助於環境監測與管制，人為使用空間

鼓勵相關單位認養，以減少管理問題，提升公民對於環境維護的意

識。 

 

3. 環境教育: 隆恩堰至中正大橋週邊具推動環境教育的潛力，在河川水

文、生態等議題上都有很好的自然教育功能，以倡議自然河相變遷、

河防安全、親水與環境管理的重要性。建議可在隆恩堰下游固床工(豆

腐岩)周邊設置解說牌或告示牌，讓居民及遊客瞭解水工設施的功能性

及其風險。未來透過關注河川議題的社區大學共同推動流域學校活

動。從不同的年齡層切入，建立公民對於環境的道德意識，與推動跨

社群對於河川生態的關注與投入能力。 

 

本場會議除聚焦於頭前溪流域中游段的課題對策討論與資訊交換外，也期待能

凝聚彼此的共識，且產生許多可深入討論的議題。藉由此次的交流持續擴大頭

前溪流域的參與及互動，讓頭前溪中游段未來能有更美好的生態與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