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鱉溪流域管理公私協力計畫
~一起找溪望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報 告 人 : 課 長 黃郅達

109年12月29日



簡報大綱 壹、計畫緣起-為何要做
貳、計畫過程-做了什麼
參、計畫效益-得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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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山脈

海岸山脈

台東池上

台東東河

鱉溪 16.91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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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富里

鱉溪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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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2011

鱉溪子集水區調查規劃

吉哈拉愛橋

永豐橋

石門橋

四維橋

目的：
調查災害敏感區提出治理防災，
達到水土資源保育、降低土砂災害
及保護民眾安全。

第九河川局
2007

鱉溪河川生態調查及復育規劃

第五號橋

蚊仔洞橋

富池橋

目的：
透過河川環境調查與鱉類棲地環境
營造達到環境復育，
以堤防綠美化及全斷面魚梯方式，
建構河岸縱向生態廊道，
在社區附近規劃生態觀察體驗與親
水休憩設施，
提昇自然生態與環境景觀之整體價
值。

鱉溪歷年規劃與調查
第九河川局

2006
秀姑巒溪河系情勢

調查 明里大橋
目的：
全面性調查包括人文、社會經濟、
水資源文化、生物資源及空間利用
等，建立生態資料庫及網頁系統，
作為河川事業管理及提供水利工程
人員適合之生態工法規劃、設計資
訊。
保留河川特色及保育生態資源。

水利規劃試驗所
2013

鱉溪棲地復育生態調查

目的：
因人為開發，溪內鱉類及原生魚類族群
減少，為恢復其原有生態機能，藉由生
態環境調查及評估，提出改善對策。
透過河川環境營造與鱉類棲地環境重塑，
達到河川生態環境復育的目的，
恢復居民與鱉溪的良好互動關係。

豐南橋

池豐大橋

復興橋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鱉溪歷年規劃與調查，跨越14年。

學田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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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機關都希望做他想做的事情

想做的事情能不能朝著同一個目標

凝聚共識可不可在平台上被討論

河川上游的管理者

林務局
主管水源涵養和
山坡地保持

河川支流、
中游的管理者

水土保持局
主管山坡地和
水土保持

河川下游的管理者

河川局
主管河川排水的
順暢與通暢 花蓮縣政府

富里鄉公所
社區、
部落協會

權責分工 通力合作



協調分工、執行列管

進度說明、成果分享
提出討論

議題

議題

議題

發現、蒐集、盤點

大平台
會議

跨單位凝聚共識、
對策商討、協調分工

討論訂出小平台 召集單位、組員
資源盤點、解決課題

流域管理平台執行模式
小平台一

小平台二

小平台四

小平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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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前即於平時累積與各單位的互動，了解議題的初步想法，歸納及整理
於大平台上要討論的議題，跨單位之間資訊交流互通，凝聚共識後進行資
源整合並協調分工。如遇特殊議題，則可將之導引至小平台中收斂。

鱉溪流域管理平台會議籌備及辦理

小平台主題 公部門召集人 民間團體召集人
小平台一、河川(全流域)治理藍圖

推動
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花蓮分會

小平台二、水質與水量 花蓮縣政府農業處 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
小平台三、物種保育及棲地復育

(地質公園)
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 後山采風工作室

小平台四、地方創生及農村再生 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後山采風工作室 9

養成之後 政府的力量就要退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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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重複性投資

Google Earth KML 交換分享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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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跨域共學
108/5/20 河川營造及水環境民眾參與機制

不同領域和專業的誤解造成對立反抗
有想法可以互相分享交流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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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而下還是由下而上?



13



第一次想要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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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想要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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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可以互相分享交流



在地夢想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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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完成的樣子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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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了就是豆腐渣工程?

換人做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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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我們不需要一條
365天全年可通的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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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溪護魚?



也許鱉溪不只是賣米
還可以賣風景…

為了要賣風景
所以要讓河川更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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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

流域創生



22解決你的問題就是解決我的問題



鱉溪流域創生：削灘還地於河→近溪聽部落說故事
→冉而山劇團展演→划舟體驗阿美族歌謠開創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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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共學推動地方創生

 導覽總計1000人， 30場共18萬。
 划舟旅遊體驗10萬（20場x5千）。
 生態檢核僱工購料，總計約14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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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



走舊路到不了新地方

~其實我們可以多做一些

道德(不想做)

法律(不能做)

服務(可做為)

權責(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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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流域創生：還地於部落、還地於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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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豐南堤段護岸工程：
重建護甲層：以疏濬塊石填高河床
河岸粗糙化：取代平滑護岸，拋填塊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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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

水量

322



鱉溪創生：還水於河

1. 2/26花蓮農改場現
地討論操作方式。

2. 3/17 NCDR交流。
3. 3/18 NCDR與花蓮

農改場和社區交流。
4. 4/8東華大學教授經

驗分享。

• 2月整地、裝水錶
• 3/7插秧
• 7/8收割
• 省水稻工班監測，

田間維護管理等，
共計12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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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生態復育試驗-省水產業(還水於河)

用水744度用水360度用水103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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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區(一般灌水田) B區(節水田) A區(節水田)



鱉溪創生：捲動「穀稻秋聲」團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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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河川復育方案與行動策略

水量復育
還水於河

短期
(1年內)

訂定自主公約
引水不超過水權量

中期
(1~5年)

攔河堰改善
重新分配灌區

長期
(>5年)

智慧水管理
若無法滿足基流量

河相復育
還石於河

1.確保土砂來源
支流防砂壩移除與改善

2.  重建護甲層
以疏濬泥砂填高河床

3.  河岸粗糙化
移除平滑護岸，或拋塊石

4.  重建河道骨架
改善攔河堰、固床工等

還地於河

5.  局部放寬河道
若河川廊道不足，考慮堤防開

口退縮、土地容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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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找溪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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鱉溪經驗 需要複製的是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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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only beginning and we keep Going…..

 現在住在城鎮的人們開始渴望一條可以陪伴生活的清流河川。

 改變的行動就是從自己做起，然後讓善意的行為慢慢捲進來更多的居民。

~黃世輝(雲林縣山線社區大學校長)

公私協力要活化運用，不要淪為口號
公私協力要因地制宜，不要照數傳承
公私協力要溝通協調，不要片面作業

公部門是推手，全民才是執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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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大家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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