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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綜合治理計畫彰化在地諮詢小組 

第 12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1月 11日上午 10點 

貳、地點：芳苑鄉公所 3樓禮堂 

參、主持人：白局長烈燑                      記錄：童正安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如出席人員簽到冊 

伍、主持人致詞：（略） 

陸、討論事項： 

案由一、106年 8月 14日「鹿港溪再現計畫」結論辦理情形，提請討

論。 

說明： 

一、第 11 次流域綜合治理計畫彰化在地諮詢小組業於 106 年 8 月 14

日於鹿港現勘及簡報說明「鹿港溪再現計畫」內容，經在地諮詢

小組及及民間團體討論及交流，相關意見紀錄於 8 月 28 日函送彰

化縣政府作為本計畫推動之參考。 

二、前次在地諮詢小組會議有關「鹿港溪再現計畫」討論意見之辦理

及回應情形報告(彰化縣政府)。 

 
討論意見： 

一、施委員月英 

(一)、礫間淨化水質的標準及生物指標為何? 
(二)、噴泉的意象係採用電力或重力? 

(三)、回復老街的意象是否搭配老樹回復? 

(四)、有關芒果樹移除，因芒果樹會吸引鳥類且對民眾有童年感情的
連結，建議考量保留或在計畫區內就近移植。 

(五)、簡報提及南洋杉、落羽松、羅漢松等均要移除，建議先了解此

措施是否符合在地當初種植的想法。我傾向保留現況再加入更
多元素，以呈現更多老溪的概念。 

 

二、吳委員君眞 
(一)、建議針對汙染前的生態去做復原，是否考量透過訪問耆老的方

式，找回兒時對鹿港溪物種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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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陳委員明信 
(一)、建議監造單位加強對施工計畫書的審查，計畫書的品質及落實

將影響到本案成敗。 

(二)、建議設計單位先估算風華再現計畫每年維修經費。 
 

四、許委員少華 

(一)、水質如有氣味，人是無法親近的，請注意水質是否可達到遊憩
的標準。 

(二)、本溪段坡度緩 划船是很好的概念 但要注意水質和氣味。 

 
五、謝委員文猷 

(一)、員大排進入鹿港溪的水質是否先行淨化？ 

(二)、傾向保留現有植栽，要補充的植栽優先使用台灣原生種，可作
為環境教育的對照。 

(三)、評估一天有 6000人潮，週邊配套的停車場及洗手間規劃是否能

負荷？ 
 

六、游委員進裕 

(一)、整個鹿港溪計畫是由幾個計畫同時進行，各自完成的時間並不
相同。因此當計畫執行過程中的情況與對民眾所承諾的願景不

一致時，容易發生溝通不良，而讓民眾由督工者變成反對者。

建議先行準備用民眾能理解的語言敘明每個進度時間點民眾將
會看到什麼畫面、將會產生什麼問題 、預定何時及如何會解決，

以利溝通。 

(二)、目前植栽計畫都是專家的建議，但現有植栽與在地人已有情感
連結，生態專家認定的好與民眾感受的好意義可能不同，建議

思考如何讓人的感情在移樹的過程中被觀照到。 

 
結論： 

一、請主辦單位明確訂定工程重大工項的完成時間點。 

二、請落實施工前生態檢核，在施工說明會要清楚表達生物指標及生
物復育原則及項目。 

三、本計畫每日引六千噸進水並有備援水源，請注意防汛期間流量管

制安全措施。 
四、請於施工前說明會詳細說明既有老樹與新植栽如何搭配布置。 

五、相關老樹請先行編號，並洽地方以確認同意移植，並作成紀錄。 

六、請主辦單位將 106年 9月 21日「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彰化縣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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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計畫審查會」的相關意見一併納入檢討。 
 

案由二、彰化縣政府提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芳苑濕地紅樹林暨其週

邊整體環境改善工程」相關改善目標及項目，提請討論。 

說明： 

一、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與環境的目標：優化水質、營造水環境推動

一縣市至少一亮點的河川環境景觀及棲地營造。藉由跨部會協調

整合，集中資源加速辦理河川及排水環境營造、污水處理、水源

淨化，提供自然豐富親水空間與生態棲地，恢復水岸生命力及親

水永續水環境。 

二、為尋求地方民眾對於水環境營造推動之共識，執行機關於推動本

計畫相關工程時，需導入民眾參與精神，建立民眾參與及溝通平

台，並整合及考量地方意見，使水環境營造符合大多數人期待。 

三、由主辦單位說明「芳苑濕地紅樹林暨其週邊整體環境改善工程」

內容及辦理情形簡報(彰化縣政府)。 

 

討論意見： 
一、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 理事長 洪新育 

(一)、彰化有很好的泥灘地溼地，很感謝有芳苑濕地周邊改善計畫，

把我們這塊濕地從點線面規劃，希望未來持續延伸擴大，並且
和在地國中小串連，讓小朋友來認識自己的地方，成為很好的

導覽解說員。 

(二)、未來維護的工作由地方政府或社區來作?請先行考量規劃。 
 

二、許委員少華 

(一)、請考慮哪些是自然海岸過程，否則我們去做人工設施，未來需
要花很多時間維護。 

(二)、是否有特別需要保育的關鍵物種? 

(三)、施工機具和流程對環境影響的對策為何？ 
 

三、謝委員文猷 

(一)、潮間帶很多保育類動物，僅在最南邊設置一個容納２０人左右
的賞鳥亭，建議增加。 

(一)、目前紅樹林多數為海茄苳，少部分水筆仔，建議疏伐的過程中



4 

再種植其他兩種紅樹林，更加完整。 
(二)、海茄冬密度太高，形成陸化，建議適當疏伐。 

(三)、木棧道高低落差甚大，是否有無障礙設施? 

(四)、建議增加解說牌。 
(五)、未來的維護交由誰來執行？ 

 

四、游委員進裕 
(一)、建議木棧道高度可以配合周遭環境而有調整的空間，並在現場

明確標示出來，以利民眾了解，因為高度不同視野也就不同，

與民眾期待的也會不同。 
 

五、吳委員君眞 

(一)、灘地上的建築廢棄物建議於現場再利用。並增設解說牌，見證
這個區域的歷史痕跡。 

(二)、本計畫紅樹林面積傾向有條件的限制或自然擴散?如為有條件

的限制，請提出可應用的方式。如為無限制擴張，也請提出可
能的影響。 

(三)、木棧道高度會因紅樹林長高而視野受影響，建議局部區域提高

高度，增加視野的豐富程度。 
 

六、陳委員明信 

(一)、灘地上建築廢棄物須清除。 
(二)、現有出海道路跟現在木棧道如何明確區隔?避免民眾跑到外海

而因漲潮而發生危險，請於現場設置潮汐告示牌。 

(三)、木棧道設置的保護標準為何，能否禁得起颱風的考驗? 
(四)、請估算後續維修的經費，以利管理單位編列預算。 

(五)、請先擬定遊客安全規則。 

(六)、木棧道路線可再向紅樹林邊緣外調整，不要被紅樹林包圍，視
野更加豐富。 

(七)、木棧道高度可否配合漲退潮變動? 

 
七、施委員月英 

(一)、建議挑選適合海邊的物種植栽，在排水出口附近設置木棧道，

是否會受排水淤積或排洪影響? 排水是否有拓寬的計畫? 
(二)、現有排水水質不佳，影響遊客體驗，是否有一併改善計畫? 

(三)、現有規劃賞鳥屋建議增加三至四處，以利遊客觀察計畫區北側

的白鷺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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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岸環境下材料劣化快，請考量材質的耐用度。 
(五)、本計畫會挖出 20-30 公分潮溝，但可能颱風後就被填平，是否

會持續去維護? 

(六)、是否有限制紅樹林擴張的方法? 
(七)、配置圖中的陸側現有碉堡如何融入在地意象? 

(八)、既有潮溝氣味不佳是否一併改善?底棲生物觀察係針對哪些物

種?復育或移植雲林莞草的面積大小? 
(九)、二林溪出口的紅樹林保留區建議移除，以免影響排洪。 

(十)、計畫區北側有白鷺鷥棲息，建議規劃賞鳥屋。為什麼規劃種植

單葉鹼草? 
(十一)、泥灘地代表性底棲生物是萬歲大眼蟹，因數量眾多，建議將

螃蟹觀察做為本案賣點。 

 
八、彰化縣野鳥學會研究員林承昊 

(一)、設置攔截網以防制紅樹林擴散的目的，實際如何佈設，效果評

估如何? 
(二)、紅樹林需定期疏伐，請問是否有後續維護計畫? 

 

九、彰化縣西海岸環境教育保護協會總幹事魏清水 
(一)、現場泥灘地鬆軟，機具不易進入施工做基礎。建議部分木棧道

路線可改為牡蠣殼鋪設道路，並選用工法及材料讓後續在地民

眾可參與維護工作。 
 

十、立法委員洪宗熠辦公室洪騰明 

(一)、維護養護工作最為關鍵，材料選用要考量海邊的風化劣化情
形。 

 

十一、第四河川局課長 陳進興 
(一)、本段海岸 50 年重現期設計暴潮位 3.29 公尺，賀伯颱風期間曾

達到 3.8公尺，請考量木棧道安全問題。 

(二)、越堤路入口因蚵殼堆置而有臭味，建議設立蚵殼回收處理區。 
(三)、入口意象目前規劃在水防道路旁，建議改在越堤路入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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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一、木棧道設置高度建議考量安全性及活動性，避免用人為管制手段

來做安全管控，而是在設施上來做。 

二、木棧道設置請敘明保護標準、 安全考量、遊客規定、容許載重等
設計標準。 

三、木棧道高度請考量周圍紅樹林生長情形後再評估。 

四、本計畫賞鳥屋配置請敘明欲達成的目標，並據以評估是否增加以
分散人潮，並搭配使用現地材料。 

五、請依照本計畫目的敘明紅樹林保留區的功能以及疏伐計畫內容。 

六、請提供後續維護及疏伐的建議方案。 
七、請洽地方了解並擇定潮間帶生態環境內可觀察到生物多樣性的位

置。 

八、請了解相關措施是否符合第四河川局的海岸防護計畫及內政部的
海岸整體管理計畫。 

九、建築廢棄物利用請再敘明，以免牴觸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並請考

量蚵殼回收做有效再利用。 
十、請參照各委員及出席團體代表意見，並依照本計畫的內容、功能

及目的予以檢討評估納入調整修正。 

 

綜合結論： 

一、請彰化縣政府在開工後、施工前再至地方召開一次說明會，說明
工程內容及本次會議委員所提意見的回應與辦理情形。 

二、前瞻計畫由中央補助地方執行，目前正由第四河川局擬訂計畫督

導相關要點，邀請本小組委員一同參加督導小組，未來定期到現
場辦理現場督導工作。 

三、整體計畫生態檢核作業已有編列相關經費補助彰化縣政府辦理，

務必要落實執行。在施工前先全面調查，施工中按月持續調查，
以追蹤物種在施工期間的變化情形。 

 

柒、散會：下午 13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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