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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 

新店溪軸帶「水漾博物館與水漾學堂營造」 

『聽河。想河』」工作坊 

一、 開會時間：112年 3月 10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二、 開會地點：新北市新店文史館研習教室 

三、 主持人：吳正工程司明憲                             紀錄：廖建棋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出席人員簽到簿）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業務單位報告：略 

七、 出席委員及單位意見： 

(一) 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林淑英榮譽理事長 

1. 大約在 20年前，我們第一次帶視障者體驗仙跡岩步道，當時步道邊有

種植香楠，葉片搓揉後有電線走火的燒焦味道，同行的視障朋友聞到這

個特殊的味道後，都很感興趣；我們也曾選在捷運旁的臺大，舉辦輪椅

族的體驗活動；我們也帶過萬芳社區的伊甸夥伴們，去莊敬隧道上方的

嶺頭土地公，一邊吃著興隆路的包子，一邊講解龍生九子故事，夥伴們

的反應很熱絡。以我們站在引導的立場來說，引導身障朋友進行體驗活

動，並不是很困難的工作，就是需要一個善緣，未來公部門若有預算，

建議可以多多推廣這種帶給人溫暖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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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身障者體驗水環境路線，交通便捷性很重要。規劃團隊提到碧潭堰

到陽光橋周邊有六個捷運或輕軌場站，從交通便捷性而言應屬可行。 

3. 辦理身障者戶外體驗活動，扶助人力的安排、以及扶助人力的教育訓練

都是必要的。當時我們辦理全國河川日的身障體驗活動，協助成員有扶

輪社、崇光女中、以及我們自然步道協會的夥伴；昨天我訪問愛盲基金

會的劉怡君執行長，也曾就教其明眼人如何透過肢體來輔助視障者行動。 

4. 建議公部門在經營管理上可多加著墨，例如不同點位可以媒合不同的單

位(如自然步道協會、鳥會等)來認養，讓這個機制可以順利運作。 

5. 提案規劃中在碧潭吊橋左岸的平坦空間，建議可規劃為視障朋友陶瓷工

藝藝術創作的展示區域，讓視障者在進行水環境體驗活動、感受到水環

境中的各種不同聲音後，可以有個機會將創意靈感透過陶藝實現出來。 

6. 人類社會的整體圖像，應該要呈現出更多元的面向，這才是對多元的生

命價值的認同。因此，我個人相當認同本次的提案倡議。 

(二)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張捷處長 

1. 本提案倡議主要是做為前瞻計畫提案亮點。以客群而言，全國領有視障

手冊者的視障者約六萬多人，但廣義上的低視能者則超過一百萬人。客

群不一樣，提案涉略的角度也不一樣。 

2. 環境的規劃應將設施融入於無形。就像導盲磚功能是引導視障者通行，

但部分地點在斜坡引道設置導盲磚，在最直接通行的樓梯卻不設置導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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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明顯不符視障者需求。代表大家對於視障者的實際需求並不是很了

解，但這只是見仁見智，沒有所謂的對與錯。我曾參訪美國國家陣亡將

士紀念碑，園區內的花叢巧妙地設計了一個坡道，形成一個自然且不突

兀的路徑。如何讓坡道消弭於無形，是可以被討論的。 

3. 帶視障者出門，最重要的不是環境改造或設施營造，而是支持系統的建

構。支持系統中的志工或解說人員，應接受相關訓練。其一是如何引導

視障者的「定向行動人導法」訓練；其二是如何解說環境的「口述影像」

訓練，例如MOMA美術館的藝術品口述影像，就是在幾十秒或幾分鐘

的一定時間內，描述藝術品的構圖、意境，讓視障者能理解。 

4. 建議本提案倡議的目標客群可擴大，若只是視障者，公部門可能會評估

比較少量。建議可思考增加讓明眼人進行體驗視障的服務，這是一種是

同理心的體驗。 

5. 建議本提案倡議朝向跨界整合來規劃。人類的五感是「視聽觸嗅味」，

視覺的部分需要憑藉支持系統；聽覺的部分，如何將水環境現場的聲音

與扣合水漾博物館概念，需要做整合；嗅覺的部分，建議可就地取材來

引導視障者體驗；味覺、觸覺的部分，建議可串聯在地美食、工藝品的

創作。將五感體驗跨界整合，將體驗活動賦予特色、形成亮點，未來的

商機可期待。但這項工作以水利局的本業而言，或許不容易進行，建議

可跨部門合作，這樣才有更多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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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北市愛明發展中心莊琇吟主任 

1. 無障礙環境的營造，建議以通用設計的概念，不只是視障者，一般人也

可使用。建議無須建置導盲繩，在路線的重要節點例如階梯處，設置定

位磚，方便視障朋友上下行走。 

2. 伊甸曾舉辦視障者的步道體驗活動，河道體驗則未曾辦過。建議規劃團

隊規劃體驗活動，可朝向視障者與一般民眾共同參與的形式來規劃。 

3. 點字說明系統的建置，因為實際上會點字的人其實不多，建議可就旁搭

配按壓式的語音解說系統，不只是視障朋友，甚至長輩、小朋友到現場

可以方便聆聽水環境的各種解說。 

4. 支持系統的建構很重要，特別是口述影像的訓練，讓解說者可以在最短

的時間內，讓視障朋友接收到最清楚的資訊。 

5. 體驗活動也可發展成定期活動，結合地方商家，發展成觀光活動。 

(四) 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陳樺蓁科長 

1. 當初高灘處規劃五股蘆洲計畫時，獅子頭的市區排水有個大型的 RCP

管，落差達四公尺，因這條市區排水是收集觀音山的水，因此一直都有

水。當時我希望設計單位可以保留這裡的水聲讓民眾可以聽到，可以在

視覺上看到水的流動狀態。但這工程最後只成功一半，豎井的部分全部

被埋起來，但還可以聽到水聲。像是這樣的案例，在淡水河岸有蠻多可

能營造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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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漢溪的河床形式較不一樣，河床有比較多的石塊。鶯歌陶瓷博物館附

近的龍窯橋，外型設計優美，站在橋下就可以聽到潺潺的水聲。高灘地

的水聲體驗機會應該蠻多的，高灘處後續將持續朝這部分來努力。 

3. 公共工程的無障礙的部分目前相當著重，高灘處也有進行電梯的建置，

希望能在動線串連上盡量做到無障礙，希望大家可以更安全、容易地進

到高灘地。但高灘地的空間的無障礙的友善體驗規劃，本處過去較無涉

及，未來將持續研議，希望可以提供大家更友善的服務 

(五) 本局河計科吳明憲正工程司 

1. 過去水利部門都是以工程師立場思考，以期設施達到基本的功能和需求。

但現在社會的氛圍和以前不一樣了，過去的思維模式，已無法滿足各階

層的需求。 

2. 今天在座各位先進，就無障礙友善環境規劃上，提供許多思考的面向。

希望我們水利部門未來在做工程時，在不同階段都能有不同領域成員參

與討論，以期能做出更貼切、更符合大眾需求的工程。 

3. 本次工作坊的意見，本局將納入藍圖規劃整體評估，以期提出更完善想

法，繼續向各方請益。 

 

八、 散會（上午 11時 50分） 

(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