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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分署 函
地址：82050高雄市岡山區柳橋西路15號
聯 絡 人：曾文孝
連絡電話：07-6279000#1212
電子信箱：caseytseng@wra06.gov.tw
傳　　真：07-6260225

受文者：禾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0月4日
發文字號：水六規字第1120302823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1120302823_1_04095318326.pdf、1120302823_2_04095318326.pdf)

主旨：檢送本分署112年9月27日「二仁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

下游地區民眾參與暨公私協力小平台「細說二仁溪，溪守

凝聚清流」公民咖啡館會議記錄乙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分署112年9月15日水六規字第11203026560號函賡續

辦理。

正本：臺南市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臺南市政府水利局、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臺南
市政府農業局、高雄市政府水利局、高雄市政府農業局、高雄市政府觀光局、臺
南市南區佛壇里辦公處、臺南市南區同安里里辦公處、台南市南區興農里里辦公
處、臺南市仁德區中洲里辦公處、臺南市仁德區二行里辦公處、臺南市仁德區大
甲里辦公處、臺南市歸仁區大潭里里辦公處、高雄市湖內區中賢里辦公處、高雄
市湖內區忠興里辦公處、高雄市湖內區文賢里辦公處、高雄市湖內區葉厝里辦公
處、高雄市湖內區太爺里辦公處、高雄市湖內區田尾里辦公處、高雄市湖內區公
館里辦公處、高雄市湖內區大湖里辦公處、高雄市湖內區逸賢里辦公處、高雄市
茄萣區福德里辦公處、高雄市茄萣區萬福里辦公室、二仁溪沿岸發展協會、臺南
市仁德區中生社區發展協會、臺南市仁德區大甲社區發展協會、臺南市仁德區中
洲社區發展協會、臺南市仁德區二行社區發展協會、臺南市歸仁區大潭社區發展
協會、高雄市茄萣區福德社區發展協會、高雄市茄萣區萬福社區發展協會、高雄
市湖內區中賢社區發展協會、高雄市湖內區文賢社區發展協會、高雄市湖內區葉
厝社區發展協會、高雄市湖內區田尾社區發展協會、社團法人高雄市湖內區大湖
社區發展協會、高雄市路竹區竹園社區發展協會、臺南市野鳥學會、高雄市野鳥
學會、台南市灣裡萬年文史推廣學會、台灣濕地保護聯盟、高雄市茄萣舢筏協
會、社團法人台南市社區大學、長榮大學河川保育中心、禾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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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仁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下游地區民眾參與暨公私協力小平台 

「細說二仁溪，溪守凝聚清流」公民咖啡館會議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27日(星期三)下午 1時 

貳、 地點：仁德水資源回收中心 

參、 會議記錄： 

一、 議題一：下游區域水岸縫合 

(一) 河道人文意象，討論共識素材有王船、舊港、渡河、水圳等。 

(二) 下游河道故事盤點與指認，構成藍圖意象，設計上需再與里長

或在地夥伴討論溝通。 

(三) 河道閒置灘地利用營造，偏向河濱公園自然生態探索，活動與

生態教育結合。 

(四) 希望營造的地點是對社區有幫助，在地文化能夠獲得關注。 

(五) 二仁溪二行段未設有欄杆。 

二、 議題二：河口濕地申請為國家級濕地辦理情形及未來影響  

(一) 河口溼地未來如劃設為國家濕地，當地民眾對於可能會遇到之

限制多有疑慮，濕地辦理申請中能與在地更多的溝通。 

(二) 濕地劃設流程中，民眾希望公部門針對允許利用與不可利用的

規劃更詳細的溝通及說明，有助於濕地申請的進行。 

三、 議題三：二仁溪的原生生物與監測 

(一) 當地耆老提到關於原有植物印象包含：黃槿、木麻黃、苦楝、

芒果、龍眼、水燭、水筆仔、黃花風鈴木、鳳凰樹、花旗木、

台灣欒樹等植物。 

(二) 溪流原始的生物有鱸鰻、西施舌、苦槽仔等。 

(三) 建議加強對於食用魚類之重金屬監測，期望能回到可食用的標

準。 

(四) 原生指標物種有其重要性，但也應該重視二仁溪的生物多樣

性。 

(五) 社區維護管理建議分河段認養較全面，維護管理的維修、流

程、硬體設計能考慮到社區民眾簡單理解，讓社區願意認養，

地方社區希望配合即時通訊平台，更能夠即時快速的反應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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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公部門應有行政經費給組織整合民間單位進行生態調查工

作，才不會造成多頭馬車的現象。 

(七) 環境營造需考量社區認同度，並調查哪些社區具動員能力願意

投入。 

(八) 部分民眾不了解二仁溪屬於中央管河川，管轄單位為第六河川

分署，造成資訊傳遞上的困難及無法即時，建議第六河川分署

能夠加強宣傳。 

肆、 散會：下午 4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