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濁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2/2)」 

小平台溝通交流工作坊(八) 

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2年9月28日(星期四)上午10時0分 

二、開會地點：彰化縣二水鄉公所3樓會議室(彰化縣二水鄉南通路二

段764號) 

三、主持人：李分署長友平            紀錄：胡又仁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主席致詞：略 

六、主辦單位報告：略 

七、簡報：略 

八、民眾意見： 

(一) 在地諮詢小組 林淑玲 委員 

1. 以二水鄉人、時、地、景、物遊程設計吸引遊客，帶動

地方產業為居民期待，而其最重要為社區居民的凝聚力。

建議公所可以培力培養社區人才，文化局有一案為公民

審議，其為針對鄉公所的資源。 

2. 針對二水鄉不同的產物及特色，規劃結合水文化。二水

應不只有水文地景，更有許多特色產物(芭樂、白柚等)，

如何在不同季節特色融入在地方觀光推展中，其配套方

式並非由公所思考，應透過地方發起，凝聚地方能量。 

3. 高灘地友善種植部分，目前農業部針對農民有推動農業

淨零政策，2050為淨零減碳元年，如用友善種植可減少

土地負擔，增加固碳作用。建議公所可透過相關說明會

推動，未來企業之碳權可與在地農民合作。 

(二)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彰化管理處彰化用水管制中心 蕭建源 

主任 

1. 莿仔埤導水路總長8.4 km，針對莿仔埤導水路為原始”工

渠”構造如有堤岸沖刷掏空嚴重區段，本處將編列預算逐

年改善。 

2. 八堡圳導水路總長度約4.5 km，雜草叢生區段本處隨時



機動疏濬。 

3. 有關香圓腳水源問題每年本中心皆有維護管理渠道，惟

因其總長約4.3公里，維護管理經費可觀。如需施作混凝

土構造物實屬困難，需分段逐年施作。 

(三)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 

1. 針對石虎部分有以下建議： 

(1)二水鄉位在八卦山南端，八卦山與石虎熱區相連，為

石虎擴散重要區域，為改善石虎棲地品質，今年度與

生物多樣性研究所於八卦山地區推動友善石虎農作。

本月14日於二水生態教育館辦理「八卦山地區友善石

虎農作標章說明會」邀請大家踴躍參加。 

(2)本案有提及瀕危物種生態服務給付，權責單位為縣政

府。本分署目前也在與縣政府討論是否規劃石虎相關

方案。 

2. 二水生態教育館為二水鄉環境教育及里山教育之重要場

域，建議規劃相關地方特色景點中可納入。 

(四) 彰化縣二水鄉 蘇界欽 鄉長 

1. 本公所結合相關局處(交通部觀光署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經濟部水利署第四

河川分署等)，提出相關富麗農村的想法，串連點線面活

絡二水。 

2. 農業用水問題在地相當關心，本公所在相關中央單位及

代表會支持下，針對水利工程疏濬編列相關預算，八堡

圳及莿仔埤圳將持續努力。因集集攔河堰每周皆在排砂，

二水鄉境內大部分為土堤，故時常淤積，未來如有機會

期待第四河川分署持續爭取蛇籠之建置及維護。 

(五) 彰化縣二水鄉倡和村 鄭慶松 村長 

1. 以農民最需要的農業引水為首，香圓腳水門這塊是在地

（鄉長、民意代表等）最頭痛的部分，因其水源相當不

穩，如有相關大計畫，應考量農民用水問題。 

(六) 二八水文史工作室 張錫池 召集人 

1. 於濁水溪鐵路大橋上游處(莿仔埤圳圳口處)選擇適當地

點重現可持續持繼運作的石笱群(籠仔篙)，其必須執行



的原因如下： 

(1) 延續三佰零肆年寶貴的水利工程技術，且是臺灣唯一

的石笱文化地景，可惜現今在臺灣無法親眼看到仍在

實際運作引水的石笱群。請相關單位克服困難早日完

成重現石笱群，來申請世界文化地景認證及世界文化

遺產。 

(2) 創造在地鄉民的就業機會，有施作石笱群賺起工資的

機會。 

2. 鐵路大橋附近是二水文化及地景的瑰寶，可清楚看到臺

灣四大山脈(中央山脈、玉山山脈、雪山山脈、阿里山山

脈)的特殊地點，請設置解說牌及觀景平台。 

3. 秋季的濁水溪河床是芒花(甜根子草)盛開的季節，宜善

於行銷來吸引遊客蒞臨。 

4. 若是現於政府採購法，無法滿足法令規定，所以近期在

石笱施作規格及驗收尚未確立之前，是否允許在不影響

水流及阻水危險下，由私人出資在濁水溪擇適當地點施

作石笱群？ 

5. 花旗木賞花季節為4月份，可惜無法留住遊客，應規劃半

日遊、一日遊的行程。另二水鄉有相當重要的資源──

老樹如龍貓樹(三百多年的荔枝樹)，而生態教育館旁便

有三百多年的樟樹，可惜無妥善規劃，相關資料可呈現

二水鄉的老樹，讓來二水賞花的民眾有更多選擇。 

6. 石笱的擺放位置應為橫放，不應是立著，建議未來相關

書面呈現、入口意象等應正確擺放。 

(七)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 高灘地種植建議朝友善生產發展，建立地方特色。 

2. 濱溪林帶的維持建議與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

署討論既有栽植位置，因河道為石虎重要棲息環境，如

可找出熱點，便可知尚未種樹之位置如何補強。石虎的

習性較不喜歡整條都是樹，可以跳島式種植。 

3. 外來種移除，移除後續維護管理相當重要，可考慮搭配

濱溪植被栽植或農業種植等方式。 

4. 環境教育可看到豐富的文化面，建議可再納入生態自然



元素。 

(八)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 李友平 分署長 

1. 石笱如要以體驗及意象呈現是沒有問題的，惟依政府採

購法規定如要以工程施作，便會有驗收上的困難(無規格

化的尺寸、材質、強度等)。擬將相關地方建議提供給水

利署訂定相關規範，如沒有相關規範便無法規劃設計。

水利規劃分署也有相關計畫在進行數值及水工模型試驗。 

2. 濁水溪最大的高灘地便是二水段，引濁水溪水源種植的

農作物相當美味，尤其是芭樂。期待明年度透過鄉長可

媒合在地農民，推動採果樂體驗，並用遊園車或自行車

串連各點，未來更可延伸至田中、溪州、竹塘等。 

3. 針對農民用水問題，本分署透過保護高灘地前之低水護

岸，其周邊引水水路可協助以蛇籠加固，惟上游處無相

關構造物無法編列相關預算。 

4. 明年度應可試辦在地社區人員之培訓，二水鄉有著豐富

的師資人才及地方特色。 

(九) 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規劃科 陳進興 科長 

1. 二水鄉為相當宜居之地方，有豐富的水文化及景觀，而

這些特色需有人共同帶動，僅靠地方政府及相關單位難

以永續發展，後續應導入地方團體及企業協助認養。 

2. 濁水溪北岸之二水、溪州及竹塘軸帶有著豐富的水文化

及特色景觀，持續推動二水水岸縫合發展已有共識，但

本案僅為初步的規劃與收集，預計明年度將辦理相關細

部規劃案來持續推動。 

九、結論： 

感謝各單位積極參與本次會議，相關與會單位意見將納入本

案濁水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之參酌考量。 

十、散會：下午12時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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