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鱉溪流域管理平台籌備會議」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8年 3 月 28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貳、 會議地點：本局第三會議室 

參、 主持人：召集人謝局長明昌             記錄：陳翌倩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冊） 

伍、 主辦單位報告： 

為加強公私協力推動鱉溪治理、生態復育、人文及景觀環境營

造，並配合花蓮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路「藍綠縫合」願景，本局選

定鱉溪為示範區成立公私協力平台及建立機制，召開本次籌備會議

討論後續推動方向。 

陸、 報告 案： 

案由一：九河局業務課說明。 

案由二：各機關投入鱉溪治理規劃與管理說明盤點 

決  議： 

1. 盤點現有資料和工程，再用地圖呈現；並請水保局幫忙把現有的生

態調查成果以及林務局、九河局的資料彙整呈現，可以參考林務局

國土綠網的 OPEN DATA。 

2. 針對各議題所召開的小平台會議上，可以再談資料和資訊怎麼堆疊

共享，未來可公開分享。 

案由三：民間團體關心鱉溪治理議題蒐集 

決  議：建立 FB不公開社團，俾利後續針對不同的議題做認養。 

柒、 與會代表意見： 

一、 花蓮林區管理處 楊處長瑞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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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去年花蓮林區管理處組成國土綠網平台，連結藍帶、綠帶、陸網，

我們會持續往下走。 

2. 2016-2017年在中溝溪（鱉溪上游）做了兩件工程，一是把河岸

加高 1公尺以保護旁邊田區，因部分民眾反映豪大雨會淹沒田區；

當第二期打算延續傳統思維把大石頭敲碎時，部落終於發聲，說

他們要的不是這樣，這件事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學習。我們也改

變做法，像是採用階段的木排樁親水，不做高的固床工改做斜坡，

以上是在鱉溪上游的經驗。 

3. 東華大學環資系李光中教授團隊接受補助做中央山脈/海岸山脈

生態服務價值的計畫，找出值得被關注的點位，發現鱉溪河段上

/中/下游地質是世界級的，完美呈現了台灣千年的造山運動。公

部門的決策需要跨域治理也仰賴學者的專業以及公民參與，一同

整合分工。 

4. 個人建議善用現在科技做一個不公開 FB臉書社團，不像 LINE容

易被洗版。NGOs可以錯開針對不同的議題做認養，開會的話 NGOs

共同推派一個人代表就好，我們公部門的話當然責無旁貸都要

到。 

二、 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郭副分局長瑞民 

1. 水保局的工程需要民眾無償提供土地才能施做，無法用徵收的手

段，加上經費有限，多以防災工程居多。於 921地震後，災後重

建工程推動委員會副執行長的郭清江在當時開始推生態工法，但

是因為沒有 RC和水泥讓民眾沒有安全感而有反彈聲浪。 

2. 感謝林務局的國土綠網和九河局這次的平台，水保局很樂意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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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另外也有參與農村再生的部分，在野溪/集水區治理上加入

了鄰近社區的意見，在設計上都有溝通。由於近年極端氣候變遷，

民眾對工程設計亦趨關心，鱉溪今年有投資一個環境生態友善的

計畫，委由臺灣大學團隊調查規劃鱉溪流域及其週邊綠帶/陸帶

的調查，也要感謝 NGO的大家幫忙與民眾溝通，一同學習，因水

保局的用地有「需民眾無償提供」的限制。 

3. 可請台大團隊彙整現有的生態調查成果以及林務局、九河局的資

料彙整呈現，並參考林務局國土綠網的 OPEN DATA。 

三、 花蓮縣政府農業處漁牧科 俞技士淵齊 

1. 曾有居民因擔心石厝溝溪被污染（鄰近很多有機稻田）希望縣府

公告封溪護魚(公告 2年)，但根據過去在秀林、銅門的封溪護魚

經驗，常有居民意見嚴重分裂情形。有鑑於此，農業處將申請封

溪護魚加上「需由鄉公所送呈」和「贊成封溪護魚者須半數以上

居民同意」兩個條件。 

2. 另封溪護魚行動須具保育計畫，載明封溪範圍圖、封溪期限、定

期巡守等。因縣政府沒有人力管理，需要當地自主巡守。 

四、 富里鄉公所 

1. 對此平台發展樂觀其成，願意配合。 

五、 豐南社區發展協會王晉英理事 

1. 目前的鱉溪經過長年河川整治，被破壞得很厲害，在法令/觀念/

作法各方面都要翻轉。我想了解是否可以打掉原來溪流整治的構

造物，營造自然河川？疏濬工程後可把大石頭回填，是否法令上

有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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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鱉溪上游還有養豬場的問題，希望可以由政府補助將之遷移到現

有的養豬專區。剛剛大家提供許多意見，還需在地居民落實，地

方現有文化協會、社區發展協會、合作社、守望相助隊組織等都

可以整合，細節可以慢慢談。 

六、 花蓮農田水利會管理組 

1. 我們願意全力配合，但希望不要影響到灌溉，目前鄰近農田有

300公頃需要灌溉；有機耕作以羅山為主，鱉溪雖有有機專區但

都屬於個體戶。 

七、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 黃于坡總經理 

1. 國土綠網計畫林務局在田寮洋設有示範點，保存田寮洋生態的模

式類似今日的平台會議意見整合，會談論如固床工打除等議題。 

2. 目前要做的是對齊整合的工作，整合後就可開始進行，免去深化

的前置作業。東華大學李光中老師提出的里山倡議示範點在這裏

也有助於地方培力。郭副分局長剛剛提到，水泥化工程有時候是

因為地方民眾僅要求越堅固安全越好，但鱉溪的地方居民要的不

只安全，還要舒適、文化跟生態，這個地方應可以很快達到大家

所希望的效果。 

3. 鱉稻共生田區還地於河的構想，我也跟生態工法基金會談到，聽

到的每個人眼睛都亮起來，這可說比前瞻計畫還具前瞻性，現在

人也對了，是最佳時間點，接下來就慢慢逐步建構，落實大家共

同願景。 

4. 共學是最重要的關鍵，建議這部分可以安排一個小平台處理治理

計畫檢討。第二部分是公民如何參與？可另開一個小平台處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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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日跟水圳論壇。藍綠縫合需要公私協力去做鋪陳，需要花時間

溝通。再下來生態調查資料還有國土綠網生態資料，需要時間對

齊：誰手上有什麼資料、正在進行什麼調查，這樣我們就可以跟

調查團隊合作或請教 NGOs，互相協助或請他們幫忙做調查。 

5. 環境教育應該是藉由互動具體實現，這可以多著墨或討論，像是

如何將生態調查報告資料轉化為在地教材。還有一部分是公共工

程緩急。工程是不是可以丟進這平台討論？這樣才不會一件工程

使得大家努力被毀。平台對 NGOs 也比較方便，不會像以前分散

式的會議需要一一參與，也比較有系統性 

八、 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吳昌鴻執行長 

1. 本公司團隊近年投入很多濕地以及海岸的規劃，希望有別於以往

的一本厚厚報告書，藉由在地參與可以真正落實到細緻的經營管

理層面。 

2. 我們環境的劣化非常快速，找回河川生命力也會變成保護部落文

化傳承上很有意義的工作。 

九、 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 鍾秀綢分會長 

1. 希望各個部門可以一起參與。 

2. 本會推動在地生態調查和環教已經多年，也培訓了很多講師。我

們都是希望花蓮更好，盡可能多加保留原有的自然生態環境，不

要做了才後悔。 

十、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花蓮分會 鍾寶珠會長 

1. 水保局之前有辦荖溪共學很不錯，我們終於知道荖溪中段也有做

生態工法，但是在上下游工程有沒有就不清楚。鱉溪來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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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工程前的環境調查僅限於溪流本身沒有看兩旁，不同單位又

各做各的會很可惜，所以希望今天各個單位互相了解各單位規劃

工程。 

2. 剛剛郭副分局長提到目前有請台大團隊做鱉溪調查，有沒有可能

請團隊幫忙彙整，將固床工點位、生物棲息地等等資料整合，這

樣下次再開平台會議就很清楚，這是我們覺得很棒的地方，緊事

緩辦。 

3. 民間水圳論壇，之前有跟荒野討論，花蓮的水圳論壇有切成兩個

部分，一個是全國性的-前瞻水環境計畫到底是甚麼，再來就是

放到花蓮這個地方公私協力的呈現。 

十一、 財團法人生態工法基金會 周明軒專員 

1. 鱉溪未來可能會有很多阻力，希望與會的大家能夠繼續保有熱誠

熱情。 

2. 我們也有關心公共工程，公家單位秉持著為民服務的精神，加上

有列管、執行率的問題，往往沒時間妥善溝通，最後兩邊不是人，

像前瞻水環境相關計畫就是因為已經發包，目前基金會也有提供

協助幫忙兩造溝通，主要發言留給在地。 

3. 之後可以不需要太多正式會議，讓討論單純化。可以比照行政院

開放聯絡人 PO 制度(開放政府聯絡人)在各行政局處有聯絡人。

如果局處合作不順暢、工作坊不順利 有癥點再拉回平台做討論，

這樣溝通成本比較小一點。 

十二、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李光中老師研究助理 

1. 李光中老師長期關注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生態系統服務看似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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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價值估算，但其實是在講自然環境給予當地居民的價值何在，

是以社區角度來看，那如果發現有其價值又要怎麼跟當地三生做

結合。 

十三、 後山采風工作室 張振岳老師 

1. 很慶幸平台此時能夠開城，我對平台的期待也很多。 

2. 鱉溪怎麼朝有機治理是未來建構概念上滿重要的一環，有機產業

目前來說容易達到；第二是生態環境，各單位也都有做調查已有

基本資料庫；第三是人文，這個比較弱我覺得。目前來看豐南村

沒什麼對話平台，而豐南社區是非常積極在做事。 

捌、 決議事項： 
一、 鱉溪流域管理平台正式啟動，初期將優先盤點各單位投入資源、可

共享的資訊，以及關切或可以優先探討的課題，期待透過培力計畫

協助地方創生，為共好的鱉溪環境共同努力。 

二、 鱉溪流域管理平台最主要的核心價值在於共學成長、凝聚共識、共

同行動及共享成果；將展開共學機制以集結大家想法經驗和知識，

也可辦理鱉溪走讀的活動。 

三、 各方關切的議題將分別邀請利害關係人成立小平台加以討論及凝聚

共識後逐步落實。 

四、 短期內，可成立 facebook 私密社團並邀請相關人員加入，分享相關

資訊及活動。 

玖、 散會(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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