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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投入種樹救台灣水資源活動，首先要回溯到民國七十九年

中國時報籌辦創報四十周年紀念活動之際，由當時的工商時報發行人余範英牽頭

發想，我們認為除了舉辦儀式性的活動或出版紀念專刊之外，似乎也應該為國家、

社會留下一點可持續關注、投入的公益課題。而有鑑於當時的台灣因為過度強調

經濟的開發成長，環境受到破壞、污染的事件時有所聞，除余範英與我外，胡鴻

仁、彭垂銘、呂理德等幾位時報同仁，咸認為除了透過新聞版面的呈現之外，媒

體作為社會的一份子，也應該積極主動的關懷環境議題。最後建議在當時的時報

文教基金會之下，成立「時報河川保護小組」，表達時報對社區、環境的關切和

承諾。從而於當年的中國時報四十周年社慶大會上，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正式向

社會宣告，也啟動了二十多年來不曾間斷基金會對河川、環境議題的關注和投

入。 

媒體從消極的報導環境議題，到積極的投入倡導關懷環境受到污染，進而結

合社會有識之士透過舉辦活動實際參與對環境的保護。對時報文教基金會而言，

之所以選擇河川保護做為切入點，不只因為當時全台各地的大小河川正受到不同

程度的污染，也因為中國時報社址其實就座落在台北市淡水河邊。眼見淡水河系

從早年是大台北地區開發、商旅往來最主要的通道，曾幾何時卻因為受到污染，

河上不只不再有舟船之利，發臭的河水甚至也無法提供農業灌溉與工業、民生用

水之需，兩岸的居民更在高築的堤防之下與發臭的河水隔離，喪失了親水的空間

與共同記憶。因此最後選擇河川保護做為投入的起點，除了有關懷環境、社區參

與的意念之外，其實也希望能產生拋磚引玉的效應，期待其他的企業，尤其是其

他的媒體也能響應參與，或者關懷基隆河、新店溪，或者投入空氣污染乃至噪音

污染、土地污染等課題；關注均無不可。 

基金會從民國七十九年做出投入台灣河川保護的宣誓之後，從八十年開始就

在由相關學者專家組成的「時報河川保護顧問小組」之指導下，不僅實地檢測台

灣主要河川水質受污染的情況，以及舉辦研討會，探討及倡導如何兼顧水質水量

及養成珍惜使用水資源的新行為模式等，並鼓勵結合各地方有識之士組成河川保

護巡守社團，讓河川保護成為全民運動。 



 

 

經由對河川保護議題的探討和投入，基金會很快的就又發現，要落實河川保

護，不能光只從河川本身著手，事實上包括河川上游水土是否遭到破壞，集水區

是否過度開發，乃至於下游出海區河川污染對沿海潮間帶、自然溼地生態的衝擊

影響等，都是不容忽視的課題。因此基金會在民國八十年實際啟動河川保護的各

項活動之後，緊接著就在民國八十一年正式發起「種兩千萬棵樹救台灣水源」的

活動。 

這個活動顧名思義當然是希望能夠得到全民的響應支持，由於當時台灣的人

口總數約在兩千萬人，因此希望全民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每個人動手種一棵樹，

或者以每棵樹護育經費一百元為育助經費，由基金會接洽政府單位提供適合植樹

的空地及合宜的樹種，以保台灣可有優質而又源源不絕的水資源。 

「種兩千萬棵樹救台灣水源」活動由時報基金會結合林務局、水利署、環保

署、教育部及眾多民間相關社團共同發起，迅即獲得企業界和社會大眾的熱烈響

應，捐款金額逾三千萬，最初幾年的種樹活動更得到許多企業、社團、民眾的熱

烈參與，種樹的意涵也從救台灣水源，到「為媽媽種下一棵感恩的樹」，乃至於

邀請小學生「陪小樹苗一起長大」。 

民國八十八年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震央所在的南投中寮鄉和興村民，

在痛定思痛之後，九二一重建委員會與和興村民主動找上基金會表達想要砍掉村

裡不利水土保持的檳榔樹改為種樹，從而發起「檳榔變綠林」種樹活動。種樹與

再生活動迅速獲得包括國泰、中油等企業的熱情贊助，集資逾三千萬元、連續三

年在和興村公私空地展開造林，經連續三年的後續輔育，迄今屆滿十年，和興村

重現盎然生機，也印證了十年樹木的古諺。 

隨著外在環境的不斷變化，基金會的「種兩千萬棵樹救台灣水源」活動，歷

經第一階段主要於水庫集水區的種樹護林，復經第二階段主要集中於南投中寮和

興村的震災重生，「檳榔變綠林」活動的圓滿執行，於今可以說進入種樹救水源

的第三階段，也就是移轉重點在平地造林，一方面響應種樹減碳的世界潮流，另

方面打造能夠兼顧生產、生態、生活，「三生有幸」的社區新風貌。第一年從新

北市雙溪區啟動，期待打造雙溪成為低碳健康社區，並結合當益也的景觀、文化

資源，成為可持續發展的生機社。另外針對中寮鄉和興村種樹十年有成，也將規

劃舉辦生態鐵馬之旅與攝影活動，讓社會各界一同見證中寮鄉的再生並支持社區

得以永續發展。 

回顧基金會二十年的種樹歲月，從發想到啟動到蔚然成林，過程其實無不曲

折，社會各界的熱情響應支持才是最大動力，也讓整個活動能夠與時俱進的歷經



 

 

前面兩個階段有摸索嘗試實作，蘊育出第三階段的種樹新境界。不必懷疑，種樹

這條路當然還要繼續走下去，我們更期待各界的關心與投入，所謂心動不如馬上

行動，期待大家心手相連，為環境盡棉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