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社區已經成為提高生活品質最基層的單元 ， 無論就河川保護或是文化的

建立，都應該以社區為實際操作的主體 。 事實上 ， 政府每一部門也都相當清

楚此一問題， 只是各單位碰到互相協調時 ，就難免有本位主義 ， 在政府資源

是有限的前提下 ， 最後的結局是大家各做各的 。

由於與社區事務的相關部門相當多 ， 包括環保署的資源回收工作 ， 內政

部城鄉改造運動 ， 文建會的社區總體營造 ， 以及經建會的城鄉改造計畫IJ 。 各

部會都有一定經費 ， 但如果平分至每一鄉鎮 ， 頂多幾萬元 ， 根本發揮不了作

用 ， 事倍功半 。

此外 ， 無法建立社區一套永續經營的機制， 也是另一個問題 ， 每一個社

區 ， 幾乎是有錢時候才做一個活動 ， 沒有經費補助 ， 一切則停擺 。

為了探討社區與河川保護的問題，進而發揮 『社區關懷 dl ' 提升社區環

境品質並結合社區總體營造，研擬未來河川整治策略， 八十六年時報河川保

護小組研討會乃以 「河川社區 」 為主題 。 選擇都市、 鄉村、 原住民、 水源保

護區等四種不同典型的社區進行探討，希冀從中建立示範 。

除了草根關懷外，我們也特別請推動整治日本琵琶湖工作日本眾議員武

講，吸取國際經驗。本屆研討會定位於結合舊有的社區及新的國際方向，進

而使河川保護整治的觀念更能傳遞、深植於台灣。

研討會並以三月廿二日世界水資源日作為本研討會起跑點，真有喚起國

人以草根環保(社 造)之真體行動響應世界環境運動之積極意義 。

整個研討會在八十六年三月~七月在台北、宜蘭、嘉義、及屏東等四地舉行

。 這項研討會係由河川保護小

經濟部水資源局支持 。

問柯三吉及其他顧問共同規章下，並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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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河川與社區研討會主題是 「 國際環保 四分溪與社區總體營造 」

，強調解決環境問題必須 「全球思考 J '進而落實 「草根行動」。 在全球思

考部份，邀請日本先驅黨黨魁國會議員武村正義演講 「 日本琵琶湖整治經驗

」 以及韓國前漢城市長廉普拉主講 「漢江整治經驗 J '藉由國內外整治河川

之經驗，以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效 。

第二場 「冬山河與社區營造 」 研討會，在世界水資源日四月二十二日於

宜蘭縣冬山河揭幕，探討國內著名河川整治工程冬山河與社區之間互動關係

。 本次大會最大特色在於喚起國人重視河川保育的鄉土情懷，對提昇環保意

識及增進國際形象亦有莫大助益 。

第三場河川與社區研討會主題是 「達娜伊谷與社區營造 J '嘉義縣阿里

山鄉山美村達娜伊谷原住民鄒族居住地，克服種種問題，成功保育了細魚，

更藉由細魚發展觀光與文化，使細魚與鄒族文化得以永續經營下去 。 故如何

將此成功經驗，延續擴展至全國各個地區，以期營造出更多的 「 山美奇蹟 」

'是我們此次研討會的主要目的 。

第四場 「東港溪與社區總體營造」研討會，會中，與會人士對如何透過

社區來復育東港溪提出熱烈討論，並一致認為從社區的河川教育做起，引發

社區的河川意識，是讓這條
這對叫

作 。

東平原生命的河流再現生機的重要工
知楠、

意

'Jn芝盡是國人近年來最關切的話題，藉由不同社甚模式接碎?演社iIi
彭 總體營造相結合，從社區居民彼此關懷，凝要在「生命共同體 J 之意識，透過

e 

「水」自然而柔美的力量，塑造一個乾淨、美麗的親水社區，推動愛水、惜水

、節水的各項措施。希望能喚起國人愛護河川之意識，從而顧與政府機聽共

間來管理河川，提昇社區生活環境之福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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