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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崙溪整治與民眾參與

陳

出生:民團四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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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見職:門諾醫院小見科主任

花蓮縣新蒙社區交流協會理事長



關懷鄉土 就地扎根

近年來 ， 隨著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 ， I 璟嘖品質」、「自然生態」每

每成為民眾關懷的議題及爭取的對象 。 花蓮市為花蓮縣的政缸中心 ， 而美

崙 1美貫穿花蓮市區中心的精華地帶 ， 與花蓮市民生活息息相關 。 其自然景

觀、生態資源及人丈背景豐富 ， 非但是居民的飲用水源 ， 要與農業灌溉、

洗梅、休問遊憩 、 行船泛舟、垂釣. . . . . .等活動及聚落發展有悶 ， 可說是TE.

蓮地區璟境品質的重要指標 O 如何把妻崙 J長整治成兼具自然、生態、居ft':活

動、觀光休憩等功能 ， 又能符合生生不息的自然河流生命特性 ， 是閥係大

花蓮社區未來發展的重要公共工程 。

一、新象協會帶動參與

美崙?是貫穿花蓮市的心臟地帶 ， 連結市區內重要活動區域 ， 是花蓮市

最重要的都市河川 。 可惜的是 ， 這(庫區流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 政府水利

單位在上游娑婆噹進整治、截流俊 ， 已將這 I1茉清澈的小區變成一道只剩

i5L小i葷的小水泥壩、及一條「抽水也流 J 的7j( ì尼溝 ; 流經吉安的七腳川模

也由 -11柔美麗的自然、彎曲的區流 ， I 整」成平直、毫無生趣的人工*. ì尼

溝渠 。 而縣府在「整」完上游俊 ， -Ij'~' 八十五年度起分期招標在包 ， 對美崙

區的下游 流經市區精華地帶的三號橋到中正橋一帶進行整治 O

花蓮地區的民眾對美崙區有極深的感情 ， 在縣政府整治黃崙區的過程

中 ， 透過各種不同管道表達他們對整治工程的意見 ， 卻苦無適當的表達管

道讓縣府聽到他們的心聲 。 因此 ， 新象社區交流協會於八十四年十二月十

日邀請代表不同社童福利的社團 ， 舉行一場系列活動的籌備會議 「居

民參與社區 ， 社區會更好 J 座談會 ， 並邀縣府水利課宰IJ泉源課長結述美崙

慎的現狀及未來規畫 ， 徑與會者出奇熱烈的討論後 ， 獲以下結論 :

( -)參加座談會的社團共同袂議成立「美崙摸關懷小組 J 0 

(二)縣府水利課承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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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工程招標延後一個月 (至八十五年一月十日丘，但縣府仍於一月六

日開標，唯因細故流標 ) ，俾新象匯整各社蔓及民眾意見，呈縣府

作參考 。

2. 新象可推薦代表參加縣府召開的一一「美崙溪整治推動委員會」開
.. 

會，表達民眾意見 。

會後，與會者均對座談成果感到高興，也為花蓮有這樣一位尊重民眾

意見、肯做事的公務員而慶幸，對美崙溪整治的態度也由「死馬當活馬

醫 J '轉為滿懷的期待，而新象協會也成為民眾表達對美崙溪整治意見的

代表 。 決定「我愛美崙溪系列活動 J 邀縣府水利課合辦，以利意見的溝通

與表達，並於一週後將起、中、長程活動計畫書呈縣府，內容包括:

(一)A 計畫: 於一個月內推薦代表參加「美崙溪河川整治委員會 J '並舉辦

美崙溪之採及專家 V.S. 居民座談會，以進一步匯整各界意見作成報

告呈縣府 。

已)B 計畫:舉辦水文、生態、人文、地質. . . . . .等不同主題之「知性之

放 J '邀專家學者帶領民眾深入認識美崙溪，進而產生持久性之關

懷 。

(三)C 計畫:配合 A 、 B 計畫邀民眾加入「認養小組 J '從「河岸關懷」

及「水體保護 J 等方向，達到維護美崙溪水質之清掙、水生動植物永

續生存之目的 。

希望民眾透過這些活動，站出來表達心中對美崙溪的期待與關懷，與

縣府有關單位一起努力於建立一套接近大自然生生不息運作的、有機體系

的河) 11 。

八十五年元月七日， I 我愛美崙溪」系列活動正式推出，分別舉辦

「 發現美崙溪 J 溯溪之旅及「描繪美崙溪 j 座談會。將溯溪實地勘查結果

及座談會中的各界意見作成「民眾意見報告書 J '並推薦花師教授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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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張惠妹、玉山神學院教授林道生、花蓮高中教師廖美菊、景觀設計師

董美貞及新象協會常務理事周恬弘，分別代表水文、人文、生態景觀及社

畫等不同領域的專家，參加「美崙溪河川整治推動委員會 J '於八十五年

元月廿二日一併送呈縣府 。

八十五年元月廿七日，關懷小組推薦的代表們應邀參加縣府召開的

「美崙溪推動委員會 J 第四次會議，他們聽取了水利課劉課長及天侖開發

工程顧問公司的報告後，發現縣府計畫在溪眸有限的空間中沿途填滿人工

設施，包括有足球場、沙灘排球場、釣魚平台、休閒廣場、涉水池、觀景

台、停車場、碟間j爭水設備及大面積的人工美化設施. . . . . . 。 完工後將充斥

水泥建築，屆時非但動、植物生態將被破壞而難以生存，溪眸也會失去自

然景觀之美 。

因此，他們除對原計畫完全與自然、生態背道而馳的規劃表達強烈的

不滿外，並紛紛提出專業性看法，認為「使美崙溪健康，比美化、妝飾美

崙溪更重要 J '建議將運動、 遊樂設施移往德興運動公園 ， 溪眸盡量減少

人工設施，無法避免的設計則盡量集中在尚志橋一帶，其餘地方維持自

然，保留為動、植物活動的空間，使美崙溪朝「自然生態公園 j 方向規

劃;他們的建言深獲與會者一致讚許，達成盡量減少人工設施，以保留自

然生態為原則 ，並獲縣長及劉課長允諾 ，以前瞻性的眼光，將美崙溪眸公

園闢建成全國首座示範性「自然、生態公園 J ' 天侖公司也從善如流地允

諾，將依會中決議與決策單位研商後重新設計 。

會後，縣長王慶豐及劉課長等人也在中廣、警廣的電台節目中接受訪

問，並接受民眾CALL IN' 一再強調自然、生態的美崙溪未來規畫方

向 。這是花蓮地區由民間參與政策形成的首例，與會者均感欣慰，認為這

是一吹「四贏 J 的會，因為如能朝「自然生態公園發展 J '則立下全國典

範的縣府贏、將因這項工程一炮而紅的工程公司贏、與會的專家學者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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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大的贏家則是可以享受生態及自然的社會大眾及後代子孫 O 而新象也

期望經由此案例，摸索出一條民間團體參與公共政策形成的最佳模式 。

不料，過完年，美崙摸整治工程開工後，下游j美昨植被在數天內完全

被鏟除;進流在菁華橋附近也被築堤攔截，只留一!走狹窄的河道，而數輛

怪手正在大興土木. . . . . . 。 工程進行非但不符會中快議，且進昨植被及少數

稀有種動、植物將消失，與縣府一再強調及貝間期待的「自然生態公園 j

完全背道而馳 O

因此，關懷小組於四月十日前往縣政府與王縣長溝通，再度表達對美

崙進i可讀公園營造的期望 O 並請專家詳細解讀工程公司的施工設計圖，發

現施工圓修改的非常有限，天崙公司並未依照「美崙j是推動委員會 j 第四

次會議中的快議，朝「自然生態公園 」 的方向重新規畫，縣府顯有袒護失

職之嫌;且得悉四月十三日縣府就要舉行美崙摸整治工程預算的蓓核審查

會議，通過後美崙{是即將變成第二條冬山河，民眾參與的空間將要形窄

化 。

四月十二日，關懷小組就二期工程規畫內容與「美崙摸整治推動委員

會第四次會議」中，縣府與工程公司承諾接納的修改意見，提出「美崙摸

整治工程修改設計建議書」呈縣長、主任他書及建設局長，並召開記者

會，就雙方歧異之處提出說明 。

此外，關懷小組並協同縣議員於五月十六日舉行美崙溪整治去聽會，

促民眾、縣府相關人員、專家學者、設計公司與各級民意代表面對面溝

通，以彌平意見的落差 O 最近， I 關懷美崙摸社團聯合會」 一一包括荒野

協會、花蓮鳥會、璟保聯盟花蓮分會、國際藝術村協進會、璟保工作隊及

新象社區交流協會在璟保局召集下，將於六月底前聯手舉辦「境保一夏

清掙我家清淨美崙溪」系列活動，結合花蓮市民、社團成員及溪眸居

民、學校學生，共同參與美崙溪流域污染整治工作， 一起關心美崙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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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運 。 也期待縣府相關人員與工程單位了解花蓮市民捍衛黃崙摸自然生

態的決心 ， 知道「民之所欲」是什麼 ， 而有積極的回應 。

二、關懷組 就地札根

花蓮民眾在縣政府整治美崙慎的過程中，自發性表達他們對整治工程

的意見 。 而熱心的民眾以及與河川整治有關之各層面專家，要組成了闕，慎

小組，企畫並推動整個關懷行動，廣邀地方居民、政府承辦人員及傳播媒

，讓民眾由各個不同的面向發表他們對美崙溪整治的意見及對美崙摸的

期待;並委由新象社區交流協會將活動中蒐集到的聲音作成「民眾意見報

告書」呈縣府參考，希望縣府官員能從活動過程中了解民眾的需求與期

望 ， 深獲各界重視 。 雖然縣府對「自然生態公園」的定義及形成的條件，

與民間的認知有差距，以致於施工結果與民間的期待有極大的落差，但這

已是縣府開放公共工程給民間參與的首例，民間希望這樣的參與過程，能

形成縣府未來規劃各種公共工程時廣納民意的模式，以符合民眾的期待，

減少抗爭及社會成本 。

而包括荒野協會、花蓮鳥會、璟保聯盟、國際藝術村協進會、璟保工

作隊及新象社區交流協會等數個代表不同社會利益的民間社團 「關懷

美崙溪社團聯合會 J 之成立，更為往後的美崙溪營造及其他公共工程的參

與奠定了一個關懷的組織雛型 。

三、行動大事記

84. 10 月間 新象社區交流協會成員認為貫穿花蓮市的美崙摸是花蓮的靈

魂，對花蓮人極為重要，而縣府正準備對其流經的精華區進

行整治，經協商後，決定列為協會對大花蓮地區生活璟境的

優先關懷議題 。 隨即展開行動，搜集相關資料，並拜訪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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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專家學者、及具豐富社區經驗的實務工作者，包括福

林社區、台大城鄉所、中研院植生專家，交換意見 。

84.12.10 新象邀請代表兒童、青少年、成年、老年、婦女、殘障等不

同年齡層及社童福利之社團，召開「我愛美崙摸」籌備會議

「居民參與社區，社區會更好 J 座談，獲以下結論:

(寸參加座談會的社團，共同決議成立「美崙摸關懷小組 J 0 

( 其後，經常參與研商的小組主要成員有:李思恨、張

惠珠、董美貞、廖美菊、姚誡及新象社區交流協會 o ) 

(斗縣政府水利課承諾:

@工程把標延後一個月(至八十五年一月十日正) ，供

新象匯整民眾意見，旱縣府作參考。(後縣府仍於一

月六日把標，但流標 o ) 

@新象可推薦代表參加縣府召開的 「美崙摸整治推

動委員會」開會 O

84.1.3 關懷小組擬定「我愛美崙摸」系列活動計畫書，由新象社區

交流協會代表發文是縣、府，並申請活動經費新台幣

$1日，865元 。

85.1.7上午 關懷小組暨新象協會舉辦「發現美崙溪」溯慎之旅，百餘位

民眾分組，由水文、人文、生態、景觀、社室等不同領域的

專家學者，帶領民眾重新認識美崙溪 O

下午 關懷小組暨新象協會舉辦「描繪美崙溪」座談會，熱心的民

眾、專家學者與社畫代表，熱烈表達心中對美崙摸的期望與

關懷，描繪出一條健康、自然、具豐富人文、動植物生態、

及兼顧各社畫需求的河流遠景 O

85.1.18 @有關「美崙溪整治」花蓮民眾意見報告書，由新象代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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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呈縣府參考 。

@推薦李思恨、林j草生、張蔥、珠、壇黃菊 、董黃貞 、周|舌弘

等六位專家學者及社軍代表 ， 參加「美崙J是 j可川整治推動

委員會 j 之會議 。

85.1.27 六位代表應縣政府邀請 ， 參加「美崙摸整治推動委員第四吹

會議 J ' 充份表達各人對美崙慎的期待 ， 及對現有規畫中大

肆破壞自然生態、過度人工化立不滿 。 獲縣長、水利單位及

設計公司之尤諾 ， 揚棄原有的規畫 ， 將美崙{是暨{￡昨整建為

全面、首座「自然、生態景觀公園」 。

85.2 月 關懷小組邀請天侖公司人員安I j花蓮 ， 免費招待食宿 ， 並由專

家陪同深入了解美崙逞 ， 其同討論規劃細節 ， 但遭到拒絕 。

85.2 月 美崙區第一期工程開工 。

;是昨植被悉遭鏟除 ， 令關心美崙{是者痛心疾首 。

85.3.22 關懷小組及新象協會成員開會快走 ， 才巨領「我愛美崙慎系列

活動 」縣府補助款 1 5 萬餘元 。

85.4.10 新象協會代表關懷小組拜訪縣長 ， 表達對英崙慎河損公園當

造芝期望 ， 得悉 4 月 1 3 日二期工程將進入稽核審查階段 ，

進爭取縣長同意 ， 了解二期工程規劃內容及提出修正建議

案 ， 而縣長也表示 ， 隨時歡迎民眾了解工程內容、提供參考

意見 。

85.4.11 經關懷小組緊急7解天侖公司施工詳圖後 ， 發現天侖公司修

改極為有限 ， 並未依照第四吹「美崙溪整治推動委員會」之

決議，朝自然生態公園方向修改 ; 而縣府十三日即將舉行禧

覆會議 ， 若通過則為最後定案 ， 因此棋以緊急措施阻止該案

通過 。

393 



河川清流研討會

85.4.12 關懷小組召開記者會 ， 表明民間對天侖公司及縣府施工計畫

的失望 ， 指出政策方向與民意的落差 ， 邀媒體記者一起挽救

美崙溪獲記者們大力支持 。

星「美崙摸整治工程修改設計建議書 J 子王縣長、主任秘書

及建設局長，並就二期工程規畫內容與「美崙溪整治推動委

員會第四次會議 J 中縣府與天崙公司承諾接納之民間意見歧

異之處提出說明 。

85.4.13 I 美崙溪整治二期工程預算禧核會議」抉議延後審查 。

85.4.15 美崙溪關懷小組初步決定協同縣議員擇期召開公聽會 ， 促民

眾、縣府相關人員、學者專家及設計公司公開討論此事 。

85.5.1 由「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 J 、「花蓮縣野鳥協

會 j 、「花蓮縣國際藝術村協進會」、「中華民國璟境保護

聯盟花蓮分會」、「花蓮縣璟保工作隊」、「花蓮縣新象社

區交流協會 j 組成的「關懷美崙溪社團聯合會」加入關懷行

列，共同決議公聽會相關事項 ; 並決定在六月底前舉辦「璟

保一夏一一清掙我家清淨黃崙溪 J 系列活動 。

85.5.16 花蓮縣縣議員盧博基、徐永滿與「關懷美崙摸社團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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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美崙溪關懷小組」聯合舉辦「美崙溪整治公聽

會 J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