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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島保護

管制，並提倡合理執行的理念。

第 4: 呼籲政府執行環保掃黑

在黑道勢力廣泛介入廢棄物處理等工程事業的情形下，與

會人士也呼籲政府應全面展開環保掃黑，把真正介入、破壞環

境的流氓全捉起來 O

第 5 :整合河川流域管理成立環境資源部

與會人士同時也對水資源管理應重於開發，不能為了經濟

開發而破壞水資源，以及建議政府建立單一窗口，整合河川河

域管理事權，並跨越部會成立環境資源部，統籌環境源保護事

務達成共識。

第 6 :災區遷村及堪塞湖存廢等問題，都應回歸專業判

斷。

第 7 :以生態保護及安全為優先考量。

第 8 :政府應劍及履及儘速完成中台灣飲水等維生系統建

設工程。

第 9 :限制山坡地非農業開發使用;鼓勵生態造林，而非

為砍伐而造林。

第 10: 從中台灣經驗的了解，避免不必要的山區道路擴

建及開發。

第 11: 重建台灣海島認同，不要老是在大陸認同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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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回歸到海洋生態、政治、經濟及文化的價值

認同。

第 12 :再造台灣海洋生態立國發展策略及脈絡。

第 13 :重回閩客海港文化，重拾原住民對海洋資源保育

的理念。

第 14 :找回海島人民對親水近海的權力，反對繞過工業

區才能看到海的生活。

第 15 :海洋三法能儘早落實對海洋的保護，建立海洋公

民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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