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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川污染整治行動年開跑
時報文教基金會河川保護小組提建吉

J忍之濟發展掛帥下，台灣
'1':.:己的環境仍持續遭受嚴

重的破壞 。 五十條重要的河

川 ，已有長達三分之一的河

段，總長將近一千公里受到

污染 。 而河川污染源頭大部

分來自於家庭生活廢水、工

業廢水與農產養殖業廢水 。

解決家庭生活廢水最直接

的工作就是污水下水道的興

建 。 截至目前為止 ，台灣家

庭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只有

7.的，不僅遠低於馬來西

亞的85% '甚至此肯亞都

落後 。 經建會副主委張景森

曾於89年9月時報文教基金

會所主辦的「水的願景 」 研

討會中代表政府承諾，將於

90年至93年 '4年內將污水

下水道的普及率自7.6% 提

升至 1 7% '亦即每年需提

升2.5% 以上;而行政院除

同意斥資五百億元外，也同

意將用戶接管費列為工程建

設經費，由中央全額負擔 。

據了解，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每增加 1 % '即代表需48億

元的經費，亦即每年所需經

費至少120億元以上 。 在當

前經費窘迫的情況下，如何

編者按 :

民國 91年為環保署的 「 河川污染整治行動年 J '環保署除

著重鎖定重大污染源、加強稽查取締外，並將透過文宣，呼

籲民眾勇於檢舉排放廢水的不法業者 ，協助環保署椎動河 )1.1

污染整治工作，終結河川污染 。

時報文教基金會河川保護小組自民國七十九年成立迄今，

投入關懷河川十一年，對於結合民間力量參與河川整治有相

當心得，以下是小組所提出之看法與作法 ， 作為環保署與基

金會未來推動河川 關懷保育的參考 :

業廢水也就一

直污染河川 ，

因此如何結合

社會力，督促

地方政府落實

污染取締工

作，也就攸關

河川污染改善

工作成敗 。
。每逢豪雨過後，上游沿岸的垃圾隨著河水沖刷而下 。

結合立法院與民間團體，促

成政府重視污水下水道建設

工程的重要性，籌措污水下

水道建設經費財源，提升污

水下道建設工作 。

此外，加強工業廢水與養

豬廢水取締工作，是解決事

業廢水不二法門，而過去負

責污染源取締工作的地方政

府 ， 動輒受到民意代表平

擾，根本無法收到效果，事

新任閣撰游

錫草，在擔任宜蘭縣長推動

環保與文化結合，游錫市忍

誨，堅持環保才是根本 ， 有

優美環境才有未來的永續發

展 。 而環保離不開愛鄉愛土

的觀念，自本土文化入手是

必要的步驟 。 以環保為本，

文化為核心，高度結合觀光

與資訊產業，形成產業發展

的動力，對內加速宜蘭人國

際化的腳步，對外以趕上第

三波產業革命為目標，吸引

高科技資訊業投資，促進宜

蘭產業升級，達成「具田園

之美的科技縣」 。

無可否認的，社會大眾環

保意識的覺醒與積極參與河

川保護的工作是河川整治成

功與否的重要關鍵 。 因此，

環保觀念的扎根工作，必須

落實。建立一套可自動運轉

的河川教育機制，是達成長

程目標的基礎 。 學校教育

中，如能以全國三千所中小

學為推動平台，以河川流域

中的學校為伙伴計畫，配合

九年一貫教材的推動，將河

川保育納入鄉土教育之中，

充分結合影像、 平面及網際

網路，使學生能在教育過程

中，不只認識故鄉河川 ，更

能親手體檢河川7.)(質生物的

變化，感受河川污染的嚴重

性 。 而目前已積極進行的社

區總體營造，如能配合各環

保NGO團體與大學相關系

所的專業知識，將河川保育

的觀念，廣而推之，使社會

大眾將保護河川的意識化其

實際行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