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i巨大學

社區大學的洞流巡守連動
台南社大結合課程與廢水排放監管 ， 為推動美麗社區做出示範

沈澱與引領
社區大學是-41司計典的教育體制，可以透過件身

學習引導市氏逐步參與公共識題的思辨與改革。第

六屆社大全 l哥叫什會的「何況專題 」 主運館即是說

今年的社大全國研討會已在四月間圓滿閉幕，時報

文教基金會有信在六年前的起始階段參與和見證'手土

大由一點綠芽到現在「 小 」 樹成蔭的成長過程 。 相較

於以往 ，今年的研討會有著更多橫向與縱向的聯繫與

交流.跨縣市甚至跨國際社區 大學的合作和借鏡，交織

並擴大橫向面的影響，而與中央和地方執事當局的對

話也直接傳達社大強烈的生存意志與使命 。 同時，

「窗外的學校」 以專題主現，帶領我們回顧社大這六年

來的歷程和成果;社運晚會為兩天緊湊的研討譜級浪

漫而堅定的詩樂 。 藉 由經驗分享、學術實證與智 慧 的

結合，希望未來社區 大學的發展能如同今年大會揭示

的主題，在社會急流或亂流中，創造新契機 。

開創新契機必須以初始宗旨為根基，社區大學籌辦以

來在黃武雄前輩 、 顧忠華和林孝信教授等人奔走下，

積極尋求「解放知識 、 改造社會 J '今日的社區大學必

須重新檢視，在間互交知識閉門的同時，是否嚴謹地掌

握了知識之流，抑或被功利化的需求所掌握 。

至於改造社會 ，更必須反思社大在渾渾亂象中參與社

會革新 、 凝聚公共意識的動力和勇 氣，這是社區大學

力量和價值的所在， 應為始終之堅持 。 相信未來因為

勇於沈澱，所以我們能夠引領社會價值;因為深植根

基，我們將綠林成蔭 。 值此社大新晴轉授之際，我們

寄予最深的祝福與期望 。

余範英 於第六屆社大全國研討會

品社大實際的努力與威果 。

河流巡守.以台南社大為例

最新的資料顯示 r惡性

腫瘤 J 1 7年來一直在台灣

人民的死因中排名第一 。 而

台灣癌症死亡率最集中的河

流 ， 又以台南鹽水溪排名第

一 ， 台南將軍溪 、 台北淡水

河並列第二。

這樣的數據促成台南市社

區大學投入「河流巡守」計

劃仁與長榮大學等六所大學

共同進行培訓， 推動志工記

錄 、 巡守台南市的五大河

流 。 並與縣市政府環保局等

公部門合作，彌補稽查員不

足， 實際監管工廠違規偷排

廢水的問題。

以 「環境佈道師」 、 「台

南市社區大學環境學程」 及

「生態攝影」等課程 ， 培訓

出以研究生、 大學生及台南

市社區大學的市民學員為主

的巡守員 ，同時參與的大學

及單位開始劃分河流巡守區

域 ， 進行觀察及記錄 。 經過

約半年的持續監測， 於安順

工業區及永康工業區分別數

控到有工廠持續於夜間偷排

廢水進入嘉南大圳及鹽水溪

的案例 ， 於是巡守人員便開

始進行攝影及記錄排放時間

點 、 污水採集等程序及質證

的蒐集。

在相關基礎物證蒐集完畢

後，交由台南縣環保局處

理 ， 在證據確鑿的情形下，

分別開立罰單及持續派員監

控至改善為止，此舉成為台

南縣市官民合作的良好範

例。 而巡守單位所獲得的環

保署獎勵金則成為未來推廣

河流巡守志工培訓及巡守資

料庫成立之經費 ， 經過這樣

的操作過程，初步獲得成果

後，我們開始思索如何把經

驗擴大，而目前蓬勃發展的

社區大學 ， 便成了我們首要

建立的推動網絡。 試想，如

果全國八十餘所社大可以投

入台灣河流的守護與教育 ，

那將是一個相當完整的網

絡 ，也是一股督促政府及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