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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關懷結合社團
NGO手牽手一守護河川從教育著手

。林盛豐/時報文教基金會河川小 .汪靜明/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 .歐陽帽暉/台灣水環境再生協會 .林孝信/社大全促會理事長
組顧問 研究所教授 理事長

行政院在去年編列一千 境再生協會理事長歐陽峙 台灣 ﹒永續台灣的挑戰 經驗來說，八年的長期計

四百一十億元的治水 暉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河川與海洋特展 J '下鄉到 畫 ，民間能介入並使力的

預算，為發揮民間監督力 理事長林孝信 、 國家防災 各地中小學去展覽，希望 空間雖有限，但仍有可努

量 ，同時從學生到一般民 中心研究員李維森等人 。 藉由相同模式，以 ' 7.)<.7.)<. 力的方向，第一必須動員

眾都可以了解全球暖化議 時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台灣列車」系列活動，結 專業相關的水利、土木系

題 、 身體力行守護河川， 余範英在會中首先發言表 合民間社團力量 ，在環境 教授來深入了解，其次必

時報文教基金會特地在三 示，時報文教基金會長期 教育議題上 ，尤其是有關 須加入各地非營利組織或

月九日舉辦 「 水水台灣、 關心河川 、水資源問題， 暖化和對水資源的影響進 是社大， 第三則是將相關

參與關懷、結合社團 」 座 針對台灣的山水保護有一 行長期教育 。 理念落實基層，如深入
談會 。 定的了解， 二00六年因 河川小組顧問林盛豐認 中 、 小學校園以課外教學

為政府治水推出一千四百 為 ， 首先必須先了解大的 的方式，讓學生知道河川

;台水預算缺乏非工程概念 一十億元的治水預算，她 行動框架， 一千一百四十 是活的生命體， 形成一種

當天座談會與會人員有 在公共工程委員會看到第 億元的治水預算已經在立 風氣， 一旦小學生擁有的

時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兼 一期計畫書，內容大都以 法院通過，從目前的預算 知識都比民意代表多，就

執行長余範英、副執行長 工程為主 ，鮮少有非工程 看來，專業的學術界沒有 有可能對民代 、 立委造成

林聖芬、 H寺報文教基金會 的概念與教育宣導 。 參與其中， 一般民眾也不 壓力，若是三方面都可達

河川小組顧問林盛豐、台 了解，而水利署又有消化 成，則可借力施力，藉此

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 深入基層 教育發酵 預算的困難 。 造成輿論，舉辦公聽會 、

所教授汪靜明、台灣水環 基金會過去舉辦「水水 以他曾任職政務委員的 記者會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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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社團)疑緊正面力量 導公共衛生教育，卻經過 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 川保護小組在台灣經過十

董事長余範英認同林盛 二年才看到一點成效 。 研究所教授汪靜明強調， 多年的努力，已深耕在

豐所說，並強調 「 水水台 國家防災中心研究員李 時報文教基金會長期以來 地，接下來要作的是突破

灣列車」部分應從教育宣 維森則說，防災中心有三 推動關懷水資源工作，透 非工程于段 。

導、加強學生以及民眾的 大目的，對政府提出建 過時報河川保護小組的運 汪靜明認為，治水計畫

認知做起，或許先從有綠 議、落實執行，以及推動 作，希望結合各地大、 第二階段中的保育防災的

校園概念的中小學加以結 社區防災概念，從過去經 中 、 小學 、 基金會 、 NGO 宣導， 一定要列入預算，

合，非激進或堅持本位主 驗看來，社區才是防災的 團體 、社區大學，以 「 水 至少要求在第二階段編列

義的非營利組織也加以結 第一線，人是最好的感應 水台灣」 的概念來結合推 十億元來作宣導教育以及

合，依其社團屬性分為專 器，環境一旦發生災書 ， 動，這樣的作法在台灣環 生態防災的教育宣導工

業、積極 . . . 等不同， 配合 人馬上就會知道 。 保教育界堪稱首屈一指 。 作 。 當初審預算的時候，

屬性區分活動， 也可請河 防災中心目前肩負一重 以一個媒體企業長期關 主計處否決掉此一部分經

川小組顧問到各地上課， 要任務，就是派人到社區 懷台灣山水，又要把政府 費，其實每個單位都有編

以資源整合的概念慢慢串 進行巡迴工作坊，以宣 單位教育部拉入進來，在 列，所以一旦活動開始推

聯，讓正面力量凝聚 。 導、教育為主，討論社區 這種情況下，他建議 ，在 廣，水利署、水保局、林

對於和社區大學結合， 中危險的因子，規劃出逃 策略上應利用 串聯的形 務局一定要配合 。 如果這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理事 生、避難的路線，這一系 式，因為聯盟的話，容易 部分都掛零，如何對全台

長林孝信認為，社區大學 列工作已推動有二 、四年 給人結黨的形象 。 同時可 灣的民眾作宣導，只能從

本來就是公共財，但教育 的時間，去年開始培養種 以跟教育部申請，在所有 現階段的工程款中，砍一

並非一蹦可及，可能需要 子教師，在全省二十五個 的活動中結合研習、教師 品經費或是撥一峰比例出

兩、 三年的時間才能發 縣市成立十七個協力機構 認證，並頒發證書，各種 來 。 在第二階段若能編經

酵，目前社區大學也有人 來協助地方政府 。 因素一應俱全，便可在短 費作教育宣導工作，各地

關注環境教育議題，但並 時間內通通 「動 」 起來 。 學校、團體有了資源，從

非關心治水預算，除非用 從中央到地方第一線 都 一千多億拿出十億作全民

不同手法才能在短期間見 不缺席 做好萬全準備 水水教育 關懷台灣土地，並從媒體

效 。 他語重心長地說， 畢竟 列車毆動7 的社論、新聞發表來施加

科技中心只有一個，無法 汪靜明強調，以往的 壓力，裡應外合才能傳到

社區大學應著重具行動力 深入各地，畢竟不可能從 ' 71<.71<.台灣」教材也可以運 真體成效 。

的活動設計 台北直接指揮調度，協助 用，先找出當初參與的

短期活動的設計應具有 如高雄等地方單位，這幾 中、小學，給他們新的訊

行動性，才能走進社區， 年他們也看到地方政府觀 息，也可以利用網路機制

在教學上規劃活動，透過 念上的改變 。 接下來希望 在時報的網站上下載，公

活動、課程讓民眾了解自 向下推廣到鄉鎮層級，也 聞所有相關資訊 。 總體而

己JE扮演的角色，而專業 能跟政府單位相結合，如 言 ，用溫馨 、 關懷的列

教授可施力的地方，恐怕 水利署、水保局等等;也 車，而不是用激進的，讓

需更長遠的觀察才能看到 因此對時報基金會要從民 大家知道 「 歐動了 J '相信

效果;舉例來說，在SARS 果參與的角度主動推廣， 這也能達到教育部計 畫的

期間他們成立防疫隊，宣 他樂觀其成 。 預期目標 。 男一方面，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