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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家園
時報文教基金會持續關懷

和興村變有機村

幾秒鐘的天搖地動卻 相當於全村現住人口的五分 起點 。 產業 ，而地方政府狀況不

奪去無數人的生命與 之一 ，摧毀兩千五百棟房 今日在回想起九二一大地 斷 、 重建家園看來遙遙無

家園 ! 人們認識自己的渺 子，十屋九倒 ，地貌飽受摧 震發生時 ， 那種慘不忍睹的 期，鄉民在水深火熱的生活

小、 無助 ， 也重新思考人與 殘， 不僅改變這片土地的面 情景，家園面目全非，完全 中，早已失去信心，中寮

土地的關係 。 貌， 也從此扭轉這個村落的 無法想未來的生活該如何走 鄉有機文化協會總幹事張桂

命運與文化 ! 不過，危機何 下去 。 源原是一個在和興村土生土

大地震震出「和興」新生命 嘗不是轉機， 這場震災也衝 在中寮鄉長期以來都是以 長，成年後離鄉在外 ， 事業

南投中寮鄉九份二山南麓 撞激盪出和興村村民對鄉土 種植柳丁 、 香蕉 、檳榔等經 有成的年輕人，本以為當企

的和興村， 在九二一大地震 的熱愛，重新思考生活環 濟價值不高的作物為主 ，從 業家 、 開賓士、住洋房，生

被奪去一百七卡九條人命， 境，成為改變和興村命運的 來沒有人談論要發展其他的 活樣樣高人一等，才是所謂



成功的人生 。 但是九二一地

震，讓他感受到生命無常，

對價值觀和成功的定義，有

了迴然不同的認識。 - i11專

念 ， 張控源毅然放棄蒸蒸日

上的事業，回到如廢墟般的

家鄉與鄉親共渡難關。

造林救土地雙方一拍即合

張控源努力奔走，遭遇重

重阻礙之後 ， 終於勸說村民

提供土地進行造林工作 ， 他

也清楚的知道若要落實和興

村民的造林復建方案 ， 必然

需要包括企業界與社會大眾

的響應支持，捐助必要的復

育經費 。

因為要把整片的檳榔改變

成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森林不

是一件簡單的事 ，林木若要

成林最少需要十年的時間，

而且和興村捏房屋全倒及半

倒率高達百分之九十 ， 每個

人都遭受巨大的損失 ， 要如

何才能讓農民心甘情願的配

合造林安家的活動?更何況

未來的收入在|哪裡 ?

輾轉尋覓之後， 他變找上

時報文教基金會，基金會多

年前推動 「 河川保護計劃」

系列活動，設立種植二千萬

棵樹救台灣水源專戶，推廣

每一個人種一棵樹的概念 。

九二一震災出現許多崩塌地

亟待植林以保持水土，對於

曾經備受爭議的檳榔園砍除

改植樹木，深感是種覺悟，

也是契機 !

全球暖 化在

因為考慮到村民的生計問

題，因此推動民眾到和興村

做認養種樹的活動， 一方面

可以造林， 另一方面也希望

兼顧村民的經濟 ， 也寄望能

夠從中找到其他方向，若可

從民眾到訪協助種樹的過程

中 ， 產生附加價值，有人就

有各種需求，在無形之中，

便創造7許多村民的就業機

會。

把檳榔園變綠林

在這幾年中村民陸陸續續

將賴以維生的檳榔樹砍除、

大量造林護土，進行生態景

觀復建，期把生機還給大

地，地震震垮了山林 ，要

棵一棵地把樹種回來，並使

用森林農耕法來造林 ，先在

檳榔樹下種樹苗 ， 樹苗因為

競光作用，樹苗會長得比較

快 、比較高，就不易被爬藤

類攀附，進而增加造林的存

活率，另一方面則是在等待

成林的過程中，若直接把檳

榔樹砍掉，土地一片空空蕩

蕩，可能一場雨就會引起明

塌，而且檳榔還有經濟價值

能夠讓村民還有一些收入，

另外基金會一棵樹便補助一

百元的復育費，可讓村民在

經濟方面稍微得到喘息，而

今和興村在獲得各方協助之

下， 已小有成果。

因為他們有不向環境低頭

的勇氣，隨著遊覽車一輛輛

的來訪 ， 重建之路也越來越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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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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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來看到理念的實踐

對基金會來說， 一方面是

多年來一貫理念的質踐 ， 另

一方面期待得到更全面的回

響，匯集更多種樹資金，以

推廣及於和興村以外 ， 全台

各地水土保持不佳 ， 亟待種

樹救水源的地區，使得台灣

寶島也可重現盎然生機。

九二一震災屆滿七年，時

報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余範英

日前借同前重建會執行-長 、

中國醫藥大學黃榮村等專家

替和興村把脈，企盼與地方

眾志成城，以十年計-畫共同

邁向另一個新的階段 。

「我們未來的空間無限，

結合有機 、 生態 、 文化多元

發展的觀光休閒園區，必將

吸引更多人潮 。 」張程源對

和興有機文化村的願景充滿

信心 。 不過，他也有隱憂與

困難，有機村在這幾年時間

能有目前的績效，除了村民

本身的努力 ，政府資源的投

入自是不可抹煞 ， 包括一些

軟硬體的公共建設等等 。

中寮鄉長陳月英 、 鄉農會

主任白文智並指証歷歷說，

不肖商人震災後深入最頂

村 、 清水村等地，高價販售

肉桂 、 香樁等種苗給農民 ，

卻以低價收購 ，甚至用大陸

貨混充成品對外銷售牟利，

對農民造成二度傷害 。 白文

智也表示災後清水內城一帶

.眩，

有商人以高價販售肉桂 、 香

樁等種苗，農民用高單價購

買 ， 商人卻以一公斤五十元

收購 ， 再以一百元賣出 ，賺

取高額利潤 。 農會已幫農民

成立肉桂 、 春樁產銷班，保

障農民收話 。

努力不懈與自然共生

和興有機文化村已獲列為

國際第九個生態村 ，未來具

有發展國際旅遊及國民外交

的潛力，但沒有充裕的資

金 、 沒有財團的幫忙，靠的

只是在地人的愛鄉愛土精

神，這一股生命力如能向全

球發聲，不久的將來在國際

上應會得到回響，願意來台

灣看一個大地震震出的有機

文化村 ， 也讓國際對台灣有

新觀點 。

如今的和興村，懷抱著與

自然共生的理念，為村民及

這塊大地帶來生機，從華路

藍縷的困境 ， 一路跌跌撞撞

地走來， 和興村努力建構有

機文化村新產業 ， 成立原生

動植物公園 、 生態、池 、 發展

有機美食餐飲，進行河堤自

然生態化 ，重建當地的文史

館 、化石步道 、 龍興橋綠美

化，種種推動綠色文化的用

心，不但讓種下的綠樹生根

發芽 ，同時， 也讓尊重大地

與自然共生的精神茁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