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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6 日舉辦員工室內在職訓練，講師教授可抒解
壓力之呼吸法並讓同仁分組練習

　　為推行水利會事業轄區內農

業轉型工作，台北市瑠公農田水

利會與財團法人台北市錫瑠環境

綠 化 基 金 會 於 11 月 13、14 兩

日舉辦 107 年度休閒農業轉型觀

摩參訪研習活動，邀集水利會會

務委員、小組長、班長及水利會、

綠化基金會工作人員共同參與。

　　首先參觀位於苗栗縣卓蘭

鎮，有 30 年歷史的「花露休閒

農場」。歲月讓農場擁有濃密的

樹木，營造自然蓬勃的環境，隨

季節種植的聖誕紅、繡球花是招

來遊客的話題。香草植物是農場

的生財工具，萃取植物精油研發

各式各樣產品，複合式經營有多

重附加價值，是轉型休閒觀光成

功的著名案例。

　　接著到 2018 臺中世界花卉

博覽會「外埔園區」參訪，展區

以農業休閒體驗暨自然環境教育

為主，具「花」卉、「農」業、

「竹」藝、「水」色四大亮點。「樂

農館」學習食農文化，並展現從

研發育種、生產加工到包裝銷售

等過程。「智農館」展示各種稀

有奇特的蕨類、鳳梨科、蘭科、

秋海棠科以及苔蘚植物生態，讓

民眾體會植物的美麗與奧妙，藉

以宣傳自然生態保育的重要性。

　　第二天上午參觀豐原「葫蘆

墩公園」，此區緊鄰軟埤仔溪，

以「水岸花都」為主題，設計各

式色彩繽紛的裝置藝術美化公

園，並有國內各縣市參展的國內

庭園區，展現各地風土民情特

色。

　　最後參觀位於桃園市蘆竹區

的「源鮮智慧農場」，新穎的垂

直智慧農場技術研發，藉由光

學、農場管理、植物保護、奈米

氣泡水與微生物應用等各項專業

學科，以室內植物工廠水耕方式

種植各種葉菜類蔬菜，提供網路

與實體店面販售，並進行異業結

盟與契作等方式與不同產業連

結，營造農產品的多元發展。

會 務 映 象

 10 月 1 日舉辦瑠公墓秋祭，場面莊嚴肅穆
 11 月 6 日至 11 月 7 日召開直選第 4屆第 5次會務

委員會

 12 月 3 日舉辦資訊講習，邀請講師講授「雲端辦
公術 -Google 雲端」

 12 月 7 日戶外在職訓練參訪位於宜蘭員山之噶瑪
蘭威士忌酒廠，廠方人員解說製酒流程

本會代表與日本姊妹會參訪交流後於 12 月 13 日
至靜岡縣觀摩長島水壩

休閒農業轉型觀摩參訪研習活動報導

財團法人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 技術組組長 陳坤燦

 全體人員於台中花博外埔園區入口合影

 於源鮮智慧農場觀摩新穎的垂直智慧農場技術

花露休閒農場解說人員解說香草植物之特性
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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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創始人郭錫瑠先生，祖籍福建省南靖

縣，為了改善台北地區水源缺乏、屢遭旱災、

無法開拓農業的狀況，決定變賣家產、建堤開

圳。興建期間，不但經歷原住民阻擋與襲擊，

更因為水路所經地區多為地勢險惡之叢林山

嶺，不利於工程之進行。但先生不畏艱辛，本

著犧牲奉獻、造福鄉梓的精神，終於完成引入

大台北地區的供水大圳瑠公圳。本會之名稱由

來即感懷郭錫瑠先生艱苦開圳造福後世之功。

　　本會每年舉行圳頭祭，一方面感念先賢瑠

公及後人篳路藍縷，開圳守成，奠定基業，另

一方面感謝上天一年來的庇佑，並祈求未來一

年會務順利、風調雨順、國泰民安。107 年度

圳頭祭於 11 月 22 日假新店工作站舉辦，由

林會長濟民主祭，各組室主管、同仁、會務委

員、水利小組幹部等持香陪祭，在專人悼念祭

文、眾人寧靜肅穆上香鞠躬中完成行禮程序，

儀式簡單隆重。

　　本會藉由每年的圳頭祭，追思開圳先賢，

意義深遠，並達成聯繫情誼、增強向心力之目

的。

　　依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農田水利會每年應召開水利小組組長聯席會議或水利

小組組長、班長聯席會議二次，檢討年度工作計畫及小組任務執行情形。本會於 107

年 11 月 22 日召開 107 年水利小組第二次小組聯席會議。

　　本屆水利小組組長及班長因故出缺部分，已依規定辦理遴聘，會議主持人特於會

議開始前，向與會人員介紹新任水利小組組長及班長，以加強各水利小組間之互動。

　　會議首先針對管理組工作進行報告，報告內容包括本會二工作站圳路管理相關業

務、轄區內灌溉業務現況、圳路水質檢驗及監視工作成果、更新改善及災害復舊工程。

　　本次會議除例行性

之工作報告外，因今年

恰逢九合一選舉及公投

案，會長更利用機會進

行政令宣導，一方面表

明瑠公農田水利會之政

治中立立場，另一方面

也呼籲各水利幹部盡量

參與投票，行使自身權

利，發揮民主價值。

本會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公告實施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4 條規定，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

定會同勞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機

關所在地之勞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本會歷經安全工

作守則啟動會議、勞工代表推選會議及四次條文訂定討論會

議，已完成修正草案所有條文 ( 共計十章、65 條 )，並於 10 月

12 日 ( 星期五 ) 召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員工大會，向全體同仁

宣讀條文各章節重要事項，確認條文無異議後，函報臺北市勞

動檢查處備查，並公告實施。

緬懷先賢 舉行圳頭祭

107 年度圳頭祭於新店工作站前舉行

林會長於 107 年度水利小組第二次聯席研討會中致詞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員工大會 - 由吳總幹事仲榮向全體員工說明該守

則辦理情形

召開 107年水利小組第二次小組聯席會議



　　台灣為海島型國家，不論是氣候條件、地理環境、耕種作物及農業發

展趨勢，均與鄰國日本極為相似。因此，本會長期辦理相關業務交流活動，

希望以日本經驗為借鏡，改善本國農業

灌溉、排水問題，並達到促進良好外交

之目標。

　　本會自民國 82 年起與日本市原市

五井連合土地改良區締結姊妹會，該會

位於日本千葉縣轄內，屬日本首都圈之

範圍，與本會同為都市型之水利組織。

　　此行由會長率本會會務顧

問、會務委員、主管及工作同仁

於 107 年 12 月 9 日上午搭機前

往，行程包含拜會姊妹會及參訪

埼玉、靜岡縣之農田水利設施、

茶園等，共計七天。10 日上午由會長率隊前往拜會姊妹會，該會與會者

包含理事長河野一雄、副理事長並木俊憲先生等人。雙方就組織、制度、

水利事業等進行意見交流，並討論都市化、生態等多元議題，會議氣氛和

諧，會後雙方互贈禮品並合影留念，為本次參訪劃下完美句點。

廣興圳進水口攔河堰改善工程完工
　　本會位於新北市新店區廣興圳進水口攔河堰，因配合新北市政府水

利局平廣溪防汛需要，於本年度拆除 10 公尺長的堰體，並用砂石回填缺

口方能引水，因此本堰體變成非固定式攔河堰。由於缺口僅用臨時性材

料填補，每逢大雨來到，很容易引起缺口破堤，以致於取水口水位下降，

圳路取不到水，造成該區供水不穩之窘境。

　　本攔河堰缺口因 11 月初一場大雨再次破堤，本會立即研議新工法。

引水除了填補堰體缺口外，是否有其他方式？經討論後，決定辦理「廣

興圳進水口攔河堰改善工程」。此工法參考臨時攔河堰作法，計畫於進

水口旁，運用塊石

堆 置 1 公 尺 寬 擋

水堤，並將長度延

伸至上游固床工，

該 工 程 也 順 利 於

11 月 中 旬 完 工。

期 許 此 工 法 能 讓

圳路取水順利，不

因 堰 體 破 堤 就 造

成無水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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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大豐抽水廠取水管線更換工程完工驗收
　　新店大豐抽水廠位於新北市新店區，屬本會之轄區，主要供應大坪林圳

之灌溉用水。該抽水廠自民國 80 年更新改善至今，已逾 27 年。歷經多年風

吹雨淋，導致輸水管線已多處鏽蝕，恐危害既有抽水功能。故本會編列預算，

執行該處取水管線更換工程。

　　該工程於 107 年 6 月 2 日開始施作，工期約 1 個月。惟因涉及水下作業，

天候影響甚鉅。所幸施工期間天候狀況良好，使該工程得於 107 年 7 月 9

日順利完工，並在 107 年 8 月 2 日完成驗收，維持抽水廠正常運作。

參加水利杯錦標賽  展現團隊運動精神
　　第 54 屆水利杯錦標賽於 11 月 28 日假屏東大學舉行，此為一年一

度水利界的盛事，本會員工人數雖不多，亦積極組成五支隊伍參加競

賽，各隊皆分頭進行集訓，會長鼓勵同仁，放鬆心情砥礪自己，發揮潛

能全力以赴，並把握時機與友會切磋敘舊，增進多方面的經驗與能力。

　　賽事進行時，本會同仁相偕替場上辛苦揮汗的選手加油，會長也巡

迴關心各項賽事，為選手們打氣加油。本屆男子羽球發揮平日苦練的成

效，即使遇到強勁對手也臨危不亂，穩紮穩打一路挺進四強賽，展現了

最佳團隊合作精神，最終拿下季軍的好成績。

　　感謝聯合會歷年來辛苦辦理多項大型活動，使得各水利會有機會參

與此一高水準之運動賽事，增進各會運動切磋交流之機會，同時也促進

同仁們之身心健康。

落實員工教育訓練　強化組織學習能力
　　本會每年皆舉辦多場教育訓練，期能使同仁增進競爭力及專業能力，

在追求跨域合作的時代，擁有多領域能力是本會砥礪自我成長的目標。

　　有鑑於此，本會下半年共辦理四場教育訓練，其中兩場次為室內課程，

分別於 7 月 26 日邀請聯合心理諮商所執行長陳凱婷講授「職場紓壓技巧 

提升正面能量」；以及 8 月 2 日邀請愛心理顧問有限公司創辦人吳姵瑩諮

商心理師講授「高效溝通術：這樣說，任誰都買單！」，另外兩場次戶外

在職訓練於 10 月 26 日觀摩桃園八德埤塘生態公園；12 月 7 日參訪噶瑪

蘭威士忌酒廠及員山蘭花園。

　　本會教育訓練不僅採以室內課程增加核心實力更透過實地走訪親身體

驗環境教育，以完整的教育訓練共同成長並促進身心健康。在理論與實作

雙管齊下，同仁們皆熱烈參與，彼此激發靈感並討論學習成果，不論對職

場或生活皆受用無窮。

10 月 26 日觀摩桃園八德埤塘生態公園 -全體員工於入口處合影

本會參加第 54 屆水利杯錦標賽，勇奪羽球男子乙組季軍

     雙方代表於五井土地改良區辦公室前合影

完工後之廣興圳進水口攔河堰順利取水

大豐抽水廠原有輸水管線鏽蝕嚴重 更換後之輸水管線

赴日拜會姊妹會  參訪交流開拓視野

本會林會長與五井連合土地改良區
理事長河野一雄先生互贈紀念品



　　本會為改善金門地區農業灌溉水源匱乏問題，委託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辦理「金門地區農業灌溉水源規劃建置計畫」。該計畫分為三期，第一期

工程內容主要為整併既有農塘以增加蓄水容量，第二期工程重點在改善生

態池及周遭景觀、塑造教育園區，第三期工程為施設管路灌溉系統供農民

使用。

　　本計畫案第一期工程 ( 農塘整治工程 ) 於 107 年 3 月 1 日開工，主體

工程內容為整併既有農塘以增加蓄水容量、營造綠能生態景觀並加強安全

防護設施。

第一期工程工期約 4 個月，施工歷程約可分為以下階段 :

(1) 第一階段 : 前期作業，包含土地鑑界及變更設計等。

(2) 第二階段 : 農塘抽水及開挖作業，包含鋼板樁設置等假設工程。

(3) 第三階段 : 主體工程施作，包含農塘、排水管、抽水井及渠道建置。

(4) 第四階段 : 雜項工程，如生態梯、維修梯及周遭植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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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氣候變遷加劇，澇旱災發生頻率急遽上

升，所造成之衝擊及影響的範圍愈趨擴大。且因國

人生活水準提高，飲食習慣改變，自民國 70 餘年

起，國內稻米開始生產過剩，國家政策改向推廣雜

糧旱作及高經濟價值作物；再加上近年農業標的用

水逐年縮減，政府將水資源移至其他用水標的，更

凸顯農業用水不足，勢必走向省水管路灌溉之途。

　　為服務農民，本會自民國 90 年起配合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管路灌溉示範與推廣」專案計畫，提供

金門灌溉示範區巡禮

農塘整治工程 如期完工、綠能生態教育園區工程 積極進行

107 年度推廣省水管路灌溉成果觀摩活動

可調節式穩壓微滴灌
混合系統

補助公館鄉陳姓農戶設置 10 噸蓄水槽

溫室隧道欄栽培

農塘整治工程驗收量測排水溝深度及尺寸竣工農塘一隅

107 年 8 月 13 日進行現地測量作業及辦理驗收等事宜

107 年 7 月 24 日本會人員現勘蓄水農塘現況

　　本階段工程於 107 年 8 月 13 日進行驗收，量測主要工項尺寸，包含

排水溝、欄杆及現有蓄水容積等，尺寸皆符合契約規定。此外亦注意加強

安全設施，如增強救生圈固定、農塘入口處設置安全門等。

　　第一期工程如期完工後，立即評估第二期工程，經過多次討論後，除

既有生態池改善外，並增設多處太陽能及風力發電等綠能設施，以打造兼

具綠能及生態之教育園區。

　　由於第二期工程內容變更，該期工程名稱亦隨之改為綠能生態教育園

區工程，且由於該工程涉及為數不少之景觀及綠化工程，因此將其劃分為

主體工程及景觀工程兩部分，分別辦理。

　　綠能生態教育園區工程 ( 主體工程 ) 已於 107 年 10 月 30 日順利完

成招標作業。並於 107 年 12 月 19 日進行鑑界作業，預計工期 120 日曆

天，開工後本會及農業工程研究中心將派員前往現場監工，確實掌握工程

進度。

經費補助有意願施作旱作管路灌溉之農戶施設

蓄水槽及動力設備，以達到蓄豐濟枯，有效利

用水資源之目標。

　　本次活動為期 3 天 (107.09.26~28) 由林

濟民會長率隊前往苗栗、台中及彰化等地，實

地勘察本計畫執行成果。此次參訪的農戶包括

苗栗市種植茶葉的賴姓農民、公館鄉以有機農

法栽種紅棗的陳姓農民、卓蘭鎮種植柑橘的詹

姓農民、台中市種植芭樂的徐姓農民及鹿港鎮

結合智慧農業及物聯網以溫室離地介質栽培技

術種植洋香瓜、小黃瓜及蕃茄的童姓農民，其

創新的栽培技術為現代化精緻農業的新亮點。

　　管路灌溉之優點除了省水以外，尚可利用

其管路配合施用肥料、農藥，減少雜草滋生，

降低病害的發生率，另可配合感應器達到全面

自動化，降低人力成本、提高生產效能。藉

由此次的參訪活動，讓我們有機會與農民面對面接

觸，深切的感受到農民對於管路灌溉設施之需求日

益殷切，他們的用心與堅持，也讓我們看見台灣農

業的新希望。透過計畫的補助亦證明了農田水利會

配合政府政策推行農田水利事業，加惠農民，維繫

農業永續發展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