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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 106 年 11 月 9 日 ( 四 ) 行政院院會通過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修正草案，擬將 107 年

5 月 31 日任期屆滿之 15 個水利會會長、會務委

員無條件延任至 109 年 9 月 30 日，且明文另訂

專法將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本會對此期

期以為不可，並向政府表達強烈反對之立場，其

理由如下：

一、農田水利會依法而為公法人，同時亦為會員

所組成之農民自治團體，自民國 91 年起採

會員直選會長及會務委員後 ( 台北市瑠公、

七星水利會為 93 年起 )，迄今業務運作並無

窒礙難行之處。一旦改制為公務機關，不僅

剝奪水利會之自治權限，官派之首長惟上級

馬首是瞻，會員農民之權益恐難以確保。

二、台灣之地理環境山坡陡峭、河川短促，加上

地狹人稠、雨勢集中，縱每年平均雨量達

2000 毫米以上，仍屬世界上排名第 18 位之

缺水國家，故歷來農、工業搶水之事層出不

窮。若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在大環

境景氣不佳，政府為保 GDP 成長率且避免產

業出走，權衡農業產值遠不如工業產值，恐

怕農業用水被挪用之情形只會更加嚴重。

三、農田水利會之財產為歷代會員出錢出力所累

積而來，乃水利會之私有財產，政府未經各

會會員同意，片面將水利會財產收歸國有，

顯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

四、依農田水利會目前人力、物力所能提供之服

務能量，僅敷現有灌區會員農民所需，農委

會誇稱改制後將現行灌區外區域納入水利會

服務範圍，卻未針對新增的財源需求、人員

甄補、組織擴充、工程設計等規劃初步藍圖，

顯然淪為口號式的政令宣傳。若此配套措施

無法落實，不僅現有水利會員工將疲於奔命，

原會員農民所享服務亦將大打折扣，進而影

響台灣農業之生產與發展，屆時誰應負責？

五、目前水利會從業人員具公務人員資格者僅為

極少數，農委會聲稱改制為公務機關後，人

事制度採雙軌制，大部分不具公務人員資格

之同仁權益不變，公務員不會至水利會體

系佔缺，「公務員歸公務員、水利會歸水利

會」。惟如此一來豈不與改制前完全相同，

不僅無法產生改制之綜效，反而須新設政府

部門 (6 個農村及農田水利署分署 ) 及配置人

力，功能疊床架屋，徒生冗員。

　　坊間團體有以農田水利會每年享有 60 億元

補助卻不受政府監督為改制理由之一，實有刻意

誤導大眾視聽之嫌。蓋各會財政能力不同，以本

會為例，不僅未拿納稅人一毛錢，反而每年編列

預算補助中央及地方政府之農政計畫，更認養未

設有農田水利會之金門地區，針對其缺水氣候推

廣旱作灌溉設施。此外，各水利會之收支每年均

依主管機關規範編製預算書，經會務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報請農委會核備方得實施，事後之決算亦

同；而受有補助之水利工程招標時，均需依政府

採購法所定之程序辦理，此為農委會對水利會年

度業務檢查之重點項目。若以上仍屬「不受政府

監督」，豈不認定農委會該管人員嚴重失職？是

故本會在此鄭重宣示反對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

機關，並對執政當局罔顧民意強行修法表達最嚴

正之抗議。

▲本會會務委員於農委會 105 年 10 月 26 日舉辦之徵詢會議中發言反對改制

▲本會林會長於徵詢會議中對改制表達反對意見 ▲本會召開臨時會務委員會提案重申反對改制立場以維護會員農民暨全體員工權益 

農委會強行推動農田水利會改制

本 會 表 達 強 烈 反 對 立 場

| 會 址 :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07 巷 6 號 | 網 址 : http//www.liugong.org.tw  | 電 話：02-2713 0025 | 傳 真：02-2719 5748 | 廉政檢舉專線：02-2712 8412 | 承印者：名格印刷設計　02-2793 09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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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子排水 1區 3支線進行清淤工作 ▲清淤完成後，渠道淤泥明顯減少，排水
更加順暢

▲新店大坪林圳排水渠道周邊雜草叢生，影

響通行

▲割草作業完成後，利於通行及維護

　　為使我國農田水利事業得以永續經營發展以及

促進實質的國民外交，敦睦各國間農民的友誼，並

藉由彼此農田水利技術的經驗交流互訪，汲取寶貴

經驗及意見以作為日後改善農村生活環境的重要參

考依據，本會長久以來即積極參與辦理相關國際交

流業務活動。

　　鑑於鄰國日本在國土特性、農民組織、耕作方

式，以及農業的發展方向與趨勢等與我國類似，且

同為亞洲之水稻栽種國家，其經驗與心得值得參考

與借鏡，本會自民國 91 年起與日本茨城縣取手市

岡堰土地改良區締盟為姊妹會已邁入第 15 年，雙

方循例隔年互訪，相互往來密切，對增進彼此情

誼，提升農業灌溉技術與經驗交流，加強會務合作

發展，效果甚宏。

　　本次由會長率同顧問、會務委員、主管及同仁

一行 33 人於 106 年 11 月 6 日上午赴日，行程包括

拜會姊妹會及觀摩茨城、宮城及秋田縣等地區之農田

水利與相關設施，共計七天。6 日當晚與姐妹會之聯

誼餐會，與會者還包括取手市長、地方農業委員會會

長、茨城縣議會議員等貴賓，主席大橋理事長與本會

會長先後致詞，強調雙方藉觀摩活動相互學習、互

動、合作，促進農業灌溉新知交流、共謀會務永續發

展。來賓也陸續受邀致詞祝福，勗勉雙方情誼永固，

另外也表示很感謝台灣在日本 311 地震時的各種支

援。餐會場面溫馨，交流參訪成功順利。

　　此次觀摩活動除進一步加強姊妹會情誼外，在

觀摩過程中對於日本在農業環境與水資源的開發、

維護上受益良多。我國雖在推動雨水貯留利用工作

上不遺餘力，然而日本已將雨水再利用落實於全

民，此次觀摩，可發現日本在住家、社區設置「落

水鍊」來收集雨水，用於日常澆花洗車，若遇有地

震或火災緊急事件發生，還可作為備用水，且在逕

流量大易造成洪災的都市更可藉由全民使用雨水貯

留設施降低都市排洪負荷。而下榻飯店也廣設洗手

水沖廁的省水馬桶，生活隨處可見節水設施。節水

教育在各國皆應落實於國民生活教育，從小做起。

而在市區中，也可藉由具有觀光、生態、美化環境

的都市水岸減緩暴雨逕流。

　　本會為打造親水都市，還原瑠公圳的親水魅力

及文化歷史，在新店區將瑠公圳重新綠美化並改造

圳道空間。此次觀摩日本多處親水河岸空間，與人

無隔閡的將人文、社會發展的歷史痕跡及生態景觀

許多細節發揮的淋漓盡致，值得我們學習。

赴日拜會 姊妹會 促進農業 新知交流

　　為保持渠道暢通，使渠道灌溉及排水功能正常運作，利於

農民用水並預防洪颱時期所致暴雨，清淤及割草等渠道例行性

維護作業為每年不可減省之程序，亦為本會重點工作項目。

　　本會轄管新店及社子兩工作站，新店工作站轄區涵蓋塗

潭、灣潭、廣興及大坪林等地區，轄區廣大且部分分布於深山

中，其中大坪林圳地區排水渠道淤積量大；社子工作站轄區則

包括台北市士林區社子島內之渠道，因社子島本為基隆河與淡

水河交匯而成之沖積平原，地勢低窪，常有淹水情事發生，故

現有渠道以排水為主要功能。

　　平時幸賴工作站職員不定時巡視、轄區內會員反映渠道狀

況，並由管理組長於上下半年水利小組聯席研討會中定期報告

兩站渠道清淤割草進度，在多方合作努力下，保持渠道一年四

季暢通無阻。

　　106 年度新店及社子地區均已完成清淤及割草等維護作

業，所幸本年度未有重大天災發生，渠道及周邊環境維護尚稱

良好，107 年度仍編列相關預算，持續定期維護作業，確保渠

道正常運行。

維護既有渠道 保持灌排功能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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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瑠公墓塚前方一景

篳路藍縷奠定基石 
 慎終追遠永懷瑠公

緣　起
　　民國 74 年本會於新店區安坑段興建「瑠公墓園」，並於同年 9 月 23 日行安葬禮。而後本會定期於

每年春、秋兩季至墓園舉行祭拜儀式，以悼念瑠公將一生奉獻於水利、造福農民、捨己為人之精神。

　　墓園所處位置依山傍水，內部幅員遼闊、環境清幽僻靜，先天條件極為良好。惟墓園內部聯絡動線

及相關林地仍有許多空間未妥善規劃，如周邊因久未整理，以致整體視覺凌亂，且圍界不堪及周邊區域

界址不明易遭入侵等問題。為彰顯瑠公不凡的事蹟，本會於 103 年至 104 年實施辦理兩年期「瑠公墓園

周邊景觀改善工程」。期能以整體規劃逐步實施改善，謹表後人對瑠公之感念。

　　由於墓園地屬「保護區林地」，為求審慎，本會邀集「財團法人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與專家

多次溝通協調。以維持大面積樹林自然風貌，不宜過度開發之前提下，依據土地現況及使用限制予以「計

畫分區」界定，評析墓園景觀空間配置方式改善環境品質，並以提倡景觀生態綠化的綠色墓園概念作為

永續發展之目標， 

結　語
　　歷時二年完成的瑠公墓園周邊景觀改善工作，整合本區多條聯絡動線。墓塚後有山林環抱，前有湖

景相伴，將瑠公之念寄託於山水間，湖光山色幽靜秀人，似能映出其隱於平凡中的偉大。自瑠公傾力建

圳以來，歷經二百七十餘年，對農業發展有極大貢獻，奠定了日後大台北地區發展的基石。為緬懷瑠公

犧牲奉獻、篳路藍縷、鞠躬盡瘁之建圳精神，以及造福農民、嘉惠大眾之功績，本會乃秉持追思感恩的

心規劃瑠公安息之地，採取自然工法並強化水土保持功能，維持山坡林地自然環境，推展「親水美景、

生態綠化、永續發展」之目標。墓園內池塘引活水注入，維持池水流動性與潔淨，池內魚兒悠遊自在地

穿梭著，彷彿象徵著瑠公之遺德源遠流長，大愛精神永在。先賢之德範懿行，實為後人典範，本會懷著

誠摯潔淨的心意傳承瑠公精神，以多目標服務廣大群眾，使瑠公德業發揚光大，以告慰瑠公在天之靈。

▲墓園計畫分區示意圖

▲整修瑠公墓塚，改善老舊及裂痕等問題

▲原有簡易鐵門改建為手推式

雙軌大門並改善門口景觀以

強化入口意象

入口處道路及公共迴車區採用透水

磚鋪面修繕，兩側腹地鋪以植草磚，

並將周邊景觀綠美化

▲新設墓園界址圍界設施及基地

內道路溝邊綠美化改善

▲改善斜坡道鋪面

▲增設石椅供前來參加祭祀的長

者休憩使用

▲溪溝岸邊進行石塊疊置、砂

石袋填充及舖設草毯加強護

坡工作

前　言
　　本會創始人郭錫瑠先生字天錫，福建省南靖縣人氏，生於西元 1705 年 ( 清

康熙 44 年 )，幼時隨父渡台居住於彰化。西元 1736 年北上，開墾中崙、興雅

庄等地，由於當時灌溉水源僅仰賴雨水，若遇上久旱則無從補給。為有效發展

農業，郭公變賣家產得銀兩萬圓為經費，於西元 1740 年動工建堤開圳。水路所

及多為叢林山嶺，須靠人力一槌一鑿開挖，且不時得抵擋原住民阻擋與襲擊，

但憑著鋼鐵般的決心與毅力，歷經奮鬥二十二載後，終於在西元 1762 年完成一

條綿延 20 餘公里，貫穿台北地區農田的供水大圳，自此旱澇無慮、五穀豐登。

建成大圳後三年，景美溪暗渠不幸遭洪水沖毀，因乏資修復郭公憂思成疾，是

年 11 月 18 日為水利勞瘁而逝世，享壽六十有一。後人感念其功德，尊稱「瑠公」

二字，並將所開大圳名為「瑠公圳」，亦示感懷之意。

103 年度主要改善內容 104 年度主要改善內容

永懷
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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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組 - 沈彥忠 同仁

　　 記 得 我 在 民 國 92

年來到水利會上班，周

專門委員時任財務組組

長，當年網路作業尚未

風行、資訊系統仍不普

及；但她高瞻遠矚逐步

將本會財務業務工作由人工謄寫改為電腦控管，

為釐清並建立土地資料庫，數年間賡續辦理地籍

總歸戶、土地現況調查、會有土地財產管理計畫，

有幸承辦相關業務，得以短時間熟稔本會土地概

況，而這些經驗也成為我日後工作的美好資糧，

去年周專門委員兼任財務組組長，處事明快即時

調整業務方向順利因應沉重之稅賦負擔；今年榮

退後仍常撥冗回會關心慰問同仁，真是一位令人

懷念的主管。

總務組 - 徐瑟君 同仁

　　記得剛進水利會時，就

是在周專門委員身邊幫忙，

那時候的她擔任總務組組長

外，也身兼水利會的出納，

手邊的工作非常的繁重，但

對於完全是新人的我，每件

要交代我做的事情，都會不厭其煩的一個步驟一個

步驟詳細的說清楚，讓我可以很快速的進入水利會

這個工作環境。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很感謝她無私

的教導，只要工作上碰到問題去請教她，她都會不

吝嗇的提供她的建議及看法，讓我能順利圓滿的完

成工作！

　　周專門委員曾說過 :『傳承瑠公精神』是身為瑠

公人很重要的使命，身為前輩的她，有責任傳承給

下一輩，讓前人的經驗可以做為後人的借鏡，讓瑠

公農田水利會能夠愈來愈進步！

人事室 - 許惠茵 同仁

　　剛進水利會時，對

周專委的處事風格明快

果決印象深刻，錯身時

似乎有一道自信與氣質

的風拂面而來，讓我好

生嚮往啊 !

　　然而，在深交後才

瞭解總是耐心協助後輩的周專委，過去也非一

帆風順，但憑著樂觀的態度積極面對，即使沒

有如願也釋然之，人生的歷練讓周專委在處理

事情時充滿智慧，相信退休對於周專委來說是

另一段幸福人生的啟程，也祝福周專委能踏上

更為燦爛的旅程。

▲ 106.7.12 綠化基金會舉辦休閒農業
轉型觀摩活動，導覽人員講解紅棗樹
之生長情形

▲ 106.11.23 假新店工作站舉行 106
年度水利小組第二次聯席研討會▲ 106.10.23~25 舉辦直選第四屆第三

次會務委員會

會 務 映 象

　　爽朗的笑聲伴隨著溫暖的問候，多樣的手勢中

娓娓道出心聲，這巾幗豪傑的英氣躍滿氛圍。

成長歷練．人生驚奇

　　周專委 61 年進入水利會至 106 年 7 月屆齡退

休！在一個場域 45 年的光陰，這是非常難以想像

的堅持，由青澀少女到人妻、人母，安於一個環境

中一路蛻變成長，不曾有過更換環境的意念，真是

人生大驚奇。

吸取新知．回應挑戰

　　進入職場後擔任 20 多年的財務出納，正逢業

務電腦化風潮，專委無懼新事物學習的困難，從 0

開始，學習電腦新知識。專委並強調，感謝農業工

程研究中心派來的張瑞國同仁協助，共同不畏艱難

地落實推動薪資系統、有價證券管理系統……等等

上線；一步一步從建立資料庫到建置完整系統，讓

電腦能確實襄助人力、提高效能，完成初步電腦化

的規模。

　　後轉任財務組組長，鑑於土地業務龐雜，產權

釐清不易，及諸多時間的因素造成人力查核困難，

亟須快速電腦化，來改善、規劃土地及房屋等財產

管理相關資料，與同仁密切合作，初步完成建置財

產管理系統。

推動法制．生活教育

　　周專委於民國 93 年轉任政風工作，民國 100

年水利會主管機關由地方政府改為中央機關，政

風工作必須配合調整。除了加強機關的廉政風險

評估、政風宣導等工作的文字彙集及口頭傳播外，

並以擴大辦理有獎徵答及常識測驗，來激發全體同

仁參與熱忱。專委殫精竭慮想出各種點子，在歡樂

中不著痕跡落實法治教育精神，讓全體同仁受益非

淺；其所營造的全會風潮帶動法治教育的生活化，

也展現她靈活的信念與執行能力。

不畏艱難．勇於任事

　　勇於任事是周專委的處事哲學，在任一個崗位

上都能感受她勤奮努力的精神；民國 105 年再回

鍋財務組已離退休只有短短 16 個月，只能盡心協

助擘劃工作，並修改當年的管理系統更合理化、人

性化。期間專委不畏承擔責任，為組內同仁凝聚了

向心力與超高士氣；如多年無法取得的抽水站產權

得以購入土地解決難題和平回歸，收回長年被占用

土地辦理合建或出租使用。在平和理性的處理中，

為會內增加頗多收入，更為同仁塑立了責任、榮

譽、效率的標竿。

義利分明．與人為善

　　周專委一路秉持著一顆善念的心最為同仁所稱

道。舉凡電腦化初期，義不容辭為同仁表率，迎接

潮流洗禮，到專業領域上的不吝付出，以純厚樸實

的心，不居功不諉過，與人為善這就是她的生活哲

學。

　　退休後的日子是逍遙自在，我們感念她為會內

的付出，也期待有機會能長聆她的教語。

同仁如是說

▲106.12.6員工參訪坪林茶業博物館，
導覽員解說茶歷史與茶文化

慧黠謙遜的財務推手
- 專訪周淑卿專門委員

▲周專門委員淑卿 (圖中捧花者 )榮退與同仁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