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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主辦，金門縣農會協辦，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

究中心及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共同執行，在金門縣政府的全力支持

協助下，金門首座綠能生態教育園區座落於金門縣金沙鎮官嶼劃段山西水

庫附近，結合綠能、灌溉、儲水及生態的功能，將舊有人工濕地及農塘重

新規劃設計，增加農業灌溉水源，並在金門今年旱季發揮緊急供水功能，

有效解決鄰近農地灌溉水源的問題，獲得當地農友的好評。

　　該園區落成啟用典禮於 108 年 10 月 16 日上午舉行，由本會林會長、

金門縣縣長楊鎮浯、前總統府資政陳烱松、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處

副處長陳衍源、金沙鎮鎮長吳有家、金門縣農會理事長蔡水游、縣議員李

應文、董森堡、七星農田水利會會長周師文、新竹農田水利會會長徐元棟

等貴賓共同為園區正式啟用揭幕。

　　金門縣縣長楊鎮浯表示，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秉持「撫今追昔、飲

水思源」的目標與價值，補助金門及全國農民旱作灌溉設施、動力蓄水設

備，造福農民、繁榮農村經濟。為表彰林會長的貢獻，縣長楊鎮浯在落成

啟用典禮上特別頒贈榮譽縣民殊榮，希望林會長及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

未來能繼續提供金門更多協助與支持。縣長楊鎮浯、會長林濟民均有共識，

再生水利用在金門嚴重缺水地區有重要的意義，期盼未來水利會、縣政府

能繼續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合作開發金門農業水資源。

　　本會林會長表示，水資源不足，長期以來是金門農業的最大問題，影

響著當地農業發展。若要改善農業生產環境，應以增加農業灌溉用水為主，

以「一滴水至少使用兩次」的核心理念，透過放流水回收再利用與水環境

營造，將水儲存至農塘供給農民灌溉使用。綠能生態教育園區的完成代表

農田水利的基礎建設、灌溉水資源的有效利用及現代化灌溉經營管理等議

題已受到金門地區各界的重視與支持。

　　綠能生態教育園區工程為「金門地區農業灌溉水源建置計畫」之第二

期工程，該工程施工自 107 年 2 月開始，經費總計 6,200 萬元，在工程效

益上面，生態池可以蓄水 3,000 噸，加上農塘蓄水 7,500 噸，總計增加灌

溉水量約計 10,500 噸。除了蓄水灌溉功能，園區更導入友善環境及生態

保育的概念，以促進農業發展的多元價值。以原生植物做為景觀設計，搭

配挺水及沉水植物栽植，發揮水質過濾與淨化的功能。農塘邊坡坡度平緩

以提供生物棲地廊道，希望可以提供附近常出沒的歐亞水獺與金龜更友善

的棲息環境，相信該教育園區將可成為金門代表性的觀光景點。

金門綠能生態教育園區落成典禮，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林會長與貴賓共同為園區正式啟用揭幕

教育園區藉由花崗岩的地標設計以象徵金門堅毅意象，地標上以麥田及水波意謂著
地方農民努力不懈，並將瑠公精神「飲水思源」引出人與大自然間的和諧理念。

在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推動下，金門第一
座結合綠能、灌溉、儲水及生態的綠能生態
教育園區正式啟用。

促進農業發展多元價值
 金門第一座綠能生態教育園區啟用

縣長楊鎮浯在落成啟用典禮上
特別頒贈林會長榮譽縣民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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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會 於 108 年 11 月 8 日 上 午 9

時假新店工作站辦理 108 年度第二次

水利小組聯席研討會。該會議由管理

組陳永欽組長擔任主席，報告管理組

工作執行情形，並傾聽各水利小組幹

部之建議。林會長亦提供水利會改制

相關資訊以利各水利幹部了解未來會

務運作變動之可能性，會議於上午 10

時圓滿結束。

　　會後於工作站舉行一年一度圳頭

祭，由林會長主祭，各組室主管及同

仁、會務委員與水利小組等幹部及相

關基金會同仁持香陪祭，場面莊嚴、

儀式簡單隆重。

　　本會每年辦理圳頭祭，意義非凡，

一方面感念先賢瑠公篳路藍縷，開闢

瑠公圳，一方面感謝上天一年來的庇

佑，並祈求未來一年風調雨順、會務

順利。

參加水利杯錦標賽 勇奪男子羽球乙組冠軍　　

　　本會於 12 月 4 日邀請國立空中大學副校長沈中元講授課程，

其主題包含「最美最壯闊的女人牆 - 談 CEDAW 性別主流化與性

騷擾」及「靈魂不歸法律管 - 談工作與生活平衡」。

　　講師從現行法律、時事中研析性別平等現狀，從中引導學員

辨識及消除直接與間接歧視，以及除了性別歧視之外，因種族、

宗教、年齡、階級因素而產生的交叉歧視。

　　由生活案例引導學員認識法律角度所指稱性騷擾之定義與行

為態樣，並闡述其法律效果，以期達到性騷擾防治之效果。最後

講授如何將工作、家庭、朋友、健康及靈魂等人生五重奏，吹出

幸福的交響樂章，達成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更於課程中鋪陳如何

培養生活 EQ 的幽默感，生動描述情境，激發出個人專屬的幽默，

有助處理情緒低潮，等待人生轉彎之後更美麗的風景。

　　講師講課生動活潑，各章節環環相扣，透過與學員互動模擬

情境加深印象，學員各個反應熱烈，課後學員皆感獲益良多。本

會期許此次課程除增進業外知能外，學員們更能有效運用於生活

中，以收學以致用之效。

　　何謂「CEDAW」？ 1979 年聯合國大會

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以下

簡稱 CEDAW），並在 1981 年正式生效，其

內容闡明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社會、文

化、公民和政治權利，締約國應採取立法及一

切適當措施，消除對婦女之歧視，確保男女在

教育、就業、家庭、政治、法律、經濟等各方

面享有平等權利。此一公約可稱之為「婦女人

權法典」，開放給所有國家 (state) 簽署加入，

不限於聯合國會員國，全世界已有 189 個國

家簽署加入。

　　鑑於保障婦女權益已成國際人權主流價

值，行政院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消除

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要求各

級政府機關必須採取立法或行政措施以符合

CEDAW 多項規定。此法促使我國性別人權與

國際接軌，更是推動性平的重要里程碑，兩性

權益均獲得平等保障，性別歧視逐步消除。 

資料來源：行政院 性別平等會

性平小教室

辦理員工室內在職訓練 強化業外知能舉辦水利小組聯席研討會暨圳頭祭

林會長於水利小組聯席研討會中致詞

108 年度圳頭祭於新店工作站前舉行

講師沈教授講課生動活潑、學員反應熱烈

本會全體參賽球員於水利杯錦標賽開閉幕場地合影

　　108 年 11 月 13 日為一年一度的農田水利杯

錦標賽，全台各地的水利會皆為了這日摩拳擦掌，

在本賽事展現最佳的精神與態度，為自己與所屬

水利會爭取榮耀！

　　本會躬逢其盛與七星及北基水利會一同協助

主辦單位（聯合會）統籌本屆賽事，本會同仁游

盛宇亦榮幸擔任運動員宣誓代表。

　　儘管本會相較其他友會員工人數較少，卻絲

毫不影響完賽決心，全體成員熱情參與多項競賽，

包含男子桌球乙組、男子羽球乙組、槌球、趣味

競賽等共 6 個項目。除此之外本會會長更是身先

士卒，作為大家長與同仁共襄盛舉，參加了首長

趣味競賽 - 飛鏢擲準！本會戮力同心只為求盡善

盡美，在在激勵了本會士氣，即使遭遇強勁對手，

仍展現瑠公不屈不饒的精神，一路過關斬將進而

在羽球項目獨佔鰲頭，勇奪冠軍寶座！

　　感謝聯合會主辦本屆賽事、其他水利會及相

關單位參與盛會，甫落幕就已開始期待明年，希

望年年都能如此精彩！

水利杯錦標賽本會
同仁擔任運動員宣
誓代表

本會羽球選手奮力一擊
勇奪男子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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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提升農

業水資源利用效率，確保國家糧食安

全，鼓勵各農田水利會將鄰近水利會灌

區生產力較高之農地納入服務範圍，期

能嘉惠農民，厚植國力。

　　本會為都市型水利會，因都市發展

快速，所轄灌溉區域受益面積急速縮

減，礙於現況難以擴展灌溉區域增加灌

溉面積，但本於服務農民的初衷未曾改

變。為配合國家政策，本會積極推動旱

作灌溉，擴大服務範圍不遺餘力。其中

新北市烏來地區為本會補助旱作灌溉設

施的區域之一，該區為台灣分佈最北的

山地原住民區，農地面積計 285.04 公

頃，約占全區土地總面積的 1%，地處

山區農地零散，水源來自山澗溝及自然

湧泉，多數為看天田或由農民自行接管

取水灌溉，因天然條件不佳，發展農業

實屬不易。鑑此本會逐年編列預算補助

該區農民施設旱作灌溉設施，期盼藉由

穩定的水源提升農產品的質與量，進而

提高農民的收益，統計 106~108 年度

該區共有 16 戶農戶向本會申請補助蓄

水槽，受益面積約 14.77 公頃。

　　另經本會多次訪查，發現烏來區福

山國小一帶為平整台地，耕地面積約

3.17 公頃，有馬岸古圳流經，水量充足

水質良好，頗具規模及發展潛力，但因

地屬原住民保留地及位處水源保護區，

水權取得不易，未來若能解決灌溉水源

及用地問題，可規劃為旱作灌溉示範

區，並結合烏來泰雅農特產品生產合作

社，活絡當地之農業及觀光產業。

　　為服務農民，本會自民國 90 年起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全省旱作灌

溉推廣補助計畫，提供經費補助有意願施作旱作管路灌溉之農戶施設動力

及蓄水等相關設施，以達到有效利用水資源之目標。

　　108 年度推廣省水管路灌溉成果觀摩活動為期 3 天（108 年 9 月 3 日

至 5 日），由林濟民會長率隊前往嘉義及高屏地區，實地勘查本計畫執行

成果。

　　首日參訪嘉義民雄地區，該地區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嘉義農業試驗分

所早期推廣，目前鳳梨種植面積約 900 公頃，以金鑽鳳梨為大宗，亦為民

雄地區的重要種植作物之一。旺萊山鳳梨園區利用微氣象站及田間感測裝

置測得田區水分、濕度、氣溫、光照等資料，透過網路傳輸數據可適時調

節作物灌溉及施肥，亦有利於監控作物品質。

　　次日參訪永齡杉林有機農業園區等四處農場，其中永齡杉林有機農業

園區為企業化經營模式，應用目前最新 AI 科技（如影像辨識、大數據、

人工智能等）於各項管理工作，並結合現代行銷整合技術，跨足各項領域，

顛覆一般人對農業經營範疇的既定印象，也展現台灣農業無限發展潛力。

後續參訪火鶴紅及有機茶葉兩戶農友，皆為利用末端管路設施及蓄水設

備，達到有效利用地下水資源及穩定作物生產的效益。當日最後一站為植

物之家香藥草農場，由數位青年農民共同合作經營，結合個人專長研發智

慧化灌溉系統及機具，期待這群青農能帶來嶄新的農業面貌，開拓出農業

的新願景。

　　第三天回程參觀雲林瑞春醬油工廠，作法除傳承先人的智慧，也結合

現代設備、觀光行銷，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需求，新舊之間如何取捨亦為

許多台灣產業面臨的一大課題。

　　經過三天的觀摩活動，成員們除了體會到補助農民蓄水設施及推廣省

水管路灌溉之重要性，亦更深入認識新農業科技應用。當今氣候變遷、水

資源豐枯變化劇烈，如能透過設施確保水源的供應，不僅可保障農民的收

益及生活，也可提升水資源效益，建造孕育新農業的良好環境。

配合國家政策  推行旱作灌溉  擴大服務範圍

馬岸古圳水源

引自大羅蘭溪
大羅蘭溪

農民自設取水管線

參訪成員於瑞春醬油工廠甕場合影火鶴紅農戶灌溉設施

農友邱先生介紹灌溉設施運作

本會補助之蓄水設施及灌溉設備參訪成員於永齡杉林有機農業園區合影

推廣 省水管路灌溉成果觀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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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4 日舉行瑠公墓秋祭，場面莊嚴肅穆

 10 月 23 日至 24 日召開直選第四屆第七次會務委員會
 11 月 21 日辦理本會員工在職訓練，參訪北投文物館

會 務 映 象
( 本文由財團法人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胡慧君提供 )

堤階植栽認養評比人員

 社子島堤階植栽認養績優表揚

島頭認養區段

六號抽水站認養區段

堤階修剪示範東山宮認養區段

洲美認養區段

　　民國 94 年起，在台北巿瑠公農田水利會支持之下，

由台北巿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推動社子島堤階植栽認養

活動，並於民國 96 年正式向臺北巿政府工務局水利工

程處提送認養活動申請。同時，在多位關心社子發展與

環境綠化的熱心人士促成下，由認養人成立「社子島堤

階植栽認養人聯誼會」，併入台北市富洲社區發展協會

正式運作，推動各項綠美化認養實務及宣導教育工作。

民國 97 年陸續劃分東山宮、島頭與六號抽水站等認養

區段，民國 98 年加入洲美快速道路橋下認養區段，十

多年來輔導社區居民認養維護，在延續中有所擴展。至

今共計 13 組、72 單元、144 位認養人，堤階植栽綠化

成果顯著，讓前來社子島休閒遊憩的大眾體驗美麗浪漫

的社子島風情。

　　為推動認養人持續參與堤階維管養護工作，錫瑠環

境綠化基金會不定期辦理植栽特性認識、修剪、扦插及

病蟲防治等課程，並配合季節性植栽更新補植活動，辦

理換植方式、肥料施放等說明，落實日常維管養護工作。

並於每年十月份邀請臺北市政府水利工程處、台北市瑠

公農田水利會與社子島社區代表、堤階植栽認養人聯誼

會代表等組成評審團進行評選，並於歲末辦理社子島堤

階植栽認養單元績優表揚活動。該表揚活動綜合「整體

景觀觀賞效果」、「修剪養護技術優良」、「與相鄰植

槽協調度」以及「保持植槽周邊整潔」等四大面向，評

選出「模範獎」、「優等養護獎」、「勞動精神獎」與「社

區服務獎」等獎項。期待藉此活動，展現認養成果與社

區行動力、聚集認養人聯絡感情、交流養護心得，並感

謝認養人的辛勞。

　　今日沿著堤岸可以看到一階一階不同層次質感的植

栽群落，隨風搖曳各展姿態，這都是認養人長期無私付

出努力養護的成果，因為堤階植栽認養凝聚了社子居民

的社區意識，更培養了上百名技術高超的綠手指，是社

子景觀風貌營造的綠化尖兵，為社子島環境增添亮點。

社子島堤階植栽認養評比

與績優表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