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 務 報 導中華民國一○五年十二月台北市 24

10 月 1 日上午隆重舉行新任第四屆會長暨

會務委員就職典禮，各農田水利會、農業相關單

位等團體紛紛惠賜花籃、盆栽等，會場一片花

海，場面壯觀，喜氣洋洋。

當日上午產、官、學各界長官、貴賓，故

舊好友賀客盈門，冠蓋雲集，恭賀聲不絕於耳，

很是熱鬧，6樓禮堂會場座無虛

席，氣氛熱烈。典禮於 9 時 15

分準時開始，由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翁副主任委員章梁主持，順利

完成頒發當選證書、宣誓就職，

監交會長印信等隆重儀式，象徵

本會工作開展新里程。

主持人致詞時特別強調本會

一向扮演著稱職的農田水利灌、

排管理者的角色，利農興農服務

農民，發展農業，配合政府政策

善用資源，協助各地推動旱作灌

溉繁榮地方貢獻社會，並期許、

勉勵本會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運

用現代科技提升灌溉技能、照顧

農民。接著由林會長致詞，除簡述 4年來感謝在

各方襄助下領導推動會務的成效，並強調傳承瑠

公犧牲奉獻精神，飲水思源，推展本業，隨著時

代變遷，多角化創新發展、永續經營瑠公志業是

傳承繼志奮鬥的目標，也懇求各方續予鞭策、指

導。

在典禮中受邀先後致詞的政要、貴賓，有

前行政院吳副院長榮義、台北市產業發展局吳副

局長欣珮、新北市政府陳市政顧問伸賢、農田水

利會聯合會徐副會長元棟……等，均勗勉林會長

與會務委員賡續推動會務，嘉惠農民服務社會。

最後在各界致贈紀念品熱鬧、溫馨的氣氛中於中

午 11時 20 分完成了就職盛會。

連任的林會長與各會務委員，接受各界的

禮讚、祝福與期許，肩負承擔與時俱進光大瑠公

志業的任務，任重道遠展布新局。

▲ 林會長濟民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翁副主任委員章梁（圖中）監交下，

自阮總幹事明宗（圖左）手中接下印信。

政府規劃將全台 17 個農田水利會組織改制

為公務機關，為聽取水利會各界意見，農委會自

10 月 20 日至 26 日止，全國區分東、中、南、

北四個地區，一連舉行 4場農田水利會組織改

制意見徵詢會議。本會會長、全體會務委員暨員

工，受邀參加北部場次會議－ 26 日上午 10 至

▲ 林會長對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發表看法。 ▲ 吳春美會務委員於會中發表意見。

▲ 就職典禮冠蓋雲集，座無虛席。

12 時於桃園農田水利會 4樓禮堂舉行。

與會者尚包括北基、七星、石門、桃園、

苗栗、新竹等各水利會會長、員工、會務委員、

水利小組組長，會場 500 個座位座無虛席。會

議由農委會農田水利處謝勝信處長主持，在聽取

農委會改制之簡報後即進行意見徵詢，水利會會

長、會務委員，水利小組組長發言盈庭，場面熱

烈，質疑重點經歸納有五：（一）水利會資產多

為會員所有或私有非屬公有，政府憑什麼收歸國

有？（二）破壞水利會原有體制，屆時如何及時

服務會員與有效治理灌溉、排水工作？（三）對

員工現有工作權益之維護。（四）違反大法官會

議解釋令：「農田水利會享有高度自治團體」，

及民國 79 年 12 月 19 日行政院政策核示：「不

宜將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五）水利

會長、會務會員、小組長，由會員投票直選產

「維持現制  反對改制」 生，改制後改為官派，這是輕忽民意的民主倒退

制度。因此全場發言一面倒，強烈要求維持現制

反對改制。

主持人在聽取意見後，強調政府會審慎處理

改制問題，他認為改制後水利會的組織、功能、

會員及員工權益如無較現制更好，維持現制也是

一種選項。改制成為全水利界關注議題，並已強

烈表達意願，相信政府會體現民意有智慧的妥慎

處理是項重大政務。

傳承創新 展布新局
第四屆直選會長暨會務委員宣誓就職典禮

伏獅山脈下的奔流溪水，帶給大地滋潤與

生息，兩百多年前由大陸福建安溪的移民，來

到這山明水秀的山林地屯墾居住，漸漸在溪流

兩旁形成聚落，而日常間的交流常需跨過溪流

中的巨石才能到對岸，這就是如同每天出房門

需跨「戶碇」（閩南語），這是「石碇」地名

的由來。

石碇自古是往來淡水，葛瑪蘭的水陸要衝，

非常多的貨物都在此集散轉運，在清朝，這裡

是台灣三大茶市之一，與汐止、竹東並列其名。

烏塗溪水蜿蜒，清澈水質伴隨清涼霧靄，

讓山居的空氣清新宜人，四周環繞翠綠山景，

在水源保護區內，維持了天然樸實的山水美景，

得天獨厚的清淨無污染的環境，造就了石碇鄉

農業鼎盛的美景。

石碇的茶葉一直都是行家的選擇之一，而

農業的栽種也因山清水淨而成為很多養生者的

最愛。但因丘陵地形山坡地遍布，保持水分不

易，水的取得是區內農民急需解決的課題。

石碇為本會灌溉轄區，為協助解決當地缺

水困境，積極推動旱作灌溉，希望能著力農業

技術的增進，帶給當地農民更好的收益與願景。

我們透過石碇鄉農會余昌軒先生的引介，

走訪了兩位當地傑出的農民，在此感謝余先生

的熱心及陪伴採訪。

采風栗薯園

　　許芳榮先生

是能突破傳統的

農者，年少負笈

他鄉，奮鬥創業

有成，三十幾歲

回歸田野，悠遊

生 活，80 年 在

祖產擇一塊絕佳

寶地興建巍然農

舍，遠觀有如休閒渡假村；門前山巒疊翠，匯聚

入谷、霧靄繚繞，視野廣闊；屋旁水聲潺潺，龍

水賁起，造勢起運，營造出絕佳地理，居住其中，

必是自在隨喜，天天歡喜。

懷抱著享受生活愜意人生的理念，他將原

有的茶園撥出四分地種甜柿，去年收成三百多

斤，算是有好收成的農產品項，另外還種植了

日本栗薯，日本栗薯是非常高價的保健食品，

酥鬆口感在市面上是非常受人喜愛的農作物，

更栽種有機金針、竹薑及養蜂，並計畫明年要

築建菇房，種植香菇及蘑菇，可謂別於農者的

思維與創新做法。

農區山勢陡峭極不易存水，尤其冬季最是

缺水，常會有作物枯死而徒呼又何奈之感！自

從接受了本會補助設置旱作灌溉設備，施做了

兩座儲水塔及管線，自是不再受季節枯水之苦，

當然相關農作物的產量也因此提升，品質更是

優質，相關收益當然翻倍成長。

許先生非常感謝本會的付出，由其成功的經

驗中，可以借鏡來鼓勵更多農民接受旱作灌溉補

助，為提升本區農民的收益注入絕佳的動能。

他們期望本會能接續支持農民提升耕種技

術，改善給水環境，讓當地農民能享受更好的

生活品質。

茶香滿人間

　　經過一座座

蒼翠原始的山丘

林地，靜謐的山

路充滿了蟲鳴鳥

叫的宜人交響

樂，這是都市中

享受不到的山

林野趣，芬多精

的氣息直沁入心

肺，讓人神清氣爽。

到了目的地停好車，迎面走來笑靨滿面的

長者—柳文政先生。

他是石碇鄉農會理事，國小畢業後就幫忙

父親務農至今已 73 歲，在農地莊園中，把農業

當作一輩子的事業經營。

柳先生經營農業非常專精，早期承接外銷

桶柑園，種地廣達 15 甲，每年由 10 月採收到

隔年 4月，雇用無數人工肩挑下山，清洗選材

外銷東南亞；68 年轉而一甲地種茶葉，兩甲地

種桂花及槭樹、楓樹等園藝樹種，多角化成功

經營農園，堪稱該鄉楷模。

客廳掛滿了茶葉競賽的獎牌，眾多獎牌肯

定了他種植茶葉的成績，他還得過翡翠水庫及

水保局的第一屆水土保持優良獎項。

他是一個非常注重維護自然生態的農者，

曾經為了維持山坡地土壤不易流失，個人施做了

非常長的砌土牆，在 60 年代總花費工程經費為

新台幣一百萬元，可想當時之大手筆，讓其他農

者佩服萬分。

農地多用途經營策略讓他在經濟不好的環

境中依然有所得，除了茶樹、各類樹種，還兼種

金棗、竹筍，苦茶樹等經濟作物，尤其是苦茶子

經過榨油程序而成現今最風行的養生聖品—苦

茶油。

在訪問中但見柳先生沖泡進 10碗不同時期

採收的茶葉，聞香氣、沾其味、含其韻、觀其形

…等品茗步驟，並褒貶每一碗優劣，這種專精的

作為真是行家當之無愧！

　　96 年 向

本會申請旱作

灌溉，輔助建

造蓄水塔，一

米二高的水池

解決了農地缺

水的問題，從

而讓農區的各

種作物產能翻

倍，更因而減少人工照顧的開銷，可謂一舉數

得。

他非常感謝本會的協助，期望本會能繼續

在農產品行銷推廣方面協助農民，尤其臺灣其他

地區都有觀光農場及農作物的立牌看板，不管是

觀光或是刺激消費都是台北地區所欠缺的。

新北好茶的茶鄉—石碇風
華

● 烘火程度不同

「生茶」- 二分火以下，保留茶葉原有香氣

及色澤，又稱「清香茶」。

「熟茶」- 六分火以上，茶葉成黑褐色，有

濃濃的碳烤香及熟果香，又稱

「濃香茶」「老人茶」。

● 產茶地區不同

「文山包種茶」- 新北市新店、坪林、

深坑一帶。

「凍頂烏龍茶」- 南投縣鹿谷鄉、阿里

山等地。

「蘭陽茗茶」- 宜蘭縣五峰茗茶、上將

茶等。

茶
▲ 受訪者許芳榮先生伉儷情深

▲ 柳文政理事伉儷於眾多榮譽

獎牌前合影

▲ 專業的泡茶技術與評選

▲ 許先生接受本會補助旱作灌溉區—日本栗薯園

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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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張俊仙 病逝

  同仁不捨
張俊仙君罹患癌症，經多方治療漸有起

色未料卻引發急性肺炎併發症，不幸於 9月

17日病逝醫院享年 63歲，惡耗傳來全體同

仁痛惜不已，林會長率同仁前往靈堂上香致

哀、慰問家屬、並協助處理張君後事。

張君於民國85年 6月到會分發於財務

組服務，從技工基層職務做起，因具有地政

工作實務經驗，在會中能發揮專才頗受重

用，至病逝為止一直在財務組工作，前後20

餘年，由於在工作上表現不俗，個性直爽樸

實與同仁相處和善愉快，職務屢獲晉升，今

遽而病故同仁均感不捨，猶記今年 6月得

知罹患癌症時，卻能樂觀面對積極治療，在

病情緩和時猶拖著病身抱病上班深恐影響公

務，其責任心與對工作之熱忱令人感懷。

張君告別式於 10月 2日舉行，全體員

工送他最後一程，向工作伙伴及好友告別，

願他安息。

各位長官，各位水利先進，各位貴賓，各

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首先僅代表今天就

職的會務委員及全體員工感謝各位蒞臨參加本

會第四屆直選會長暨會務委員就職典禮，有您們

的參與更增添我們的光彩。

這次選舉，競爭可說非常激烈，尤其是會

務委員選舉。15 位新科委員能夠脫穎而出、高

票當選，可見他們平時的服務與努力，受到會

員的肯定，真的是可喜可賀，我們是不是來個祝

福的掌聲來恭賀他們……。謝謝！至於小弟則

比較幸運，選前各界的長官、朋友給我許多鼓

勵與支持，還有本會會務委員、水利小組組長、

班長以及本會同仁都為我加油。選後各界朋友、

長官也為我祝福，致贈許多賀禮、匾額。人言

一張票一世情，未來4年將竭盡所能全力以赴，

並配合15位新任委員，為推動瑠公水利會會務，

盡心盡力。您們的鼓勵、您們的祝福，我會長存

於心，永遠感激您們。

瑠公水利會是一個小而美的水利會，它有

悠久的歷史，如果從瑠公圳開圳算起，至今已有

276 年。而且有一個傳統的精神，就是「犧牲奉

獻、飲水思源」。基於這個傳統，歷任的前輩、

會長辛勤的耕耘，為瑠公水利會奠定良好的基

石，更以「永續經營」的理念，發揚瑠公精神。

為了服務社會大眾、造福農民，本會先後獨自

捐助成立了 4個基金會－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

益基金會、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錫瑠環境綠

化基金會以及郭錫瑠先生文教基金會。另外與

其他單位共同捐助成立 2個基金會，一個是農

業工程研究中心，另一為台北病理中心。每個

基金會都依循成立的宗旨，用心經營發展，得

到非常豐碩

的成果，受

到社會各界

以及主管機

關的肯定。

小弟有

幸接下會長

的棒子，當

然會承繼傳

統，接續永

續經營的理

念，進而發

揚 瑠 公 精

神。小弟於

民 國 61 年

進水利會服務，至今已有40餘年，從基層幹起，

對瑠公水利會有深刻的了解。瑠公水利會最大

的隱憂，就是灌溉面積日益縮小，這 4年來，

經過全體同仁的努力，已把昔日本會轄區的坪

林灌區、深坑灌區以及石碇灌區，恢復為本會

轄區。這三個灌區經過我們實地調查，農地面積

尚有 2400 公頃，而且都位於水源保護區，日後

若逐步納入本會轄區，那本會灌溉面積將逐年增

加，而且不會再流失。

另外水利會最主要的會務，當然就是灌溉管

理業務。為了不使我們灌溉管理業務日漸萎縮，

我們也將灌溉業務拓展到離島沒有農田水利會管

轄的區域，如金門、澎湖地區。大金門及小金門

共有農地面積約 6千公頃，透過與金門縣農會合

作，我們提供灌溉技術及部份經費，在金門地區

推廣旱作灌溉，幫助當地農民解決水源短缺的問

題。至於澎湖，我們也與澎湖縣農會合作，在當

地進行灌溉調查評估以了解當地農民灌溉需求，

目前已進行了 2年，待有充分的資料予以研究分

析後，再作進一步的合作。經過這番的努力，瑠

公水利會灌溉面積一定會逐年成長，也不會再讓

人恥笑像一個專門經營房地產的水利會。

除了灌溉業務外，為了迎合時代潮流，我

們一直積極進行業務電腦化。包括電子公文、人

事、主計、土地管理、GPS 等應用等系統也都成

功開發運用，員工的電腦作業能力亦日益精進，

甚至這次選舉，票數的統計也應用電腦作業，快

速而且零失誤。電腦化的時代我們亦步亦趨。至

於財務管理則是我們的強項，土地的開發利用、

房地產的管理，在全國的水利會當中，瑠公水利

會效率最高、經驗豐富。比較有名的案例，如

SOGO 百貨土地開發案、全聯企業總部土地開發

案等，都是非常成功的案例，而且都達到雙贏的

結果，更有餘力推展社會公益。所以，永續經營

並非只是口號，而是我們堅定的目標。

未來四年，我們當然不會以目前的狀況而

自滿，更是需要創新發展以因應新局。個人能力

有限，需要上級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的指導

與支持、全體會務委員的督促、協助與配合、以

及水利小組組長、班長和會內全體同仁共同協力

合作，才能順利推行各項會務，也才不會辜負全

體會員的託付與期許。懇請各界朋友一本初衷，

繼續給我指導與鞭策，讓瑠公水利會明天會更

好，讓瑠公精神得以發揚光大。最後敬祝與會的

各位長官、好友，身體健康，闔家安樂，謝謝！

本（4）屆直選會務委員第一次會議於 10

月底召開，在 15 位委員中有 5位係首次當選，

又近年來農田水利組織各項法令多有修正，為使

全體委員瞭解此等政府法令，利於行使職權與襄

助推動會務，特於 10月 17 日上午 10 時在 6樓

會議室，舉辦第 4屆直選會務委員講習會。

會議由林會長主持，全體委員出席，各組室

主管列席，邀請農委會農田水利處經營發展科林

國華科長就「農田水利會經營發展與會務委員相

關法規簡介」為題進行90分鐘專題課程，林科長

把握講題重點，言簡意賅有系統的從農田水利處

組織與業務、農田水利會各項法規、會務委員有

關之重要法規、農田水利會經營發展與業務精進

等各方面詳為述說，使會務委員深切了解本身的

權利、義務。在意見交換中對水利會是公法人組

織性質的角色、功能深入探討，更突顯水利會向

來扮演著促進台灣農業發展與經濟繁榮的推手。

▲ 林會長於宣誓就職典禮致詞。

第 4 屆會務委員新人輩出

水利小組聯席研討會與圳頭祭

舉辦第 4 屆直選會務委員講習會

▲ 林會長濟民率同 15 位新當選會務委員宣誓就職。

林會長於第四屆直選會長暨會務委員宣誓就職典禮講詞－

飲水思源 承先啟後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翁副主任委員

 章梁頒發林會長當選證書。

▲ 假新店工作站舉行圳頭祭

▲ 假新店工作站舉行本年度水利小組第二次聯席研討會

▲ 8 月 10 日辦理第 4 屆直選會長暨會務委員選舉

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工作

▲ 9 月 10 日舉辦員工戶外在職訓練參訪十三行博物館

每年年末本會定期假新店工作站舉行圳頭

祭，對270餘年前開鑿瑠公圳犧牲生命的先賢、

前輩，焚香行禮虔誠致敬，並同日舉辦本年度

第二次水利小組聯席研討會。11 月 11 日上午 9

時 30 分，先行召開是項會議，由管理組陳秀雄

組長擔任主席，林會長列席指導，出席小組組

會務映象

▲ 8 月 27 日阮總幹事巡視直選會長暨會務委員選舉各投開票所

▲ 11 月 8 日假國立體育大學參與第 52 屆水利

杯錦標賽

經過這次的講習會連任的委員能溫故知新，

新任委員充份明瞭本身職責，對會務益加瞭解，

也增進彼此間交流互動情誼，期待在新、連任委

員攜手合作下促進會務持續向前推展。

第 4屆 15 位新任會務委員，已於 10 月 1 日宣誓就職，在未來 4年

任期內，服務會員、督導、襄助推動會務，任重道遠。在委員中有 10 位

連任成功，5位新任，換血三分之一，調整幅度不小，呈現一片新氣象。

本次應選出 15 位會務委員，在所轄灌排農地劃分 8個選區中計有

26 位會員登記參選，14 位原任者競選連任，新參選者有 12 位，其中 3

位是女性，可謂競爭激烈；綜觀當選的委員陣容，資深委員－陳龍輝 7連

霸成功，且為最高票連任；尤其特別的是自會務委員改為由會員直選以來，

首次產生女性委員－吳春美，曾擔任水利小組組長多年，熱忱服務會員、

關注地方事務，並在上屆選舉中即出馬參選如今得償宿願；另其他 4位新

任者 2位為現任水利小組組長，2位為資深會員，對會務工作並不陌生。

本次連任成功的會務委員分別為：陳邦賓、周世賢、周福來、林義順、

李龍泰、劉進財、林周義、李文吉、陳龍輝、陳龍男等 10 位；新任委員

有陳柳金、周孫蝦、薛名材、吳春美、陳惠民等 5人。林會長在 15 位會

務委員當選之際，即予一一祝賀，懇請其鼎力襄助推動會務；本屆首次會

務委員會議已於 10月底召開，老幹新枝齊聚一堂，攜手開展新局。

長、班長十分踴躍。

會議準時開始，由於小組組長、班長本屆

任期即將於 12 月底屆滿，主席感謝其 4年來協

助推動會務之辛勤，並宣導目前正辦裡下一屆水

利小組組長選舉領表、申請登記等工作，鼓勵有

意競選連任者參選。另報告近數月來該會在灌、

排轄區陸續進行圳路修補、疏濬渠道及清除汙

泥、雜草等工作，也感謝渠等協助督導。在意見

交換方面，與會者特別關心，農田水利會將改制

為公務機關問題，林會長答覆中強調：「改制成

為農田水利界關注議題，已表達反對改制意願，

相信政府會體現民意，妥慎處理，並期許與會基

層幹部支持、配合，共同促進會務持續精進」。

上午 11 時於新店工作站廣場進行圳頭祭活

動，由林會長主祭，率同全體員工、會務委員、

水利小組等基層幹部、相關基金會同仁，約 200

▲ 農委會農田水利處經營發展科林國華科長於

會務委員講習會授課。

第 4 屆直選會長暨會務委員選舉開票工作，業於 8 月 27 日晚間圓滿完成，順利選出會長暨

15 位會務委員，本次會員投票率近 60％、會長林濟民高票當選連任，得票率高達 89.25％

餘人陪祭，場面莊嚴禮敬，儀式隆重肅穆，展現

了瑠公人飲水思源、源遠流長的傳統美德。

▲ 10 月 5 日林會長率同會務委員前往金門觀摩受

輔助農民裝置旱作灌溉設施 ▲ 11 月 13 至 16 日辦理申請登記選舉小組組長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