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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及回收再利用評估計畫」，籌組跨領域專家學

者工作坊，進行金門農業灌溉用水規劃、高粱與

小麥最佳栽種試驗、灌溉水質調查及採樣分析等

多項工作，期許計畫研究成果能造福更多農民，

繁榮農村經濟。

開源創新 活用金門放流水
　　為有效活用金門酒廠放流水，提高水資源回

收利用，計畫中亦進行以放流水灌溉高粱與小麥

之栽種試驗，並分別記錄不同生長期間的生長性

狀及產量，評估放流水灌溉之可行性。盆栽試驗

顯示，灌溉水含有適量金屬元素，將會對高粱生

長產生影響，但對小麥較無；而田區高粱試驗結

果，使用混合灌溉水之高粱，會隨著加入金酒水

（放流水）的比例增加而增高。

金門地區雨量稀少，年平均雨量不到 1,100

毫米且分布不均，僅每年 2 至 4 月是雨季。

由於境內無高山，夏季日照長，冬季季風強，致

蒸發量高達 1,600 餘毫米。另集水區域面積狹小，

降雨大多逕流入海，每年可使用的地面水源十分

匱乏，不利農作物生長。因此以栽種高粱、小麥、

花生等旱作雜糧為主。因水資源匱乏，農民多

挖掘農塘蓄水，目前統計金門境內的農塘共 616

口，然而，因早期設置且未適當維護，現況蓄水

量偏少無法有效發揮灌溉功能，農民仍處在看天

吃飯的困窘中。

把水留住 建立金門韌性水資源
　　目前金門水資源回收中心共有 5 處，每日污

水處理量共約 8 千餘噸，農民利用該放流水灌

溉，惟效率上仍稍不足。瑠公管理處本諸瑠公服

務的精神，長期推動金門灌溉系統改善，遵循農

業部農田水利署以「把水留住，灌溉大地」為願

景推行擴大灌溉服務政策，例如：110 年進行金

沙灌溉農塘改善工程，於 111 年 4 月 18 日完工；

111 年執行金湖地區放流水農塘更新及管路串聯

改善工程，以太湖水資源回收中心之放流水供給

灌溉區域為主，針對區域內 8 口農塘進行放流水

管線串聯與農塘更新改善。期望未來透過放流水

回收再利用與水環境營造，讓水蓄留農塘，以提

升水資源有效利用。

　　為實現農業及環境永續理念，不僅致力於把

水留住，更進一步以「生產、生活、生態」為目

標，將友善土地、維護環境納入整體考量，瑠公

管理處啟動「111 年度金門地區農業灌溉用水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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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麥與高粱最佳栽種試驗發現

　　然而，實驗仍須長期測試，才能更完整評估

回收水對作物生長之影響，進而優化金酒水與其

他水源之混合比例，作為金門地區安全且有效的

灌溉水源替代方案。未來金門酒廠放流水若能轉

用為灌溉用水，在符合品質與食安的狀況下，不

僅能增加水資源運用調配之彈性，更能創造金門

地區農業與產業共生合作之循環經濟價值。

　　隨著全球暖化，極端天候的發生日益頻繁，

金門的農業環境以看天田為主，在面臨氣候與環

境各種艱困下，本計畫所得到的灌溉規劃成果、

放流水試驗結果愈發重要。不分本島、離島，瑠

公管理處一直秉持農田水利署擴大灌溉服務的精

神，與各機關通力合作與共享，為當地農民打造

長治久安的灌溉蓄水設施，並樹立水資源再生利

用、維護生態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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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於新北市新店區的生態秘境「瑠公紀念

生態園區」，是瑠公圳開圳先賢郭錫瑠先

生（以下尊稱瑠公）的墓園，園區環繞著生態豐

富、景緻宜人的自然環境。去 (111) 年 9 月管理

處辦理「112 年度瑠公紀念生態園區經營管理計

畫」，進行螢火蟲棲地復育。計畫委託台北市郭

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執行，亮點生態有限公司等

廠商協力，在本（112）年 4 月 24 日所舉辦的夜

晚導覽活動中，園區出現漫天飛舞的螢火蟲，復

育成果豐碩、令人振奮。

　　瑠公紀念生態園區具有生態多樣的溼地環境，

經專家評估適合復育螢火蟲，故於去年開始，嘗

試在園區的大池塘邊復育水生螢火蟲「黃緣螢」。

為了營造黃緣螢適宜生存的環境，工作團隊在瑠

公紀念生態園區做了一系列的改善。首先，重新

規劃了瑠公紀念生態園區的水圳路線，將兩岸以

卵石乾砌成寬 U 字型的小水圳，以創造適合黃緣

螢居住的多孔性環境，同時，在水塘邊種植大安

水蓑衣、水蕨、紅田烏、野慈菇、臺灣萍蓬草、

鴨舌草，以及臺灣油點草等水生植物，不僅可以

減少光害影響，亦能模擬黃緣螢天然的棲息環境。

　　在去年 8 月 3 日完成棲地營造後，經過一個

月的水質淨化，團隊於去年 9 月中旬野放 5 公斤

田螺（水生螢火蟲食物），並邀請參加生態導覽

活動的民眾一同野放 500 隻黃緣螢幼蟲。為了提

升復育成功的機率，在去年 12 月中下旬，再次

野放相同數量的黃緣螢幼蟲及田螺。

螢光熠熠的心動時刻　
　　今年黄緣螢復育的主要工作為持續維護棲地

環境，例如周邊植栽的例行養護及保持溝渠通暢，

並製作螢火蟲日誌，以作為環境導覽教材。根據

瑠公紀念生態園區的螢火蟲生態溝觀察日誌，3

月 29 日晚上 7 點至 7 點 30 分，調查員首次在園

區發現黃緣螢成蟲。4 月 17 日的觀察進一步發

現，總共記錄到 66 隻成蟲，不僅公母皆有，還

觀察到螢火蟲繁衍交尾的行為，反映出棲地生態

環境營造已取得相當成果。而調查員也提出建議，

因棲地位處高架橋下，橋上之燈光照明強烈，為

減輕對黃緣螢成蟲之影響，未來可以增加周遭植

被高度，以降低光害的程度。

　　今年 4 月 24 日的夜間賞螢活動中，講師在

池邊詳細解說螢火蟲棲地設計概念、生活習性與

生態等相關知識，正當天色漸暗之際，忽然間在

溪溝草叢發現星點閃爍，後倏地一片螢光熠熠，

處處都是漫天飛舞的螢火蟲，十分壯觀，令人驚

喜不已。管理處同仁在園區追螢的過程中歡呼聲

不斷，因為螢火蟲只有乾淨的環境和水質才能生

存，螢火蟲的復育有成，象徵成功維護了對地方

生態環境的保育，也在在顯示了此計畫富有的生

態關懷精神。

　　除了螢火蟲，園區還種植了獨角仙喜愛的食

物光臘樹，野薑、鳶尾、水竹芋、波斯紅草、大

花曼陀羅及落羽松等觀賞植物，充滿物種多樣性

及季節變化的色彩，為遊客帶來了豐富的觀賞體

瑠公紀念生態園區復育有成

螢火蟲小知識
黃緣螢（學名：Aquatica ficta）原本是臺灣

早期西岸常見的螢火蟲，喜歡棲息在無光害、

水質清澈且流速較慢的池塘或草溝，然而因

水質汙染、光害及人為開發等因素，使得黃

緣螢的數量逐漸減少。

臺灣螢火蟲種類
水生型螢火蟲：水生螢火蟲便是幼蟲生活於

水中的螢火蟲，直到化蛹前，才會爬上陸地

築土繭化蛹，並羽化為成蟲。

陸生型螢火蟲：陸生螢火蟲的幼蟲白天躲藏

於落葉下或石縫中，夜晚則爬行於陰暗潮濕

的森林底層，而成蟲則飛行於草叢與樹林間，

生活於陸地上。

半水生型螢火蟲：鹿野氏黑脈螢是臺灣發現

僅有的一種幼蟲為半水生型的螢火蟲，因僅

用氣孔呼吸無法長期生活於水中，生活橫跨

水陸兩棲，因此稱為「半水生型」的螢火蟲。

漫天螢火蟲飛舞

驗。若未來螢火蟲族群達到穩定狀態，有機會開

放更多民眾前往。瑠公紀念生態園區日漸成為推

廣宣導及環境教育的重要場域，在這片綠意盎然

的景色中緬懷瑠公精神，一同享受螢火蟲星光之

旅，期待有朝一日，瑠公紀念生態園區能夠成為

大臺北地區闔家同歡的生態休閒勝地。

▲於溪溝營造適合螢火蟲棲息的多孔性環境。 ▲園區種植多樣的觀賞植物，景緻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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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程召集人何文賢老師規劃路線，從新店捷運站出發，沿瑠公圳北新路段

經過萬善同歸堂、圳頭飲水思源碑及開天宮等地方。

　　由於當日適逢颱風外圍環流影響，活動改在新北市新店區碧潭市民活動

中心進行。何老師透過大量的圖片解說，帶領大家踏上一段時光之旅。第一

站回溯本源，來到瑠公紀念大樓 8 樓的「瑠公紀念祠堂」，這裡供奉著瑠公

的牌位，眾人在此一同追思無私奉獻的瑠公和先賢。接著來到紀念大樓前廣

場，廣場的角落佇立著一個手洗缽，上面刻著「奉獻」和「瑠公水利組合」

的字樣，原是日治時期（1939 年）瑠公水利組合捐獻給文山神社的遺物，

神社拆除後被移回至此；而紀念大樓鄰近的萬善同歸墓，則是為了紀念當年

開鑿瑠公圳時犧牲的無名英雄。

　　談到新店開天宮，何老師講述郭錫瑠先生在此開鑿石硿，因水土不服、

又遭到泰雅族襲擊，工人死傷眾多，故此興建紀念。最後回到現代欣賞「飲

水思源」拼貼壁畫，過往豐饒的農村景緻，如牛車、水圳、四季等，以繽紛

的拼貼裝飾展現水利灌溉帶來的榮景。

　　同仁們隨著生動的解說，彷彿一起走進歷史的時光隧道，回溯先賢對這

片土地的耕耘奉獻，飽覽瑠公圳和新店地區所交織出的豐富文史篇章。

瑠公圳具有 283 年的悠久歷史，對臺灣農業有著深遠的貢獻，而在現

代城市裡，它的未來又會有什麼樣的無限可能？為了激發對瑠公圳

未來的想像，去 (111) 年 9 月 1 日，管理處在新店區碧潭市民活動中心辦

理「瑠公圳的過去．現在．未來」座談會，並於同日舉辦「走讀瑠公圳文

史小旅行」體驗活動。除了感念先人們的付出，也實際走訪當地，深入探

索地方文史，尋找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連結。

瑠公圳的過去．現在．未來座談會
　　在不需要灌溉的現代都市，人們逐漸遺忘對水圳的記憶。然而，在臺

灣大學的校園裡，瑠公圳水源池依然流水淙淙，與校園景色完美融合。在

座談會中，臺大榮譽教授甘俊二講述臺大與瑠公圳的那段過往，「民國 73

年 1 月瑠公圳結束灌溉供水，走入歷史，我正是代表臺大在那歷史現場，

見證瑠公圳卸下灌溉任務。」。多年來看著校園內的圳路逐漸被填平或加

蓋，甚至因雜草叢生隱沒而被遺忘。甘老師心中總期盼著有一天臺大能夠

重現瑠公圳的風貌。於是，他和研究團隊提出了復育瑠公圳的構想，臺大

校務會議也在民國 90 年通過「瑠公圳臺大段親水空間復育計畫」，並得

到瑠公管理處的經費資助，共同推動農業水資源逐漸轉型為三生並重的多

元化功能。

　　臺大水工試驗所主任游景雲也在座談會上表示，臺北市政府已沿著臺

大校園藍帶和新生南路三段重現了水圳意象；未來，我們希望瑠公圳呈現

什麼樣的風貌，需要更進一步的溝通和討論，也歡迎大家一起集思廣益。

走讀瑠公圳文史小旅行
　　瑠公圳與新店地方開發息息相關，而走讀圳路是了解瑠公圳過去的最

佳渠道之一。在「走讀瑠公圳文史小旅行」活動中，由文山社區大學文山

　　為了加深同仁對農田水利、生態工法設施，

與認識坪林區在地休閒農業發展概況，管理處於

今（112）年 4 月 27 日辦理第一場農田水利文

化體驗，前往坪林茶園灌溉示範區認識農業灌溉

技術轉型所產生的實質效益。在活動中邀請了在

地農友，也是坪林區知名的專業文史解說員鐘文

元先生，除了向大家講解坪林的生態及文史背

景，更帶領同仁們參觀示範區中的茶園灌溉暨水

利設施、觀魚步道、綠色迴廊及植生滯留槽示範

區等設施。

　　活動當天一早抵達坪林，眼前就出現了數十

隻白鷺鷥和黃頭鷺聚居的「鳥公寓」，讓同仁們

感受到當地對維護生態保育的用心。在當地茶產

業的帶動下，有不少遊客前往坪林觀光，加上鬱

鬱蔥蔥的茶園景觀，如同「春風吹面薄於紗，春

人裝束淡於畫」，李叔同的〈春遊〉是解說員鐘

文元對坪林風景所下的浪漫註解。

　　在協德宮前，鐘老師利用閩南語俚語與生動的

肢體動作，將有關灌溉、農業的冷知識，轉化為

有趣的導覽內容。而走至「茶園灌溉示範區」的

水利設施前，鐘老師介紹了當地的水頭水脈及灌概

方式，目前「茶園灌溉示範區」的水源來自山澗溪

水及淺層地下水，匯入蓄水池集中供水，灌溉則採

用動力抽水機加壓輸送，配水與維護工作則由農民

自組「灌溉公共設施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可供

灌溉面積約十公頃。鐘老師沿路帶領同仁們行經𩻸
魚堀溪觀魚步道，解說了溪流中魚道設計的目的，

就是為使魚類能溯上水壩、急流或其他水流障礙物

而設計之通道，讓魚兒成群上溯的生態盛景重返河

溪。而後，鐘老師帶領同仁們走入茶園裡，講解如

何生產優質茶葉的過程，學習採摘一心二葉茶葉、

辨別茶葉的品質，以及採收過程和含水量之間的關

聯。經過此次實地體驗，管理處同仁們深刻了解水

資源灌溉與農業永續經營的密切關係，生態保育也

是打造優質休閒農業的重要因素。

深入瑠公文史  思考未來的可能

坪林灌溉示範區  減少茶農乾旱損失

冬旱不雨，對新北市坪林區的茶農來說，將

嚴重傷害賴以維生的茶樹。為此，瑠公管

理處「未雨綢繆」，於民國 84 年與坪林區農會

合作，共同辦理旱作灌溉工程，設置「茶園灌

溉示範區」。而後，歷經北臺灣數次乾旱，均

讓當地茶農順利避開天災所造成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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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圳頭祭的祭司由管理處新店工作站同仁周文鈞擔任，他負責書寫及朗誦圳頭祭祈安福疏以及統籌祭

拜所需用品。周文鈞一家三代都是瑠公農水人，從祖父、父親到自己都參與地方基層農田水利工作，並

長年擔任圳頭祭祭司。

　　圳頭祭禮成後，會燃放鞭炮，並分發紅龜、麵線等供品，讓與祭人員同霑法喜。在餐敘席間，播映

瑠公之美影片，內容貫穿過往歷史、現況成果、未來方向及文化傳承，同時結合上午祭典的影像紀錄，

以幻燈片方式組合成短片放映。全程莊嚴圓滿，彰顯瑠公德行，讓與會者深切體驗到古禮的肅穆與莊重。

　　瑠公圳帶來臺北的發展，卻也加速圳路自身的消失。然而，每年持續辦理的瑠公圳頭祭，不僅凝聚

了瑠公農水人的信念，也象徵無形的瑠公圳文化水源，將持續灌溉在臺北的土地上。

感念先人開圳與飲水思源─圳頭祭

瑠公圳曾是縱橫臺北平原的灌溉網絡，二次大戰後，隨著地區的產業轉型逐漸功成身退。雖然灌溉

功能已完全消失，然而瑠公圳豐富的文化和古禮儀式依然存在，展現出水圳文化的獨特樣貌。管

理處傳承過往，每年依循古禮舉行瑠公圳圳頭祭祈福典禮，祈求風雨時節、五穀豐熟，至今已超過 280

年的歷史。

　　開圳 282 年圳頭祭，於去（111）年 11 月 14 日上午 10 時在農業部農田水利署一樓舉辦。邀請農

田水利署各級長官蒞臨，瑠公管理處諮議委員、水利小組組長、班長以及管理處同仁們全數參與。此外，

管理處相關合作單位如：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臺北市瑠公農業產銷基金會、郭錫瑠先生文教

基金會、臺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醫療財團法人病理發展基金會台北病理中心、財團法人農業工程

研究中心、以及相關農會等，也一同共襄盛舉。

　　瑠公圳的圳頭位於現今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是臺北盆地最早且最大的水利工程，每年亦在此地舉行

圳頭祭。圳頭祭的準備工作祭典前數個月便已開始進行，由管理處總務組進行細節規劃等工作，祭司帶

領全體與祭人員進行祈福典禮。儀式主要分為三個部分，首先祭拜下元三品五炁解厄水官大帝，接著前

往八樓祭祀先賢祠堂，再於農田水利署大樓外祭祀萬善同歸，最後，邀請全體與祭人員共進餐敘，互祝

未來平安豐收。

祭典科儀遵循古禮  以彰顯瑠公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