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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溪山水走讀—全國河川日

防汛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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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綢繆 太平無事—李銘宜大隊長防災經驗分享

歲序更新 新來乍到—111年新進志工加入

防災英雄故事
戰水英雄與現代防汛志工

為加強工程措施之不足，

民國98年莫拉克風災後，政

府積極推動非工程措施，99

年起成立防汛護水志工及水患

自主防災社區。

防汛護水志工從一開始的900

多人至今已有1,621人參與河

川海岸的巡查，除了汛期通報

外，平時巡查亦有助於維護水

資源與環境。水患自主防災社

區從4處增加至520處，以村

里為單位做好災前整備、災中

應變、災後復原等動作，協助

居民疏散撤離，確保安全。

因為有防汛護水志工及水患自

主防災社區參與防汛，加上資

通訊科技的進步，防災團隊更

能即時掌握各地情況，增加防

災調度的彈性，並協助政府於

在地推動災害預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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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為推廣溪流保育議題，從民國105年開始發起「河川日

」宣導教育活動，巡迴不同的河川，每年辦理「全國河川日」活

動，今年來到新店溪流域，於新北市新店區的碧潭風景區東岸廣

場舉辦，並包含一系列的串場活動，如河川點點名、南勢溪及北

勢溪的溯源活動等。

從7月4日開始啟動的「河川點點名」，邀請大家透過各種實際行

動參與守護河川，讓水源保育能永續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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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18日辦理「南勢溪溯源」活動，到新店溪上游支流南勢

溪水源頭及松蘿湖徒步溯源健行並結合環境教育，認識周邊生態

，飲水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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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16日辦理「北勢溪溯源」活動，邀請在地的楊超銘老師

解說在地故事，認識𩻸魚崛溪的匯流處，有茶鄉之稱的坪林，並

溯源至𩻸魚崛溪上游姑婆寮溪進行探源。

資料來源 ：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2022年全國河川日FB粉絲專頁 資料來源 ：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2022年全國河川日FB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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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在低溫陰雨中，仍看到大家熱情的參與，從一早舉

辦6個場次的系列活動，到下午於碧潭風景區東岸廣場的主活動現

場，由本署賴建信署長蒞臨致詞揭開活動序幕，另於廣場擺設各

式攤位，讓民眾參與互動，借此鼓勵大家參與河川日活動，並響

應守護河川的行動。

全臺目前520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在颱風豪雨期間自主防

災整備應變並即時回報災害情況，讓政府即時掌握災情也增加臨

災調度的彈性。本署每年透過三級評鑑，選出全臺績優社區，特

別於河川日頒發110年度表現傑出的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包含5個

種子社區與10個特優社區。

 系列活動
【場次一】小粗坑土地公及電廠巡禮

【場次二】陽光新店溪・溪洲水生活

【場次三】織女之路

【場次四】灣潭與河共時間

【場次五】和美山自然體驗

【場次六】水源地森呼吸

詳細內容，
請見2022
年全國河川
日FB粉絲
專頁。

經濟部水利署賴建信署長蒞臨參與

現場擺設各式攤位，讓民眾參與



新 北 市 五 股 區 民 義 里

民 力 齊 心
防 汛 滯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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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義里滯洪池

民義里內由天然河川山丘

隔成三角形，除東南部為平地

外，近三分之二土地為丘陵，

為水土保持局土石流的潛勢溪

流區域，潛勢溪流羊仔坑溪有

做攔沙壩防止土石流，於民國

107年成立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里內因為地勢較高，不太有

淹水的情形發生，主要災害為

土石流的潛勢溪流。

陳添福里長表示過去印象深刻

的災害為民國90年納莉颱風

，那次的災害讓冷水坑溪水溢

堤造成土石流，加上上游地區

的山坡地有一些濫墾濫挖的違

章建築，導致土石流造成道路

中斷，連居民的家裡也都灌進

土石泥沙，災後搶修復原花了

約一個月的時間。

防 汛

怎 麼

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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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出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羊 仔 坑 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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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水患社區組織人員主

要為巡守隊隊員，約20人左

右，分為4個組(警戒班、引導

班、疏散班、收容班)，一組5

人。氣象局發布颱風豪雨時，

社區人員會進行里內巡查，特

別會注意羊仔坑溪的水位標高

，每年也會定期進行防汛演練

，提升里民的防災意識。

民國108年本署推動在地滯洪

政策，於8月23日本署派相關

人員與臺大團隊至民義里進行

訪視評估與說明在地滯洪之推

動政策，經討論後陳添福里長

建議可利用山坡地舊有池塘，

配合麗寶建設以企業補助方式

浚深池塘深度，因民義里地勢

較高，滯洪後可減輕山下五股

里市區道路積淹情形，後續聯

繫地主林志成先生表示有意願

參與並提供私人土地進行整治

為滯洪池使用，並於109年5

月進行會議討論規劃進行滯洪

池整治並開始動工。原本道路

當雨水來臨時會直接溢流往下

，經滯洪池整治後，雨水可先

集中蓄洪，等豪雨過後再慢慢

排放，亦可作為灌溉之用。

防 汛

怎 麼

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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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滯洪訪視(攝於108年8月23日)

進行滯洪池整治會議(圖中左2為陳添福里長、左3為臺大天災中
心洪五爵博士、左4為地主林志成先生)(攝於109年5月2日)

109年5月11日進行開挖作業 109年5月20日滯洪池整治進度

滯洪池整治前情況
(攝於109年4月)

滯洪池整治後情況
(攝於1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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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北 投 區 一 德 里

一 德 一 心
協 力 防 災

在高樓林立的都市生活中

，想要見到田園風光，只要搭

乘捷運來到關渡平原，就能見

到一整片的稻田，關渡平原約

三分之一的面積就在一德里轄

內，讓一德里同時具有農業與

工業的多元樣貌，緊鄰水稻田

旁的科學工業園區內包含華碩

電腦、和碩聯合科技，及中華

賓士等多家企業。除此之外，

里內也富含人文藝術，擁有眾

多的土地公廟，還有行天宮北

投分宮，展現人文信仰，另外

，里內包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與關渡美術館，增添豐富的藝

術氣息。

關渡平原(圖片來源：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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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4年蘇迪勒颱風及

106年的0602豪雨都造成一德

里發生淹水災情，尤其106年

的0602豪雨讓賓士交車中心

廣場上約50台賓士車全泡在

水中，淹水將近一個輪胎高。

108年起一德里開始參與臺北

市水利處的自主防災教育訓練

，109年一德里成立水患自主

防災社區，開始建立起自主防

災的意識，黃玉樹里長除了將

各鄰的鄰長找來參與自主防災

外，也將里內的守望相助隊、

環保志工隊、資源回收班等志

工一同找來增加防災人力。加

入水患自主防災社區後，也體

會到自助比公助更加重要且即

時，以及災前的環境巡視與溝

渠清淤能帶給防汛很大的成效

。黃里長說：「參與自主防災

帶給我們最大的改變是讓我們

社區更有警覺心，把原來該注

意的事情更清楚的制定SOP和

操作方式，除了有未雨綢繆的

心態，更能實踐未雨綢繆的作

為，是自主防災教育給我們最

重要的改變。」

黃玉樹里長108年接觸水

患自主防災社區後，便協助媒

合北投區公所與華碩電腦股份

有限公司簽署防災合作備忘錄

，邀請華碩人員參與社區的防

災教育講座與防救災演練，如

遇災時之避難收容需求，華碩

將提供短期避難收容場所(包

括收容空間、淋浴設備、餐廳

等)，與相關防災物資、用品

、設備，及人力資助。111年

9月黃里長也與國立臺灣大學

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一同拜

訪華碩企業，討論防汛合作相

關的工作內容，以及如何更進

一步推動社區永續發展，除了

防災相關的合作，也可參與社

區的藝文或關渡平原健走活動

等，能增進彼此的關係，也為

社區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

106年0602豪雨賓士北投交車中心積水（資料來源：自由時報由民眾提供） 拜訪華碩企業討論防汛合作（攝於111年9月29日）

軒嵐諾颱風來臨前，巡視排水溝渠（攝於111年9月2日）



本期特別採訪防汛護水志

工第一大隊的李銘宜大隊長，

同時也是宜蘭縣大同鄉太平村

村長，太平村幅員遼闊，六十

多年前林業伐木鼎盛時期，有

大批伐木工人與眷屬居住於此

，村民人數曾多達一萬二千多

人，山區人聲鼎沸，但太平山

停止砍伐後，村民陸續撤離，

太平村內也停止發展，留在此

處的人就越來越少，目前居民

人數約只有40幾位，李大隊

長對村內每戶人家情況瞭若指

掌，村民如有需要，他便隨時

提供服務協助處理。

李大隊長原本就是土石流專員

，民國99年得知中央有意成

立防汛護水志工組織後，便主

動聯繫本署第一河川局相關人

員，提議太平村這裡需要有防

汛護水志工， 100年加入防汛

志工後從隊員開始到大同分隊

的分隊長，至104年擔任第一

大隊的隊長，職務的轉換也讓

服務任務有不同的改變，從原

本的隊員任務為做好第一河川

局指派的基本巡查等任務，到

擔任大隊長的職務所要做的除

了原本的巡查等任務外，也要

考慮到第一大隊志工團隊的生

命財產安全，當災害來臨前，

除了巡視現場，也要掌握各區

的氣象與河川狀況，告知隊員

開始出動巡查，李大隊長表示

很感謝第一大隊的志工配合不

辭辛勞連續多日的執勤，為了

執勤任務，他與隊員曾經多次

連續3至5日不眠不休，最後

在志工LINE群組中傳遞的一

句「辛苦了」其實是包含著滿

滿的感謝，同時也做為此次災

害執勤任務的結束。

防 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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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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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銘 宜 大 隊 長 防 災 經 驗 分 享

未 雨 綢 繆
太 平 無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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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6年受卡努颱風外

圍雲系及東北季風共伴效應影

響，造成宜蘭縣大同鄉累積雨

量超過大豪雨等級，10月13

日宜蘭縣大同鄉剛好舉行第6

屆全國泰雅族運動大會，活動

結束後有許多人員要經過台7

甲線往山上去。前幾日(10月8

日)李大隊長已通知防汛志工

開始巡查，當天李大隊長透過

前幾日的雨量觀察與志工巡查

，通知活動相關出席人員結束

後勿返回山上，當晚台7甲線

道路掏空，幸好當晚無人開車

返回，避免了人員的傷亡，稍

晚工程人員也進行道路封閉。

去(111)年10月受尼莎颱風影

響連日豪雨，導致宜蘭縣大同

鄉累積雨量達到超大豪雨等級

，造成台7線與台7甲多處坍

方道路中斷，有多輛遊覽車被

困在山上，李大隊長與第一大

隊志工除了多日巡查協助搶修

工作外，李大隊長也提供休息

住處與食物供受困人員使用。

投入防汛工作多年，李大隊長

每日關注著蘭陽溪的水位，守

護著太平村的每位居民，也守

護著通往此處的人員平安。

軒嵐諾颱風來襲，造成宜蘭縣大同鄉太平村民宅，因強風被

大型枯木倒塌砸毀。本署防汛護水志工第一大隊李銘宜大隊長與

鐘進財隊員立即前往現場先行搶救住戶，並通知大同鄉公所協助

處理，風雨中協助年長住戶脫困，面對颱風來襲，防汛護水志工

永遠站在第一線，守護家園。

第一大隊志工協助搶救清除樹木，與住戶合影(攝於111年9月3日)

1015大豪雨(尼莎颱風海警)台
七線86.3公里處崩塌情況
(攝於111年10月16日)

受困遊覽車(攝於111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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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屬大隊：第一大隊

    職業：在學(水產養殖系碩班)

父親是防汛護水志工，111年

與母親一同加入志工行列，一

起幫忙巡視水位，協助防災。

吳承燁  /  41歲

本署每年都會招募防汛護水志工，民國111年總計招募了86位

新進志工，目前防汛護水志工人數已超過1,600位。本期訪問4位

來自不同地方的新進志工，分享其參與的動機與收穫。期盼更多

人了解防汛護水志工工作，並加入防汛護水的行列。

歲 序 更 新
新 來 乍 到
1 1 1 年 新 進 志 工 加 入

    所屬大隊：第三大隊

    職業：家管

除了擔任防汛護水志工外，亦

在里內關懷據點擔任執行長，

為社區服務不餘遺力。

程曙娟  /  59歲

    所屬大隊：第四大隊

    職業：製茶

注重水資源與地方環境，111

年與父親一同加入志工行列，

期望為地方防災盡一份心力。

廖育晟  /  29歲

    所屬大隊：第十大隊

    職業：便利商店(7-11)員工

住在新店區靠近烏來山區，經

歷莫拉克風災，希望有能力保

護自己與身邊的人，為地方貢

獻付出。

林碧云  /  4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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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參與的動機主要為對

於防災及水資源議題的關注、

對地方居民的關懷，以及回饋

社會，另外自身過去的淹水經

驗，亦可增加參與的動機。防

汛護水志工由各行各業不同背

景的一群人組成，要能有效運

用人力資源，除了凝聚共識激

發熱忱外，培訓專業能力，更

能有效發揮與增加志工的成效

。本署各河川局每年都會開設

志工教育訓練課程，提供水利

防災的相關知識，新進志工需

完成教育訓練課程，才能執行

防汛護水志工的任務。受訪的

4位志工也認為教育訓練的課

程讓他們獲得並學習許多相關

的專業知識，對於志工服務與

防災知識有相當大的幫助。

隨著E化時代，本署今年也開

發上線名為「防汛護水志工小

幫手」的Line機器人，加快通

報的時效，並提供友善的志工

服務紀錄，藉由個人資訊查詢

功能，檢核服務項目與服勤時

數，有助於志工自我管理也簡

化作業程序，並於各河川局教

育訓練課程中推廣使用。

民國99年莫拉克風災後

，政府積極推動非工程措施，

於是成立防汛護水志工。此次

訪談中，有兩位志工也分享了

他們經歷莫拉克風災的經歷，

第四大隊的廖育晟提到當時有

部分農地淹水，造成作物都被

淹沒，無法收成。第十大隊的

林碧云提到當時她看著河水一

直往上漲，靠近河岸的地區都

已淹沒，一直擔心不知是否會

淹到他們家，凌晨1、2點里

長也通知他們準備要進行撤離

，幸好後來水位開始消退，才

終於可以安心度過風災。加入

志工後，對於氣象水文有更多

的認識，在面臨颱風豪雨等災

害時，因為知道如何面對災害

，能提早準備與臨災應變，也

能減少對災害的恐懼。

防汛護水志工除了參加相關的

教育訓練課程，提升知識與技

能，於災中巡視水情協助災害

救助外，平時也會進行河川與

海岸的維護工作，並參加淨灘

與淨溪等活動。

111年度第五河川局教育訓練(攝於111年3月28日) 防汛護水志工第三大隊第二與四分隊、竹仔坑河川巡守隊及太平
河川巡守隊結合利匯科技股份公司辦理草湖溪淨溪暨水質檢活動
(攝於111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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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蚶仔寮開基萬善祠和金

湖萬善爺廟奉祀外型特殊有一

位九頭十八手的「戰水英雄」

，且幫助人的善行與現代的防

汛志工角色類似，值得一提。

據《金湖春秋》一書的記載，

該尊金身原是一位生於清嘉慶

14年（1809年）的「陳英雄

」。此人體格魁梧，是個習武

之人，更由於孝親敦鄰，在鄰

里間頗受敬重。6月7日當晚

暴雨來襲時，陳英雄冒著風雨

前往魚塭巡視，但池堤早被洪

水沖決，陳英雄急忙返家，但

水來的又大又急，房屋已被大

水沖塌，母親不幸溺斃。心中

悲痛欲絕，又聽到鄰家傳來孩

童呼喊哀號聲音，陳英雄不顧

惡水環繞，前往搭救孩童，他

讓8名孩童攀附在他的雙肩雙

手之上，但未走百步，洪水越

淹越高，水流速度急且快，陳

英雄雖奮力往高處游去，但最

後還是不敵狂魔般的洪水，9

名全數被捲入汪洋之中。

口湖地方居民在災後為感念陳

英雄事蹟，其捨身救人的精神

死後可受景仰列位仙班，因此

塑造此尊1人救8名小孩的金

身模樣供人祭拜，也有人稱「

大萬人」，便是九頭十八手的

模樣由來原因。

金湖萬善爺廟(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陳英雄（資料來源：NOWnews今日新聞 李博錩上傳至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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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臺灣各地因應颱風或

短期降雨特性，為保護各聚落

鄰里的安全，民國101年起依

照〈經濟部水利署防汛志工服

務隊設置及管理要點〉，促使

民眾參與水利公共事業，並彌

補公務部門人力不足的情形，

所籌建的防汛護水志工可以讓

全民參與防災演練，並透過課

程訓練，如：災害特性管理及

防 災

英 雄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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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說明、區域水情特性說明

、臺灣水資源環境空間、災情

蒐集回報與疏散避難、災情通

報實作及防災科技服務介紹、

河川管理維護與違法行為通報

處理。這些訓練、演練課程，

強固起防汛志工自身知識技能

，提早建構起家園保護能力及

自主防災社區推動，讓防汛志

工都具備防汛救災的能力。

110年1010大豪雨事件(圓規颱風海警)

第九大隊富源溪分隊防汛志工出動拖板車及怪手，協助消防隊救援受困民眾

尼莎颱風連日豪雨，導致宜蘭縣大同鄉省道台7線及台7甲多

處坍方，棲蘭山莊約有88台車輛及298人受困。本署防汛護水志

工第一大隊獲知後，立即由李銘宜大隊長帶隊前往關懷受困的司

機與民眾，並配合搶修工作巡邏沿線河岸狀況。

宜蘭縣大同鄉台七線86.3公里處道路
坍方中斷(攝於111年10月16日)

第一大隊防汛志工與脫困民眾合影(攝於111年10月19日)



文案字數限制：600-1,000字，請自設題目。

投稿內容包含「在地文化歷史與防災的關聯」、「主要流域地

理環境與防災工作之關聯」、「地方特殊文化活動介紹」、「

個人特殊專長或蒐藏介紹」、「值勤間特殊事件介紹」、「分

隊或大隊特殊防災作為介紹」等題目。

請提供2-3張原始照片(JPG檔案)，並提供照片描述或名稱。

文章內容無須編排，提供文字及照片即可。

稿費計算方式：每篇新台幣2,500元。

編輯單位於收稿後保有對稿件進行編輯之權力，以利排版。

無論刊載與否，稿件概不退回。

徵 稿 訊 息 及 規 範
1.

2.

3.

4.

5.

7.

6.



發行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 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

N

S

W E
跟著防汛嚮導踏上旅途

編 織 與 水 共 存 的 故 事

五 股 區
民 義 里

P.7~P.10

蚶 仔 寮
開基萬善祠

P.23~P.26

北 投 區
一 德 里

P.11~P.14

金 湖
萬 善 爺 廟

P.23~P.26


	季刊NO6(2頁版)-1120204
	季刊NO6封面-1120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