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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自莫拉克風災過後，

努力推動非工程措施，於民國

9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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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人至今已近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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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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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科

技的進步，政府能夠及時掌握

各地情況，增加防災調度的彈

性，並協助政府於地方推動防

災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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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工 增 雨

臺灣去年沒有颱風登陸，遭逢

56年最大旱象，多座水庫水

情吃緊，因而實施供五停二的

限水政策。旱象如此嚴重，大

多人可能會想到怎麼不使用「

人造雨」。其實我們無法憑空

製造出雨滴，能做的只是讓雨

多下一些，增加降雨量，因此

過去稱作為「人造雨」，現在

已改稱為「人工增雨」。

1

雨是從雲中落下來，人工增雨則是使用科學方法與技術，來影響

雲的降水過程而增加降雨量，讓本來會下雨的雲「加快」或「加

強」雨水形成的過程。

雲可依據溫度分為兩種，溫度高於0℃，稱作「暖雲」，低於0℃

，則稱作「冷雲」。臺灣地區很少出現冷雲，因此人工增雨的方

式一般為暖雲增雨。暖雲裡的水滴因體積太小，其重力遠小於雲

層內浮力，因此水滴無法落下，針對暖雲人工增雨的原理則是增

大水滴體積，例如可以在雲層中噴灑水滴或吸濕性藥粉與液體（

氯化鈉）等，讓小水滴透過碰撞、合併的過程而成長，最後克服

浮力而落下順利降雨。

什麼是人工增雨

防 災

做 什

麼 ?

2

< 0℃ > 0℃

暖雲冷雲

重力 < 浮力

人工增雨

石門水庫地面人工增雨作業(攝於110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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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災

做 什

麼 ?

水利署為負責人工增雨的機構，目前人工增雨分為4種方式，包括

地面增雨、高空燄彈增雨、無人機應用增雨，以及空中增雨，其

作業的高度可見下圖所示。

人工增雨的方法有哪些

防 災

做 什

麼 ?

4

依據每日守視天氣資料及預報

結果，協調全臺14處水庫集水

區作業站人員，於最佳增雨時

機擊發增雨焰劑。

地面增雨

機動性高、可全臺佈點

上：曾文水庫地面人工增雨作業
       (攝於110年5月30日)
下：翡翠水庫地面人工增雨作業
       (攝於110年5月29日)

類似高空煙火方式，利用爆炸

時產生之推力，可將增雨劑攜

至距地表200公尺高空中。

高空燄彈增雨

南化水庫高空燄彈增雨作業
(攝於110年5月30日)

具環境友善

、增雨面積

加大等特色

曾文水庫高空燄彈
增雨作業(攝於110年2月10日)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資料來源：
經濟部水利署人工增雨資訊網
經濟部水利署人工增雨作業
中央氣象局數位科技網–人工增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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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災

做 什

麼 ?

防 災

做 什

麼 ?

6

考量國內目前現有增雨方法，

改善增雨效益、機動性、安全

性及成本等因素，利用無人機

將增雨劑攜至高空中燃放。

無人機應用增雨

運用遠端遙控點火系統

可調整作業位置與高度

石門水庫無人機人工增雨作業
試驗(攝於109年10月22日)

主要由空軍單位執行，此方式

為利用C-130運輸機載運清水

，飛行至4000公尺使用特製

噴嘴(尺寸為100微米左右)直

接於目標雲中噴灑水滴，使水

分子直接與雲中水氣碰撞，以

提高降水效率。

空中增雨

空軍空中人工增雨作業
(攝於109年5月11日)
( 國 防 部 軍 聞 社 提 供 )

雖然今年夏季的多場豪雨，為

全臺的水庫挹注進了豐沛的水

量，使得旱象解除，但有水當

思無水之苦，以面對下一次枯

水期。畢竟「人工增雨」仍需

配合適合的天氣施作，人為力

量有限，開源的同時，還須靠

全民共同節流珍惜水資源。

鯉魚潭水庫滿庫溢流 (照片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臺 中 市 烏 日 區 前 竹 里

區 域 聯 防
社 區 表 率

7

前竹里早期人稱「頭前厝

」，其南側是旱溪及柳川支流

匯集的低地，溼地易生蘆竹，

因此早期人們將這塊低地取名

為「蘆竹湳」，「湳」也有土

質鬆溼之意。「頭前厝」與「

蘆竹湳」合為一村，從地名中

各取一字，即為「前竹」名稱

的由來。前竹里自101年成立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於水利署

舉辦之「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

鑑」表現傑出，並於107年至

109年連續三年獲得種子社區

，是全臺唯一獲此殊榮社區。

8

攝於109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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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開始臺中市政府針對前

竹區段進行徵收，重劃區域並

整治旱溪，預計於111年完成

，結合鄰近自然景觀資源與區

內公共設施，提升地區發展與

適居性。

林東潭里長近年來一直在倡導

聯合自主防災的重要性。前竹

里和鄰近里共同生活於麻園頭

溪、旱溪、柳川及大里溪幾條

水域之中，當致災性災害來臨

時，無人能置身事外。因此朝

向區域聯合防災發展，共同成

立社區應變中心，並與區公所

災害應變中心互相對應，逐步

將社區的防汛訊息與需求傳遞

至市府災害應變中心，乃至中

央的災害應變中心，組成完整

的應變網絡。

109年9月前竹里聯合烏日區

內鄰近的湖日里、光明里、仁

德里與臺中第三河川局防汛護

水志工第三大隊辦理區域聯防

演練，並邀請全臺水患自主防

災社區到場觀摩學習。透過四

里的防汛守護隊共同討論，整

合各處警戒點、巡查點，災時

利用無線電及手機聯繫通報，

達成烏日區的區域智慧聯防網

。本次演練於活動後剪輯製作

影片供未來社區建立區域聯防

合作之參考。

演練收容進行酒精消毒 署長親臨演練現場

組裝防水擋板
區域聯合防汛演練
(109年9月13日)

搬運沙包與預佈抽水機

聯合防汛演練
請 掃 描 右 方
QR Code觀看

新旱溪河道開闢整治

0530豪雨事件災中巡視徵收區段

(攝於110年5月31日)

前竹里與地政局洪技正及施工廠商
瑞鋒營造聯合防災準備

(攝於110年9月11日區段徵收地區)



高 雄 市 永 安 區 新 港 里

在 地 滯 洪
池 中 經 濟

新港里位處沿海低漥地區

，加上受潮汐影響，里內排水

宣洩不易，需靠抽水站動力抽

排水。因此，於104年成立水

患自主防災社區，連續6年參

與水利署舉辦之「水患自主防

災社區評鑑」並榮獲佳績，於

107至109年連續三年獲得特

優社區，並於今（110）年取

得種子社區參選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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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塭為新港里最具特色的天然

滯洪池，過去遇豪雨時魚塭未

預留空間，導致魚塭滿溢時，

池中高經濟價值的養殖魚流出

魚塭或流入不同魚種的魚塭中

造成經濟損失。因此，何應成

里長推動「魚塭預排」作法，

在大雨來臨前，預先將魚塭水

位降低50公分，可作為降雨

時的彈性空間，而魚塭因預排

所產生的空間順勢也變成滯洪

空間的概念，在此操作下，「

在地滯洪」的魚塭滯洪池可容

納16.5萬噸的水，也為里內淹

水帶來附加的滯洪減災效果。

另外抽水站內放置有水利署補

助高雄市水利局採購之防水擋

板，供社區與永安區公所調度

使用，近年多場豪雨事件，何

應成里長都與水患社區的成員

冒雨架設防水擋板，讓原本逢

雨必淹的保全住戶安然渡過多

場豪雨侵襲。因為有水患自主

防災社區的守護，使里民得以

住的更安心。

防 汛

特 寫

13 資料來源：高雄市永安區公所

永安區位於高雄市西北方，蘊

藏豐富漁業資源，以養殖石斑

魚為主。石斑魚的年產量佔全

國的四分之一，年產值近二十

億，因此有「石斑魚故鄉」之

美稱。新港里本來為一個小漁

村，過去港口有漁船進出，也

有市場在販賣魚貨，現在港口

已轉為觀光休閒為主，並打造

出鑽石沙灘。

居民改造消波塊與廢棄舢筏妝點鑽石沙灘

永新漁港與鑽石沙灘

新港里北溝水位監測系統
(攝於109年12月20日)

0 7 3 1 西 南 氣 流 豪 雨 事 件
架設防水擋板(攝於110年7月31日)

(資料來源：高雄市永安區新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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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力 合 作 
自 助 互 助
璨 樹 颱 風 預 防 性 撤 離 八 里 灣 部 落

H a c i l i w a n

(圖片來源：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原視新聞畫面截圖)

八里灣部落(Haciliwan)

在花蓮縣豐濱鄉豐濱村，位於

八里灣山北方、豐濱溪南的坡

地上，為臺灣原住民族中的阿

美族。部落原名Haciliwan，

有一說是古代本地所種的地瓜

不能食用，被族人命名為哈基

哩萬，而目前居住村中的人則

主張，日據時代從部落涉水前

往豐濱村，途中共要經過八次

河床轉彎，故名八里灣。

今年9月10日中央氣象局發布

璨樹颱風陸上颱風警報，9月

11日下午花蓮豐濱開始下起

豪雨，八里灣部落預防性撤離

21人至豐濱國中，此次撤離

除了有國軍協助外，水患自主

防災社區的成員與防汛護水志

工的隊員也都協助參與。11

日入夜後東部海岸風雨持續增

強，所幸僅造成豐濱鄉零星的

樹木被吹倒路邊，未造重大的

災害。

本期特別採訪豐濱村的水患社

區-花蓮縣豐濱鄉八里灣部落

發展協會的邱福順理事長，與

防汛護水志工第九大隊海岸南

區分隊的黃美本分隊長，分享

他們如何結合志工與社區合作

防災，以及多年的防災經驗。

八里灣部落預防性撤離(攝於110年9月11日)



邱福順理事長除了是水患社區

的成員外，亦身兼土石流防災

專員，邱理事長表示因為他們

的人員不多，因此土石流和水

患他們幾乎都會同時負責，當

初加入水患社區，便是希望遇

到災害時，部落能有防災應變

的知識與能力。而黃美本分隊

長表示原本就會經常巡視河堤

海岸，因此得知河川局在招募

防汛志工的訊息後，便報名加

入並參與教育訓練，成為志工

的一員。

邱理事長說：「這麼多年的防

汛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還是

緊急撤離的時候。」因為無法

完全掌握天氣的變化，如果沒

有第一時間掌握並進行預防性

撤村，可能就會碰到災情，經

過多年的防災經驗，在災害應

變的能力也提升許多。黃分隊

長也表示能幫助別人是一件很

快樂的事情，這也是他能持續

做志工11年的原因之一。

防 汛

特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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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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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於八里灣部落目前居住的

居民大多是年長者，且居住地

為坡地，亦有土石流發生的風

險，因此防汛護水志工第九大

隊海岸南區分隊與花蓮縣豐濱

鄉八里灣部落發展協會合作於

民國109年9月簽署區域聯防

合作備忘錄，以強化提升部落

之防災能量。

合作內容包括海岸南區分隊於

汛期時(5~11月)提供5-10位

志工人力，協助八里灣部落居

民進行疏散避難，以利保全對

象安全避災。另八里灣部落進

行防災演練或防災教育講座時

，亦邀請海岸南區分隊志工一

同參與，藉此強化海岸南區分

隊志工的防災相關知識。

八里灣部落發展協會另外也與

建華企業簽署合作備忘錄，如

八里灣部落主要聯外道路花

51線因颱風豪雨而道路中斷

，建華企業將提供挖土機等機

具協助清除搶修與救援。

民間防災能量 ： 志工 + 社區 + 企業

堵住，改變河道流向後，大家

才安心進入已經沒有水流的河

道內，來捕捉魚蝦。

用祖先傳授的智慧堵住河流，

並且採取最不傷害生態環境的

毒藤汁液，麻痺魚群後再進行

捕撈。每年依照傳統祭拜跟感

謝山河賜與豐富資源，希望保

佑部落的平安。

八
里
灣
部
落

資料來源：臺灣原住民資訊資源網

山
河
祭

花蓮豐濱鄉八里灣部落，每年

5月舉行山河祭，前往部落溪

流進行堵溪捕魚，這是部落長

輩代代相傳的祭典，為了部落

平安，每年都必須進行。部落

各年齡階層，每一個人手持圓

鍬進行堆沙，合力將八里灣溪

(圖片來源：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原視新聞畫面截圖)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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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屬大隊：第三大隊

    入隊年份：民國100年

    職業：英文老師(家教)

假日為美人魚教練，另擔任「

南投縣草屯鎮牛屎崎鄉土文化

促進協會」(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認證)的環境教育講師，對

生態氣候議題感興趣，與父母

同是防汛護水志工。

洪萃翎  /  28歲

    所屬大隊：第四大隊

    入隊年份：民國107年

    職業：務農(青椒、四季豆)

除了擔任防汛志工外，亦是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的

土石流防災專員，透過村長得

知防汛志工招募，和妹妹同是

防汛護水志工，颱風豪雨除巡

查外，也協助預防性撤離。

鄒朝凱  /  30歲

    所屬大隊：第六大隊

    入隊年份：民國99年

    職業：業務(造紙業)

因父親(林義大隊長)從事水閘

門、抽水機、抽水站的相關工

作，而得知防汛志工招募，與

父親一起成為志工，下班或周

末下午慢跑經過二仁溪堤防便

順道巡查是否有異常情況。

林裕智  /  32歲

    所屬大隊：第十大隊

    入隊年份：民國102年

    職業：醫美諮詢師

印象中小時候汐止淹水時，父

親會協助參與救援，成為防汛

護水志工後，才瞭解汐止因為

員山子分洪的水利設施而改善

淹水，和父母親、哥哥同是防

汛護水志工。

林宜梅  /  27歲

防汛護水志工邁入第11年，人數已近1600人，60歲以上的志

工約占六成，而20到30多歲的青壯年人則只占志工的3%。本期訪

問四位來自不同地方與職業的青年志工，分享其防汛經驗與參與

動機。訪談中發現青年志工大多是從其父母親口中得知防汛志工

招募的訊息，看到父母參與防汛的巡查工作，進而一同加入防汛

的行列，而在加入多年的志工過程中，透過教育訓練等活動，也

對臺灣的水資源與防災有更多的認識，甚至表示對防災投入的愈

多，似乎就愈喜歡上這份工作，除了能幫助自己與他人外，更能

獲得榮譽與使命感。

青 年 參 與
關 懷 在 地
青 年 志 工 加 入 防 汛 行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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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工作的你，是否願意抽空參與防汛?

身為社會與家庭經濟支柱

的青壯年，是否有時間參與防

汛工作，這可能是青年加入防

汛志工首要遇到的問題，而在

訪談間發現大眾首要提出的疑

問似乎立刻獲得解決，原因有

下面兩項，第一志工巡查的地

點通常是家附近的河川、排水

與海堤，因此巡查地點離家距

離大都能徒步走到，路程花費

時間很短；第二志工平日的巡

查每月大約1-2次，能安排自

己有空的時間進行勤務巡查，

在時間安排上具有彈性，較無

時間壓力。

固定上下班時間的上班族，每

月可以利用1-2天週末假日進

行巡查，而像業務等非固定行

程時間者，則可更彈性運用自

身時間或順路經過巡查點時進

行巡視。

如果防汛不會占用太多的時間

，是否願意參與防汛工作呢?

當時間因素排除後，似乎回到

問題的本身，除非對於防汛有

很大興趣或者親身經歷過水患

帶來的災損，否則一般民眾不

太會對防汛議題，甚至防汛護

水志工有太多的認識。

因此近年政府不斷地加強宣傳

全民防災的觀念，希望透過多

元的媒體管道增加防汛志工、

水患社區、企業參與等全民防

汛的曝光度。另外經由志工的

分享，可以瞭解成為防汛志工

後，所獲得的不僅只有防災的

能力。

加入防汛護水志工，收穫知識也收穫溫情

第六大隊的林裕智志工表

示：「成為防汛護水志工除了

獲得許多防災相關的知識外，

可增長自己對故鄉的了解，如

果到外地工作，則可增加對周

遭環境的了解。」加入志工在

遇到災害時能處理應變外，同

時也增加了與鄰里居民的交流

互動，連結人們與地方的關係

，更增進了人際的溫度。另外

與同樣身為防汛志工的家人間

，也有更多的互動與話題，促

進家人的情感。

希望有更多青年能加入防汛的

行列，第三大隊的洪萃翎志工

說：「做志工沒辦法短時間馬

上就改變生態環境或世界，但

因為有我們的加入可以讓世界

開始有所不同。」

第四大隊的鄒朝凱志工說：「

一起來當志工，保護自己的村

莊。」關心我們生活的環境，

自助與互助能有效防止災害所

帶來的損失，建立安全宜居的

家園。第十大隊的林宜梅志工

表示：「成為志工後對臺灣的

水資源與災害能有更多的認識

，並懂得如何預防與應變，使

我們居住的更安心舒適。」受

訪的志工皆表示成為志工，增

加了對環境與人事的瞭解，關

懷在地生活收穫滿載。

如果你對你居住的土地或家園

想盡一份心力，或是你想了解

更多環境相關的議題與知識，

我們誠摯地歡迎你加入防汛護

水志工的行列。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於2005年成為ICC的臺灣協力

團體，負責籌劃辦理臺灣的ICC淨灘行動，彙整臺

灣各地的淨灘成果(ICC紀錄表)傳給TOC，供分析

海洋廢棄物來源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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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所有水域、岸邊的廢棄物。

紀錄、統計這些海洋廢棄物的種類與數量。

教育大眾廢棄物對於海洋污染的嚴重性。

以海洋廢棄物的紀錄資料督促政府部門訂定法令，維護良好的

海洋環境。

國際淨灘行動的目的包括

資料來源：國際淨灘行動操作手冊、ICC紀錄表、荒野保護協會

ICC紀錄表

淨 灘 護 水
志 工 動 起 來

1985年美國環保署

經研究證實塑膠廢棄物所造成

的汙染與危害已遠超過我們的

想像，因此成立了海洋保護協

會（The Ocean Conservan-

cy，簡稱TOC），隔年(1986

年) TOC策動了第一次的淨灘

行動，由2800名志工沿著200

公里的海岸線清理出124噸的

廢棄物。此次淨灘為海洋保護

相關的計畫播下了種子，其中

包括國際淨灘行動(Interna-

tional Coastal Cleanup，簡

稱ICC)。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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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護水志工第五大隊於箔子寮海堤淨灘(攝於110年4月16日)

防汛護水志工第七
大隊於屏東縣東港
鎮海公園海岸淨灘
(攝於110年9月26日)

防汛護水志工第四
大隊於彰化福寶生
態教育園區淨灘
(攝於110年9月25日)

防汛護水志工第三大隊第5、7、
9、19、21分隊於辦理淨溪(川)環
境維護活動(攝於110年8月14、15日)

防汛護水志工第
八大隊於三仙海
堤淨灘
(攝於110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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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憶 與 文 化 傳 承
雲 林 口 湖 淹 水 的 牽 水 民 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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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生活裡面，常見一種

使用信仰儀式或活動，來跟傷

痛記憶和解的方式。原本的起

因可能是讓人悲傷，但隨著時

光更迭，傷痛部分逐漸消淡，

悲痛記憶慢慢變成一種民俗活

動或是加入戲演歡樂的成分。

「 雲 林 口 湖 牽 水

（khan tsuí-tsng）民俗」就是

因水患所帶來的大量傷亡，是

集體傷痛記憶演變為民俗的一

事例。

清道光25年（1845年），農

曆六月初七的黃昏，狂風暴雨

帶來大水及土石奔流，北港溪

與牛挑灣溪的河水暴漲，滾滾

水流湧向下游而去，而同時海

潮上漲，海水倒灌入村莊。《

臺案彙錄甲集》書中節錄有一

奏則〈臺灣鎮武攀鳳臺灣道熊

一本會奏臺灣猝被風災情形摺

〉寫到：「海之下湖、蚶仔寮

、黛仔挖、新港、無尾墩、蝦

仔寮，下崙仔、泊仔寮、竹笛

寮等九莊，地勢較低，當風雨

洶湧之時，海水沸騰，汪洋莫

測，俄頃之間，九莊悉為巨浸

。」一夜之間，從虎尾溪到北

港溪沿海一帶村莊全部受到水

淹，其中以下湖港一帶最為嚴

重。大雨連下好幾日，直到農

曆六月十二日，雨勢減緩，海

水退潮後的面貌，則是死傷慘

重，對於雲林縣當地造成相當

嚴重的災情。當地棺木跟草蓆

根本來不及供應，為了不讓這

些屍體暴曬在外，只能緊急的

將無法辨識身份的人集合埋葬

，由北而南分別為廣溝厝新庄

仔（1914年，此處因受海水

侵襲，遷葬至下寮萬善爺廟，

現今此地已在海水之中）、四

湖鄉三姓寮塚（下寮萬善爺廟

）、口湖鄉青蚶庄西南大溝墘

、下湖港邊的大坵墳（蚶仔寮

開基萬善祠旁邊）。

註：「 藏」由「車藏」合成一個字，字義「旋轉」，讀音同「狀」。
圖片來源：雲林縣口湖鄉公所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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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日期為農曆六月七日，民

間也稱「六七水災」，而為了

處理這讓人傷痛的歷史，民間

信仰以每年超度亡魂來處理這

集體記憶，因為是溺水而亡，

所以要以牽水 儀式來引魂到

人間接受供養。水 一種以竹

篾編成中空圓柱狀，糊上印有

人型、生肖的色紙，常見高度

約一公尺，用來讓自靈界亡魂

暫歇的一種處所，接受道士、

僧侶誦經供養後，再火化後，

引渡到轉生輪迴之處。

這樣的民俗，已經形成雲林縣

口湖鄉民的集體記憶，在每年

農曆的六月初七、初八，離家

遊子皆會返鄉齊聚，牽水 儀

式各戶人家也會在自家門口辦

桌吃飯，聚聚聊聊。因為儀式

性強烈且盛大，民國97年（

西元2008年）口湖牽水 由

雲林縣政府登錄為無形文化資

產，民國 99 年（西元 2010 

年）文化部指定為國家文化資

產重要民俗。

(圖片來源：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口湖鄉地圖(圖片來源：雲林縣口湖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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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園 地

評 鑑 流 程

初 評(11/03前完成)

未獲獎社區(未達80分)

甲等社區(80分以上，未達85分)

具優等資格社區(85分以上)

具優等資格社區進入複評

複 評(11月辦理)

甲等社區(80分以上，未達85分)

優等社區(85分以上，未達90分)

具特優資格社區(90分以上)最多12處

具特優資格社區進入現地訪評

現地訪評(110年12月底完成)

優等社區(未達90分)

特優社區(90分以上)

※特優最多10處

一般社區 種子社區

特優社區(未達90分)

種子社區(90分以上)

※種子最多5處

社區評鑑獎項介紹

縣市評鑑

種子社區獎金：20萬

特優社區獎金：18萬

優等社區獎金：10萬

甲等社區獎金：5萬

獎項與獎金

特殊貢獻獎由各河川局於初評提報
(至多三處)。

河川局於初評前，需提供評鑑小組轄
內評鑑報名社區特色簡要說明。

評鑑資料超過頁數者需扣總分一分。

複評階段，每個社區簡報時間10分鐘

，待委員提問後，回覆時間以5分鐘

為限。

具特優資格社區於現地訪評時，簡報

內容僅需針對複評時委員意見、社區

現場環境、實際運作等進行說明。

110年評鑑注意事項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 評鑑說明

110年起，改採不分組方式進行，依
分數高低，取前六名為績優縣市。

文案字數限制：600-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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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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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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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區新港里
在 地 滯 洪 池

烏日區前竹里
區 域 聯 防

P.11~P.14

P.7~P.10

跟著防汛嚮導踏上旅途

編 織 與 水 共 存 的 故 事

豐濱鄉豐濱村
八 里 灣 部 落

P.15~P.18
口湖鄉萬善爺廟
牽 水 民 俗

P.27~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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