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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水源特定區環境教育推廣計畫】 

全國河川日新店溪環境教育體驗課程辦理簡章 

一、 活動目的： 

臺北水源特定區內有豐富的河流資源，最廣為人知的就是流經翡翠水庫的

北勢溪以及支援大台北地區主要用水的南勢溪，由這兩條溪流匯集而成的正是

淡水河水系的三大支流之一的新店溪。新店溪對於大台北地區的居民來說，佔有

重要的一席之地，從早期的灌溉、交通，到現今仍然持續的飲水、發電等功能，

蜿蜒的河畔兩邊累積了許多迷人的歷史人文、多元的河流地形及豐富的自然生

態。	

今年度的全國河川日由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主辦，配合全國河川日系列

活動，本計畫規劃三條新店溪流域的走讀課程，帶領參與的民眾一同體會新店溪

之美，以多元的角度重新認識新店溪。	

二、 辦理單位： 

Ø 主辦單位：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Ø 執行單位：跨界策略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Ø 合作單位：大安社區大學(大員水文化復興社)	

三、 人數規劃：每條路線預計 20人，規劃 3條路線，預計共 60人參與。 

四、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民眾可至臺北水源特定區環境教育學習中心網站之
活動專區報名（https://elearn.wratb.gov.tw/portal_g3.php）。 

五、 活動收費：免費參加，本活動費用由執行單位全額負擔，為確保活動品質，
將酌收 200元保證金，於活動簽退時一併退還 

六、 活動時間：111年 10月 15日(六)   

路線一【臺北的母親河是新店】09:30-16:00 

路線二【竹篁幽幽 碧水悠悠】09:45-16:00 

路線三【漂流在新店溪上百年的人文故事】09:15-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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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餐飲規劃：活動結束後提供便當，因活動結束時間會過午餐時段，建議參與
者自行攜帶行動糧與足夠飲用水。 

八、 集合地點：新店捷運站河畔側 BITAN字樣旁 

九、 路線及流程規劃： 

（一） 路線一 

Ø 主題：【臺北的母親河是新店】從產業、民生、能源用水看新店

溪 

Ø 說明：人們常常說淡水河是臺北的母親河。因為 19 世紀淡水河

的港口為台北帶來商業而興盛。但更早以前呢？臺北的產業(農

業)用水和民生用水，都靠新店溪。接著能源用水也靠新店溪。到

現在大臺北六百多萬人的生活用水，更是幾乎只靠新店溪。台北

人對新店溪的依賴，從古到今皆然。藉著這一次行程，希望大家

重新認識新店溪，臺北人真正的母親河！ 

Ø 交通方式：20人座中巴 1台接送，途中含徒步導覽方式。 

Ø 講師規劃：大安社區大學環境教育講師 梁蔭民 



 

3 

Ø 路線規劃： 

圖一 【路線一】行走路線示意圖 

Ø 流程規劃： 

路線一 【臺北的母親河是新店】 

時間 流程規劃 

9:30-9:45 新店捷運站河畔側 BITAN字樣旁報到 

9:45~13:30 

瑠公圳取水口→美之城社區→直潭堰→新店溪中游漫步→貓

巡坑土地廟→小粗坑發電廠→長興宮→感恩橋→周家古厝→

(回程)碧潭吊橋頭→河川日大會現場 

13:30~14:00	 午餐時間	

14:00~16:00	 河川日活動會場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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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路線二 

Ø 主題：【竹篁幽幽 碧水悠悠】青潭堰旁小而美的灣潭圳 

Ø 說明：新店溪提供臺北灌溉、交通、飲水、發電等多重功能，實

乃維繫臺北發展的命脈。本活動帶領民眾漫步悠遊於新店溪畔的

灣潭地區，體驗新店渡 (列冊的文化景觀 - 台灣現存唯一人力

渡口) 、灣潭圳 (青潭堰旁的優雅小圳) 、灣潭聚落 (昔日入山必

經之路) 、綠竹筍小徑 (篁徑幽幽 - 一條鮮為人知的家庭步道，

還可以跟農家鮮買竹筍。) 、灣澤渡 (昔日入山必過之渡) 、青

潭堰 (水源保護區的起點) 等，包括了水文化、水環境、生態、

產業等多重體驗，讓民眾了解政府與人民共同維護大臺北地區水

源、水質、水量的重要性。 

Ø 交通方式：步行搭配新店渡人力渡船 

Ø 講師規劃： 大員水文化復興社社長 陳重維 

Ø 路線規劃： 

圖二 【路線二】行走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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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流程規劃： 

路線二 【竹篁幽幽 碧水悠悠】 

時間 流程規劃 

09:45-10:00	 新店捷運站河畔側 BITAN字樣旁報到	

10:00-13:30	
新店渡→灣潭(清代商街店舖、灣潭聚落、灣潭圳、灣澤渡)	→

青潭堰→(回程)新店渡→碧潭吊橋頭→河川日大會現場	

13:30~14:00	 午餐時間	

14:00~16:00	 河川日活動會場參觀	

 

（三） 路線三 

Ø 主題：【漂流在新店溪上百年的人文故事】山裡的原住民、渡河

的漢人、發電的日人都在新店溪相遇 

Ø 說明：淡水河水系三大支流之一，新店溪，從原住民、清朝、日

治到現代有著北臺灣非常重要的人文歷史發展的史蹟與意義，新

店溪不僅有原住民時期的生存風貌、漢人開發水圳引水灌溉台北

盆地發展農業的基礎、更重要是這裡還是日本時代臺灣第一座水

力發電廠的創建，樟腦、伐木、電力、茶葉…，這裡有古道的遺

跡、有掠奪衝突的故事、有開挖水路或陸上運輸的痕跡、還有尚

在運作的水力發電所，這樣一條結合人文、歷史、資源力量的溪

流，絕對是我們應該要了解認識的「新店溪」。 

Ø 交通方式：20人座中巴 1台接送，途中含徒步導覽方式。 

Ø 講師規劃：大員水文化復興社 社員 盧錦淑 

Ø 路線規劃：規劃這條「漂流在新店溪上百年的人文故事」，希望

從原住民泰雅族遷徙至烏來，定居在豐富的新店溪旁生活開始介

紹，並加上時代的轉輪將清同治至光緒初年間，來新店溪墾地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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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的漢人，當時與原住民的衝突事蹟，然後日本人來了，在山林

大規模植林、大量製作樟腦、種植茶葉，甚至為了製作更多樟腦，

而在新店溪建造臺灣第一座水力發電廠，這樣一條新店溪，在不

同時代有不同面向的人文發展，因此希望藉由這條路線可以讓更

多民眾了解： 

n 新店溪在原住民時代，了解原住民的角色 

n 漢人來到新店溪與原住民的衝突關係，如民壯亭、清水巖祖

師廟 

n 日人發展新店溪的水力發電，如龜山發電所、小粗坑發電所 

n 因為物產的運輸，烏來台車與萬新鐵路關係 

n 新店溪與臺北盆地的農業發展與民生用水，如瑠公圳、青潭 

圖三 【路線三】行走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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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流程規劃： 

路線三 【漂流在新店溪上百年的人文故事】 

時間 流程規劃 

9:15~9:30 新店水特局集合→步行 

9:15-9:30 新店捷運站河畔側 BITAN字樣旁報到 

9:50-13:30 

遠眺青潭堰→眺虹吸彎管遺址→龜山壩遺址→桂山發

電廠→舊龜山發電所→屈尺壩引水步道→歧山巖清水

祖師廟→小補碑→屈尺古道→永興宮→小粗坑發電廠

→感恩橋→周氏古厝→(回程)碧潭吊橋頭→河川日大會

現場 

13:30-14:00	 午餐時間	

14:00-16:00	 河川日活動會場參觀	

 

十、 防疫規劃： 

1. 掌握與會者名單，監控與會者健康狀況。 

2. 基本防疫措施(環境消毒、量測體溫、配戴口罩...等)。 

3. 防疫宣導，並建立通報機制。 

4. 為確保當天導覽員萬一確診，活動仍能執行，本計劃備有「預備導覽員」，

必要時可立刻替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