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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護水志工潘聰治總隊長專題訪問

防汛怎麼做
牛轉乾坤 鷸鴴起飛—彰化縣福興鄉福寶社區

蚵田水獺 生態永續—金門縣金寧鄉古寧頭社區

防災教育 童心協力

企業防災 凝聚人心—聚紡股份有限公司

防洪觀光發電
與水共生的岡山平原

資訊園地
防汛護水志工小幫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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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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聰治總隊長

專 題 訪 問

防 汛 護 水 志 工
潘聰治總隊長自民國99

年開始加入防汛護水志工，起

先是因為營造背景的他，經常

協助第七河局進行搶險工程，

後來受到第七河局的邀請，進

而參與了防汛護水志工，然而

這一待就是12年。潘總隊長

隸屬第七大隊第9分隊，但自

參與志工開始，便成為「不分

區志工」，整個七河局的管轄

範圍，潘總隊長只要有空都會

四處巡視，並利用平時巡防時

一併拜訪聯繫當地村里長，以

利在汛期時，可即時取得地方

訊息。此外，偏遠及尚缺乏志

工的地區，也因為潘總隊長的

聯繫而有熱情的民眾加入志工

服務隊，因為潘總隊長心裡總

是認為「自己的家園當然是自

己守護」。

第七大隊舉辦旗山溪高灘地淨灘活動
(攝於110年8月29日)

主要經歷
民國72-82年      營造公司主任

民國82-96年      營造公司工務經理

民國99-104年    加入防汛護水志工並擔任大隊長

民國105-110年   擔任防汛護水志工副總隊長

民國111年           擔任防汛護水志工總隊長

獲獎紀錄
民國101年           精神標竿獎 (個人)

民國102年           熱忱服務獎

民國103年           精神標竿獎 (個人)

民國104年           幹部服務獎

民國105-109年   熱忱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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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志工至今，最大的收

穫並不是名利，反而是一種付

出，一種回饋社會協助他人的

心。潘總隊長回憶「記得某一

年的颱風，外出巡視的路上遇

到一個養蝦老闆，當時風大雨

大，路樹倒塌，他請我幫忙移

除路樹讓他的貨車可以回家救

他的蝦子，如果沒辦法回去，

心血都白費了」。潘總隊長就

跟這位老闆兩個人在風雨中移

除路樹，最後終於順利移除讓

養蝦老闆得以回家。

當時風大雨大，誰也看不清對

方的長相，但沒想到多年後的

一天，潘總隊長外出巡視時，

在路上遇到一個人跟他道謝，

總隊長雖認不出對方是誰，但

對方表示幾年前你幫忙移除路

樹，我才有辦法回家救蝦子，

謝謝你喔!這句「謝謝你喔!」

雖然只是簡單的四個字，卻是

總隊長認為擔任志工最有價值

的收穫。因為「那是一種說不

出來人與人之間的溫度」。

1100604豪雨事件災後於高屏溪大寮堤防自行車道處理斷落樹枝

幹部會議(攝於110年3月12日)

精 進 組 織 運 作 與 提 升 自 我 能 力

參加防災士培訓課程(右圖為潘總隊長賢伉儷)(攝於110年8月15日)



參與防汛志工這麼多年，

其實就是把一件小事做好，也

許也能成為一件大事。現階段

志工也面臨轉型的考驗，如何

吸引更多的中壯年參與、跟得

上時代科技的應用、專業分工

等，都是未來志工會面臨到的

課題，可是不管怎麼樣的轉變

，志工的心永遠不會變，總隊

長感謝全臺志工的參與和這麼

多年來為了這塊土地的奉獻，

因為「志工就是歡喜做，甘願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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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水利署推動防汛護水LINE機器人，並於志工教育
訓練中推廣教學，總隊長很快便跟上科技的腳步，使
用志工LINE機器人上傳回報志工巡視的照片。

塭豐海堤巡視(攝於111年5月25日)

枋山海堤&莿桐海堤巡視
(攝於111年6月8日)

崎峰海堤巡視
(攝於111年5月24日)

下寮海堤&大庄海堤巡視
(攝於111年6月5日)

下寮海堤&大庄海堤巡視
(攝於111年5月29日)

投入志願服務這麼多年，

最開心的就是認識一群志同道

合的好朋友，希望我們一起攜

手前進，為下一個10年、20

年繼續守護我們生長的土地，

我們的家。

防汛護水志工第七大隊異地觀摩活動(攝於110年11月6日)

分隊聯誼
(攝於110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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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 化 縣 福 興 鄉 福 寶 社 區

牛 轉 乾 坤
鷸 鴴 起 飛

高蹺鴴(照片來源：彰化縣福寶生態教育園區)

福寶村於日據時代西面有

三百多公頃海埔新生地，經謝

慶先生努力不懈的經營後，使

其變為良地而得以耕種，後因

沿海地層下陷，海水倒灌，導

致農田土壤鹽化無法耕種，民

國62年於政府輔導下，開始

發展酪農，現今為全臺乳牛飼

養數量最多的酪農區，有「乳

牛的故鄉」之稱。

潮間帶的蚵田(照片來源：福興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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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鹽化休耕的農地，卻意

外回復為草原、草澤、水潭等

多樣性溼地環境，廣大的潮間

灘地及河口濕地，蘊藏著豐富

的生物，獨一無二的草澤生態

，成為許多保育類鳥類的棲息

地，目前已有160多種鳥類被

發現及紀錄，受到國際各界的

注目，連難得一見的高蹺鴴與

彩鷸也成群結隊的出現在福寶

濕地。

福寶村在黃耀輝村長與兒子的

發起下，開始在村內的房舍建

築外牆上重新上漆，並畫上各

式各樣的乳牛，如今村內已有

超過三分之一的住戶外牆繪有

乳牛，美化社區環境的同時，

打造「乳牛彩繪村」，另外黃

耀輝村長也邀請製作臺南藍曬

圖的創作者，為福寶進行彩繪

，進行社區營造，吸引遊客前

來福寶村參訪。

乳牛彩繪村
(資料來源：乳牛彩繪村FB)

藍曬圖
(資料來源：福興鄉公所)

110年0730豪雨事件
社區自主運作情形

資料來源：

彰化縣福興鄉福寶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福寶生態教育園區

彰化縣福興鄉公所

福寶村黃耀輝村長因經歷

過民國60幾年的淹水災情，

因而特別重視防災，民國99

年水利署開始招募成立防汛護

水志工後，便加入防汛護水志

工至今。位在彰化縣沿岸的福

寶村，因受到暴潮溢淹處在易

淹水地區，因此於110年成立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每次颱風

豪雨來臨前，透過環境巡查與

清理排水溝渠以減低淹水災害

損失。

福寶社區在黃村長的帶領下，

除了加強提升社區防汛外，也

透過多元方式建立社區永續經

營，像是打造低碳永續家園，

並利用特有濕地生態發展社區

觀光，包含鐵牛車採蚵、摸文

蛤兼洗褲、賞鳥導覽等，推廣

社區觀光並宣導防災與環保。

巡視海堤

清理倒塌路樹

關閉水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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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寧頭社區空拍圖(李俊龍提供)

金 門 縣 金 寧 鄉 古 寧 頭 社 區

蚵 田 水 獺
生 態 永 續

古寧村過去遇到颱風豪雨

時，雨水都會匯集至較低窪的

慈湖農莊，不僅淹沒農田、也

造成住宅淹水。因此，於102

年成立水患自主防災社區，除

增強社區的防災意識外，災前

自主進行防災整備與溝渠巡視

等，再配合鄉公所定期清淤水

道溝渠及縣政府水利工程改善

，近10年已無淹水情況。儘

管如此，社區仍持續深耕，除

了接觸防災士的業務外，更跨

向各種領域，多元發展讓社區

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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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的石蚵養殖有430多

年的歷史，形成「以海為田」

的特殊地景，古寧頭一帶有廣

闊的蚵田，社區除了辦理一日

蚵農工作坊導覽，讓旅客參與

體驗蚵農生活外，每年也會和

古寧國小合作，讓學童學習體

驗採蚵，了解文化地景。

古寧村除了有獨特的蚵田外，

另一項特色就是野生水獺，在

臺灣本島看不到野生水獺，只

有在臺北市立動物園能看到從

金門救助收容而來的水獺，但

在金門的路邊卻能見到「水獺

出沒!請小心」的標誌，這是

為了讓夜間出沒的水獺能安全

通過，金門縣政府特別設立此

標誌，提醒駕駛能減速行駛。

古寧頭社區為了生態保育挽救

野生水獺，也跟古寧國小合作

，讓學生能參與其中，小朋友

與老師對於生態保育實地戶外

課程，都覺得很有趣。社區除

了具有防災意識外，在環境永

續上也努力在經營。

因為有蚵民作為古寧頭社區的成員，蚵民每天都會注意海堤

狀況，如果有崩塌，隨時都會跟社區回報。除此之外，社區也會

定期辦淨灘活動，並邀防汛護水志工等其他單位一起加入，愈多

人一起參與，淨灘效率也愈高，還給海洋一片乾淨的海岸。

古寧國小參與社區挽救野生水獺(資料來源：台視新聞畫面截圖)

為了瞭解水獺的生活環境，架設紅外線攝影機拍攝到野生水獺出來覓食，
在雙鯉湖邊也能觀察到水獺的生活足跡，透過紀錄打造友善環境。

古寧頭社區淨灘活動(攝於111年3月5日)

水獺是濕地生態系食物網中最高級的消費者

，一旦水體受到污染，牠們往往是最敏感、

最先受害的物種，因此是水域環境的重要指

標之一。(參考資料：內政部營建署臺灣國家公園)

水利署的吉祥物-阿拓，就是以水

獺的形象製作，上水利署的「防

汛抗旱粉絲團」臉書(掃描右方

QR code)可看到牠的蹤影。 防 汛 抗 旱
粉 絲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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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災 教 育
童 心 協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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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拍110年基隆市武崙國小防汛繪畫作品

據世界銀行統計，臺灣屬於高災害風險區域，且同時受多種

災害影響，如何認識天然災害，以降低災害影響，是國民基礎教

育必須教授的課題。本期特別邀請教育部環境及防災教育科的李

佳昕專案管理師與我們分享教育部對於防災教育的規劃與推動。

教育部針對不同學習階段研擬防災教育
目標如下，並以颱洪災害舉例說明。

幼兒園：建立安全意識

讓幼兒知道水除了有趣好玩外，如果到達一定

高度，可能會有危險，必須要感到害怕。

國小：懂災害、會判斷

國小學童須學會知道什麼是颱風天，而颱風天

的時候應該要在待家裡，不能跑出去玩。

國中：能自救、會互助

國中生須學會如何獲得氣象資訊觀看氣象預報

，並學會自救的技能。

高中：協助學校與社區

高中生能夠做到協助同學或學校，同時也能走

入社區來做防災的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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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08課綱總綱中列

出19項「議題」融入教學，其

中一項便是防災，老師會將防

災的議題融入在課程中，例如

國文課中提到的《66詩集》

在描述日本福島大地震與海嘯

，除了認識如何形容災害的詩

詞外，可導入災害的可怕，進

而去了解水災時可以做什麼整

備及應變，從哪裡能獲得淹水

潛勢的資訊，瞭解住家的地理

環境等。藉由老師引導學生認

識災害與防災後，再由學生教

育回到家庭教育，讓家長共同

參與。

此外，教育部也會遴選特色防

災校園，讓校園成為防災教育

資源中心，除了在學校佈置災

害情境讓大家認識災害外，也

有一些數位學習課程，能讓民

眾學習，使民眾能對災害有概

念，並能產生防災意識。另外

，有些學校還會做遊學地圖活

化課程，像是結合防災的山野

教育體驗課程，讓學生走出校

園置身在山野中去學習。想認

識更多特色防災校園，可至教

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中瀏覽了

解。(請見下方QR code)

教 育 部
防災教育
資 訊 網
QR code

善用智慧控水取所需
要的雨水並善用滯洪
池打造校園安全
「共好」環境。

教育部特色
防災校園介紹
新竹縣關西鎮
東光國民小學

(資料來源：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

對於防災教育推動，教育

部訂定五項政策方向，第一項

是團務營運，教育部在22個

縣市都有一個防災輔導團，是

由各縣市的校長及主任所組成

，以對應各縣市防災教育的推

動工作；第二項是國民教育的

培訓，依照不同學習階段擬定

災教育目標，另外還有幼教及

特教學校的培訓；第三項是防

災科技，希望讓學校成為防災

教育資源中心，透過數位學習

課程教導社區長者使用電腦學

習資訊判讀；第四項是人才培

訓，先培養老師了解防災，才

能讓老師把防災融入課程中教

導學生；第五項是國際教育，

近兩年臺灣的防災教育較成熟

，開始推動國際防災的交換合

作，向外去宣導臺灣的防災教

育。

透過老師將防災內化成寓教於

樂的課程，慢慢深化在學生身

上，讓民眾從小便對防災有初

步的概念，藉由學童回到家庭

教育，再擴大到社區，以達成

全民防災。

水患社區與國小合作防汛
高雄市永安區新港里
與新港國小合作於學校
外 牆 畫 上 防 災 地 圖

臺 中 市 大 里 區 塗 城 里
與美群國小合作防災演練

(攝於108年)



聚紡企業位於桃園市觀音

區樹林里內，成立於民國88

年，是臺灣第一家上櫃的機能

性布料加工廠商，以專業的透

濕防水塗布、貼合加工技術，

生產各式機能性薄膜布料產品

，並開發各項吸濕快乾、防風

、防潑水、抗UV、抗菌、耐

磨等功能性布料加工技術，在

過去不僅協助社區防汛，也曾

攜手組成紡織國家隊，升級疫

情間防護衣技術。

自民國106年起，聚紡企業自

願參與水利署與桃園市政府推

動的企業協助水利防災計畫，

長期以來，聚紡便提供樹林里

內的老人免費用餐，協助樹林

里做好防災，只是另一種的舉

手之勞，身為在地企業，創辦

人蔡秋雄總經理總是認為「在

地企業對所在的土地本來就要

有一份回饋的心，只是用什麼

樣的方式而已。」

聚紡創辦人蔡秋雄總經理
(攝於110年10月25日)

聚 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企 業 防 災
凝 聚 人 心

防 汛

怎 麼

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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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自身專業，連結防災

的需求，聚紡提供社區雨衣、

防汛背心、帳篷等防水用品。

在紡織專業上，企業所提供的

裝配備可以讓社區成員在風雨

中進行防災工作更安全，以此

希望在防災上盡一份心力。

參與防汛多年，聚紡也對

自身「企業防災」概念有了大

大的提升，聚紡在防災規劃上

以三大原則「正面、預防、危

險」來提升聚紡及社區防疫能

力，加強社區防災上除了具有

防災意識外，執行力上更加重

視員工教育與加強設備演練來

增加防災訓練上的能力，在社

區防災上聚紡以協助的角度去

配合村里民的人力支援，每年

臺灣颱風豪雨前，聚紡在自身

企業的災前整備上也相當謹慎

，不僅在豪雨來臨前盤點相關

裝備，環境上也會固定的巡檢

以備不時之需，持續以環境永

續經營為目標。

(攝於109年)

社區合作並非單方面由企業付

出，在疫情期間，聚紡加入紡

織國家隊，生產防護衣，但因

疫情嚴峻，需求量過大，導致

工廠內人力不足，長年接受聚

紡協助的樹林里，也號召里內

具有紡織技術的大姊們，進入

工廠加入生產行列，一起製作

防護衣，不但馬上就能上手工

作，更是讓蔡總經理意想不到

，他回饋社區的同時，社區也

在他最需要的時候幫助了他、

幫助了臺灣。

聚紡公司提供桃園市觀音區樹林里防災物資

防災防護衣 防災雨衣

聚紡公司和桃園市觀音區樹林里聯合防災

(資料來源：聚紡股份有限公司) (攝於108年)



與 水 共 生 的
岡 山 平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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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山前鋒子滯洪池(照片來源：永鑫能源)

防 洪

觀 光

發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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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化的都會區，因為

各種排水設施的建置，其實已

有不少的地區較少發生淹水，

但是若天然地理環境低窪因素

使然，總還是可以見到淹水景

象，高雄市岡山平原就是一個

滄海變桑田，所以大雨過後仍

會淹水的區域。岡山平原是個

受到海砂堆積、二仁溪、阿公

店溪、典寶溪等土石沖積而成

的隆起海岸地形。

岡山平原上，除東側隆起珊瑚

礁大、小崗山外，都是沖積平

原，根據地質鑽探研究顯示，

岡山平原是個較為年輕的地形

，所以在開發上較晚，在明清

時期都僅僅是府城（臺灣府，

今臺南市），通往縣城（高雄

市左營區）南來北往的中途站

。由於昔日岡山地區茅草叢生

， 故 被 取 名 「 竿 蓁 林 （

Kuann-tsin-nâ）」，不過此

地名似乎較少人知，另一地名

「阿公店」較為人所朗朗上口

。阿公店地名的由來，第一種

說法是根據日本學者伊能嘉矩

的考據資料，簡炯仁教授提出

「阿公店」原為馬卡道系平埔

族「阿加社」的故地，寫為「

Agongtoan」或「Agong-

toen」，後因漢人拓墾移入

後，將「阿加」轉音為「阿公

」再加「店」字而成；另一說

法是相傳清康熙年間一老翁在

溪邊築茅屋，販賣茶水、雜物

，並提供南北往來住宿。後來

定居者漸多形村落，遂以老翁

稱為「阿公」而茅屋為店，更

名為「阿公店」。

(照片來源：高雄市岡山區公所)



防 洪

觀 光

發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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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地形年輕，地形起伏不大

，岡山區內雖戰後開始發展工

業，但從「灣裡」、「潭底」

等地名，可知因為阿公店溪的

因素，此地仍有不少淹水情形

。區內的重大治水及用水工程

是「阿公店水庫」。昭和17

年（1942年）臺灣總督府規

劃興築阿公店水庫，但因洪水

破壞而中止興建計畫，接著面

對太平洋戰爭停擺工程，戰後

由臺灣省公共工程局接收續建

，民國36年（1947年）臺灣

省政府建設廳水利局成立後加

緊興辦，民國42年（1953年

）完工。水庫完工後，部分地

區減少淹水情形，但卻也因地

質環境破素因素，容易有泥沙

沖刷進水庫，所以在民國94

年（2005年）啟動水庫底浚

渫工程，並引入壩堰庫容區架

設浮力式太陽能發電系統。

潭底社區房屋為防水患都進行墊高工程

這幾座滯洪池不單單只有水利調節功能，由於臨近區域空曠，加

上大、小崗山的襯映，頗具觀光效益。且高雄市府水利局更推動3

座滯洪池的「水域光電」，在水池面採用浮力式設置高效能太陽

能光電模組，可隨水位上升、下降，也不受颱風及地震影響，汛

期有效防範地區水患，調節溪流的洪峰流量。

單一座水庫的需水量有限

，為了因應極端氣候的大量短

降雨，並考量防洪、觀光、發

電等多元目標，水利單位在岡

山此地規劃建設有：永安、前

鋒子及典寶溪等3座滯洪池，

是政府進行岡山區水患整治的

重點。前鋒子滯洪池位於岡山

區嘉峰里、省道台19甲線旁

，緊鄰土庫排水系統支流田厝

排水，面積約15.6公頃，滯洪

量可達38萬噸，改善嘉峰里

、潭底里一帶的淹水問題。

根據當地居民蔡太昌先生、蘇

文媚女士表示，以前潭底此地

只要一有颱風就容易淹水，自

從滯洪池設建後，淹水情形已

有大幅改善。民國107年（

2018年）國立高雄大學土木

工程學系主任吳明淏分析該年

0823豪雨災情可以發現，過

去較常淹水的橋頭以北地區，

在典寶溪、前鋒子、永安等大

型滯洪池完工後，本次淹水情

形已有所緩和，顯見滯洪池建

設之效益。

防 洪

觀 光

發 電

26(圖為岡山前鋒子滯洪池的浮動式發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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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機器人功能介紹

掃 描 右 邊 QR code

可觀看操作說明影片

Line機器人主要功能如下：

照片回傳

使用者可將水情及巡視照片回傳

回傳紀錄

使用者可查詢回報次數與資料

防 汛 護 水 志 工

小幫手 QR code

ID:@wravolunteer

開啟Line加好友

1

2

掃描下方QR code或搜尋ID

1. 點選「加入好友」

2. 點選「許可」

請見右邊圖示

「防汛護水志工小幫手」介紹「防汛護水志工小幫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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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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興鄉福寶村
福 寶 濕 地

金 寧 鄉
古 寧 頭 社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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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岡山平原
水域光電
滯 洪 池
P.23~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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