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歷 40餘年發展的新竹科學園區，創造出獨特優勢的半導體聚落

「護國群山」，被國際媒體評定為具「核彈」級影響力，也是創

造台灣經濟的重要命脈。而眾所皆知，半導體製程需要大量用水，水源

要豐沛，更要乾淨。能夠就近支援的水庫水質與生態環境，猶屬重要。

而獲得環保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的北水局寶二水庫，啟用以來一直

為竹科產業擔起血脈般角色，居功厥偉。

109年 4月 21日通過認證的寶二水庫，是新竹地區第一個取得場所

認證的水庫。也是北水局繼石門水庫於 101年取得認證以來，第二處獲

得認證的場所。場域內究竟有何內容、特色？如何推動環境教育以維持

生態與水資源優勢？管理中心主任林政志強調，「教育」是不二法門，

加上水資源保育策略，將確保寶二水庫永續經營利用。

寶二水庫全名是「寶山第二水庫」，換句話說，還有個第一喔！沒

錯，建於民國 70年、73年 10月完工、75年完成寶山淨水廠後正式通

水啟用的寶山水庫，有效蓄水量 538萬噸，雖身為老大，卻只能算是座

中型水庫。兩座水庫都在寶山鄉山湖村內，相距只有幾公里，不用 20分

鐘車程就能抵達。順著蜿蜒山路，很適合兜兜風半日遊！是新竹人日常

專訪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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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散心的口袋名單，運氣好還能一睹水庫滿溢洩洪

的壯觀氣勢。林政志表示，山湖村總面積約 9.4平方

公里，兩座水庫就佔了全村 65％土地，在水庫界可

是非常罕見的紀錄。

寶山水庫啟用後，新竹科學園區也才剛起步，

足以供應區內各大廠使用，並支援新竹、竹北、寶

山、竹東等地區民生飲用。民國 80年開始，竹科總

產值倍數成長，半導體聚落逐漸成熟，充足穩定的用

水供應，成為產業話題。遇到乾旱不雨，水情頓時吃

緊，初期多賴農業用水調度支援。廠商為求用水無虞

得想方設法找水，甚至不惜花錢，自行雇用水車載水

應急。如繼續單靠寶山水庫供給，到民國 86、87年

肯定不敷使用，開闢新水源，已是刻不容緩的重要任

務。因此，民國 74至 75年間著手規劃的寶二水庫，

因環保意識高漲，選址工作相當不易。直到民國 80

年完成選址評估，由行政院核定列入 6年國建計畫。

民國 82年起，分 2年辦理可行性規劃工作，總工程

費約 105億台幣。民國 86年 4月開工興建，至民國

95年 6月正式完工，蓄水、供水，與寶山水庫、隆

恩堰聯合運用。至今，一直穩定供應新竹地區民生、

產業用水。

「為了避免水質遭受污染，杜絕人為污染，這

是一處沒有遊憩設施的水庫。」林政志指出，群山環

抱的寶二水庫是座典型「離槽式」水庫，幾乎沒有自

有水源，必須仰賴他處水源。引自數公里外的頭前溪

支流上坪溪的水源，經沈砂後，由引水路引入水庫調

蓄利用。壩體是中央不透水心層分區滾壓式土壩，總

容量 3,230萬噸，遠遠超越「老大」寶山水庫，為其

六倍之多，屬於一級水庫。經由一座紅色橋樑銜接的

直立式分層取水塔，塔高約 58公尺，矗立湖中央，

映照著藍色湖水，十分美麗。林政志強調，該塔最大

特色是可依水質狀況，個別或混合方式分層取水，因

此，讓寶二水庫營運 16年來，尚無淤積問題，水質

甚佳。林政志說，以目前每年 0.2立方米的沉積量計

算，換算庫底總計 52萬立方米的淤砂待容量，在沒

有任何意外下，壽命絕對足以支撐 400年。因此環境

生態的維護，成了永續經營的重要指標。

林政志指出，水庫最大優勢在於「全部徵收水

庫集水範圍土地」的決策，不僅免除日後土地使用上

的相關爭議，也完整保留水庫周邊自然生態。貼著水

庫闢建的 10公里環庫道路，視野舒暢，整個水庫美

景及水庫本體設施，一覽無遺，是絕佳的環境教育據

點。近年來，在運動風氣帶動下，已是新竹地區熱門

的公益路跑與健行路線。無論滿水位，或枯水期，總

能吸引打卡族的關注。107年開始，管理中心委託台

中教育大學環境資源管理研究所林明瑞教授策劃，盤

點場域內各項設施與生態資源，推出核定課程，由 2

位專職教師傅明俊、張惠閔駐點深耕。

目前三套核定課程為：「小水滴的旅行：淡水資

源的重要性」、「寶二水庫水，哪裡來？哪裡去？」、

「寶二水庫木棧道動植物生態」。內容為介紹水與淡

水資源的來源、儲存、利用、節約的重要性，及如何

孕育出寶二水庫集水區內重要生物資源。為激發學童

對水資源與水庫設施的保育態度，深植水庫保育觀

念，初期推出適合國小低年級學童的水資源教案「大

樹小樹保護水資源」。

圖 1、分層取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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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閔表示，集水區範圍土地在管理中心長期

保護下，戶外山林與環庫道路的自然生態資源極為豐

富。有山黃麻、桂竹、相思樹、樟樹、龍眼、楓香等

植物群，交錯生長。依照季節變化，各自吸引著昆蟲、

哺乳類、兩棲爬蟲類及鳥類到此覓食繁殖。包括臺灣

三線蝶、姬小紋青斑蝶、銀紋淡黃蝶、臺灣藍鵲、竹

雞、小鸊鷉、小白鷺、赤腰燕、白鶺鴒、紅嘴黑鵯、
五色鳥、紅腹細蟌、善變蜻蜓、薄翅蜻蜓等生物。演

繹出「人、水、生命」和諧共生畫面，奠定出絕佳環

境教育基礎。109年 4月 21日順利取得環保署環境

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至今培育 30位志工，其中 17位

已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有 15位志工種子教師可

協助課程教學。

兩年前，全台百年大旱，志工們看到環教效益，

津津樂道。110年全台遭遇百年大旱，沒有颱風、沒

有雨水，水庫水位不斷下降，逐漸露出底部的水庫，

真的不怎麼好看。沒想到訪客反而變多，預約課程或

者臨時造訪的散客超常熱絡，有人不遠千里就是想親

眼見證水位狀況。聽著訪客議論著各種水議題，不乏

專業角度，讓志工們感動不已，更加肯定環境教育的

可貴。即使疫情期間，志工們熱情不減，工作亦不曾

間斷。全程依防疫規定執行外，採 1：20的師生比，

分組進行，盡量以戶外教學活動為主。為擴大服務，

管理中心為鄰近偏鄉學校、兒童福利機構等弱勢團體

提供遊覽車及課程，方便參與。今年寶二水庫環境教

育專網正展開建置，完成後即可網路線上預約。

目前環教實施範圍主要以管理中心 1樓大廳展覽

設施、1至 2樓多媒體影音小廳（會議室）為主。利

用的資源設施，包括：室內仿真水庫模型、水庫壩體、

水資源設施、木棧道動植物生態及景點。透過人員解

說、生態體驗及遊戲，民眾可以就地觀察動植物現

況，以及特有物種。最常安排的木棧道行程，由思源

亭停車場往下走，上下來回約 600公尺，沿路知性學

習，還能享受柳暗花明的尋幽樂趣。看著步道兩側竹

林，經志工指認，才知其中暗藏品種差異。而不時舞

動軀，體長不到 1公分，一個不留神可能命喪遊客腳

下的蝴蝶，竟然是稀有鳳蝶。名為東方晶小灰蝶，也

有人稱姬小灰蝶，靠著草地上鮮紅可愛的小果實「碎

花木蘭」覓食。現場見證相互依存的生態食物鏈，讓

人印象深刻，更添環教深度。

在綠能當紅趨勢下，大霸下方的太陽能發電用地

區域，相當顯眼。管理中心人員指出，這是北台灣水

庫第一座綠能發電場所，每日平均發電約 1262度，

圖 2、管理中心 1樓大廳展覽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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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於一般家庭每日用電 10.1度，約可提供 130戶

家庭每日用電量。至於大面積的水庫上浮動式太陽能

板，因鄉親擔心破壞水庫生態，影響水質與當地飲用

水安全，強烈反對，目前台電已回應暫緩計畫推動，

將持續保持溝通，期盼在發展能源同時也能降低對環

境生態的衝擊。

回到大壩路旁，有間新建鐵皮屋，這是當地信

仰中心「仙爺廟」。林政志說，原「仙爺廟」在水庫

淹沒區，經擲筊後暫厝現址。廟內案桌下方有兩塊石

塊，相傳被仙爺坐過。傳說在寶山鄉上大壢溪源洞

旁，有位白髮老翁坐在橋頭石塊上。告訴對面山頭身

殘的 18歲少婦彭李妹：「我是來醫治妳的病」。少

婦遵照老翁指示回到生父家，高喊一聲「阿爸」，手

腳就康復了。橋頭的石塊成了村民膜拜之處，經北埔

望族姜滿堂、文學家劉建賢集資蓋廟，就地鑿洞命名

「溪源洞」，祀奉仙爺，未來計畫在現址旁重建。

同樣是見證水庫興建的在地文化建物，就屬管理

中心旁的土地公廟與民國 94年從寶二水庫淹沒區移

植過來的百年大樟樹。在客家文化中稱為「伯公」的

土地公，是相當重要的地方守護神。隨著百年樟樹移

植成功後，民國 96年將徵收區內 23座土地公廟遷庴

圖 3、仙爺廟

圖 4、管理中心旁土地公廟與大樟樹

合爐，安座於管理中心旁邊，繼續護佑著寶山鄉親。

「教育是無法量化，亦不能中斷。」林政志認為，

環境教育場域以非營利為目標，現階段不會收取任何

費用。繼續以專業委託方式進行共同服務，鼓勵民眾

把握機會參與。藉由教育潛移默化，達到水庫永續經

營的願景。「當然，我們不排除訂立收費制度。」林

政志表示，北水局將依營運狀況、參訪者回饋，評估

收費方式，期望未來能逐步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強

化環教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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