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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障朋友獨木舟體驗~



水域環境的問題































請打 環保署-- 公害陳情免付費電話

0800- 066666

看到環境公害我們能做什麼事?



1.重新建立人與河的關係

僅在百年之前，淡水河主流支流還是舟影點點，熙來攘往。但，

a.日據時代末期，陸地上的輕便鐵路取代了水路，航運沒落。

b.民國50年代工業的發展開始造成水質污染，內河捕撈業蕭條。

c.河川上游水土保持不佳，為防治水患高河岸堤防的建設。

d.戒嚴時期的水域管制，民眾不易親近水域。

e.過往國民教育未重視體育”，許多人連游泳都不會……

上述的原因均讓民眾遠離了水域。相較於鄰近的國家如日本、澳大利
亞等區域民眾自主性(非營利性的)水上活動興盛，現代台灣民眾仍普遍顯
得畏水而不了解水。然而物極必反，進入90年代後，隨著淡水河上游工
業區的產業外移、政府污水處理廠的興建與民生污水接管率提昇，讓淡
水河河水慢慢地重新清澈起來; 再加上縣市政府近年在河濱闢建帶狀公園
自行車道等設施，讓民眾開始又有了接近水域的契機。而獨木舟是一項
進入門檻較低，兼具運動性、無污染、生態環保等優點於一身的新興活
動，很適合做為引導民眾重新進入水域的媒介。



2.推動 river  touring 風氣

國內陸上自行車的風氣方興未艾，近年來政府所主導的水上活動
也逐步展開。

民國96年台北縣政府開始在二重疏洪道陽光運河辦理了民眾體驗
獨木舟活動，遺憾的是辦了兩年就結束; 台北市政府今年(98) 辦理民
眾在基隆河大佳段辦理民眾獨木舟體驗，只可惜有辦活動才有人，
沒辦活動就沒人，未達成北市府預期目標--- ”民眾最終能自主性攜
船具在河川上休閒”之理想。以上活動均為曇花一現，未能造成深遠
的影響( ”點”的運作能量有限)。

踏查隊除了從上游航行到下游，完成影像記錄及河川綠地圖建
立 ( “線”的貫穿)，計畫期間將透過小型論壇、演說等方式分享給河
川周邊學校、社區( “面”的擴展)。另外在計畫期之外，預備長期運
作，透過上述論壇、演說等活動的辦理，招募其他對河川有興趣的
青年志工加入，未來繼續踏查河川相關的人文、歷史、生態、水質
等項目，成為一支長期關懷河川議題及推動river  touring之團隊。



3.為台灣這塊土地、這方山水，
重新建構一個新的良性循環

過往大眾普遍將我們居住地周邊的河川視為「大水溝」，而過往我們有
幸參加縣市政府所辦理的河川巡守隊培訓課程，發現縣市的河川巡守
隊的成員九成以上以退休的銀髮族為主。好幾個分隊的河川巡守隊為
何不見有年輕人? 為何會有這種斷層現象呢?

我們認為因為老一輩的人有比較多的機會親近河川，且其童年時光仍保
有對河川美好的印象，故而比較會投入對河川的關懷行動。反觀年輕
一輩的人因為少有機會親近河川，不熟悉水域故而對水域環境也容易
陌然不關心。

獨木舟河川踏查隊志在打破此一惡性循環，建立良性循環。







投影片結束，感謝指教~

e-mail :genji42@yahoo.com.tw      LINE: genji42

(03)8662523    0937-920-091   李元治

台灣開放水域聯盟

獨木舟環島之友會 海洋國家 . 驗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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