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麻豆區公所新觀念、新做法，防災會報邀請里長實地 

參觀訪視區域排水治理及抽水站設施 

    麻豆在台灣地方史上是個知名的鄉鎮地區，荷蘭據台，稱此為

「Mattau社」，是西拉雅族四大社之一；明永曆十五年(西元1661年)，

鄭成功來台驅荷，所製輿圖記示麻豆為番社。距今二百餘年前，麻豆

原為一荒涼濱海地帶，麻荳港則為倒風內海東南方之汊港，據臺灣府

誌記載:「倒風港分三叉，西南為麻荳港，南茅港尾港，北為鐵線橋

港。」舟楫往來，商業盛極一時。嗣因天然地理環境的改變，蔴荳港

航道漸告淤塞，港灣浮覆後，或變成窪地，或成為港塭，海岸線乃漸

次西移，原本濱海之古蔴荳社遂成為內陸地域。 

麻豆地區地勢原本就較低窪，過去曾經歷多次颱風豪雨造成淹水，

尤其98年莫拉克風災淹水更是嚴重。縣市合併後，台南市長賴清德有

感於麻豆地區緊鄰曾文溪畔，遇雨成災，淹水是市民最大的痛苦，要

求水利局進行多項緊急護岸工程、排水治理、橋梁改建及設置抽水站

等，以徹底改善淹水。麻豆區長林振祿說水利局在轄區內進行治水改

善工程，包括麻豆排水治理工程、埤頭排水治理工程、營後排水治理

工程等51件，工程經費總計達新台幣25億元。 

    104年防汛期已屆，林區長為加強與里長們對防救災之重視，共

同肩負承擔汛期期間各項防災整備作為，麻豆區公所利用 104年 5月

6日召開上半年災害防救會報時，以創新突破的做法，特別邀請轄區

里長、防救災編組成員及市府團隊，一起搭乘遊覽車實地參訪正在轄

內進行之防汛排水設施，透過實地參訪及解說，讓里長親自了解麻豆

地區整體水患治理及防汛排水系統規劃設計與委託廠商操作，讓里長

能深深體會及感受這幾年來市府治理水患的認真與用心。 

    實地參訪第一站來到轄區海埔中排抽水平台，由區公所農業及建

設林德昌課長先作該排水系統介紹，接著由水利局張專員詳盡解說，

以高規格方式向里長簡報，對於里長存疑問題及設計容量等，一一回

答讓里長充分理解規劃設計及解決水患的功能效益。第二站前往龍泉



抽水站，由抽水站委外操作廠商介紹抽水站儀器設備及操作功能，讓

里長親身了解抽水站的操作方式，當颱風豪雨期間委外廠商 24小戒

備，抽水站圍牆外有緊急聯絡電話，遇有緊急事件隨時可以聯絡處理。

參訪結束前，與里長進行互動交流座談，台南市政府災害防救辦公室

執行秘書侯俊彥參議當場詢問在場里長，「請問在座里長，第一次來

參觀麻豆區唯一的龍泉抽水站，請舉手」，結果有 7位里長都是第一

次參觀，其中一位還是在地龍泉里王益標里長，王里長表示：「去(103)

年底選上里長後，就一直想來抽水站，但抽水站的大門平常是鎖著，

今天有這個機會進來參觀，真是非常高興」。 

    麻豆區長林振祿表示，非常感謝市府團隊為徹底解決麻豆地區多

年來居民最大的願望，早日遠離淹水之苦，正積極進行多項水患治理

計畫與工程改善，相信治水工程陸續竣工後，未來工商經濟蓬勃發展，

不論是在地產業文旦、柚子推廣發展或觀光產業行銷等，麻豆地區是

台南市最具發展潛力的鑽石地段。 (麻豆區公所   王鑫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