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友朋來自花蓮縣，進行土石流及水土保持防災經驗 

互動交流，觀摩切磋精進災害防救工作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災害防救工作千頭萬緒，從治水

防洪到山坡地水土保持或海岸沙洲保護等，都是屬於水利局職掌業務

範圍。由於各縣市地理環境及災害潛勢特性不同，所面對的災害類型

及緊急應變處置有別，因此；各縣市政府經常透過參訪觀摩的機會，

相互學習交流及經驗分享，以增進業務效能及提升專業技能。 

    來自花蓮縣政府農業處及所轄鄉鎮市公所承辦相關水土保持人

員，經由協力團隊成大防災研究中心的安排，於 104年 11月 19日上

午 9 時由水土保持科邱奕承科長擔任領隊一行 22 人，拜會參訪本市

災害應變中心，進行水土保持業務及災害應變中心開設運作機制。首

先由本府災害防救辦公室執行秘書侯俊彥參議致歡迎詞，竭誠歡迎來

自「後山」的花蓮縣防救災工作夥伴蒞臨參訪，雖然前些日本市受到

2 隻蚊子(白線斑蚊、埃及斑蚊)所帶來的登革熱疫情威脅，經市政府

團隊努力不懈進行滅蚊行動，甚至水利局也進行下水道之查察或利用

自拍器查明民宅天溝是否有孳生源，徹底執行滅孓行動，一連串有效

滅孑行動，登革熱病例數已大幅降低，希望未來 2 天參訪能漫遊臺

南，享受文化古都巷弄之美及道地美食。 

    接著由本府水利局彭副局長紹博進行水土保持及土石流防災業

務簡報，簡報重點(1)山坡地管理結合車載即時影像傳輸及大臺南國

土保育聯盟聯合查緝等 9 大創新作為(2)落實海岸沙洲保育工作，保

護國家級潟湖及沙洲，提供濱海地區天然屏障(3)土石流易致災調查

及治理、應變整備作為及推動自主防災社區成果。其次由消防局針對

本市災害應變中心運作機制及相關通訊設備建置，應變中心開設期間

隨時要準備市長與 37區公所進行視訊連線等措施。 

    花蓮縣政府參訪同仁聽取簡報後，進行意見交換時，邱科長表

示，感謝臺南市政府團隊熱情接待，花蓮縣在傅縣長主政下，我們已

經不講「後山」兩字，因為它代表落後，花蓮縣山坡地面積約佔全縣



土地總面積近九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公告土石流潛勢溪

流高達 168 條，保全住戶超過 2000 戶，雖然縣府團隊及鄉鎮市公所

人力有限，對水土保持及土石流防災業務仍積極推動，土石流防災首

重預防性撤離，當海上陸上颱風警報發布後，即請里長聯絡保全住戶

儘速依親或疏散撤離至避難收容場所，避難收容場所提供優質的休閒

設施及餐飲設備，提高疏散撤離意願；此外也感謝同樣為花蓮縣政府

盡心盡力協助的成大防災研究中心，颱風期間不眠不休地提供氣象專

業諮詢，敬業精神令人佩服。 

    本府自縣市合併後，正式成立任務編組災害防救辦公室，整合提

升各局處及區公所防災業務，評核成績斐然，屢獲中央肯定，水利局

積極推動自主防災社區之經驗，提供花蓮縣政府參考，最後分別由侯

參議致贈花蓮縣政府同仁每個月出刊之災害防救電子報專輯合訂本

做為紀念及彭副局長贈送伴手禮後拍照合影，透過本次業務互動交流

及花蓮土石流預防性疏散撤離之經驗分享，確實提供本府未來推動災

害防救工作精進的方向。(水利局  林建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