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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英雄大特寫 

後壁區長翁振祥治理區里行政，透過公私協力經營與努

力，行銷農村特色成為全台 30經典小鎮，災害防救推動面

面俱到，軟硬體雙管齊下，提升社區自主防災效能 

位於嘉南平原的後壁區，是臺灣的穀倉，良田好水，冠軍米的

故鄉，地靈人傑，無米樂紀錄片的主角「崑濱伯」、「養雞大王」黃

崑虎國策顧問、知名藝人林志玲都是後壁區人。「割稻飯」美食，頂

長社區「阿茂肉羹」道地美味、「後壁冰糖醬鴨」鴨肉食品、菁寮

「廣宜坊」自產蓮藕粉與低鹽榨

菜、「御品軒商行」桑葚釀製成的

「無米樂紅酒」。文創藝術展現鄉

土之美，「無米樂茄芷工坊」的

「文青茄芷袋」、「侯伯社區」以

農村早年穀倉意象的「穀亭畚」，

原汁原味的文創產品推出後，展現出後壁農村的特色，到此一遊參

訪觀光絡繹不絕。 

在臺灣，要找尋最樸質的臺灣味，後壁區農村景色絕對是首選

造訪的地方，秋冬之際，一眼望去滿是綠油油的稻田，成為最自然

寫實的鄉村風景畫，品嚐一碗最傳統最道地的農村割稻飯，漫遊菁

寮老街的老店鋪，以農村體驗方式慢

慢探索農村生活、產業、文化及生

態，讓你回味無窮，對喜歡深度旅遊

的背包客或旅客是不可錯過的地方。

近年來在臺南市政府與後壁區公所及

社區社團共同努力攜手合作下，成為

新的文化資產，後壁區入選「台灣

30經典小鎮」，是人氣旅遊景點之

一，超夯的台灣電視劇集《俗女養成

記》就是在臺南小鎮「後壁」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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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聽到後壁區長翁振祥如數家珍娓娓道來在地的文化特色，成為

最佳的導覽解說員，後壁區正在

以不同的農村風貌翻轉迎接新的

世代，從過去的農村小鎮發展為

新興的旅遊景點，接待來自世界

各地的旅人，「接待」文化是後壁

最具有濃濃農村純樸人情味的特

色，「稻稻來」，隱喻放慢腳步深呼吸，實際體驗感受泥土香、農村

味。 

後壁區翁振祥區長在退伍後，憑著一股腳踏實地認真堅持的精

神，參加公務人員考試通過後，從民國 90年初從最基層的公職開啟

公務生涯，一步一步在學習中精進，不恥下問自我鼓勵鞭策，以最

好的服務態度，精益求精的方法

推展公務，從課員做起，獲得長

官賞識提拔，縣市合併前擔任新

營市公所民政課長辦理相關民政

事務及防救災業務。臺南縣市合

併升格直轄市後，參加區長籌備

人選受訓，未久即榮升鹽水區公

所主任秘書，107年接任後壁區長，轉眼間屆滿三年，翁區長回憶

剛到後壁區就任時，以誠惶誠恐的心情，面對挑戰，因為區長與主

任秘書所扮演的角色完全不一樣，對後壁區完全陌生，「人生地不

熟」，一切從零開始，為了不負長官賦予任務，一天當二天用，以快

馬加鞭來形容，不停拜會地方耆老及了解在地自然、人文、產業

等，尤其後壁區緊臨八掌溪，曾經發生堤防潰堤及 88風災大面積淹

水，深入了解治水工程的重點及社區民眾關心的議題。 

在區長辦公室牆壁上掛著一張後壁區行政區域大地圖，翁區長

向採訪小組說明每次看著這張大地圖，區長的有形及無形承擔的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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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就在肩上，後壁區現有人口數約 2.3萬人，高齡人口比例高，65

歲以上人口比例約 26.11%，地形平坦，一望無際，每當看見金黃色

稻穗結實滿滿的農田，在落日餘暉映照下，是一幅非常美麗的圖

畫，偶爾佇足停留歇腳一下，放鬆心情欣賞大自然的美景，他說這

是最好的身心調劑。但看見良田好水種植享譽全台的冠軍米，稻作

面積約 3500公頃至 3800公頃，「種植稻作是看天吃飯」，農民從育

苗、插秧、施肥、收成等各階段辛辛苦苦的付出，在收成期間風調

雨順，農民當然會笑呵呵，此時如遇到颱風豪雨的侵襲，一場豪大

雨造成的農損，農民往往欲哭無淚，此時也成為災害防救工作重中

之重的挑戰。 

由於後壁區緊臨八掌溪，地勢東北較高，向西傾瀉，颱風帶來

豐沛雨量，轄內密密麻麻的圳溝無法負荷排引強降雨或宣洩不及，

平坦的農田頓時成為天然的滯洪池，臺灣鐵路西側因地勢相對低

窪，成為最容易淹水的區域，其中以菁寮、新嘉、竹新及新東里是

淹水明星災區，老一輩的村民對淹水早已見怪不怪，習以為常。社

區的淹水問題是翁區長接任後最重要的課題，常與市政府水利局研

商因應對策，增加硬體的設施，另鼓勵易淹水社區成立加入自主防

災社區，新嘉里自主防災社區在

里長張細雲的推動帶領下，榮獲

水利署評鑑為特優社區，成為其

他縣市觀摩參訪的指標。 

翁區長對於後壁地理環境特

徵，瞭若指掌，到任後走遍轄區

各個聚落、田野與圳溝，親自觀察水文流向與地勢，同時向村里耆

老請益及農民請教，了解社區聚落歷史淹水紀錄與防洪治水工程的

看法，再與公所同仁討論，市府相關局處及成大防災團隊協助提供

改進方案，透過科學資料及通盤分析，掌握在地的特殊水文及地理

環境，徹底釐清造成淹水的主因，經區公所與市政府水利局合併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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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陸續在後壁區完成建置大小抽水站 10處以及 20多組抽水機

組，淹水面積已大幅降低，有效改善當地長久以來頭痛的淹水問

題，淹水問題有效解決，是讓

居民最有感的市政建設，尤其

在颱風豪雨期間黃市長親自巡

視抽水站聽取簡報及實際了解

運作情形，翁區長陪同巡視深

深感受身為地方父母官，在最

危急需要的時候，就要蒞臨現場表達關心關懷與致意，展現同舟共

濟的精神，地方父母官真的要面面俱到兼顧，從翁區長的談話中，

採訪小組感受到每位區長肩上的重擔與責任，要做好做滿，難為

也。 

翁區長接任後壁區長後，對於災害防救工作的推動劍及履及，

要求同仁面對問題要以打籃球組成團隊的態度共同合作，互相支

援，而不是足球比賽，你推我閃，事不關己。因為防救災除了社會

課、行政課、民政及人文課、農業及建設課齊心協力外，亦須加強

與外部編組單位的溝通、協調、聯繫，建立良好的情誼，當災害發

生時，一通電話或透過 Line群組的災情通報，可以即時掌握及採取

必要的緊急措施，將有發生之虞

的災害事件降至最低。翁區長說

颱風天、下大雨，他一定到最常

見淹水地勢低窪的社區巡視查

看，與里長隨時保持聯繫，里長

就像後壁宗教信仰中心泰安宮的

媽祖一樣，保佑里民關心社區一

直都在。也因為翁區長凡事帶頭向前衝，親力親為，發揮領頭羊的

角色，與同仁相互研商討論，如何提升社區防災意識，結合社區產

業文化納入防救災的元素，社區的防災教育訓練一直都是翁區長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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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動的重心，防災融入生活中，讓社區的阿公阿嬤也能接收正確

的防災觀念，不要輕忽災害的威

脅，才能「平安吃百二」。防救

災一系列持續精進推動，讓後壁

區公所在臺南市政府 109年區級

災害防救業務考核，榮獲乙組第

一名的殊榮，翁區長說這座獎牌

是壓力的承擔，感謝同仁一起努

力認真的付出，也代表翁區長對防災工作的投入，獲獎實至名歸。 

採訪當日適逢中央氣象局發布閃電颱風海上陸上颱風警報，臺

南市災害應變中心提升為一級開設，採訪告一段落，翁區長特別安

排帶領採訪小組實地走訪菁寮 D方案抽水站，該抽水站開口契約廠

商操作人員已進駐待命中，要求抽水站操作人員加強維護保養維持

正常運作，抽水站是守護社區免

於淹水的防護員，颱風警報發布

前，他一定馬不停蹄巡視每一個

抽水站，叮嚀再叮嚀，油料一定

要備妥，抽水機寧可因持續運轉

抽水有可能故障罷工，絕對不容

許因油料不足而停機運轉，這種事絕對不能發生，由此可以看見翁

區長治理區里行政事務的用心與踏實的精神。他說市長將一個行政

區交給他，賦予重任，對他而言在公務生涯旅程這是一個肯定，也

是一個重擔，當他看到後壁居民面對長久淹水問題的無奈相當不

捨，淹水問題並非一朝一夕所致，每次的淹水都是居民財產安全的

損失，住戶淹過水才能體會淹水的苦楚，面對治水承擔，唯有持續

加強硬體設施的興建改善外，軟體措施就是提升社區自主防災的能

力，雙管齊下，才不會等到災害發生時，怨天尤人，自憐自哀，因

為防災永遠要走在救災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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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區長除了對災害防救工作的重視與推動外，值得稱許對行銷

地方產業文化的用心，透過資源的整合與挹注，發掘地方特色與經

典小鎮行銷，是這幾年來翁區長

與區公所同仁努力的目標，不斷

鼓勵區公所團隊與社區參加各項

國內外競賽，不僅獲得健康城

市、城鎮品牌獎、金牌農村等獎

項，2019年更榮獲交通部觀光

旅遊局評選入圍全台 30大經典

小鎮，讓後壁區大大提升小鎮的能見度，再加上學術單位與在地青

農、職人共同的形象定位與包裝行銷，結合農業、觀光、文化、社

區等資源地方創生，一步一步讓後壁區累積更豐富、更精采的文化

底蘊，透過公私協力經營與努力，讓後壁區小鎮，得以在快速的新

世代文化現象中，展現其自身的「稻稻來」慢活悠活的農村小鎮步

調與節奏，這個小鎮值得您來走一趟喔。 

(災防辦公室 李尚儒 王建智 林碧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