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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英雄大特寫 

龍崎區大坪里余文生里長熱愛鄉土，擔任里長出任務，默

默在偏遠山區無私奉獻，服務里民雖少，風雨無阻，熱情

不減，道道地地是一位守護大坪里的防災英雄 

2020年的腳步即將走到盡頭，歲末年終感恩與祝福的時刻，防災

英雄大特寫採訪小組，感謝各區公所推薦在各領域或職掌上為鄉里推

動防救災工作默默奉獻的防災雄。12月份這位防災英雄，在偏遠山區

無私奉獻，服務里民雖少，但風雨

無阻，熱情不減，是道道地地一位

認真守護家園的好里長，他就是龍

崎區大坪里余文生里長。龍崎區現

有居民不到 4,000人，臺南市人口

最少的行政區，由於地形特殊境內

大都泥岩，「地無三里平」形容，多屬山坡地保育區，產業發展不易，

農作以種植「鳳梨、竹筍」為主，因地質特殊所生產的竹筍風味獨特，

自日治時代即擁有「采竹之鄉」美稱，後來隨著產業結構轉變及人口

外移，逐漸成為地廣人稀的偏鄉地帶，即便如此，該區蘊含充沛的白

堊土景觀資源及豐富的傳統民俗文化，轄內著名的牛埔農塘自然景觀

與月世界一樣具獨特的地形，發展成為水土保持教學園區和香火鼎盛

的龍崎文衡殿是全台唯一有鋼鐵人、雷神索爾、美國隊長、變形金鋼

等英雄當左右護法，打破一般人對寺廟傳統及嚴肅的刻版印象，每逢

假日參訪遊客如織，值得到此探訪

及細嘗在地特色。 

採訪當日時序已入初冬，在龍

崎區顏振羽區長引導帶領採訪小

組一行，從區公所沿著翠綠小徑往

大坪里出發，山區道路蜿蜒曲折，路面狹窄僅能通行一部車輛，對於

這樣的地理環境，萬一颱風豪雨期間如發生道路坍方土石崩落，災情

通報需執行緊急搶救或救護任務，確實是一項嚴峻的考驗。採訪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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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區繞了許久，終於抵達目的地，好客熱情的大坪里余文生里長早

已沏好茶等候，在自家茶亭迎接，經顏區長介紹寒喧此行採訪任務。

余里長外表憨厚老實，樸實無華，娓娓道來參與推動相關災害防救工

作的辛苦與辛酸，龍崎區現有 8里，大坪里其中之一，目前人口約 290

人，日治時代初期曾是龍崎區的行

政中心，屬「番社第二保」，明末

清初之際，就有先民遷徙至大坪里

的番社及大坪定居，當時番社及大

坪成為大坪里最早發展及開墾的

地方，番社地區興設龍崎區政治、

經濟、學術及發展中心的庄役場、派出所及「關帝廟公學校內新豐分

校」。里內「興化店」的興衰，對大坪里而言實在是不勝唏噓，原本

「興化店」是大坪里最熱鬧地區，布店、米店、打鐵舖及青果市林立，

商業活動相當熱絡，非常興旺，才有「興化店」之名，人口最多時，

號稱「百餘戶」之多，當時臺南及高雄一帶，堪稱數一數二，可謂繁

華一時、聞名府城。我們訪談的地點，日治時代是派出所的所在地，

當時還設有防空洞，可惜日本人佔領臺灣早期，在地先人因參與抗日

行動，遭日軍追捕，日軍遂進行殘酷「清莊」(幾乎滅村) 行動，「興

化店」在光復前還有 10 多戶，現在則無人落籍於此。隨著日本人開

闢 182線道直達關廟，加上竹編產業的沒落，政經中心輾轉遷至地理

位置更重要的崎頂地區，也就是現今的區公所所在地。 

余里長自小在大坪里土生土長，連結這塊土地有著深厚的情感，

91 年起擔任龍崎鄉第 17 屆、第 18 屆鄉民代表，99 年 12 月 25 日縣

市合併升格直轄市後，在鄉親的支持下順利當選大坪里里長，連任 3

屆里長至今，服務鄉親超過 20 年，半百歲月為地方奉獻大坪里，服

務獲得肯定，誠屬難能可貴。他道盡了歲月滄桑的無奈，山區人口逐

漸老化，青壯年輕人出外打拼是不爭的事實，選舉人口數是選票的基

礎，在選舉掛帥，選票至上的社會氛圍下，像大坪里這種偏遠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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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發生什麼大小事，「自己的家園自己維護」，首先要自力更生，

盡量自己靠自己，能處理的就盡量自己處理，要獲得中央或市政府「關

愛的眼神」經費補助不易。顏區長說，大坪里其實跟許多臺南市的山

區所面對遭遇的問題是一樣，最常

發生的災害型態就是山區道路遭

遇大雨，造成路基流失、邊坡滑落

導致交通中斷，其次是路旁竹木斷

裂橫躺影響道路通行，或斷落的枝

幹拉扯壓到台電線路造成停電等。

余里長車上隨時備有電鋸、柴刀等工具，平時有空就是沿著主要幹道

巡查，看見竹木路樹有影響交通安全之虞，立即主動清除障礙物，以

確保用路人行車安全，因為入夜後山區燈光昏暗，視線不好，一時未

注意即可能發生意外。尤其；颱風天或下大雨，區公所會派員進駐，

當災情發生通報區公所後，區公所和開口契約廠商都會馬上派員處理，

讓山區有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余里長指出，擔任偏遠山區里長的重要任務，就是要維持道路的

暢通無阻，每當颱風或豪雨警報發

佈後，當天晚上一夜難眠，擔心里

內夜歸民眾萬一竹木傾倒路上，無

法通行，該怎麼辦?因此；大概凌晨

4~5 點左右就開著車、帶著工具開

始逐一巡視里內重要幹道，因為有

時市政府宣布隔天是否上班上課

的時間太晚，山區民眾要提早出門上班上課，此時如果竹林路樹傾倒

障礙物未移除恐影響道路進出及安全，他就會動手操作電鋸移除路中

的障礙物，確實做到保護里民安全是我的責任。凡事難不倒余里長，

使用電鋸、割草機駕輕就熟，維護里內環境衛生，雜草清除及孳生源，

防治登革熱病媒蚊，一切「自己來」，同時練就一身修理機具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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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具故障維修也是「自己來」，可省去帶機具到市區維修的時間與費

用，有時候還會「跨區服務」，協助鄰近的里移除道路上的障礙物。

如有遇到停電時，經由巡視提早將故障位置通報給台電，及早通報當

然優先處理，余里長相當自豪，龍崎區 8個里，遇到停電幾乎都是大

坪里最快恢復供電。 

余里長最值得稱讚說到做到，維護山區環境人人有責，山區因地

廣人稀偏僻，成為亂倒垃圾廢棄物的天堂，某日傍晚，接到里民通報，

有外來陌生人士開著小貨車沿著里內設置的垃圾子車丟棄垃圾，立刻

駕車尾隨，當時為了不讓不法之徒發現，關閉大燈一路跟蹤蒐證，最

後人贓俱獲，報請派出所處理，這些不法之徒，私下從市區載運一般

建築廢棄物到山區隨意傾倒丟棄，破壞生態環境，從中牟利，以為山

區人煙稀少可以隨意棄置，卻被余里長逮個正著，自此大坪里再無外

人敢來隨意棄置廢棄物「撒野」。對於余里長親力親為的做法，為地

方無私奉獻，颱風豪雨期間為居民的安全，巡查道路、通報災情，在

能力範圍內主動清除路障，如遇台電線路掉落或土石崩滑等重大災情，

也會立即透過 Line 群組通報給區公所。顏區長大大讚揚余里長為地

方的付出。103 年康芮颱風、106 年 6 月豪雨及 107 年 7 月豪雨等大

坪 1號橋與 2號橋，因水位高漲必須實施封橋作業，余里長都是第一

時間通知區公所，並先行前往該地設置警示帶拉起封鎖線，提醒用路

人不要貿然通過，後來大坪 1號橋與 2號橋裝設橋梁水位感知器，當

河川水位暴漲時，達感知器警示水

位時會自動發出警示燈號，這是余

里長多方奔走，努力爭取的功績。 

在採訪過程中，這件事值得大

大的稱頌表揚，為維護地方的生態

環境更乾淨舒適，大坪里有一群樂於回饋地方的環保志工，志工團約

70幾人，每個月的第二個禮拜天，這群出外到歸仁、仁德等外地打拼

的子弟們，都會相約回到故鄉來服務，不管是清掃道路、修剪路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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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除雜草、孳生源清除、掃除落葉等樣樣來，這群出外人不忘本，每

個月回來故鄉為故鄉做幾件有意

義的舉止，懂得回饋感恩，在偏遠

的大坪里，看到志工團的奉獻與付

出，實在難能可貴，令人為動容。 

顏區長說，龍崎區是個純樸的

偏遠山區，轄內種植的竹筍及鳳梨

別有風味，牛埔泥岩生態教學園區、

虎形山運動休閒公園、龍崎休閒廣場、龍崎竹炭文化園區、龍船日出

日落等自然景觀景點，非常適合假日一

日遊，誠摯邀請市民假日來龍崎走一趟

不一樣的休閒活動，尤其；「2020 龍崎

光節、空山祭」即將於 12月 27日盛大

開幕，本次跨區活動期間設定主題日活

動，符合發佈主題內容的民眾，當天於

市集消費集滿章戳 2枚，加上空山祭活

動門票票根即可現場兌換活動贈品，兌

換品限量 500份，兌完為止，寒假期間

(1/22)「開心同樂日」、農曆春節(2/16)

「財神旺旺日」，請大家要把握機會來觀賞年度盛事龍崎空山祭，愈

晚愈美麗。(災防辦公室 王建智 李尚儒 林碧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