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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英雄大特寫 

防災急先鋒-麻豆區埤頭里長李開通，推動自主防災社區以

身作則，引領社區做好防救災工作，獲頒獎表揚肯定 

在麻豆區隨機詢問路人甲或路人乙哪個地方最容易淹水?十之

八九標準答案就是小埤里及埤頭里(已經合併整編埤頭里)，因為該地

區地勢低窪，加上受麻豆排水回水及將軍溪感潮段影響，內水不容易

排出，每逢颱風豪雨侵襲之際，發布颱風警報後，所有新聞媒體一定

在埤頭里自動自發聚焦在一起，SNG轉播車來相會，就是要採訪第一

手淹水畫面。住在埤頭里每戶人家面對淹水景象早已司空見慣，埤頭

里淹水已經不是新聞了，只是淹水深度

幾公分的差別而已，只要不危及生命安

全就好，錢再賺就有，居民純樸的個

性，樂天知命地面對淹水問題，雖有幾

分的無奈，仍瀟灑樂觀的過著農村田園

的生活。 

     一步一腳印，面對埤頭里淹水問題總要有人出來承擔責任，喚

起社區居民防災共識，給政府壓力，呼喊的聲音愈大，才能被受到重

視。這個時候扮演重要關鍵推手的人物就是埤頭里長李開通，李里長

是土生土長的臺南麻豆子弟，年輕時曾

任職保安警察，嗣任村里幹事，服務歷

經臺南市東山區、將軍區，後於麻豆區

公所退休，擁有豐富的公務生涯歷練。

他說參選里長唯一任務就是要徹底解

決淹水問題，賴市長時常掛在嘴邊一句

話「住家沒有淹過水，不知道淹水的痛

苦」，住在埤頭里的居民是二等國民，

每年都要淹水，「入厝不用包紅包」所

指就是家裡又淹水了。李里長透過豐沛

的政治人脈，從中央到地方積極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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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多爭取經費，為地方建設一個能遠離水患的家園，這是最卑微的

聲音，經過鍥而不捨，金石可鏤的努力，政府在埤頭里所投入的治水

整治工程包括麻豆排水護岸加高、興建抽水站、增設抽水機等多管齊

下，埤頭里遠離水患的目標，指日可待。 

麻豆區長孔慶瑤表示，在 106年 11月到任前，早有耳聞麻豆有

個號召及動員能力超強，不僅在每年水利署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中

屢獲佳績，更在歷次颱風、豪雨期間一

呼百應，具有實戰經驗的防災急先鋒-

李開通里長，接任後隨即親身驗證此

事。在去年 0823豪雨造成埤頭里大範

圍積淹水的情況下，李開通里長指揮若

定並與區公所攜手合作撤離該里民眾

82人至麻豆代天府避難收容處所，替她

未來在推動區級防災工作中，注入一劑

信心十足的強心針！不僅如此，李開通

里長多次表示，將同為淹水潛勢區小埤里納入埤頭里，考驗才剛要開

始，未來希望與區公所結合的更緊密，共同守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孔區長呼應：套句臺南市政府災害防救辦公室侯參事對李里長的描

述，是一位具有遠見且『撩落去．接地氣』的好里長。 

     腳踏實地才能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完美的人生，不經歷

風雨怎麼見彩虹，用自己的腳印，創造自己的價值，路是靠自己走出

來的。李開通接任里長後，秉持自助、人助、而後天助的精神，鼓勵

社區居民要成立自主防災社區，藉由社區凝聚共識以及提昇社區民眾

的防災意識，強化社區自主防災應變的能力，以減輕水患所造成的衝

擊。縣市合併後，從 101年發起成立社區自主防災志工隊，帶著一股

傻勁與活力，首先和幾位志同道合及「換帖」兄弟的支持，由小而大，

一步一步慢慢推動，自助、人助而後天助，深深的腳步，圍繞在社區

每個角落，慢慢地影響感染其他的居民，人需要鼓勵讚美的，漸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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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社區的認同，加上台南市政府水利局及協力團隊成大防災研究中

心的輔導下，隨著國人防災意識的高漲，逐漸成為較有組織的自主防

災社區，目前埤頭里自主防災分為六

組，包含指揮、整備、警戒、疏散、引

導、及收容，約 40餘位社區志工組成，

其中一位志工長者年齡已 83 歲，仍然

快樂身體硬朗參與自主防災工作。平時

除透過里內節慶活動宣導防災觀念，邀

請成大防災研究中心等協力團隊辦理講習外，也配合市府相關單位進

行兵棋推演及實兵演練。一路走來，不斷透過各種教育訓練或參訪學

習，讓社區居民了解社區地理環境、易致災地點、防災對策、水患疏

散避難作業程序，經由參與討論，讓社

區居民更了解避難計畫內容、組織成

員、任務編組、避難路線及收容處所等

資訊。 

      麻豆區埤頭里一帶早年係倒風

內海的港口，有小船隻航行臺灣海峽之

間，原埤頭里舊稱大埤頭庄，在港口西隅，小埤頭里舊稱小埤頭庄，

位於港口東隅，昔名「過港」，老一輩人習稱「過港仔」。里長說「埤」

是早期臺灣人對於灌溉用蓄水池的慣稱，由古地名可知埤頭里係該地

相對低漥的區域，長年飽受氾濫淹水之苦。李里長憶起童年，農業社

會開發較少，當時就會淹水，淹水通常只淹到一般路面的高度。民國

94 年以後隨著經濟快速發展，麻豆工業區廠商陸續設廠進駐產業轉

型，許多良田寶地逐漸消失，魚塭卻越來越多。近幾年全球暖化加上

氣候變遷，強降雨的頻率愈趨極端，雖然政府在埤頭里已投入相當多

的治水經費，能否抵擋水患，隱然成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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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埤頭里自主防災社區在李里

長以身作則身教帶領下，他常說從

事防救災工作 2件事一定要做到，

第一就是要有熱情，熱情才能感動

他人，號召他人加入這個組織。其

次一顆「雞婆心」，雞婆表示關心，

社區行動不便或獨居長者，平時就是多關心照顧，多走一步路表達關

懷，凡事面面俱到自然而然社區組織就有力量。因為自主防災社區推

動執行成效，106年獲得經濟部水利署評鑑為優等，記得當時在製作

評鑑資料時，還特別商請區公所替代役協助製作影片，將自主防災社

區走過的點點滴滴生活動態集結成影音檔，獲得評鑑委員的肯定，李

里長說因為參與自主防災的推動，社區共同努力，才能遠離災害逢凶

化吉，建立安居樂業的家園，達到防汛

深根，在地傳承的精神。也因為獲得自

主防災社區優等表揚的榮耀，在 106年

3 月 16 日在永康區新永安有線電視網

參加市民開講「治水與防災」節目，鼓

勵社區多多參與這項計劃，防災工作落

實到社區每個住戶，才能達到「市民攜

手防災整備，城市變身台南躍升」的目

標。走進埤頭社區就發現入口處設有

LED 電子看板，輪播防災宣導小語，頗

具巧思，順著鄉間蜿蜒小徑而入，沿途

都是古色古香的紅磚平房，經一叉路

口，瞥見電線桿上固定著水位量尺，在豪雨來臨時，居民一望即知是

否達警戒水位，小小的防災創意，提醒居民要提早疏散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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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埤頭里參加經濟部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評鑑成績揭曉榮獲特

優表揚，成果表揚大會 108年 3月 9日

下午假桃園市立圖書館平鎮分館演藝

廳舉行，李里長開通親自出席領獎，認

為防救災只有一個宗旨人命關天，里民

不論老少，一個都不能少，里內居民多

為長者，志工平均年齡較高，缺乏救災

專業訓練及機具，他常提醒大家，災害來臨時一定要先確保自身安

危，行有餘力再談伸出援手，以免徒生憾事。 

    李里長指著埤頭里活動中心牆上的水

痕，八八風災時水淹頭頂，但近年來市府及

相關單位投入相當大的經費與心力，如埤頭

排水、永安宮前防洪牆增設前池、抽水平台

及自動閘門等工程，在去年 0823 豪雨時發

揮很大的作用，讓淹水高度足足降低了一

半，李里長相當感謝李孟諺前代理市長對地

方水患的重視，0823 豪雨當晚甚至帶隊深

入埤頭淹水災區視察。李里長表示，治水是

百年大計，很多水利政策不一定能立竿見

影，但身為第一線防救災人員，他認為公部門近年來的治水作為，確

實為地方減少一定程度的水患。 

    身經百戰的李里長面對合併後的埤頭里備感憂心，他觀察到小埤

社區的抽水機除口徑過小，數量也不足，一旦豪雨再臨，恐難負荷。

在社區自主防災上，他建議市府能補助小型輕便的動力橡皮艇或水上

摩托車，以因應淹水深淺不同，俾能迅速進出災區。李里長秉持著「一

個都不能少」的信念，總是不分晝夜一路陪同、引導救難人員把受困

里民一個一個地順利救出。李里長最後語重心長地說，在多次救災行

動中，發現居民常存僥倖心態，即便已進行勸離，卻仍消極以對，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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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沒那麼嚴重，等真有那麼嚴重再來跑就好，殊不知防救災並非賭博

賽局，生命不會重來，一有疏漏只會滿盤皆輸，再回首已百年身。防

災教育應從日常生活做起、向下扎根、深耕社區，面對詭譎多變的極

端氣候，人類何其微渺，我們只能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因為這是一

場輸不得、不能輸的防災戰役。(災防辦公室 王建智、林碧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