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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守護

 外來種問題嚴重，沒有生
態概念的民眾常會丟棄家
中外來種動植物，不放生
的概念需要持續宣導。

 罕見的稀有過境鳥 - 池鷺，也
來此過冬。

 每年遠渡重洋來台灣的紅尾伯勞，至少要
在榮星停留半年才會再回出生地。

 笑容燦爛的姐妹花，不斷的在棲地工作中找到樂趣，她們笑
語，也是棲地工作中最美的聲音之一。

 都會型的老鷹—鳳頭蒼鷹，
常在生態池附近的樹林可
見，臨風瀟灑之姿，頗似長
官巡視工作日。

文 / 圖 吳怡蒨（公園生態化一期棲地志工 自然名：大葉桃花心木）

「原
本以為棲地工作很無趣，沒想到拔拔

草，居然讓人心情平靜下來，好療

瘉。」聽到志工做完棲地工作的分享，我只給他

會心一笑，因為怕太緊的擁抱會嚇到他。

剛開始進入荒野棲地組時，完全是張白紙，

不識得太多水草，對於如何營造棲地或生物多樣

性，也說不出所以然。但當雙手接觸泥土，當我

輕撫植物，那條與大自然的連結，就像通電般的

接上了。大自然傳送著密碼，訴說著他的訊息—

四季間的變化，棲地的增長消退、動物的去留還

有生命的強韌，以及我們該如何面對外來種的侵

擾……。

參與榮星公園的工作假期，算算已經二年

多，一開始我們微笑面對那一片荒蕪，儘管不知

未來會如何，但還是守著信念，透過雙手不使用

機具的施作，來降低對環境的影響，我們一點一

滴的改造這園地。回想起這裡原本是個有異味的

水池，經過幾百人次志工的努力下，移除了單一

的外來種植物，挖了水田、復育螢火蟲，讓那些

在池邊的光繼續散發出幸福，得以世世代代的繁

衍。生態池的打造也讓這邊進駐了台灣原生種水

生植物，營造生態多樣化，讓更多生物能在池裡

找到安身立命處。

生命總比你想像中的強韌，總會找到牠的角

度，迎接陽光空氣和水。

在這裡，我們可以輕易的聽到遠處傳來的

「呱、呱、呱」聲，原來青蛙也住進來了；「啾～」

棲地──是我的宗教信仰

遠渡重洋的紅尾伯勞來報到了；還有紅冠水雞，

也開始拉起水草準備築巢，再過二個月就可以看

到母雞帶小雞的可愛畫面了；更不要說有數不清

的黑冠麻鷺，這裡到底有多少食物可以讓他們每

天吃飽飽呢？鳳頭蒼鷹，在上面盤旋巡視著，好

像說著「要認真的把工作日的內容做好啊！」

在這裡，許多的民眾帶著相機來拍池裡開著

小花的水草和許多的鳥類朋友。爸爸媽媽也帶著

孩子來看蜻蜒飛舞，公園再也不是只能玩溜滑梯

的地方。坐著輪椅無法到山上看螢火蟲的朋友，

在這裡看到那閃爍的光芒。

棲地，就好像是個幸福的起源！而幸福也就

在我們的身邊。

我的宗教信仰，和一般人不同的，是在棲地

之中。一個人安靜的拔拔草，撈起水芙蓉或挖池

子，奇妙的得到心靈上的平靜。我相信，雖然只

是小小的力量，但卻有機會讓棲地變的更好，讓

更多小生物有美好的家。讓這個幸福的起源，種

到每個人的心田。

而這一切，也都只是剛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