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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再加以禁止四驅車於繁殖季進入沙灘地區，會有多少駕駛於
     獲得奔馳快      感的同時，得知其輪下同時也犧牲了多少小生命

 花台微調後，因高度下降已有烏龜作為進出水域的通道。

 花台微調之後，志工於巡守時發現確實有烏龜使用。

 花台優化考量成本與施作的人力，因此採用最
簡易的方式進行，將石塊移除之後堆置於一旁
防止泥沙進入水域。

 都會生活的壓力讓眾人內心對於回歸「自然」都有一種需求甚至渴望，而「都會公園」
就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場域。於心理上可以滿足人們的心理需求。

文、圖／莊育偉〈棲地守護部副主任〉

都會公園再提升－除了你我、
也給生物們一個喘息的空間

荒野與公部門合作提供市民更優質的公園

源  起

荒野於 2014 年正式推動「公園生態化」，
陸續向台北市政府及台南市政府提出訴求

並合作辦理相關活動與記者會，期望透過各種活
動與宣傳，讓都會區的公園品質得以提升，直接
提供市民更多舒適的都會生活空間。
生態城市推動策略

「公園生態化」的推動並非一蹴可成，這樣
的理念有幾個面向需先獲得眾人的認同與取得共
識後有實踐的可能。首先公部門與民眾要先能理
解都會區真的需要更多的公園綠地，因此都會區
所面臨的狀況，諸如熱島效應、防災滯洪空間不
足、空氣汙染嚴重、綠地面積缺乏…. 等都會區

所存在的問題，都必須先透過宣導與曝光讓眾人
知悉。有三個面向值得我們去注意：
法規面：上需有相關的法源依據 ( 自然生態公園

管理條例 ) 讓各單位有所依循。
規劃面：公園設計上，有實際的生態公園可供參

考與想像。
管理面：公園管理面上有實際可行的分區管理、

營運維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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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項 名  次 分會 / 參與團隊 記  錄

記錄總數最多獎

第一名 新竹 / 飛龍步道組 484 種 

第二名 新竹 / 大坪組 460 種 

第三名 新竹 / 油羅田組 386 種 

第四名 臺中 / 彰化十八彎古道組 373 種 

第五名 嘉義 / 蘭潭後山組 368 種 

珍稀物種記錄獎
( 依保育等級、物種數排序 )

第一名 臺東 / 知本溼地組 游隼、黃鸝、環頸雉、烏頭翁、
鳯頭蒼鷹、大冠鷲

第二名 臺中 / 彰化十八彎古道組 林鵰、大冠鷲、東方蜂鷹、
鳯頭蒼鷹、臺灣水鹿、臺灣獼猴

第三名 臺北 / 五股溼地組 黑面琵鷺、八哥、魚鷹、紅尾伯勞

植物記錄獎

第一名 新竹 / 大坪組 384 種 

第二名 嘉義 / 蘭潭後山組 344 種 

第三名 新竹 / 頭前溪組 312 種 

昆蟲記錄奬

第一名 新竹 / 飛龍步道組 113 種 

第二名 臺中 / 彰化十八彎古道組 111 種 

第三名 臺北 / 新山夢湖 ( 汐湖 ) 組 58 種 

鳥類記錄奬

第一名 桃園 / 山豬湖組 48 種 

第二名 臺北 / 五股溼地組 44 種 

第三名 臺南 / 巴克禮公園組 40 種 

兩棲爬蟲類記錄奬

第一名 新竹 / 油羅組 23 種 

第二名 宜蘭 / 雙連埤組 13 種 

第三名 臺中 / 彰化十八彎古道組 12 種 

第三名 桃園 / 山豬湖組 12 種

貝類記錄奬

第一名 宜蘭 / 舊寮步道組 4 種 

第一名 新竹 / 大山背組 4 種 

第一名 臺中 / 彰化十八彎古道組 4 種 

甲殼類記錄奬

第一名 臺北 / 挖仔尾溼地組 10 種 

第二名 臺中 / 彰化十八彎古道組 3 種 

第二名 桃園 / 山豬湖組 3 種 

魚類記錄奬 第一名 桃園 / 山豬湖組 7 種

哺乳類記錄奬

第一名 宜蘭 / 舊寮步道組 4 種 

第一名 臺中 / 彰化十八彎古道組 4 種 

第一名 新竹 / 大坪組 4 種 

蜘蛛記錄奬

第一名 新竹 / 飛龍步道組 19 種 

第二名 臺中 / 彰化十八彎古道組 17 種 

第二名 新竹 / 大山背組 17 種 

其它類記錄奬 

第一名 新竹 / 飛龍步道組 30 種 

第二名 臺中 / 彰化十八彎古道組 8 種 

第三名 花蓮 / 玉泉寺步道組 3 種 

 上游端水域的改善，使青年公園擁有
瀑布與溪流型態並吸引翠鳥與鷺鷥科
鳥類前來使用。

 志工一起打造的人工浮島，已成公園內生物最多的區域。  上游端的水域，除了生物使用之外，也經常有民眾住駐足拍照。

如此可大致再區分為環境教育宣傳面、法規
面、建立示範公園、建置公園分區管理營運原則
等幾個面向需要去努力。
公園生態化的示範點—青年公園

青年公園位於萬華區西側，南臨淡水河流
域，不僅為台北市面積第二大的都會公園，擁有
的林蔭與綠地而成為市區內難得的動植物重要棲
地外，更因早在日治時期便將園內及周邊規劃作
為練兵場及航空機場 ( 因與松山機場對稱而稱之
為－南機場 ) 等公共活動空間，因此可成為一座
兼具自然與人文特色的公園。

荒野於合作初期依青年公園既有的特性，研
擬出＜青年公園生態化建議草案＞，預計將於園
區內塑造一條河流的意象，並建議善用園內設施
與規劃，安置大台北地區常見的水生動植物，可
兼具保種及環境教育之效用。

 雙方於正式簽訂合作備忘錄之後，由公園
處青年所主導，邀請九位里長召開說明會，而由
本會向與會者說明提案內容與願景，除提出從既

有水域開始進行的初期規劃外、也包含往後可再
逐漸往外擴張到鄰近社區或學校的後續規劃，而
最希望里長們能帶領居民參與本計畫，惟有三方
的共同合作將效益擴大，才有機會讓很多地區的
社區民眾看見並仿效，最終影響更多的民眾重視
這個議題。

合作至今、荒野與青年所已完成第一梯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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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流水源為抽水馬達將中游的水抽至上游，形成循環的流水。

 營造期間「青年公園守護志工」協助向民眾
說明營造內容，並宣導公園生態化的理念。

「青年公園守護志工」培訓，志工也持續服勤中；
生態營造方面則已完成五座人工浮島供生物使用
並生長良好；青年所也依本會的規劃構想，發包
完成上游端水域的工程改善，使園區內出現了難
得的溪水聲也吸引翠鳥與民眾的駐足，獲得許多
嘉許。

而為了實踐與生物共存共榮的理想，本會
近期選定了「水域花台微調改善」與溪流型鳥類
「翠鳥」的「繁殖環境營造」為兩個亮點工作。

花台微調改善的目的是為了讓園區的烏龜
能輕易的在陸域及水域之間移動，藉以改善以往
僅有幾處可供上岸的窘境。而翠鳥繁殖環境的營
造，則是已觀察到翠鳥常年前來園區活動覓食、
但未曾有築巢的紀錄，在請教專家學者並於青年
所的同意下選定了適合的地點開始進行營造試
驗。

翠鳥繁殖區營造期間，志工無論年齡大小皆
變身為熱血 ｢ 青年」，鏟土及運土並細心的挑出
草根與石塊，前後歷經三次營造才將土牆逐漸成
形，而至今雖尚未完工，但大家都希望翠鳥夫妻
未來會喜歡眾人協助準備的環境，盼望最後能有
一天能親眼看見她們能來青年公園永久定居、結
婚生子。

期許青年公園未來的樣貌
「水域的生態化改善」為青年公園大變身的

第一階段，目前從上游端逐漸往下游端施作，水
域完成之後將重心放在大小展場的規劃，使之成
為室內水生動植物的展示區，而鄰近的社區與學
校則為未來對外擴大合作的對象，雖然目前的推
動受著一些問題而影響進度 ( 包含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的來襲 )，但從過去到現在，一步一腳印在
青年公園深耕，荒野仍累積了不少的支持的掌聲
與經驗。

荒野一直認為公園不該只是座整個園區充
滿水泥建物、步道縱橫與充滿景觀植物的綠地，
不應該只是以人的需求與思維去建置，而更應該
以都會防災、環境品質提升、人與生物共存共榮
的各種角度來考量，如各地的都會公園也都依循
這樣理念進行設計，能依各地不同的狀況，逐一
滿足都會多樣性的需求並適時改變與調整，才算
是上是進步的國家與文明都市的具體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