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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內溪施作區改善前的狀況

籌劃的開啟

由於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原本預計在 2021
年初開辦的台北分會「第三期手作步道志

工培訓」課程，一路延到 9 月底。總算在疾管局
公布疫情趨緩時，在總召、專職與及培訓團隊的
堅持下順利開課了。

本次報名的學員高達到 30 位，為有史以來
最多的人數。從 9 月到 12 月整整 3 個月、每周 1-2
天密集的課程，共涵蓋了通識、專業、室內、室
外、實習、實作等項目，課程內容十分紮實。

實作課程為兩天一夜的行程，地點選定在卯
澳。會選定卯澳作為施作場地的原因，源自於先
前荒野投入「守護卯澳灣、禁建遊艇碼頭事件」，
所以與卯澳聚落結了緣，於是將實作課程也安排
到卯澳進行，繼續廣結善緣，由原先的協助聚落、
守護在地，再到創造更多的合作機會。

期間我們發現了坑內溪原有的「親水步道」

文／陳瑞禮〈台北分會手作步道志工，自然名：雲豹〉
圖／台北分會第三期手作步道全體志工

荒野保護協會手作步道
北步三卯，三十傳奇

已經損壞，雜草叢生，大家討論後希望藉由這次
的手作步道志工培訓來恢復親水步道。培訓團隊
在初步與老師檢討排課時，也特別提出，於河床
上施作步道，會與以往在郊山的經驗有所不同，
安全的風險也相對提高，這也是手作步道施作挑
戰的開始。
期中施作的前勘

卯澳聚落的坑內溪位於新北市貢寮區，溪長
約 2.3 公里，流向為由西南往東北走，出海口在
卯澳福興街，卯澳漁港旁，本次施作點則在出海
口上游約 50 公尺處，海拔高度約 13 公尺。該河
床上社區原先就設有生態親水解說步道，依設計
應可由任一岸下階梯到河床，再由另一岸階梯離
開河床，回到馬路，但不知何年被大水沖毀，且
步道因久未整修、雜草喬木叢生，故無法通行，
甚至有部分於河床中連接兩岸的踏腳石也被沖
毀，導致左右岸不能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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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卯澳導覽

卯澳的知而行
按照課程日期，夥伴們共乘來到卯澳漁港，

首先由常駐蹲點的總會專職育偉為夥伴們簡介紹
之前「守護卯澳灣」行動的始末與現存危機，而
在地里長與三貂角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也都到場
致詞與感謝荒野志工的協助。在致詞之後，進行
卯澳漁村的導覽。從卯澳漁村提籃觀音廟說起，
最有印象的莫過於牆、籬、屋等過去建築，相容
於手作步道砌石工法。卯澳美食是當地招牌之
一，漁港當然是海鮮為主，小卷米粉就是來這裡
的首選。

謝謝三貂角發展協會，為我們準備了這兩天
的午晚餐食，讓我們有體力在手作步道上盡情的
發揮，吃過午餐後，下午的手作步道正式開始。
從工具介紹、暖身、祝禱等一一走完流程。特別
叮嚀的是，這次施作場地在河床，前段夥伴如果
看到有急水或黃水下來，要大聲呼叫夥伴上岸，
避免發生被河水沖走的風險。若有夥伴要上岸支
援拉上岸，要以右手對右手交叉握對方手腕，這
樣結合方式拉力比較不容易脫手，期盼的是夥伴
可以安全的進行施作。下到坑內溪首先就是親水
( 下水 )，看到草樹都不見了，原來發展會理事長
知道我們要來做步道，幫我們先除草砍樹，太感
動了。總召拿起量尺開始測量施作長度，正好是

30 公尺，這次學員早就分好 ABC 三組，每組分
別承擔 10 公尺施作。雖然除過草砍過樹，要施
作的步道舖面還是看不清楚，首要做的事要把步
道鋪面整理出來。大夥們有的下河床、有的站岸
邊，發展協會也來了不少人加入我們，把草、雜
物、垃圾等一個接一個由下游往上游階梯口傳，
不一會兒終於看見步道的鋪面。鋪面清開後來回
走了好幾趟，數一數問題點可不少啊！第一段與
第二段間有一塊長約 2.5 公尺，寬約 1 公尺，厚
度 0.3 公尺的大水泥塊，第二段與第三段間，大
概有十幾顆大石頭深埋舖面，並且，第一段的大
石塊沒有移開，AB 組也不好做事，BC 組之間大
石頭沒移動鋪面也會不足，真是令人頭疼啊！

接下來，由領隊講解「石頭」在手作步道上
扮演哪種重要的角色，有時候非常討厭它，甚至
需要破壞它，有時候卻十分需要它。為了要搬運
石頭，手指被壓到皮開肉綻，也無怨無悔。有些
事情則從經驗上啟發，為了施作上的安全，開始
了搬運石頭的工具製作，利用防水布搬運網袋製
作，編織帶（安全帶）搬運網袋製作，這些都是
工作經驗的累積與創新。

本次施作面對石頭的困難不是網袋可解決
的，石頭、石塊面積幾乎都在 0.5 立方公尺以上，
若重量與施力點不能達到平衡，就沒辦法移動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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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編織帶拉起深埋鋪面大石頭

 清理步道舖面

頭。利用圓棉繩、編織帶的運用，結
合繩的長度，增加力量結合，也避免
人手接觸石頭，安全性提高。繩帶套
住石頭後，與土槍（翹棒）配合使用，
三十公尺距離內的大石塊全部依序移
到定位，圓繩與編織扁繩的運用，是
夥伴們共同享有的難得經驗與創新，
也跨越了卯澳坑內溪手作步道的關
卡，更加驗證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

大石頭與石塊搬離了步道舖面後，步道工
作才要開始。第一段靠近出海口地勢較低，容易
接觸到水，挖開整平舖面後利用中大石頭砌石舖
面，再用碎石填充夯實。第二段高度高於第一段
一倍，如果使用與第一段一樣的砌石工法舖面，
挖開整平鋪面中大石頭與砌石勢必更為費力，考
量後實施踏石舖面工法與碎石鋪面進行第二段施
工。複雜的第三段有磚砌牆，和大石頭佈滿步道
鋪面，敲除磚砌牆、將步道中大石頭進行移除及
定位，最後進行步道舖面整理及下河床石階梯設
置，總算完成三段共 30 公尺的卯澳親水手作步
道。也是荒野保護協會完成的第一條「親水」手
作步道。

成果與成長
為期兩天一夜的期中步道實作活動很快地過

去，實際投入工作的時間為一天半。產生巧合數
字，共施作 30 公尺，與 30 位學員的參與（故標
題命名為三十傳奇），荒野保護協會十幾年來，
第一次在河床上做手作步道。由於步道環境特殊
的關係，更產生圓棉繩與編織帶運用工具搬移工
法，使步道鋪面上大石頭的問題能夠解決。圓棉
繩與編織帶並不是原先準備的手作步道工具。圓
繩是總召貨車綁繩，編織帶則是學員個人車上的
救援帶，事後想想感到有點驚奇。何其有幸能夠
參與第三期手作步道志工培訓，共同成長，這份
手作步道的跨越榮耀，與全體手作步道夥伴們共
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