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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理事長信箱：FAX:(02)2307-2538   
E-Mail:sowchair10@wilderness.tw

各位親愛的荒野夥伴們：

荒野保護協會成立至今已經 29 年，對於明年荒野 30 周年的紀念活動，夥伴們陸
續展開一系列的討論，期望能在明年好好地展現荒野 30 年來的努力與成果，一起回憶
過往的酸甜苦辣。另外，荒野的榮譽理事長李偉文醫師也在 Facebook 上成立「荒野
老相片老故事」粉絲專頁，分享創會以來的許多精彩故事與照片，很值得所有荒野人
共同去品味一下早年的傳奇與趣事。

在閱讀偉文的照片及故事時，自己也逐一回憶起 2003 年加入荒野保護協會後的點
點滴滴。當年受訓結訓後選擇定點時，受到「阿孝老師的眼淚」( 荒野傳奇故事之一）
所感動，而選擇了剛創立的五股組。五股組當時號稱定點面積最大（人均 10 公頃）、
活動場次最多（最高一年 150 場），組內夥伴的假日時間，可以說不是在五股就是在
前往五股的路上。在如此高強度的活動場次下，五股組的夥伴人數並沒有因此減少，
反而越發興旺起來，從辛苦中找到奉獻的成就感與樂趣，這正是所有荒野人所擁有的
精神。不止五股組，放眼全國各群組都是如此。我自己常常感受到，荒野最成功的點
在於志工分享與貢獻的精神，這一點，在偉文所分享的照片裡，大家應該不難發現。
草創初期，協會資源不多，為了推動會務，除了時間之外，夥伴們也不吝嗇從自己的
口袋中掏出資源來貢獻給協會。來自各行各業的夥伴或出錢或出人力，或者捐出家裡
的設備，又或者貢獻自己的專業技術等等，既然自己拿出來的都這麼多了，更不可能
有車馬費、誤餐費一類的補助。偉文自己都說，這樣的作法對志工很苛刻，然而荒野
也正是因為有這樣一群不計較的志工和一群把自己當志工的專職，才能成就今天的規
模。

荒野的腳步即將來到第 30 年，以人的角度來看也到了而立之年，我們需要更多縝
密的思考，做好準備，讓荒野在不失精神傳承的前提下，同時還能趕上世代的觀念與
技術更迭。過去資源不充足的年代，能造就今天的荒野，在資源相對充足的現在，我
們又該型塑什麼樣的荒野？這一題值得大家一起思考。

李騏廷 理事長的話

做好準備，迎向三十做好準備，迎向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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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生命是條長河，溪流存在於空間，也
存在於時間，我們一生中都在人生的道路

上做選擇，有一群人，默默選擇在人生有限的時
間裡，為筏子溪無私奉獻，期許還給溪流天然無
瑕的尊嚴。

許多人以為城市溪流只是條排水溝，卻忘了
溪流是有生命的。筏子溪位於台中盆地西側大肚
山腳，匯聚十三寮排水、大雅排水、港尾仔溪、
惠來溪等主要支流與伏流、湧泉之水，沿台中市
大雅區、西屯區、南屯區、烏日區緩緩往南流經
盆地西側，最終匯入烏溪出海，因過去整治時的
前瞻想法，造就寬河矮堤的環境，讓筏子溪可以
成為一條生態豐富的近自然河川。走在溪畔，可
以看見溪水清澈，可以看見魚群優游，小白鷺與
夜鷺等棲身在溪邊，在城市裡的溪流可以孕育如
此翠綠的植被，讓人不禁感受到，原來大自然離
我們這麼近。

不知不覺筏子溪淨溪已經邁入第五個年頭，
從最初人少少的情況，到現在大家踴躍參與淨溪
的盛況，每隔兩週，都會看到筏子溪守護志工們
的身影出現在筏子溪畔，與其說是任務夥伴，大
家更像是因為志同道而合走在一起的好朋友，互
相關心、互相扶持。從原本單純的進行淨溪任
務，到後來越來越熟識。我們發展出很多好玩
有趣的活動，例如：穩定而持續的筏子溪棲地守

文／劉曜寬〈台中分會第 15 期推廣講師、第 23 期解說員、溪流教育專員，自然名：綠川〉
圖／劉曜寬、荒野筏子溪平台、筏子溪青年團

書寫屬於溪流與我們的故事

  2019.07.06 第一場淨溪

  鳥瞰筏子溪

  舒跑杯路跑 - 為筏子溪淨溪而跑

護、長期蹲點關注溪流工程、校園裡的溪流教育
推廣；每個月與台中市區的多元主題場域「心之
谷」合作，進行跟溪流有關的主題講座。還有活
潑的大腳丫·小紅冠繪本講演，或是與夥伴團體
（台灣石虎保育協會、臺中鄉土文化學會）共同
合作的溪流環教育營隊、或有趣又燒腦的溪流實
境解謎遊戲。也有多元的物種調查（鳥類、植物）
與自動相機監測。也有悠閒的輕旅行、熱鬧的市
集擺攤，向遊客介紹筏子溪與我們正在努力的行
動、也有熱血路跑活動，邀大家為筏子溪淨溪而
跑。上述多采多姿的行動，都是為溪流做的美好
的事。

因為有志工們的熱情，才得以讓更多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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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25 第一百場常態淨溪工作人員合照

  與台灣石虎保育協會合作的筏子溪石虎追蹤體驗課程

  筏子溪畔的婚禮野餐

  筏子溪淨溪

企業、教育單位響應溪流的守護行動，從 2019
年截至 2024 年 6 月 8 日止，投入近 2,000 人次
志工夥伴與 8,500 位參與民眾，依照國際淨灘行
動表格 (ICC) 統計資料，筏子溪廢棄物數量前三
名為菸蒂 76,091 根、食品包裝袋 30,765 個、免
洗餐具 24,993 個，我們共同減少了 18.33 公噸
的河川廢棄物流入海洋。每一次淨溪都帶領大家
一同認識溪流環境的美麗與哀愁，並讓我們彼此
反思自己可以怎麼做。淨溪的目的不只是撿垃
圾，而是「轉化」，轉化每一位參與者的觀念，
讓大家意識到減少垃圾不在於末端的淨溪，而在
於前端每一次的消費行為。

一次次的淨溪與推廣之後，生態慢慢地提
升，筏子溪成為大家重點關注的溪流，近幾年也
許是因為環境的提升，在筏子溪也發現石虎會利
用溪流環境作為廊道與棲息，因此今年度台中分
會與台灣石虎保育協會合作舉辦了許多石虎相關
的活動，邀請大家在關注溪流環境的同時，也一
起來關心可愛的淺山精靈——石虎。除了 NGO
的行動，透過公私協力的方式更可以將守護溪流
的概念推廣出去，近幾年政府部門也非常努力在
推動溪流環境的生態復育，像是水利署第三河川

分署以更友善的方式來整治，以及林業及自然保
育署台中綠網的盤點與廊道改善，期待有一天筏
子溪可以納入「其他有效保育地 (OECM)」，讓
都市可以和生態共榮共好，期許在可預見的未來
筏子溪生態能更加豐富、更加自然。

回到生命的長河，每一位參與改變的人都是
流域裡的一滴水，為了朝溪流美好的願景前進而
聚水成河、匯流成海，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行動構
築出屬於溪流文化的故事篇章。如果說溪流像一
本書，那一定是內容精采且充滿故事的好書，當
我們願意親近她，就會讓我們產生許多新的靈感
與想法，這本書因為我們的翻閱，故事開始有了
變化，我們影響環境的同時，環境也影響著我們，
生命與生命的碰撞在心裡留下了心靈印記，也是
屬於自己與自然的連結，故事尚未完結，而是像
「逗號」一般，就像潺潺流水般持續地前行。

收聽更多
筏子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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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瘡百孔的亞馬遜森林，一直都是全球關注
的雨林議題，就連我也不例外。看見媒體

拍攝佇立在印尼、馬來西亞被砍伐焚燒後那片雨
林灰燼裡的紅毛猩猩，令人感到心碎與無助。對
於距離如此遙遠的國度，我不確定能夠做到多少
事情，也許能做的就是信箱中滿滿的守護雨林連
署吧！

開始正式關注雨林的那一刻，是 2016 年跟
著先生回到馬來西亞砂勞越。那時加里曼丹焚燒
雨林的煙霾，模糊了城市的清晰度，煙塵衝擊我
的眼口鼻，像是不小心跌進紅火蟻窩，因刺痛而
流淚且不停咳嗽，我嘗試著許多期望可以緩解症
狀的方式，但即使在家關緊門窗、外出戴口罩，
依然咳得踉踉蹌蹌。並且，我以為這樣的痛苦大
約片刻就能解除，沒想到它卻持續了不只一整
天，甚至可以用週或是月來計算，在這段期間唯
一能緩解，甚至解除煙霾籠罩的時刻，就是熱帶
驟雨，也是當時的我唯一能大口呼吸的時刻。先
生告訴我，這就是他們成長的日常，這是我第一
次深切感受砍伐焚燒雨林與我毫無距離，甚至有
種生活被侵略與被剝奪感。

回到台灣後，偶然在書店裡看見荒野出版的
《東馬婆羅洲熱帶雨林——崩落的野生物天堂》，
讓我欣喜若狂，也是我開始關注並加入荒野的原
因之一。

一個議題能夠被討論，是觸動思想火花的連
結。加入荒野後，發現原來有一群人在台灣關心
婆羅洲的熱帶雨林，他們正在社會中觸發能夠接
觸這個議題的各種可能性，所以我也加入了荒野
所展開的一步步的系列行動，先是在生物多樣性
研究所受訓，再來一起協助校園巡迴特展，也參
與科博館婆羅洲雨林特展開幕，參與國際雨林論
壇《野生生物的天堂—馬來西亞雨林的驚奇和展
望》，更意外的是我從單純關心雨林的關注者，
成為了參與倡議行動的一份子。我的工作與環境
生態及社區營造相關，因此非常能理解，要讓自
然保育與經濟發展共存的社會，必須取得環境與
發展的平衡，也需各領域有共同核心理念才夠能
往理想的道路前進，但光是要觸發各領域對環境
有所共識，需要不斷的公眾討論、社會培力與教
育，甚至需要一點言論革命，是一條不好走的路。
能夠舉辦這個國際論壇，對我來說非常感動，能
夠與台灣及馬來西亞兩國的婆羅洲行動者有更深
入的連結，暢談亞洲熱帶雨林的野性自然與多
元人文。原來從過往人文歷史與地理變遷至現
代，台灣與婆羅洲都有著相當深的淵源。從保育
現場的視角與經驗深度剖析環境議題，讓我驚訝

文／程日君〈台中分會第 24 期解說員，自然名：太陽王〉
圖／沈競辰、程日君

野生生物的天堂——
馬來西亞雨林的驚奇和展望

 混合龍腦香林

 帶親子團到科博館導覽前進婆羅洲雨林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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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虎尾農工進行的婆羅洲熱帶雨林野生動植物巡迴展

 雨林之美

 食蟲植物

原來在旅遊觀光的層面落實的生態
旅遊，對於降低動物盜獵及提升保
育意識都有著非常顯著的成效，不
禁反思，看似遙遠的婆羅洲環境議
題，其實與我們的生活如此迫近。

記 得 前 陣 子 看 了 一 個 叫 做
Borneo Diary 的 節 目， 主 持 人 在
節目的結尾，說在她沒有踏進來前
以為這裡都是森林，進來才發現原
來森林所剩無幾，棲息其中的動物面臨滅絕的危
機，因此她對於自己的無知感到愧疚，完全無法
想像人們無意識地在無形中對雨林造成迫害。婆
羅洲馬來熊保育中心研究員講了很棒的一段話：
「這就是妳的任務，妳無法幫助我們研究，但只
要妳不斷談論這個問題，妳就是這座雨林的發言
人，倡議並教育觀看這個節目的人，讓引發更多
人的興趣而關注這座雨林或是對這樣的工作感興
趣。」

現在的這段話，已成為我的核心信念，我開

始不斷邀請身邊不管是台灣或是留台的馬來西亞
朋友前來看特展，只要一有空閒，我就會帶團到
科博館看特展，親自為他們導覽解說，甚至克服
了我最恐懼的親子族群，為的就是讓這個話題擴
散更廣、讓更多人觸及議題討論，為這座雨林跟
我最愛的犀鳥發聲。

有趣的是，我跟先生回去馬來西亞多次都是
探親之旅，從來都沒有到過雨林，先生也沒有想
到，最後會演變成我對於他的家鄉如此狂熱且投
入的研究，甚至比他還要了解家鄉的那片雨林。
就在今年，睽違五年終於要再回沙勞越了！這次
我已脫胎換骨，不再像過往只是回家探親，我已
準備好要放大我的感官，用全新的視野去探索沙
勞越的一切，持續分享給沙勞越的親朋好友，並
充滿收穫的將資訊帶回台灣，持續觸發更多人關
心這座雨林，這就是我能做且做得到的事。

沙勞越是我的摯愛，我愛上這裡的人，也愛
上他的家鄉。我相信自己行動的每一步，能夠讓
我最愛的犀鳥在雨林裡持續飛翔！

科博館特展資訊 巡迴展志工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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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講座令人印象深刻，講座從碳費的優勢
和劣勢開始，到如何解決台灣的碳排放問

題，都講得非常清楚，因為我可以對照台灣和我
的國家──印尼的空汙狀況。

正如我從講座中所聽到的，為了更好地控
制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台灣的環保機關創建了
「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溫室氣體減
量行動計劃」和「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
等因應措施，針對六個主要領域：能源、製造業、
交通、住宅和商業建築、農業和環境管理。這些
舉措將每五年審查一次，促進政府內部的跨部合
作。

我對講師所討論的溫室氣體減量行動計劃中
的一項相當感興趣，目前《溫室氣體減排和管理
法》規定，台灣的長期減排目標是到 2050 年，
將碳排放量降低到 2005 年排放量的 50%，此計
劃把目標修訂到 2050 年實現溫室氣體零排放，
這也是台灣的決心宣言。計劃中，為了實現這樣
的目標，台灣當局各級政府應與每個公民、企業
和組織合作，共同促進減碳，發展負碳排技術，

並促進全球合作。這個計劃的應用之一是運用台
灣的大眾運輸工具來取代私人交通工具，因為大
眾運輸都有既定的時刻表可據此計算減碳數據，
能有效地減少碳排放，我認為鼓勵大家使用大眾
運輸工具，是相當有效的方式。

與台灣的碳排放控制相比，印尼大多數的政
府並不真正關心平民。例如，印尼的道路經常破
損，導致一些交通工具無法順利通行。另一個例
子是：台灣人非常勤奮，是有紀律地在管理垃圾。
在台灣，有垃圾分類制度，但印尼則沒有。沒有
垃圾分類制度的後果是大多數人並不會真正關心
周圍的環境，在印尼，有些人還隨意亂丟垃圾，
這使得印尼許多街道，遇到下雨時，經常因為垃
圾充斥，阻塞排水系統而導致淹水。此外，印尼
由於缺乏大眾運輸工具，所以許多道路經常出現
塞車的狀況。為了管控印尼的交通和碳排放，應
該建立更多的大眾運輸工具。

我希望這次講座後，有更多的印尼人了解及
重視環保的議題，應該向台灣人學習，遵守環保
紀律，多多關心自己的國家。

文／陳韋銘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服務學習學生〉
整理編輯／李約翰、廖文瑄

「碳有錢」的時代來了！
講座心得

※ 註：本文原文為英文，編者們為了讓讀者易讀，部分段落、文字、語境與原文直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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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y opinion, this lecture is so impressive 
because I can differentiate the air pollution 
between Taiwan and my country Indonesia. This 
lecture explained everything clearly started from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carbon 
consumptions to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carbon emissions in Taiwan. 

As I heard from the lecture, in order to better 
control and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aiwan’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created the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Action 
Guidelines,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ction 
Plan,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Control 
Action Program targeting six major fields: energy, 
manufacturing, transportation,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buildings,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The initiatives, which are to be 
reviewed once every five years, facilitate cross-
ministerial cooperation within government.

I am quite interested in one of the plans 
discussed by the lecturer about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ction Plan. The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and Management Act currently specifies 
that the national long-term reduction goal is to, by 
2050, lower carbon emissions to 50% of the amount 
emitted in 2005. The revisions will change the 
target to zero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by 2050, 
which is a declaration of Taiwan's determination. 
To achieve such a go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of all levels should collaborate with every citizen, 
enterprise, and organization to jointly facilitate 
emission reduction, develop negative emission 

technology, and promote global cooperation. One of 
the applications of this plan is that I can see a lot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s in Taiwan rather than private 
transportations. I think that it is so efficient because 
it is not only reducing the carbon emission, but also 
it is quite efficient using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s 
because they have their own schedule.

Comparing to the carbon emission control in 
Taiwan, most of the government in Indonesia don’t 
really care about the civilians. For example, the 
roads in Indonesia are often broken which made 
some transportations not efficient to pass. Another 
example is that people in Taiwan is very diligent 
and really discipline of controlling their rubbish and 
there is a rubbish classification in Taiwan, however 
in Indonesia there is no rubbish classification. 
The consequences of no rubbish classification 
in Indonesia is that most people don’t really care 
about their surroundings and some people also 
throw rubbish on the streets which made most 
streets in Indonesia fill with flood when it is raining.

My hope after participating this lecture is 
that more Indonesia people will aware about the 
situations in their country and they should learn 
from Taiwan people for being discipline and being 
caring about their country. Moreover, Indonesia 
doesn’t have much public transportations and there 
is often traffic in some streets because the lack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s.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traffic 
in Indonesia and carbon emission in Indonesia, 
more public transportations should be created.

Experience from the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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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不是來自於想像，而是實際感受真實的
模樣。當我們踏入援中港東區濕地的那一

刻，馬上感受到差異，很明顯的體感溫度降低了
攝氏 2 度至 5 度，再更深入探訪，濕地的模樣的
確是一個真實的快樂天堂。

因援中港東區濕地守護有成，荒野保護協會
親子團南區總團的各分團，幾乎都到訪過這個秘
密花園，甚至其他北區、中區的夥伴亦曾到訪；
無論何時申請來訪，棲地志工都同樣熱情招呼，
讓這樣的成果及信念能推廣周知。當進入濕地
時，光是從都市馬路踏入濕地，不到 5 秒的時間，
從很炎熱轉變成很涼、很舒服，讓人直接體驗到
差異，荒野親子團的小蟻團成員為大班到小二的
孩子，這個階段的環境教育，最重要的不是知識
傳遞，而是藉由五感體驗辨別差異，例如分小隊
也是使用視覺顏色的差異，利用黑、黃、綠、紅
四種顏色來分隊。從小蟻階段持續接觸這樣的自
然現場是最適合的體驗，在進行更艱深的環境教
育之前，體驗過棲地環境的美好，才能在真實生
活中發現與美好有別的差異。

文、圖／吳柏翰〈嘉義分會親子一團志工，自然名：雲豹〉

 蚊子帶著嘉一團小蟻diy 手做玩具

 嘉一團小蟻團團集會閉會式合照

 高雄棲地志工帶領嘉一親子團一同探索
援中港東區的祕密花園

2024 年 5 月 19 日一早，嘉一團的小蟻、炫
蜂及育成會來訪援中港東區濕地，前來接風的棲
地志工有蚊子（林文誠）、灰狼（劉勝朗）、雲
海（蔡昌德）及石狗公（郭明誠）。說明整體的
注意事項後，棲地志工帶著大家進行一整天的棲
地巡禮、守護方式與理念推廣活動。濕地是生命
的源頭，也是默默調暢都市氣息的肺臟。讓環境
教育在孩子心裡埋下一顆種子，藉由遊戲，帶入
棲地環境與生物間的關係鏈。下午團集會活動最
後的環節，大家感謝棲地志工的陪伴，並依依不
捨的搭車北返嘉義，而守護棲地的志工依舊堅守
現場。

在回程的路上腦海裡迴盪著石狗公的一句
話：「即便您只用了生命中的一分鐘來守護，也
值得讚許。而這片棲地，同樣的也感謝您珍貴的
一分鐘。」棲地守護的故事很立志，沒有口號只
有行動。這不是一個個人的故事，而是關於眾志
的堅持，大地之母給予我們之多，而我們能做的
所有分分鐘鐘也只是這無限裡的短暫時刻，儘管
如此仍須堅持下去，守護棲地需要大家的投入，
大自然會讓我們看見的。而我在援中港東區濕地
真實地看到這樣的美好，謝謝所有的棲地志工及
關心環境的你們。

眾志堅持的棲地模樣——
援中港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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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知道溫室效應嗎？你們覺得溫室
效應好不好呢？」

「知道！」回答後，全部的孩子都說溫室效
應不好，而我回應了他們：「基本上溫室效應是
好的，假如沒有溫室效應，地球的平均溫度是零
下 18 度，不適合人類居住。有了溫室效應地球
的平均溫度維持在 15 度，就好像幫我們地球蓋
了一層薄薄的棉被，使得地球變得溫暖，人類及
動物可以在地球生存，地球變成一個欣欣向榮的
星球。反之，過多的熱能留在大氣層，讓地球變
得過熱，就造成全球暖化的現象。」

我可以這麼自如的回應孩子，是因為經過總
共 54 小時的氣候變遷講師訓練、演練與實習後
到校園去推廣。這 54 小時課程包括：省電與樹
的完整教案熟知、永續、能源、淨零轉型、樹、
碳、氣候變遷等等專業知識的學習，這些都是荒
野志工群一代一代的組織建構起來，設計為工作

文、圖／沈秀娟〈桃園分會氣候變遷講師，自然名：宇宙〉

    省電俠講座 -桃園大業國小

 桃園大溪大業國小的百年楓香

坊，傳承給有興趣一起在永續生活中推廣氣候變
遷議題的一般大眾。 

在校園中和孩子們互動著氣候變遷的教案遊
戲，問大家是否認識家中的電力大怪獸遊戲，或
是一起看電費單，了解自己家中用了多少碳，又
該如何為家中省電？ 相信在不知不覺中，氣候變
遷會在他們心裡發芽。能到各地校園和孩子一起
學習氣候變遷，是一件快樂的事。

氣 候 變 遷 正 在 加 劇， 而 人 為 破 壞 是 最 大
的 主 因。 從 1987 年 世 界 環 境 與 發 展 委 員 會
（WCED） 發 表《 我 們 共 同 的 未 來 》（Our 
Common Future）報告書，到 2012 年聯合國
永續發展會議《我們要的未來》（The Future 
We Want），再到 2030 年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中所宣示的《不遺漏任何人》（leave no 
one behind ）或翻譯為《一個都不能少》。都
是在督促著人類要對環境保護的重視，往可持續
性的未來前進。

透過學習氣候變遷相關知識或到各地倡議
也是其中一種參與永續的方法，如果你有興趣
也可以一起加入，用永續行動一起護住我們的
未來。

眾志堅持的棲地模樣——
援中港東區

我們共同的未來一個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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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電俠講座

參加荒野氣候變遷講師培訓，是我加入荒野
大家庭的開始，也是我邁開環境保護步伐

的一小步。
我的培訓歷程

這個培訓不是上上課就可以，還必須要通過
教案試講的關卡，回顧起準備試講的那段時光，
是一段充滿挑戰和壓力的過程。

離開學生時期已一段時間，突然面對那麼
多的數據和知識，要在短時間內熟讀，真是頗有
難度。加上工作之餘實在沒有時間好好準備，過
程中有點力不從心，想要放棄的念頭多次湧上心
頭。

感謝眾多和藹可親的前輩隊輔們熱情的鼓
勵，總在想放棄前看到他們關懷的眼神和期待
後，自己也發現問題其實是可以克服的，只是需
要花一些時間熟悉和熟讀教案。

還記得硬著頭皮參加試講當天，站在台上，

圖、文／溫靜怡〈桃園分會氣候變遷講師，自然名 : 松鼠〉

帶著夢想及熱情，付出不求回報帶著夢想及熱情，付出不求回報  

我面無表情似的像背書一樣表達，但隊輔前輩們
超級認真地聆聽，試講後還真切給予講評和建
議，字字珠璣、受用無窮。
進入校園推廣

通過試講取得講師資格後，我開始往下一個
實戰階段邁進。

幾次進入校園演講的經驗中，我深刻地體
會到準備周全的重要性。要讓學生信服，不僅需
要有充分的知識儲備，更需要有自信和說服力。
為此，我會在說講內容加入最新的資訊和時事新
聞，希望能夠更清楚地傳達氣候變遷的重要性和
迫切性，在這過程中也提升了我對於環保議題的
熱情和責任感，回頭看，這都是在熟讀教案下提
供自己信心的堅強後盾。

每當看到台下學生有接收到氣候變遷的迫
切，而引起共鳴時，心中就默默吶喊「Yes! 這就
對了！」有了共識，行動就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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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木工作坊

把節能落實在生活中
我自己也把學到的節能的方法落實在生活

中，以下分享給大家：

 換了一台冰箱
得知 10 年以上老舊冰箱耗電量很大，為了省電，
我終於有了正當的藉口可以淘汰使用很久的冰
箱，順勢換了一台節能冰箱。

 電熱水器換獨立插座
過去電熱水器都是天天插著電（不知道已經浪費
多少電了），現在已經換上獨立插座，要用才開
啟，使用完畢就關掉，省下不少電費。

 冷氣機能源標章
因為冷氣機剛好壞掉，也順勢換了一台具有「能
源標章」的冷氣機。

以上的幾件事，就讓電費較去年同期減少二
分之一，這不是奇蹟，只要確實按照培訓教導的
省電小撇步來做，就可以得到最實質的獎勵！

培訓日期 : 2024/08/02 ～ 10/18
培訓地點 : 荒野保護協會桃園分會

加入我們，一起行動！

荒野桃園分會
第四期【氣候變遷講師培訓】招募中，

歡迎大桃園區朋友參加 ~

立刻報名

回顧與期許
在荒野，每個人都帶著夢想及熱情，不求

回報的付出。在這裡，我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
夥伴，他們的身教啟發了我對於學習和成長的態
度。在這個團隊中，每個人為保護環境而努力，
能夠成為這個團隊的一員，我感到很驕傲。

成為一個氣候變遷講師的經歷讓我受益良
多，不僅增加了對於環保議題的了解，更讓我意
識到每個人都可以為保護地球盡一份力量。我期
待著未來能夠在這個領域做出更多貢獻，也推薦
給身邊的親朋好友一起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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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普遍對於在地生活圈或縣市中的棲地生
態不甚關心和了解，而自然觀察導覽活動，

藉由解說員的引導，讓參與者能發現不同生物的
獨特性和美麗。

過去我曾經在花蓮短居一年，當時常常來
鯉魚山運動，但對於周遭生態一無所知，只知道
螢火蟲季時前往可以賞螢。從未注意過，環潭步
道還有著甚麼生物？於是這次跟隨花蓮分會解說
員，一起來鯉魚潭環潭步道一探究竟。

在 6 月 15 日的下午抵達鯉魚潭，因為前陣
子地震造成的影響，遊客非常稀少。但隨著天色
漸晚，報名活動的民眾逐漸來到環潭步道旁，以
家庭為單位集合。散步、運動的民眾也陸續出現
在環潭步道，在昏黃的路燈下，步道因人聲變得
熱鬧了起來。

上次參與夜觀行程，是在山林行腳的北橫公
路，在前兩天山區陣雨綿綿的情況下，首先是觀

文、圖／黃婕茹〈行銷推廣部專員，自然名：黃喉貂〉

好眼力的鯉魚潭夜觀

察公路邊的山壁，因為氣候因素，物種不多，老
實說我只記得對我來講十分可怕的東方水蠊。但
在明池山莊的夜觀，我們幸運地看到青竹絲的身
影。

而這次的鯉魚潭夜觀，首先印入眼簾的也
是少不了的東方水蠊，對於夥伴們對他的稱讚：

「比家裡的斐蠊科可愛多了！」我感到不予置評。
隨著慢慢前進，看到的物種也越來越多。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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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再放大才看得清楚的莫氏樹蛙

  可愛的攀蜥休息中

  很像綠色的螺旋麵包的台灣青山蝸牛

名解說員的太太與花蓮分會秘書和玉，在前面打
頭陣，拿著手電筒尋找物種，讓後方的解說員可
以專心的解說。在這次的導覽行程中，大人小孩
們的反應都非常熱烈，不管對什麼物種都驚呼連
連，這是荒野的最可愛之處。

本次導覽可以說是參加過最開心的導覽了，
雖然各個解說定點的物種地貌都很精采有趣，但
這次的豐富度絕對是名列前茅，因為光是蛇，我
們就看到了四條！和玉還急急忙忙地解釋「平常
可是不可能會一次看到這麼多喔！」深怕我們誤
會，以為只要來鯉魚潭，就有這麼多好康可以觀
賞。而這些蛇類分布的地點不一，有的在馬路邊
爬行，有的棲息在遙遠的樹上休息，全憑和玉的
火眼金睛，身為普通民眾的我，看過去都只覺得
一條白白的，壓根不會注意到居然是蛇！在不打
擾到他們的前提下，解說員也向我們解釋今天看
到的蛇的習性。有的蛇嗜吃蚯蚓、還有被稱為「衰
蛇」的可愛大頭蛇，僅有微毒，卻常被誤認為龜
殼花；也有看到青色的蛇，在遙遠的情況下，無
法辨認是否為毒蛇，是在解說員用大砲鏡頭拍攝
回來辨識後，才辨認出她是無毒的漂亮青蛇。

之前的觀察導覽都只看過在地上，水域旁
的蛙類，老實說我都不記得是哪些蛙了。本次導
覽中，和玉讓我們抬頭往上看，我只看到一坨白
白的像衛生紙的玩意卡在樹枝間，原來是莫氏
樹蛙。小孩與我都覺得好困惑，青蛙怎麼會在上
面？和玉再次強調，因為牠是「樹」蛙！這也是
我與久聞其名的樹蛙第一次見面！

除了之前常打照面的形狀扁扁的台灣盾蝸
牛，這次還認識了超級漂亮剔透的台灣青山蝸
牛，小小一個，好像玉做的螺旋麵包；另外，也
看到攀在枝葉上睡覺的斯文豪氏攀蜥，讓人不禁
疑惑這樣休息不累嗎？但就是因為需要隨時警覺
逃跑，才以這麼艱難的姿勢休息，不禁讓人覺得
住在有屋頂的房子真好！

從沒想過原來在夜晚關閉三Ｃ後，觀察自然
會是這麼愉快的活動。不管是交配中的蚱蜢、休
息中的兩棲類、俗稱喇牙的高腳蛛、少少幾隻的
螢火蟲，或是整面閃爍的星空，都讓這個寧靜時
節的花蓮，在我心中留下了熱鬧豐富的印象。期
望將來不管到何處探索，都能一樣懷抱這天的熱
情繼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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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張桂馨〈宜蘭分會親子團志工，自然名：水鹿〉

這趟旅程由徐爸（徐朝強，宜蘭分會前分會
長）帶路，在早晨七點半，宜蘭的空氣清

澈得沒有半點雜質，清朗到你可以瞇著眼，看到
陽光從竹林車站後方灑落到自己身上，肌膚感受
到那略微灼人的暖意。我們這群蝦兵蟹將，體能
與裝備參差不齊，從碳纖公路車加卡鞋、登山車，
到生鏽的小折和淑女車通通都有。這趟路線聚集
了諸多夢幻元素，單車、鐵道、歷史，加上徐爸
的組合，真是魅力無窮。轉身看看隊友，抬頭看
看天氣，隊伍一定會拉很長，今天是場硬仗。果
然，才喊聲出發了的同時，就有人「落鏈」了。

太平山林鐵平原段，每一段都有精彩故事。
第一段是竹林到歪仔歪橋，也就是現在的仁愛
路，這段路是由陳純精當年和羅東人集資興建
的，希望可以在羅東興建儲木池，促進當地的經
濟發展。第二段是歪仔歪經過大洲、二萬五、三
星到天送埤車站，這段五分車（即為台灣糖業鐵
路）是由糖廠出資的，二萬五的地名來源是此地
曾經種植甘蔗共二萬五千株，可見當年糖業之興
盛。這段路裡只有天送埤火車站原站保存最完

整，大洲車站是原地重建，而三星公園裡的三星
大站則是不見任何蛛絲馬跡了。第三段，循著蘭
陽溪山壁建造的，是天送埤車站到土場，此段由
電力公司所興建，每逢夏天的暴雨總有路段崩塌，
在林業逐漸沒落之際，也是逐漸廢棄還給大地了。

太平山林鐵，從大正三年（1914 年）開始
興建，經過二戰後國民政府的接收，到 1979 年
全線停駛，這六十多個年頭太平山林鐵與蘭陽溪
南聚落的生活息息相關。現今存在於的太平山林
鐵平原段的路線，參雜了柏油路、電線電塔，與
農田裡的點點農舍；不然就是被土石淹沒而廢棄
的車站月台。回顧這趟行前的探路，看著舊照時，
不免有股濃厚的滄海桑田感。

如果沒有徐爸的導讀與解說，沒有親身走過
這一遭，光憑幾張單薄的解說與舊照，你怎麼能
想像這片土地在這些年經歷過的，堪比小說的故
事還要精采？口述歷史的確不完全真實，但因為
和「人」的連結下，才能讓這段歷史植入追尋者
的心中。我們無法控制地景地貌的改變，只能深
刻的走一遭，讓林鐵的過往與自身的記憶連結。

要抵達永恆太遙遠，但只要有人還記得，這
段歷史就不會輕易的消逝在時間洪流裡。

初訪太平山林鐵平原段

徐爸說：「口述歷史是藉由訪問耆老，挖掘個人對史事的經驗與觀感。
但是，你千萬不要太相信口述歷史，因為我就是那個耆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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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5 月會務記錄
整理 / 行銷推廣部

總會　永續發展部專員黃嘉瑩參與「拒絕政治凌駕專業、反對凍漲電價圖利財團」聯合記者會。
台中分會　溪流專案黃冠慈出席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分署辦理 - 大安大甲溪聯通管工程 -
大甲溪輸水管第 2 標第三工區施工前說明會。

台中分會　溪流專案劉曜寬、黃冠慈前往台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出席台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台中是大安溪流放水磷酸鹽標準 ( 草案 )」公聽會議與公聽會前記者會。

台中分會　溪流專案楊政穎出席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分署召開「烏溪水系大里溪支流草湖溪
( 含支流北溝溪 ) 治理計畫」地方說明會。
桃園分會　棲地組組長盧德一、副組長花敏煌前往開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參與陳屋公埤小葉海
金沙及伴生物種搶救會議。

台中分會　溪流專案黃冠慈前往南投縣議會與南投縣政府環保局出席里山森活度假村開發案
之 427 說明會無效暨違法開發陳情請願記者會。

台中分會　溪流專案黃冠慈前往工程現場出席水保屬台中分屬「新社區中和里抽藤坑農村漫遊
廊道營造工程」強化二級生態檢核現勘。
總會　台北分會長游晨薇、總會議題專員黃嘉瑩參加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2023 全國 NGOs 環境
會議環保團體建言 5-1「設立中央層級的公園綠地系統管理單位，執行全國綠化政策」溝通會議。

台中分會　謝國發副分會長受邀出席國立嘉義大學召開「台中市石虎保育行動計劃專家會議暨
保育論壇」第 3 次會議。
花蓮分會　主任秘書楊和玉與台灣環境保護聯盟花蓮分會鍾寶珠會長前往瑞穗鄉公所參加「宜
居部落建設計畫 提升部落居住環境品質 (B 類 )」生態檢核會議。
台中分會　副分會長謝國發前往台中分署三樓會議室出席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台中
分署「113 年度台中分署轄區生態檢核整合推動計畫」第一次核心工作圈會議。
新竹分會　第八、九屆理事長劉月梅前往桃竹苗水情中心參與「鳳山溪流域整體改善及調適規
劃 1/2 期初報告書審查會議」。

台中分會　溪流黃冠慈專員出席禹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有關「南龍圳灌溉系統強化工程」
生態檢核說明會。
台中分會　分會長游永滄出席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執行農村水保署南投分署工程生態檢核
作業 辦理第 1 級檢核工程「大埔鄉和平村多功能育樂廣場改善工程」施工進度已逾 80%，施工
階段民眾參與現勘。

台中分會　副分會長謝國發、繪本作者蔡昇倫、分會秘書謝玟蒨、溪流專案劉曜寬、校園兒教講
師莊硯智、盧彥綾，前往台中分署三樓第一會議室出席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筏
子溪石虎》繪本設計製作及保育推廣案」第 3 階段審查會議。
花蓮分會　主任秘書楊和玉與林保署花蓮分署保育課、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前往明義國小，參
加花蓮市市公所辦理之「花蓮市明義國小通學步道改善工程」椰子樹遷移會勘。

花蓮分會　主任秘書楊和玉與台灣環境保護聯盟花蓮分會鍾寶珠會長、中興顧問公司楊佳寧博
士、後山采風工作室張振岳先生等人前往富里鄉公所，參加第九河川分署辦理之「113 年鱉溪流
域管理小平台一河川 ( 全流域 ) 治理藍圖第一次會議」。

台中分會　分會長游永滄前往台積店晶圓十五 A 廠出席台積公司「Eco Plus! – 生態共融計畫」
啟動儀式。

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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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8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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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1

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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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分會　溪流專案黃冠慈出席一新社區第三屆金牌農村競賽現地評審。
台中分會　分會長游永滄參與觀察家生態顧問執行農村水保署南投分署工程程生態檢核作業 -
細部設計案－ 10:00-10: 麻竹湖野溪整治二期工程 /10:20-10:40 旨賜宮旁坑溝整治工。
新竹分會　秘書劉偉中前往新竹市政府參與「永續香山濕地 ESG 新竹市公私協力 MOU 簽署儀
式記者會」。

花蓮分會　主任秘書楊和玉前往富里鄉公所參加富里鄉「宜居部落建設計畫 - 居住環境品質提
升計畫」、吉拉米代部落 ( 吉哈拉艾聚落 )、馬里旺部落、達蘭埠部落、姆拉丁部落及基拉歌賽部
落等 5 項計畫生態檢核自主檢查會勘會議。
台中分會　溪流專案黃冠慈前往現地出席農村水保署台中分署辦理東勢區坑溝治理工程 ( 尚未
正式命名 )( 一級 - 提報階段 ) 現勘。
台中分會　溪流專案楊政穎前往現地出席水利署三河分署辦理筏子溪知高段樹木補植作業現
勘。
總會　永續發展部專員黃嘉瑩前往新北市政府低碳中心交流「傳統市場減塑調查及推動計劃」
成果。

花蓮分會　主任秘書楊和玉前往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第 18 棟包裝工廠，參加由國立東華大
學主辦之 2024 再生能源發展對社會生態系統影響研討會。

花蓮分會　美崙山定點組長陳美齡與主任秘書楊和玉前往美崙山科博館，參加青境工程顧問有
限公司執行花蓮縣政府農業處「美崙山公園環境景觀設施二期改善計畫委託規劃暨設計監造技
術服務」案辦理之「美崙山公園願景工作坊」。

台中分會　荒 野溪流專案 黃 冠慈與劉曜寬前往台北市南區社區培力基 地參加全 促會辦理
Groundwork 共學／社區種子人才研習營 + 策略沙龍。

台中分會　分會長游永滄出席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執行農村水保署南投分署生態工程檢核作
業 -工程「華山教育農園旁農路改善工程」強化第 2 級檢核現勘。
台南分會　分會長曾彥翔參加台南市政府第一次環境教育審議會議。
台南分會　副分會長黃嘉隆參與七股將軍鹽灘濕地復育聯盟舉辦之「113 年會議台南鹽灘平台
年度計畫討論」。
桃園分會　棲地組組長盧德一、副組長花敏煌前往農業部自然保育署新竹分署參與大桃園地區
綠網軸保育工作推動跨域平台會議。

花蓮分會　主任秘書楊和玉前往豐濱鄉及富里鄉，參加由國立東華大學主辦之「2024 年 (TPSI)
東區實務工作者暨 (IPSI) 台灣會員 ( 第六屆聯繫會議 ) 之聯合交流工作坊」。

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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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05 月份徵信
整理 / 財務部

05 月 單筆捐款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1896058 荷蘭商海恩斯莫里斯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300000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40000 暉致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順捷股份有限公司
90000 財團法人日月光環保永續基金會
60000 第文企業有限公司、南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朱繼賢
46752 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綠種籽國際有公司、百冠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台北市美僑協會、台北市青山獅子會

25000 嘉誠國際物流有限公司
17000 黃兵善
14000 連怡斌
12000 陳憲政
10824 親子團南區總團 ( 東蟻三基 )
10000 巨茂營造有限公司、公益信託小磨坊翔安基金
8000 王鼎球、周嘉臣
7593 第 13 期解說員回捐
7000 高雄市新莊國小附設幼兒園
5250 台北分會綠活圖
5000 李志芬、周芬芳、鍾耕宏、王金盆
4800 林慧芬
4000 何理互動設計有限公司、源來就是你、曾于曦、黃冠慈 
3800 鐘家良、溫靜怡
3750 廖梅雅、楊坤城、郭華仁
3600 陳瑞禮
3200 盧德一、許詩志、莊靜宜
3000 對話讀書會 _ 深耕、林力行、葉芳吟、廖子淇、鄧金枝、王詩婷
2400 陳琴枝
2265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系學會國事部公共衛生部門

2000

員郭醫療社團法人員郭醫院、新竹縣六家國小 405、
台灣中國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中原大學、空大生科系健康家庭研究中心、
嚴嘉琪、林宜潔、劉峻儒、沈宜瑩、官淑卿、高鏡評、潘建宏、李佩婷、
林盈君、連婉君、葉承霖、許茜雯、陳金美、林淑英、邱馨平、陳仕昀、
林幸娥、林明惠、賴虹蓁、蘇柏誠、張晴怡、蔡佳凌、陳曉莉、張雅琪、
李靜媚、施銘鏞、李慈雯、劉俊賢、張喬婷、張慧怡、陳惠芳、廖靜薇、
楊琬琳、林孟華、何敏瑜、林麒暉、柯惠親、謝振東、邱育芹、鍾雅薇、
蘇莞秢、蔡依璇、蔡誌雄、林森森、黃博文

1600 吳任浩

1500
荷蘭商海恩斯莫里斯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翫澤畫廊、
台北市北投區文化國小六年級雙語班、謝秀娟、何宗祐、鄭昇沛、余佳靜、
何麗如、陳信龍

1363 南投縣信義鄉隆華國民小學
1300 韓素玫
1006 美貞

1000

臺北市信義國小 68 屆六年 2 班、趙李阿素、程華、周易宏、吳旭蕙、
李珮璟、徐珮瑜、魏庭竹、顏瑞毅、賴素燕、賴珮瑄、盧顯中、蔡淑女、
董真真、黃慈衾、湯淑蓮、陳嘉玲、陳佩華、沈淑端、王淑霞、陳亭卉、
廖曉君、葉麗娟、柳佳伶、陳俞伶、陳修茵、林敬真、劉月梅、林敬軒、
陳曉丹、沈欣樺、張永坤、秦雅昱、孟憲瑜、鄭嘉文、黃千綸、邱良祥、
吳佩靜、洪詩婷、陳紹尤、温韻筑、何歡山、郭子豪、江淑芬、程子芸、
郭于緁、劉淼蓮、黃嘉俐、張綠絹、林文欽、陳惠玲、戴貞樑、黃慧婷、
胡婷絨、盧韻如、莊依芳、張建維、林秀鳳、陳昀琪、陳孜涵、薛欣亞、
李冠毅、李桓崴、黃致寧、李蘊安、黃苗馥、范秀月、宋亭潔、羅珮菱、
魏君婷、陳香綿、章又竹、陳昇照、林采橙、李淑惠、曾郁萍、黃俊維、
陳品萱、陳妙齡、陳蒼霈、吳澤祥、楊芯縈、劉珈汶、林姸樂、彭淑芬、
黃昱人、曹家娟、方怡茹、莊孟瑜、張尚文、江宗殷、林瑋哲、陳詩欣、
邱可芳、李柏儒、林筱甄、李佳銘、莊旻靜、許弼閔、徐志廷、黎筱萱、
吳昱正、王蕾雅、邱千芸、黃晴

200 周易宏、張竫佳

定期定額捐款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25000 賈堅一
6000 陳澄
4000 蕭代基
4000 蕭代基
2400 譚諤
2000 黃芝葦、張寶婷、蔡玉玲
1800 鄭金快
1500 楊登凱、謝秀雯、鄭弘杰、謝文蘭

1200 Daniel T Shaw、江芝迎、石曉華、楊宜青、張皓翔、林雍球、林志南、
高兩陽、宋柏修、林美華、陳姿吟

1000
于果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陳俐尹、張淳翔、李尚勳、鄭景中、賴榮孝、
孫烜駿、陳雪梨、林彥廷、陳彥輔、曾琬庭、洪正昌、江明修、蘇西岳、
葉國樑、陳彥友、林君紋、賴素燕、吳月鳳、蔡旭豐、蔡丞豐

900 陸青梅
800 劉佳甄、呂寶樟、莊家雄
613 羅之吟

600
創威投資有限公司、Ching Fang Ma、魏薇菁、曾素華、林庭宇、賴文玄、
楊授伃、林錫傑、許書豪、陳怡妃、姜永浚、魏俊峯、吳沂蓁、江世芬、
林怡君、陳碧瑤

577 林家增

500
開巨技術顧問有限公司、吳岱祐、張子文、李慧慧、陳宇詮、楊秀敏、
蔡佩樺、李維蓁、周傳雅、詹睿恩、邱柏儒、劉哲旭、曾愛媜、莊永和、
楊念潔、張瑜珊、許明滿、郭憶梅、江彩秋、鄭宇欽、曾國賓、丁玲玲、
何悅萍、郭純陽

350 蔡叔瑾
333 林逸泠
313 賴文玄
302 李逸哲

300

CWan-Hua Cheng、蘇瓊華、石淑燕、吳佳玲、林雅玲、陳春蘭、張婉萍、
饒明沁、陳又嘉、許舒涵、潘燕欽、戴政賢、汪惠玲、王清憲、吳承諭、
施孟宜、康立群、何季朋、張玉婷、陳俊丞、謝怡娟、陳曉筠、蔣家豪、
曾凱平、林佩縈、王嘉琪、謝岳宏、李敍均、林靜芸、楊驛豐、謝貴美、
朱則昀、吳文章、葉宗浩、徐鈺芬、游慈雲、唐菁菁、張博睿、甘一君、
吳進安、楊文賓、張語瑄、林文靜、黃秉森、謝凱戎、蕭瑞敏、羅英玲、
蘇文岳、蘇威銘、王思佳、陳瑠芳、何艷蘋、張銘芬、陳怡如、林素蓮、
范淑琳、林依嬋

279 李憲中

200 陳美靜、陳瑞斌、謝文育、林郁青、林奕彣、何彩華、游文欣、廖志彬、
龔育瑩、江孟𣽆、蘇傳雅、林淑娟、劉子瑄、王英驊

150 鄭琇芸、何宇軒、蕭雨芊

100 陳宗寬、陳啟章、白歆祐、李季持、黃鈺淼、李寀甄、林品瑄、王韻妃、
李宜靜、翁子甯、莊久慧

金 額 捐款者 / 單位
800 臺中市太平區車籠埔國民小學 - 二年級
650 張弘城
560 黃香萍

500 Chih-Hsin Kao、賴秝蓁、陳逸凱、賴品豪、陳秀娟、張大喜、馮安允、
劉芝宇、姜莉文

460 王暄宇
400 台南分會
300 沈婉華、陳泳君
200 黃新龍
100 王鵬輔 / 王富禾、王興福、王勝虎、黃志豪、黃晴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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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報告

IBON 名單捐款
(2024 公益勸募 / 衛部救字第 1121364527 號）

捐款日期 捐款者 金 額
5/1 尤瑞妍 100
5/1 善心人士 100
5/1 魏志憲 100
5/1 施林淑娟 200
5/3 蘇珩 200
5/3 黃郁芳 100
5/3 陳柏亨 200
5/3 彭憶芬 200
5/4 趙翊宸 200
5/4 施崇毅 250
5/5 na 500
5/5 蔡承諭 200
5/5 詹文枝 300
5/5 施林淑娟 200
5/6 李威均 100
5/6 善心人士 100
5/6 善心人士 200
5/6 王麗蘭 100
5/7 洪先生 500
5/7 吳婉俞 250
5/7 陳證峰 300
5/7 莊依囷 100
5/7 善心人士 1000
5/8 nim 3000
5/8 袁晨峰 500
5/8 陳妡 500
5/9 pony 100

5/10 林哲宇 300
5/10 鄭道元 500
5/10 陳香尹 200
5/10 蔡淑如 100
5/11 善心人士 100
5/11 善心人士 100
5/11 善心人士 1000
5/11 善心人士 300
5/11 卓其賢 300
5/12 尤陳春枝 100
5/12 詹文枝 300
5/13 賴依淳 300
5/13 廖韋宏 100
5/14 房五 100
5/14 莊明賢 500
5/14 莊明賢 500
5/15 廖婉均 500
5/16 陳淑娟 1000
5/16 甄和慈 100
5/16 賴鉦文 2000
5/16 巴田育瑋 100
5/16 劉思懿 100
5/17 林哲宇 300
5/19 王慶有 100
5/19 林佳正 100
5/20 蔡宜家 500
5/20 吳心媛 1000
5/20 葉恩希 385

捐款日期 捐款者 金 額
5/21 邱慧淳 1500
5/21 liuzhongyou 100
5/22 黃秋華 250
5/23 張易靜 200
5/23 善心人士 100
5/23 蘇聖元 100
5/23 賴泓朸 400
5/24 林哲宇 300
5/25 涂敏靜 200
5/26 王淑霞 500
5/27 張馨尹 200
5/27 謝萍 200
5/28 郎 100
5/28 李登彥 300
5/28 喻玉梅 1000
5/29 胡翔傑 100
5/29 紀孟松 300
5/29 蔡明潔 101
5/29 邱宏仁 300
5/30 林秋珠 1000
5/30 黃淑慧 500
5/30 jean 200

捐款日期 捐款者 金 額
5/1 莊佩玲 100
5/1 邱子欣 100
5/1 莊茂棟 300
5/1 黃玉注 200
5/1 陳采琳 100
5/1 葉育伶 100
5/1 聶鈺頻 100
5/1 吳宜玲 500
5/1 徐雅玲 100
5/1 裕豐和食品有限公司 100
5/1 張巧佩 100
5/1 廖益助 200
5/1 蘇右晉 100
5/1 宋仁傑 200
5/2 李永喜 200
5/2 賴雅芬 500
5/4 謝良承 100
5/7 許秀瑜 200
5/8 温永權 123
5/8 劉仲琪 100
5/9 葉素珍 500

5/10 黃文玲 500
5/11 許碧珊 200
5/14 呂俊慶 200
5/15 劉柏宏 500
5/18 蘇國隆 100
5/19 鄭昀賾 100
5/20 簡立婷 100
5/20 潘信佑 100
5/21 温永權 126
5/23 楊志國 1,000
5/23 陳瑛 200
5/23 裴宏芸 500
5/23 林育民 500
5/23 吳沅祐 500
5/23 歐如敏 500
5/26 温永權 117
5/29 温永權 145
5/31 李欣家 200

Open Point 線上捐款
(2024 公益勸募 / 衛部救字第 1121364527 號）

※ 如有捐款欲刊登於徵信，請撥打
(02)23071568 分機 19，
更改捐款資訊
匯款請保留收據並請聯絡財務



我願意！

 
捐款 / 會費（定期定額） 信用卡授權書

捐款支持 / 加入荒野保護協會，從事推動自然教育與生態保護等相關工作

●贊助捐款　

　＊單筆捐款：NT$ ＿＿＿＿＿＿＿＿＿＿ 

　＊定期定額捐款：□ NT$300 　□ NT$600 　□ NT$1,200

□ NT$ 其他＿＿＿＿＿＿＿＿＿＿＿  

期數：

□自民國＿＿年至 民國＿＿年，共＿＿＿期。

□不限，信用卡到期自動展延。

‧ 徵信刊登：將捐款人姓名與金額刊登於荒野快報

　　　　　　□同意　□不同意

●入會方式
　□ 一般會員：NT$2,000

       （含入會費 NT$1,000、當年度年費 NT$1,000）　　

　□ 永久會員：NT$21,000

　   （含入會費 NT$1,000、當年度年費 NT$20,000）

●續繳年費：NT$1,000　

    □ 當年度年費續繳。

    □ 定期定額年費續繳：每年第一季執行扣款。

    □ 自民國＿＿年至民國＿＿年，共＿＿期。

    □ 不限，信用卡到期自動展延。

    □ 轉永久會員 $20,000

●非會員訂閱荒野快報
　□半年（6 期）NT$120　 □一年（12 期）NT$200

快報寄發地址：□□□＿＿＿＿＿＿＿＿＿＿＿＿＿＿　 

＿＿＿＿＿＿＿＿＿＿＿＿＿＿＿＿＿＿＿＿＿＿＿

　

總金額 NT$ ＿＿＿＿＿＿＿（持卡人請務必親填）

●信用卡資料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號＿＿＿＿＿＿＿＿＿＿＿＿＿＿＿＿ 

有效期限＿＿＿年／＿＿＿月　

持卡人簽名＿＿＿＿＿＿＿＿＿ ( 須與信用卡之簽名一致 )

持卡人身份證字號＿＿＿＿＿＿＿＿＿

●捐款人／會員資料
姓名＿＿＿＿＿＿＿＿＿＿＿□同持卡人／授權人

身份證字號＿＿＿＿＿＿＿＿□同持卡人／授權人（必填）

生日／民國＿＿年＿＿月＿＿日

聯絡電話／ ＿＿＿＿＿＿＿＿

地址／ ／□□□＿＿＿＿＿＿＿＿＿＿＿＿＿＿＿＿＿＿

　＿＿＿＿＿＿＿＿＿＿＿＿＿＿＿＿＿＿＿＿＿＿＿＿＿＿

E-Mail ／＿＿＿＿＿＿＿＿＿＿＿＿＿＿＿＿＿＿＿＿＿＿

　收據抬頭／＿＿＿＿＿＿＿＿＿＿＿＿＿□同捐款人／會員　　

    收據方式：電子收據寄出，如需紙本收據請勾選 □需紙本收據

　申請日／民國＿＿＿年＿＿＿月＿＿＿日

　＊定期定額捐款收據將於隔年 4 月統一寄發，以方便保存與報稅

（自即日起捐款資訊會上傳財政部電子交換系統以利於每年 5

月申報以自然人憑證可讀取或至各稅捐稽征所可申請）　

●會員入會費 + 年費
□一般會員 NT$2,000 

●會員續年費 
□一般會員 NT$1,000　

●非會員訂閱荒野快報
□半年 (6 期 )  NT$120　
□一年 (12 期 )NT$200

●贊助捐款 NT$                 
徵信刊登：捐款人姓名刊登於荒野快報
　　　　　□同意 □不同意
                ( 未勾選視為同意刊登 )
●其他（課程、活動、義賣品）
    如需郵寄 , 請付郵資 80 元



一、本收據請妥為保管，以便

　　日後查考。

二、如欲查詢存款入帳詳情時

　　，請檢附本收據及已填妥

　　之查詢函向任一郵局辦理。

三、本收據各項金額、數字係

　　機器印製，如非機器列印

　　或經塗改或無收款郵局收

　　訖章者無效。

郵政劃撥存款收據
注意事項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地址各欄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抵付票據之存

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二、本存款單金額之幣別為新臺幣，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十五元以上，且

限填至元位為止。

三、倘金額塗改時請更換存款單重新填寫。

四、本存款單不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五、本存款金額業經電腦登帳後，不得申請撤回。

六、本存款單備供電腦影像處理，請以正楷工整書寫並請勿摺疊。帳戶如需自

印存款單，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符；如有不符，各局應婉請

寄款人更換郵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以利處理。

七、本存款單帳號與金額欄請以阿拉伯數字書寫。

八、帳戶本人在「付款局」所在直轄市或縣（市)以外之行政區域存款，需由帳

戶內扣收手續費。

九、所託收之票據於運送途中，若發生票據被盜、遺失或滅失時，同意授權由

郵局或付款行代理本人辦理掛失止付及聲請公示催告、除權判決等事宜。

請寄款人注意

交易代號：0501、0502現金存款 0503票據存款 2212劃撥票據託收
本聯由儲匯處存查、保管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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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活動

一、本收據請妥為保管，以便

　　日後查考。

二、如欲查詢存款入帳詳情時

　　，請檢附本收據及已填妥

　　之查詢函向任一郵局辦理。

三、本收據各項金額、數字係

　　機器印製，如非機器列印

　　或經塗改或無收款郵局收

　　訖章者無效。

郵政劃撥存款收據
注意事項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地址各欄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抵付票據之存

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二、本存款單金額之幣別為新臺幣，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十五元以上，且

限填至元位為止。

三、倘金額塗改時請更換存款單重新填寫。

四、本存款單不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五、本存款金額業經電腦登帳後，不得申請撤回。

六、本存款單備供電腦影像處理，請以正楷工整書寫並請勿摺疊。帳戶如需自

印存款單，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符；如有不符，各局應婉請

寄款人更換郵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以利處理。

七、本存款單帳號與金額欄請以阿拉伯數字書寫。

八、帳戶本人在「付款局」所在直轄市或縣（市)以外之行政區域存款，需由帳

戶內扣收手續費。

九、所託收之票據於運送途中，若發生票據被盜、遺失或滅失時，同意授權由

郵局或付款行代理本人辦理掛失止付及聲請公示催告、除權判決等事宜。

請寄款人注意

交易代號：0501、0502現金存款 0503票據存款 2212劃撥票據託收
本聯由儲匯處存查、保管五年。

台北分會 電　話 / (02)2307-1317   
信　箱 / sowtpe@wilderness.tw
臉　書 / 台北。好荒野

《荒野週週見‧免費專題講座》
七月荒野週四見 X 找回失落的自然 
07/11  從鯖魚配額談海洋管理 ( 實體課程 )
07/18 淡水河互花米草的清除工作 ( 實體課程 )
07/25 守護東方環頸鴴繁殖棲地 ( 實體課程 )

【活動網頁】https://neti.cc/gDWoE8z
【台北循環零廢棄 - 地球與人系列】線上講座四場   
07/31( 三 )19:30-21:30 吃下永久性化學物質 PFAS 會怎樣？

看守台灣 林奕均研究員
08/07( 三 )19:30-21:30 健康一體 何美鄉醫師
08/14( 三 )19:30-21:30 毒懂你的生活 

陳保中特聘研究員（國家環境醫學研究所）
08/28( 三 ) 19:30-21:30 飲食中塑膠微粒對健康的影響 

台北醫學大學 食品安全學系 蕭伊倫 副教授
【報名連結】https://reurl.cc/qVRmDN
《生態導覽 - 免費》
《串連生態廊道的跳島》2024 永春陂濕地公園自然體驗

【活動日期】07/27( 日 ) 09:30-11:30
【活動對象】一般民眾，20 人，歡迎親子同行
【活動網頁】https://tinyurl.com/27z5qtob
《天使的祕境》新山夢湖生態導覽   

【活動時間】07/28( 日 )13:30 及 15:00 各一場，每場約 30 至 60 分鐘
【活動人數】一般民眾，歡迎親子同行。
【報名方式】現場報名
【活動網頁】https://tinyurl.com/2myztjre
五股濕地夏日賞燕季   

【活動日期】07/27、07/28、08/03、08/04、08/10、08/11
【活動時間】17:00-19:00
【活動人數】一般民眾，歡迎親子同行。
【報名方式】現場報名
【活動網頁】https://tinyurl.com/2xr72zcm
《生態導覽 - 付費》
《月月輕鬆行》2024 翠山步道夜間生態導覽   

【活動時間】07/13( 六 )18:00-21:00
【活動人數】一般民眾，30 人，歡迎親子同行（孩童建議 7 歲以上）。
【活動費用】2024 荒野有效會員：250 元，非有效會員：350 元
【報名方式】https://tinyurl.com/24erbclv
《信步走來．花現自然》烏來信賢步道七月份生態導覽   

【活動時間】07/13( 六 )09:30-12:00
【活動人數】一般民眾，30 人，歡迎親子同行。
【活動費用】2024 有效會員：100 元，非有效會員：150 元
【報名方式】https://tinyurl.com/yq48re8z
《漫步大安．森呼吸》大安森林公園七月份生態導覽   

【活動時間】07/21( 日 )09:00-11:30
【活動人數】一般民眾，25 人，歡迎親子同行（孩童建議６歲以上）。
【活動費用】每人 100 元。
【報名方式】https://tinyurl.com/25s2euy8
《工作假期》
可申請志工服務時數
永春陂生態園區棲地維護   
邀請所有關心永春陂的市民朋友一起來當「強勢外來種終結者」，

為維護公園生態化、生物多樣性盡一份心力。留水、留樹、留生態、
留些建物再利用、留文化、留下珍貴物種給下一代。

【活動日期】以每月第一個週六，遇連假順延，以官網公告為準。
( 視疫情調整報名 )

【參加對象】荒野夥伴，一般民眾。( 以滿 18 歲以上的成人為主，未
滿 18 歲人員需有師長陪同 )

【報名方式】https://reurl.cc/MXGoQp
大崙尾山 ( 或福州山 ) 手作步道   
手作步道「就地取材」，但不是「就地取材」就是手作步道，重點要
融入環境與兼顧景觀美學、生態共存，達到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
境界。荒野以「親近」而不是「侵山」的方式對待我們的山野，用雙
手重拾與土地的關係，使棲地與人為利用之間得以找到平衡。

【活動日期】以每月第一個週日，遇連假順延，以官網公告為準。
( 視疫情調整報名 )

【參加對象】荒野夥伴，一般民眾。( 以滿 18 歲以上的成人為主，未
滿 18 歲人員需有師長陪同 )

【報名方式】請至荒野官網近期活動線上報名。( 福州山步道 01/12
日開放報名，大崙尾山步道 02/05 開放報名 )

《主題講座推廣邀約》
《輕鬆來做省電俠》節能講座申請   
節電，不是不能吹冷氣、不能看電視或玩手機，
而是在不影響生活品質的條件下，
用最聰明的方法來使用家裡的電器！
所以，來上這堂課就對了！
只要花個幾十分鐘，學到馬上賺到！
輕鬆地把方法應用在日常裡，
讓你立刻變成生活中的節電達人！

【申請主題】1. 輕鬆來做省電俠 (60 精簡版、90 分鐘標準版 )
2. 輕鬆來做省電俠 (60、90 分鐘線上講座 )

【申請對象】各級學校、社區、NGO、公司行號、社團組織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2024/12/31
【申請方式】https://reurl.cc/NQ1zzp
《健康、樂活、零廢棄》零廢棄講座申請   
當台灣還沉迷在高回收率的成績時，世界各國早已往前邁進，追
求在源頭減塑、減廢的新生活哲學。對於努力追求健康、熱愛藍
天碧海、喜愛自然生態，或決心讓孩子們有好空氣好環境的我們，
一起健康、一起樂活，從這個講座開始。豐富內容，歡迎預約。

【申請主題】健康樂活零廢棄
（實體或線上 60 分鐘精簡版、90 分鐘標準版） 

【申請對象】各級學校、社區、NGO、公司行號、社團組織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2024/12/31
【申請方式】https://reurl.cc/6vVA1Z
《綠色生活地圖》桌遊 / 講座 / 工作坊   
透過國際性 GREEN MAP 綠色生活地圖系統，荒野保護協會台北分
會推出綠色生活地圖桌遊與工作坊，結合教育、自然生態與文化，
喚起環保意識。加入我們，一同探索台灣的綠色魅力，改變生活
型態，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申請對象】國小或以上學校、企業、機關、協會組織、社區等
【申請時間】即日起 ~2024/12/01
【申請方式】https://reurl.cc/EjL3vk
《志工培訓》
荒野台北分會循環零廢棄志工／講師 第四期培訓  

【課程日期】09/06( 五 )、09/13( 五 )、09/20( 五 )、09/27 ( 五 )
【課程對象】關心減塑減廢議題，有意願成為荒野志工，以執行「減

塑宣導」推廣活動為任務之熱心民眾，名額 30 人。
【課程地點】荒野保護協會 ( 台北市中正區詔安街 204 號 B1 教室 )，

參訪地點木柵焚化爐。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08/30( 五 )24:00 截止
【報名連結】https://reurl.cc/8vaNz7

近期活動近期活動 2024 年 07 月 10 日～ 2024 年 08 月 10 日

荒野在全國各地週週有演講，月月有聚會。若各地活動來不及刊載的，請直接洽詢各地聯絡人。
歡迎上荒野網站 www.sow.org.tw 查詢最新訊息，或訂閱荒野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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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活動
第七屆 綠色照護研習班  
本課程由「7-ELEVEN 把愛找回來公益募款平台暨民眾捐款支持」贊
助部分經費，荒野保護協會主辦，由荒野保護協會生態心理志工團
隊規畫綠色照護研習方案，此係基於生態心理學（Ecopsychology, 
Roszak, 1995）與綠色照護（Green Care, COST, 2000）之精神，以
發展未來有意願在社會各界進行療癒性自然輔助活動（healing or 
therapeutic nature-assisted activities）之人力。

【培訓日期】09/11( 三 )-12/15 ( 日 )
【培訓對象】年滿十八歲以上，名額 40 人。
【課程費用】6,000 元 ( 含 1,000 元保證金 ) ( 原價 12,000 元，部分

費用由經費贊助 )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08/25( 日 ) 止。
【報名連結】https://reurl.cc/KeW3mm

桃園分會 電　話 / (03)283-0284   
信　箱 / sowty@sow.org.tw
臉　書 / 荒野保護協會桃園分會

《志工培訓》
第四期氣候變遷講師培訓  
生活中，好多的電都被我們不知不覺浪費掉了，不但吃掉了錢，吃
掉了珍貴的能源，還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讓各種極端氣候不斷
升級！在能源話題已成為全球焦點的今天，節能已不是一個選項，
而是必須採取的行動！就是現在！邀請您加入【氣候變遷講師】行
列，把減碳行動融入生活，成為改變的關鍵力量！
成為節能達人及愛護環境的生活減碳行動家！快快報名，這班車
沒搭到，下班車要等明年囉 ~

【活動時間】08/02 至 10/18
【活動詳情】https://reurl.cc/yLY9Ky
《自然體驗活動》
海岸苗架美學地景工作坊  
以融入在地自然生態為設計理念、利用環保手作工法來美化苗架 ! 
讓苗架變身海岸特色地景 , 在春夏秋期間不僅可帶動海洋環境教
育 , 促進生態旅遊及綠色消費 , 同時增加漁人生計加值的機會 , 更
進一步朝里海創生 , 在地支持棲地永續的行動邁進 !

【活動時間】06/02-11/10
【活動詳情】https://reurl.cc/XGqK2a
拾貝淨灘與海岸美學走讀   
我們將帶您進入一場精彩的海岸生態美學走讀之旅，由專業的環
教講師帶領，深入了解當地海岸的捕鰻苗架文化和海岸生態系統。
您將有機會近距離觀察海洋生物，感受清新的海風，聆聽海浪的聲
音，甚至還可以留下來欣賞許厝港最美的海岸夕照餘暉。我們相信，
透過這次多感官的體驗活動，您將不僅了解海洋的美麗和奧秘，您
將更加深入地認識和感受大自然的美妙和和神奇 !

【活動時間】07/14
【活動詳情】https://reurl.cc/ZevgWM
觀新藻礁自然觀察活動   
觀新藻礁位於桃園市新屋，是台灣最廣闊的藻礁群，形成已有七千
年歷史。這片多孔隙的環境為底棲動物提供良好棲息地，小魚可以
躲避天敵並享有豐富的藻類食物。觀新藻礁也是各型魚類的理想
「育嬰房」，成年大魚則遷徙至附近海域，成為漁業資源。河口地
形獨特，新屋溪口濕地在退潮後展現豐富生態，吸引訪客探索。數
千年的藻礁群安靜地見證著環境的變遷。跟隨荒野解說員的腳步，
一同沉浸於千年藻礁中，享受桃園濱海風光。

【活動時間】07/20
【活動詳情】https://reurl.cc/r9A2v1
《棲地工作》
棲地維護 工作假期 - 移除斑腿樹蛙   
鼓勵民眾參與，共同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外來種移除：來自中南
美洲的福壽螺、非洲大鍋牛、小花蔓澤蘭、斑腿樹蛙、布袋蓮等外
來入侵種的著地生長蔓延，造成在地原生物種威脅，並入侵到其生
態空間，嚴重影響當地生態平衡歡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報名參加
外來種的清除活動，共同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

【活動時間】07/14( 日 )
【活動詳情】https://reurl.cc/6vxMNO
福人登山步道手作步道   
都市裡的公園，其實也具有很豐富的生態樣貌，但有鑑於現行公園

管理作法都是從工程面出發，而無考量到公園的生態環境，時常破
壞再栽種非原生植物，甚至營造過多水泥鋪面，導致台灣的公園總
是談不上「生機盎然」。荒野協會夥伴嘗試以手作步道工作假期的
方式，以「親近」而不是「侵山」的方式對待我們的山野，邀請民眾
親自走入棲地，用雙手重拾與土地的關係，使棲地與人為利用之間
得以找到平衡。類生態閱兵。

【活動時間】07/21( 日 )
【活動詳情】https://reurl.cc/8v8RA7
淨溪環境守護行動   
選擇南崁溪、老街溪以『河你在一齊、桃園溪流之美』為主題探討，
我們能為溪流做些甚麼？愛護溪流沒有句點，不只「撿」不停、更要
不停「減」。荒野保護協會每年辦理全台淨灘，更想知道這些垃圾
是從何而來 ? 溪流最後匯流向大海，隨意丟棄的垃圾，最終也將隨
著溪流沖入大海。南崁溪、老街溪都是充滿生命的溪流，蘊含豐富
的生態，一樣有著垃圾汙染的困擾，這些溪床與邊坡撿到的垃圾與
海邊淨灘有著什麼樣的相似與差異呢 ?

【活動時間】07/13( 六 )
【活動詳情】https://reurl.cc/OMngQA
《講座申請》
推廣講座   
運用活潑生動的照片解說、記錄片導引，希望學子們除了認識台灣
生態的美、重要性及特殊性外，也能正視並關注它所面臨的種種危
機，觸發未來參與環境保護的動力。

【活動時間】03/01-12/31
【活動詳情】https://reurl.cc/7eV8mb

新竹分會 電　話 / (03)561-8255   
信　箱 / staffs-hc@wilderness.tw
臉　書 / 荒野新竹
部落格 / http://sowhc.sow.org.tw/

《自然體驗》
與荒野趴趴走 ~ 紅毛港人文歷史與紅樹林   

【活動時間】07/14( 日 ) 09:00 ～ 11:30
【集合地點】上午 08:50 藥師佛禪寺停車場
【活動對象】會員及一般民眾，共計 45 名。

( 國小以下需親子同行，建議年齡五歲以上 )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QRx7XZ
與荒野趴趴走 ~ 四寮溪之盛夏 - 蜻春少年時   

【活動時間】07/27( 六 ) 09:00 ～ 11:30
【集合地點】上午 08:50 新豐紅毛港停車場
【活動對象】會員及一般民眾，共計 30 名。

( 國小以下需親子同行，建議年齡五歲以上 )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KeRx4M
《志工培訓 / 召募》
2024 荒野新竹環境守護淨灘領隊培訓   

【活動時間】07/10 、07/17、07/31 ( 19:30~21:00 ) 三梯次
【活動對象】1. 參加員額限制 ( 每梯次 30 人 )，20 名小鷹 & 小鹿、

10 名 志 工；2. 有 志 於 改 變 海 洋 生 態， 願 意 承 擔
2024/09/21 國際淨灘領隊工作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QRx7a9
荒野新竹 2024 第四十七期解說員培訓   

【活動時間】08/23-12/22
【活動對象】招訓熱愛自然，守護環境，擔任人與自然橋樑的解說

員。年滿十八歲，對定點觀察與解說教育活動有興趣
者，須具備有效會員資格。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aqA5MD
《2024 工作假期》
竹北蓮花寺食蟲植物工作假期  

【活動時間】01/06~12/22，共 24 場次，08:30-12:00
【活動地點】竹北蓮花寺濕地（竹北市蓮花路 925 號）
【活動對象】國小五年級以上學生及一般民眾

( 國中以下須家長陪同 )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nrzpV6
百段崎古道手作步道體驗  

【活動時間】05/06、07/07、08/10、08/11，共 4 場次，09:20-16:50
【活動地點】百段崎古道
【活動對象】對步道工作與環境守護行動有熱情的夥伴，名額 25 人。

小五以上學生及一般民眾 ( 國中以下須家長陪同 )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2zdk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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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活動大山背梭德氏赤蛙棲地維護工作假期   
【活動時間】02/04-11/10，共 4 場次，09:00-11:30
【活動地點】大山背豐鄉瀑布
【活動對象】一般民眾，名額 20 人 ( 建議參加年齡國中以上 )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krzjOn
心田橘友善果園改善計畫工作假期   

【活動時間】01/28~12/22，共 12 場次，14:00-17:00
【活動地點】橫山柑橘園
【活動對象】一般民眾，名額 20 人 ( 國一以下需有家長報名陪同 )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yYG6Ll
荒野新竹夜間兩棲調查   

【活動時間】08/03、09/07，18:30-21:00
【活動地點】大山背、油羅田
【活動對象】一般民眾 15 人

( 國小以下孩童需親子同行，建議年齡 5 歲以上 )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lQNamd、https://reurl.cc/GjOdl3
入侵生物斑腿樹蛙移除   

【活動時間】07/13、08/04，18:30-20:30
【活動地點】青青草原溜滑梯上方集合
【活動對象】一般民眾，每場 25 名。

( 國小以下需親子同行，建議年齡五歲以上 )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Vz0mK5
《倡議活動》
年荒野新竹～「橫山心田橘」友善果園募資計畫   

【活動時間】2023/11-2024/12
【活動地點】新竹分會
【活動內容】每股 2,000 元，本次開放 160 股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5OxeLM

台中分會 電　話 / (04)2206-8468   
信　箱 / sowtc@sow.org.tw
臉　書 / 荒野台中
部落格 / https://blog.xuite.net/sow.tc/blog

《週週荒野見‧免費專題講座》每週四 19:00-21:00
請關注 FB 粉絲頁：荒野台中 週週見實體講座
https://reurl.cc/Nr0xGk
07/11 吃吃的愛——生活裡的自然博物學 / 賴柏毅
07/18 蛤，可以吃嗎 ? 西海岸的永續海鮮 / 陳建彰
07/25 認識我們的鄰居－台灣白海豚 / 張稔毅
08/01 環境永續 - 導光板生態彩繪工作坊 / 陳俊墉
08/08【 SDGs 永續發展目標講座】案例分享 -

SDG 15 陸域生命 +SDG 2 消除飢餓 / 何昕家
《志工培訓》
台中分會第 37 期志工入門
「荒野志工入門課程」是一扇為新進志工敞開的落地窗，我們可以
從這裡看見荒野的不同面向，看到不同群組為生態保育與環境教
育的努力，並藉由到各群組見習的機會，找到最適合自己的位置。

【課程日期】2024/07/13,14,20( 六、日 ) 白天
【見習】上完入門課程後四個月內 2024/11/15 以前
【結訓】預計 2024/11/22（五）
【詳細課程簡章】https://reurl.cc/Gj5e2W
台中第三期校園兒童環境教育引導講師培訓 -
2024 年 - 課程：09/24-12/17
心的距離，可以很貼近。
有些感動，從小就能種植心中。
邀請您，與我們一起走進校園。

【課程日期】上學期 :2024/09/24-2024/12/17( 二 )
（基礎課程，須修滿 28 學分，必修佔 22 學分）

下學期 :2025/03/06( 二 )
（進修課程，須修滿 10 學分，採自由選課）

【課程對象】樂於進入校園擔任兒童環境教育引導者的夥伴。
【課程費用】1. 上學期：課程費用 3,000 元，包含課程講師費、交通、

餐費、保險教具講義等 ( 不包含學員 食、宿、交通 ) 。
2. 另收取保證金 1000 元，完成授證後，參與隊輔或組
內工作可退還。

3.下學期：課程費用另計。
4. 參加培訓課程本人 , 資格需為荒野有效之個人會員 
( 若非荒野會員，請先入會為個人會員 )

【課程地點】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台中市北區育德路 115 號

【報名日期】即日起，受理網路報名 至 2024/09/03( 二 ) 截止。
（報名人數達 13 人開課）

【說明會】請務必參加一場說明會（二擇一），才有錄取資格。說明
會上將說明培訓內容和遴選辦法。
第一場說明會：2024/06/25 ( 二 ) 09:30 - 11:30
第二場說明會：2024/09/03 ( 二 ) 09:30 - 11:30

【報名方式】雲端報名表 : https://reurl.cc/NQ0pVe
請先填寫雲端報名表，選擇參加說明會場次。

《活動》
台中校園生態專題講座 - 到校免費限定場
荒野推廣講師小組以「與大自然做朋友」、「台灣自然生態之美」、 
「發現濕地之美」、「重新看見海洋」、「翻轉吧！氣候變遷」、「筏
子溪之美」等六套教案，走入人群分享台灣自然的美麗與哀愁，讓
更多民眾因感動而開始關心我們的環境。希望經由精彩的影像及
口述方式，將自然的奇妙與繽紛色彩帶入室內，引領聽眾瞭解自然
生態環境的重要，進而關愛這片土地。2024 年特別規劃以國小一 ~
六年級班級學生為對象，到校限定免費分享，歡迎大台中地區小學
提出申請。

【主辦單位】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
【推廣對象】大台中地區國小一 ~ 六年級班級學生，同一時段邀約

人數不限。
【講座日期】05/20- 09/30
【講座時間】平日上課時間，不含下課時間需 90 分鐘。
【講題內容】「與大自然做朋友」、「台灣自然生態之美」、 「發現

濕地之美」、「重新看見海洋」、「翻轉吧！氣候變遷」、「筏
子溪之美」等六套教案。講題由荒野保護協會選定。

【場地需求】須備有單槍投影筆電等視聽設備，並遮光效果良好。
【申請網址】https://reurl.cc/G4j5jD，恕不接受口頭邀約。
【推廣費用】25 場免費場，依報名順序，額滿為止。
2024 筏子溪常態淨溪 環境守護響應行動 1-12 月

【對　　象】關心筏子溪環境生態的一般民眾，每梯限額 60 人
( 團體及企業另洽 )

【活動日期】2024 年 1-12 月 上午 08:50-11:00
【報到地點】西屯路筏子溪口 - 靈玄宮前草皮 ( 暫定 )，台中市西屯

區福裕路 188 號
【活動地點】筏子溪 - 西屯路 ~ 台灣大道路段溪床

 ( 活動與報到地點可能因環境現況做調整 )
【線上報名】系統僅開放個人報名 ( 活動時請勿出現企業或團體等

識別標誌 ) 敬請團體、企業請勿採線上報名系統 , 經發
現主辦單位有權利刪除。

【報名表單】https://reurl.cc/E4L9am
【官網活動連結】https://reurl.cc/RWEZQg
【荒野筏子溪平台粉絲專頁】https://is.gd/eLKPkO
2024 年筏子溪溪流環境教育推廣   
台中市有一條生態豐富、樹木成林的溪流，她是城市裡的淨土 - 筏
子溪，她是都市裡連結藍綠網絡的路徑，溪哥、鰕虎棲息其中，
更可在台灣欒樹、榕樹林間看見聒噪的八哥、水丁香裡天然呆的
草花蛇，提醒著我們在自然裡學習謙卑退讓並善心守護。
不用舟車勞頓到荒郊野外，親臨筏子溪，自然美景將盡收眼底。
邀請大家一起來認識溪流環境，透過分享與體驗活動，讓守護河
溪生態的種子萌芽茁壯。
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從 2021 年起走入校園推廣，期望透過溪流
教育推廣讓更多師生能認識「溪流的美好」。環境教育要從小開
始，透過分享與教具體驗，期待讓關心溪流的種子在校園中萌芽！
本專案為免費活動，經費由「7-ELEVEN 把愛找回來公益募款平台
暨民眾捐款支持。」
場次有限額滿為止。

【申請表下載】https://pse.is/2024riverclassform
【來電】(04) 2206-8468 
【E-mail 洽詢】sowtc2020@gmail.com
荒野台中 推廣演講 365    
邀請您一起來重新認識台灣、欣賞台灣、關懷這片我們土生土長
的美麗大地。歡迎提出申請！

【講座與講題】
(1) 專題講座 ( 經典教案 ) 

◎  台灣自然生態之美　◎  發現濕地之美 　  ◎  與大自然做朋友
◎  重新看見海洋　　         ◎  翻轉吧 ! 氣候變遷

(2) 專題講座 ( 分會特色教案 ) 
◎  筏子溪之美  ( 台中分會特色教案 )  ( 簡介同申請表 )

【申請對象】各級學校、企業團體、民間社團等等。



Vol.377
26

近期活動

【申請方式】為響應節能減碳少紙化，歡迎多加利用線上申請表單，
並請詳閱邀約說明 !

【申請網址】https://reurl.cc/eL7N7Q
台中地區校園兒童環境教育課程 -2023/2024 年 開放申請   
環境教育從小開始，讓環境教育的希望種子在校園中萌芽，帶領孩
子以不同的角度認識校園、認識身旁的自然環境，培養環境素養。
了解只要小小改變生活方式，就能讓環境、讓地球變得更美好 !
荒野保護協會是國內長期關心棲地守護，舉辦各項環境教育的民
間團體。荒野校園兒童環境教育推廣小組，規劃的環境教育系列課
程，包括校園體驗觀察、低碳綠生活及水資源三大系列，共十套單
元課程。每單元課程為 80 分鐘。經由操作、體驗與討論分享，引領
孩子瞭解自然生態環境的重要，進而實踐簡樸綠色生活，培養新一
代學童的環境素養。

【邀請對象】大台中地區 ( 原台中市、太平、大里、霧峰、烏日、潭子、
大雅、神岡、豐原地區），國小二~ 六年級班級學生。
( 以單一班級為單位提出申請 )

【邀約時間】國小上課時間第三、四節 (10:30-12:00），第五、六節
(13:30-15:00)，不含下課時間，同一時段邀約不宜超過
兩班。

【課程日期】學校課程期間、平日。
【報名連結】https://reurl.cc/lg4xA9
【官網資訊】https://reurl.cc/2zydV6
【荒野奇寶】實境解謎遊戲體驗包免費申請
小荒為了撿拾戒指，被吸進了神秘漩渦，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20 世紀初，遠從日本來台的載仁親王，又將與小荒小野有什麼精彩
互動？小荒外婆的童年回憶與心願，有沒有機會被實現呢？
錯過 03/17 日的玩家搶先體驗日 , 好可惜 !!!
好想玩，怎麼辦？沒關係！可以自己上網申請免費體驗包，僅需要
支付物流費用！

【上網申請連結】https://timetravel.tw/product/taichung/
【申請期限】2024/12/31 或索取完畢
【大腳丫．小紅冠繪本講演校園推廣】2024 年 3 月 -2025 年 3 月    

2022 年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精心繪製了一本屬於筏子溪的紅冠
水雞繪本 -「大腳丫 ‧ 小紅冠」，跟著小紅冠的冒險旅程一同探
索溪流裡的居民及河川廢棄物問題，期望大家藉由平易近人的繪
本認識溪流大小事，親身體會小紅冠繪本的每個篇章，進而走入
溪流、投入守護行動。歡迎國小老師申請場次，一起帶小朋友讀
繪本，認識溪流，讓守護溪流的生態種子萌芽茁壯吧！

【申請日期】以申請單位提出之時間為主，並參酌講師時間排定。
( 請於活動 3 週前提出申請 )

【課程時間】40 分鐘 ( 一節課 )。
【課程內容】大腳丫小紅冠繪本講演與延伸閱讀。
【適合對象】大台中地區國小一年級 ~ 六年級班級

 ( 以單一班級為單位提出申請 )
【費 用】免費。( 本活動費用由「7-ELEVEN 把愛找回來公益募款平

台暨民眾捐款支持」)
【報名連結】https://reurl.cc/LWdM73
【官網資訊】https://reurl.cc/9vXpZO

彰化籌備處
電　話 / (04)2206-8468   
信　箱 / sowchc@wilderness.tw
臉　書 / 荒野彰化

【荒野彰化粉絲專頁】https://reurl.cc/G4L3vy
雲林分會

電　話 / (05)552-9002   
信　箱 / sowyl@wilderness.tw
臉　書 / 荒野雲林分會

《講座》
《月月荒野見‧免費專題講座》
《夏日省電季 - 雲林》夏日省電講座 / 吃電怪獸在哪裡？   

【活動日期】07/10( 三 ) 下午 19:00-20:30
【活動地點】風鼓 Home Good
【活動詳情】https://reurl.cc/QREp7b
【活動報名】https://tinyurl.com/2953jkwx

北港溪川廢調查講座
【活動日期】07/19( 五 ) 下午 19:00-21:00
【活動地點】荒野雲林分會
【活動報名】https://tinyurl.com/2b7xcqs4

嘉義分會 電　話 / (05)291-1547   
信　箱 / sowcy@sow.org.tw
臉　書 / 荒野嘉義分會
部落格 / http://sowcy.sow.org.tw/

《夏日手作》
好心情羊脂皂體驗
用天然的材料，溫和洗淨，輕鬆自在。一起來做皂吧 ! 對環境好對
自己也好 !!

【主辦單位】荒野保護協會嘉義分會
【活動日期】07/26( 五 )19:30-21:30
【報名網址】請洽荒野嘉義分會 05-2911547
《自然體驗》
蘭潭後山定點觀察
蟬鳴響徹山林，盛夏的蘭潭後山是自然觀察的好去處！綠意盎然層
層堆疊，步道有濃密的林蔭遮蔽，時而清涼，時而吐露炙熱的光芒，
描繪著詩意的夏日風情畫。一起來體驗蘭潭後山夏日的美好吧！

【主辦單位】荒野保護協會嘉義分會
【活動日期】07/28( 日 )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6vYWYO

台南分會 電　話 / (06)260-7259   
信　箱 / staff-tn@wilderness.tw
臉　書 / 荒野保護協會台南分會
部落格 / http://sowtn.sow.org.tw/

《荒野週週見‧免費專題講座》
每週五 19:30-21:00 ，現場講座不開放直播
07/12 詩詞記自然 ~ 秋季 講師 / 范力中 ( 飯粒 )
《志工培訓‧對外推廣》
詳詳情請至荒野台南粉絲專頁或是官網上查詢報名
7 月 海洋組志工培訓、荒野台南大地野學 2- 暑假野孩自然漫遊營
08/24 三崁店對外推廣

【活動詳情】請至荒野台南粉絲專頁或報名
更多即時活動公告歡迎追蹤 荒野台南紛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sowtn

高雄分會 電　話 / (07)322-7526   
信　箱 / staff-kh@wilderness.tw
臉　書 / 南島野趣 / 荒野高雄分會
部落格 / http://sowkh.sow.org.tw/

《志工培訓》
高雄分會第二期棲地守護員   
棲地，是動植物們的棲生之地、是荒野之始。
我們用優雅的姿態融入自然， 以溫柔的熱情付諸守護行動。 
棲地守護員負責實際經營和維護圈護地的需要工作，
親自來到棲地用雙手和勞力來保護土地！
我們期待透過深入淺出的方式，搭配室內、戶外課程，觀察、體
驗並營造棲地，使守護志工和社區發揮自主精神，參與保育工作，
並號召更多朋友，以實際行動來一起守護棲地，
共織一個萬生萬物，和平共處的美夢。
歡迎對環境保護有興趣的同好， 加入棲地守護員的行列！

【上課日期】2024/07/23-11/03
【費用】會員 4000 元 / 人；非會員 5000 元 / 人；

另收保證金 1000 元 / 人
【活動報名】2024.06.19-07.15，請至荒野官網報名
《課程活動》
第 30 期中低年級兒童自然觀察班   
大自然是兒童學習長大的最佳教材，也是最好的老師。為了滿足
中低年級學童活潑、好奇、好動、不安於室的學習需求，特別設
計 5 堂戶外課程，培養孩子專注、靜心的學習態度。
本期的課程從公園到美術館再延伸到鄰近城市的博物館，生活中
其實到處充滿生機也充滿綠意，這座城市的綠肺就在你我觸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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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地方，放下 3C 走出戶外，一起隨著四季跟著自觀班的老師，
探訪週邊的綠地吧！歡迎一 ~ 四年級的學童報名唷！

【上課日期】2024/09/15-2025/01/19
【上課時間】每月第三個週日
【上課地點】視課程主題不同詳見課程表
【講師簡介】李月綢老師、林玉玲老師（兒童自然生態課程資深講師、

荒野保護協會解說員）
【招生對象】國小一 ~ 四年級學童，名額 20 名。（滿 15 人始開課）
【報名日期】即日起 ~09/02 23:59 止，額滿請排候補。
【課程費用】荒野會員每位 2700 元 / 非會員每位 3000 元。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vazDao
《專案募款》
2024-2025 年弱勢兒童環境教育長期陪伴計畫
( 荒野高雄飛熊團 )   
荒野高雄飛熊團是一群熱愛自然的大人，並關注弱勢兒童所凝聚
起來的團隊，自 2013 年起迄今飛熊團的夥伴始終相信孩子是世界
未來最重要資產，教育能茁壯孩子的生存能力，自然世界能孕育
孩子的心靈素質。於 2016 年「飛熊團」開啟一系列的森林、水源主
題；及 2020 年以【荒野起步走】為主題，透過長期陪伴計畫，試圖
藉由不同的活動設計來增加孩子們自身在大自然的自我覺察及體
悟，慢慢地勾勒出孩子們對大自然的認識。2024~2026 年【走，咱
鬥陣來去巡旗山水圳】系列活動試圖從旗山鎮上水道驛站出發，帶
領孩子們以綠活圖實地走探結合實際生態調查、分類與統計，去
了解旗山水圳與周圍人們生活間習習相關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募款期間】2024/05 至 2024/09
【募款金額】目標新台幣參拾萬元整。
【捐款方式】單筆捐款。( 單位：百元 )
【捐款網址】https://reurl.cc/LWxGrX
《工作假期》
悟洞自然教室工作假期   

【工作日期】請參考臉書社團「悟洞自然教室」公告。有其他時間安
排者，可以來電洽詢。

【食宿須知】食：三餐由參與人員輪流準備，徵求願意展現廚藝的
夥伴。並請自行準備第一日午餐及第二日早餐。由於
準備餐食較不方便，素食請自備（或吃桌邊素）並請事
先告知。
宿：工地露營（有電、可以洗熱水澡）。
食宿費用：每日 250 元。

【交通須知】請自行或共乘前往工作地點，共乘者交通費 250 元。
【自備物品】第一日午餐及 第二日早餐、睡袋、睡墊、防蚊液、健

保卡、環保餐具、水壺、雨具、工作手套、個人藥品、盥
洗用具、換洗衣物、防曬用品、工作鞋或登山鞋等 ( 厚
鞋面鞋底 )。

【報名方式】請以 E-mail(ufjoking@ms5.hinet.net) 向四方竹（林維
正）報名。若有相關問題可先電洽 0928-323418 詢問。

【報名資料】即日起至額滿止。同一假期時間工作人數預定 3 人，歡
迎認同悟洞自然教室理念及對協力造屋有興趣的夥伴
報名。12 歲以下小朋友若欲參加，請先聯絡洽商。
報名時請提供參加者個資：姓名、性別、生日、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 手機 )、e-mail、緊急連絡人 ( 關係 ) 及電話、
參加日期、交通方式、是否自備帳篷、是否為荒野會員、
何處得知此訊息、參加緣由。

台東分會 電　話 / 089-219-020   
信　箱 / sowtt@sow.org.tw
臉　書 / 荒野保護協會台東分會
部落格 / http://sowtt.sow.org.tw/

《都蘭山定點觀察‧免費活動》每月第一個週日   
【日期】08/04( 日 )    
【時間】08:20 郡界福安堂廣場集合 08:30 準時併車上山
《荒野週五見‧免費專題講座》每月底週五 19:00-20:30   

【主題】海岸行腳分享
【日期】07/ 19( 五 )
【地點】荒野台東分會

花蓮分會 電　話 / (03)824-6613   
信　箱 / sowhl@wilderness.tw
臉　書 / 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

《氣候變遷工作坊》教案篇   
【活動日期】08/03( 六 ) 時間未定
【活動詳情】7 月中公告於分會粉專及官網
《推廣演講申請》   
由本活動經費來源由「7-ELEVEN 把愛找回來公益募款平台暨民眾
捐款支持」，有：與大自然做朋友、重新看見海洋、食蟲植物之美、
餐桌上的氣候變遷等 10 個主題，有興趣之班級、學校、文建站或
社團都可以提出申請。

【活動期間】2024/03/01~2025/01/31 止
【演講時間】依主題不同 40~90 分鐘
【演講費用】免費
【演講場次】15 場 ( 如時間重疊或申請場次超過，壽豐以南鄉鎮優先 )
【申請方式】請 mail 洽花蓮分會 sowhl@wilderness.tw

宜蘭分會
電　話 / (03)964-1059   
信　箱 / sowil@wilderness.tw
臉　書 / 宜蘭荒野

《月月見講座》
台灣的焚化廠近況談生活中的淨零減碳   
焚化廠是垃圾最終處理的方法之一，在垃圾不減少的狀況下是目
前台灣最可行的方案。減碳淨零是未來趨勢，生活中我們能怎麼
做？從了解現行垃圾處理政策、焚化廠運作近況反思才能達成減
碳淨零的目標。

【講師】林韡紘 ( 山斑鳩 ) 講師
講師簡介：荒野宜蘭分會第 11 期解說志工、環保署全民綠
生活種子講師、環境教育人員、焚化廠從業人員。

【日期】07/18( 四 ) 19:00-21:00
【上課地址】宜蘭分會 / 宜蘭縣五結鄉二結路 486 號
《清水湖活動》
【清水湖環教基地 - 自然療癒推廣課程】   
大地震動的這段期間，有安穩入睡嗎？能夠安心的生活嗎？現在有
個機會，期待透過自然療癒接納心理狀態，緩解生理上的緊繃。試圖
重新走入大自然的懷抱，尋找心靈的平靜，建立起生命之網的連結。

【課程日期】07/26、07/27( 五、六 )
【上課地點】荒野清水湖環教基地（憲明國小清水分校，有提供定點

接駁）宜蘭縣三星鄉泰雅一路 203 巷清水 55 號
【課程對象】上限 20 名。
【課程費用】NT$2,000 元。其中含報名費 NT$1,000 元，及保證金

 NT$1,000 元，完成課程後退回保證金。
【報名連結】https://reurl.cc/QRlQrp。
【清水湖環教基地 -2024 年清水湖基地志工培訓】   
需要你和我們一起，將自然的美好分享給更多人，一起進行生態與
人文調查，將這些底蘊，轉換成各式各樣的環境教育、自然療癒活
動，推廣與在地共好的環境體驗學習。

【課程日期】2024/08/17-09/07（週六或週日）09:30~16:00
【上課地點】荒野清水湖環教基地（憲明國小清水分校）
【課程費用】免費，為避免浪費資源，酌收保證金每人 1000 元。需

完成相關規定後始退還保證金。
【課程對象】上限 15 名。年滿 18 歲，熱愛自然，有意願擔任清水湖

環教基地志工服務的一般民眾。
【報名連結】https://reurl.cc/9vA8jn
《五十二甲活動》
【2024 第 1 屆 五十二甲濕地藝術節 -- 共生共好】 
以濕地裡的美好回憶作為連結，運用自然天光與地景作為布幕與
舞台，邀請跨國內外藝術家與在地民眾一起在濕地上進行創作。
有獨一無二的移動式藝術地景，以及參與式工作坊與沉浸式生態
劇等各種形式的展演，呈現出跨越時空、與眾不同的濕地空間，邀
請大家身歷其境感受與體驗濕地的美麗與哀愁，一起攜手實踐與
濕地共生共好的願景！

【日期】07/01-07/31
【地點】宜蘭五結鄉五十二甲濕地
【報名連結與更多活動資訊】https://reurl.cc/70L6AD



總會／ 100 台北市中正區詔安街 204 號 B1　電話／ (02)2307-1568　傳真／ (02)2307-2538　理事長／李騏廷　秘書長／謝振東  
台北分會／ 100 台北市中正區詔安街 204 號 1 樓　電話／ (02)2307-1317　傳真／ (02)2307-2568　分會長／游晨薇  
　　　　　  秘書／徐凱琳、陳瑜、鄭雅莉、古禮烘、許元俊、陳欩融、林佳萍、廖欣娥、林君旭、黃揚凱
桃園分會／ 320 桃園市中壢區普光二街 122 巷 10 號　電話／ (03)283-0284　分會長／郭益昌　秘書／楊昆燁、劉嘉媛
新竹分會／ 300 新竹市東區公園路 86-1 號　電話／ (03)561-8255　 分會長／張正敏　秘書／孫博甫、曾淑芳、張珊菁、劉偉中、蔡瑤嬑、張瓊文、張匯聆　
　　　　　  關西聯絡處／新竹縣關西鎮青山街 299 號　電話／ (03)587-0346　聯絡人／羅吉曉（志工）
　　油羅田友善耕作／新竹縣橫山鄉豐田村油羅 65 號　聯絡人／賴素櫻 0912-267290　環教專員／項春蘭
台中分會／ 404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 115 號　電話／ (04)2206-8468　傳真／ (04)2201-1468　分會長／游永滄　秘書／謝玟蒨、張郁玟
　　彰化分會籌備處／山林書院 - 彰化市永華街 52 號 4 樓　電話／ (04)2206-8468　聯絡人／王瑜鈞（志工）
雲林分會／ 632  雲林縣虎尾鎮博愛路 104 號　電話／ (05)552-9002　傳真／ (05)537-9553　分會長／廖梅雅　秘書／羅薇
嘉義分會／ 600 嘉義市新建街 79 號　電話／ (05)291-1547　傳真／ (05)284-0536　分會長／范貴玉　秘書／蔡佩君
台南分會／ 710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58 巷 56-1 號　電話／ (06)260-7259   分會長／曾彥翔　秘書／吳佳蓉、江耘秀
　　新營聯絡處／台南市新營區民族路 12 號 ( 均食堂 )　電話／ (06)632-6667　聯絡人／曾彥翔（志工）
高雄分會／ 801 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一街 88 號　電話／ (07)322-7526　傳真／ (07)322-7523　分會長／林維正　秘書／賴如琪、洪青貝
　　恆春聯絡處／屏東縣恆春鎮仁壽里虎頭路 147 號　電話／ 0972-202011　顏士傑（志工）
宜蘭分會／ 268 宜蘭縣五結鄉二結路 486 號　電話／ (03)964-1059　分會長／葉信雄　秘書／黃顯淑  　
　　雙連埤環境教育暨棲地守護基地／ 264013 宜蘭縣員山鄉隘界路 556 號　電話／ (03)922-8980　專員／黃閎義、施佩君、洪睿、陳彥廷、林正勝
　　清水湖環境教育基地／ 66002 宜蘭縣三星鄉泰雅一路 203 巷清水 55 號　電話／ (03)989-3716　專員／陳忠雄、李芳瑜
　　五十二甲環境教育基地／ 268015 宜蘭縣五結鄉利澤路 66 號　電話 (03)969-9358　專員／林怡秀、連欣鴻
花蓮分會／ 970 花蓮市華西路 123 號　電話／ (03)824-6613　秘書／楊和玉
台東分會／ 950 台東市長安街 46 號　電話／ (089)219-020　分會長／楊繡鳳　秘書／鄭尉辰　　 
尼加拉瓜荒野／ Los Robles, Hotel Colon 1C Sur y 3C. Arriba, Residencia “Los Chilamates”Managua. Nicaragua 
　　　　　　　  電話／ (+505)278-4066　傳真／ (+505)270-2462  E-mail ／ nica@sow.org.tw　會長／邱倚星 Danilo Y.H. Chiou（志工）
澳洲荒野／ 5 Minna Close Belrose NSW 2085 Australia   電話／ (+612)9485-8888　傳真／ (+612)9485-8899  E-mail ／ info@tiswa.org.au  會長／吳進昌（志工）
馬來西亞／ 2-26 Jalan Puteri 4/8, Bandar Puteri , Puchong, Malaysia   會長／蘇添益
　　　　　　　  電話／ +6017-6218003　E-mail ／ mysow2011@gmail.com 
砂勞越荒野／ No. 87 Ewe Hai Street, 93000 Kuching, Sarawak E. Malaysia　會長／姚忠利  電話／ +6012-6041257  E-mail ／ sarawaksow@gmail.com
沙巴荒野／ Good Country Tours & Travel Sdn Bhd Co. 213199-D KPL/LN : 2417 To，Lee Mei Yee Block A Lot 26 - 1 , 1st Floor Inanam Business Centre, 
                      88450 Kota Kinabalu, Sabah, Malaysia  會長／李美儀  電話／ +60128289066　E-mail ／ sowsabah@gmail.com 

歡迎投稿荒野快報分享你的荒野故事！投稿時請將 1500 字文章及 6 張照片 Email 至 staffs-mc@wilderness.tw（總會行銷推廣部）

早安荒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