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緣起：
本計畫依循洄瀾地方創生精神，以兼顧生物多樣性與資源永續利用為目
標，營造花蓮農村地區友善農業環境，發展「農田即是棲地」概念，除
了保障農村產業也提供生物生存空間。
因此，透過本計畫希望增加社區居民參與，並透過生態補償與減低衝擊
概念，讓生態與生產相輔相成。在友善環境方面，花蓮地區有機驗證及
友善審認面積為全國之冠，在發展產業同時推廣食農教育，讓消費者及
社會大眾了解農民、農業，且更應該尊重自然生物棲息環境。另外，要
如何引導花蓮原住民部落居民農村再生及坡地防災宣導與強化，並針對
坡地防災及友善增能之資源協助部落居民進行防減災與環境改善工作，
一直以來係本分局之重點工作。本計畫讓花蓮農村在生物多樣性維護工
作及綠色經濟運動中，媒合花蓮農村友善推廣合作聯盟，邀請專家協助
輔導農村友善產業發展，並共同參與行銷展售活動，行銷花蓮在地優質
農產品品牌與形象，提升農民經濟收益，帶動農村社區產業發展。

貳、計畫成果：
全球氣候變遷致使災害型態加劇，本計畫運用綠能議題宣導減碳之重要
性，也讓人民建立面對災害應具備的知識，逐步導入韌性社區的觀念。
透過增能培力工作坊15場次及宣導會議4場次，建立避災與減災的能力
。然而，人類直接或間接在生態系中謀取的所有福利，應當為平衡生態
做出貢獻。生態系為人類提供食物來源、衣服材料、潔淨的空氣和食水
等，但人類取得該服務的同時，可能會破壞生態系本身，減弱其提出服
務的功能。分析生態系服務可讓社會知道開採和破壞生態系所得到經濟
價值和應付成本，生態系服務共分為：供給、支持、調節、文化四種。
人類活動對全球生態系統的生物多樣性有著嚴重的影響，導致地球的環
境恢復力和生物承載量都明顯地減少了。近年來韌性社區的議題漸漸受
到重視，農村地區的發展有機會反轉人類思維，經濟掛帥的導向將逐漸
調整成為永續發展多元並進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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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初英山社區參與農村再生開始投入社區綠能建置，初期運用初英山發電

廠尾水流至田間灌溉的水圳來設計小水力發電。以水圳旁網室作為發電

實驗位址，並期供電給網室夜間照明。

2017年
在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的輔導下，以僱工購料的方式發展出

簡易的微水力發電設備。

2018年
小水力發電系統正式供電，發出的電力大約兩天，可以充滿1200W的蓄

電池，供應辦公室的各種用電需求。

2019年

為使綠電不間斷，除了水力發電之外，另於辦公室屋頂安裝太陽能板進

行發電，使社區綠能系統發展更具系統規模。由於社區坐擁豐富的再生

能源資源，激發社區因地制宜、能源教育向下紮根的念頭，以矽谷思維

成立「花蓮農村矽谷實驗室」發揮外溢效益。

2020年

台灣電力公司為了協助水保局微水力計畫，投入專業技術人力，主動研

發更具備發電與應用效益，不僅量化出設備規模、預算、發電能量，並

可實際運用於社區食農與綠能教育，並作為社區公益防災電能，成為台

灣農村首例微水力電網。更作為社區公益防災儲備電能，極具重大指標

意義。

2021年

配合教育政策，宣導防災教育，建立學生正確的防災概念及知識。增進

學生了解防災的重要性並運用防災知識、技能，緊急應變以保護自己與

家人安全。落實推動防災教育，並於日常生活中實踐，培養學生正面積

極的防災態度與價值觀、技能。培養學生對各種災害之警覺心及敏感度。

於暑假首度開辦「初英山小小科學創作營」，是設計給小學生參與的夏

令營課程。夏令營的課程內容，主要是透過生動有趣、淺顯易懂的科普

動畫影片，讓小朋友們認識能源生成方式、類別和發電方式的機械動力

原理，再引導小朋友思考、討論能源議題，例如核能發電是否安全、再

生能源的優缺點；不替孩子做決定，而是培養孩子認識能源、關心環境

並提升自身思辨能力，在孩子心中種下關心能源議題和能源發展的種子。

第五屆全國高職中、大專學生小型水力發電設計比賽，蔡英文總統特地

錄影祝賀勉勵學子繼續努力為農村綠能貢獻所長，讓更多學生接觸微水

力發電，為乾淨的能源提供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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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五屆全國高職中、大專學生小型水力發電設計比賽，蔡英文總
統特地錄影祝賀勉勵學子繼續努力為農村綠能貢獻所長，讓更多學生接
觸微水力發電，為乾淨的能源提供一份心力。
水土保持局長期陪伴社區，深知社會發展與民眾參與的重要性，關鍵時
刻提供必要援助，持續為人民需求與國家政策努力不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