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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解說

討論修正研議內容規劃章節

104.7~106.12

收集意見

個月歷時２年半，提供更完整的水土保持手冊。

藉由問卷調查及
討論會議等多種
方式，蒐集廣泛
之寶貴意見，回
饋給手冊研修之
參考。

條

意見收集

邀集產官學界及相關團
體，具有水保、土木、
水利、大地及生態環保
等資深專家學者，共同
參與研修。

位
產官學界
專家參與

辦理研修審稿審查
會議及對外講習會
，藉由多場次之熱
烈討論，全面檢討
手冊內容。

次
專家學者
討論會議

最終完成號稱水保
界聖經版之水保手
冊，內容涵蓋豐富
，文字量高達前版
手冊之2倍。

字

NEW NEW

大冊、         大篇精裝登場，水土保持相關資訊給您一次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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