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計畫目標：

1）舉辦生態教育園區自然保育工作假期，共四場： 

永和社大生態教育園區自然保育工作假期，以輕鬆有趣的戶外解說與體驗，邀請民

眾進行清除外來物種、水域生態營造、棲地維護…等活動，以親近自然之美，擴大

低碳生活視野。 

2）編印生態教育園區自然保育摺頁，一萬份： 

摺頁初稿設計如下。供來園參訪民眾索取參閱，普及自然保育民眾教育。 

  

3）舉辦自然保育導覽解說社區種籽培力課程，18堂課，54小時： 

永和社區大學「溼地生態教育園區」自2004年9月成立於福和橋旁，多年來經由學員

、講師以及社區義工的共同努力，目前已在新店溪左岸營造出豐富的生物多樣性環

境。為了讓民眾有更多機會認識生態園區，同時推廣生態保育理念，本課程特別邀

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以實地引導教學方式，為生態園區培養、訓練專業的解說

人員。期待藉由本課程孕育出更多環境關懷與守護的種籽，散播在雙和生態城市每

個角落的土地上。 

4）推動週六/日生態教育園區自然保育免費導覽解說服務，共40場次 

  

5）舉辦自然保育專題進階專題講座課程/參訪，共四場，計12小時 

  

6）強化棲地管理與網站經營 

作為都市生態之窗，生態教育園區除了展現迥異於車水馬龍、水泥叢林的自然靜謐

情境外，維護生物多樣性棲地、推展社區生態教育、創造社區生態價值鍊，更是本

會工作團隊與園區經營委員會共同努力與堅持的方向；同時，為維持園區棲地管理

品質，並累積園區內所有動植物昆蟲的資料，乃至河川流域與沿岸之守護，皆需要

持續投入人力，進行棲地與網站的管理、維護。預計徵聘園區棲地管理人一名，網

站兼任專案一名。 

 

二、重要設備：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主管農業管理計畫
101年度計畫結束報告表

計畫名稱：福和溼地自然保育推廣計畫 填報單位：社團法人新北市知識重建促
進會

計畫編號：101林管-2.1-保-23 填報人：陳煜婷
執行機關：社團法人新北市知識重建促進會
主辦人：陳煜婷

本年度執行期限：自 101年4月1日 至 101年8月31日
實際執行期限：　自 101年4月1日 至 101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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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三、執行成果/研究結果：

    曾經，位於新店溪畔的雙和地區也有過「花園城市」的夢想，人們優雅地與自

然呼吸共生，但在早熟的都市化壓力下，我們犧牲了公園綠地、犧牲了生活品質

，也犧牲了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花園城市變成了人口最密集、綠地最貧脊、人際最

疏離的臥房城市。 

 

    今日的雙和，土地面積僅新北市的1.26%，人口數卻高達新北市總人口的

16.75%，永和區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高達 41,275人，為台灣人口密度最高的鄉鎮

，遠高於新北市的平均值1,890人，更是全台灣平均人口密度的65倍。雙和地區的人

均綠地面積只有0.5平方公尺，略大於一張報紙，僅台北市民享有綠地面積的十分之

一。而這0.5平方公尺的綠地，有一半以上位於河濱，因此，透過民間社區在地力量

所打造的福和人工溼地，可謂之雙和之腎，為擁擠的水泥城市帶來了一線生機、提

供豐富生物多樣性、動物棲地，也提供了居民們向大自然學習、親近及復育生態的

可能性，盼能透過林務局持續的經費挹注、結合民間公共參與力量，持續於都市中

復育生態、創造生態雙和未來家園。今年度本計畫執行成果如下： 

  

1.舉辦生態教育園區自然保育工作假期，以輕鬆有趣的戶外解說與體驗，邀請民眾

進行清除外來物種、棲地維護…等活動，以親近自然之美，擴大低碳生活視野。工

作假期共四場，達400人次，場次／日期／內容如下： 

(1)4/28(六)工作假期：大萍外來物種清除、棲地維護、樹苗栽植。 

(2)5/20(日)工作假期：學習角棲地維護、棚架搭設、外來物種清除。 

(3)7/14(六)工作假期：小瓢蟲親子營暨割稻農事體驗。 

(4)8/12(日)工作假期：蘇拉颱風災後重建、垃圾清除、樹木扶植、汙泥剷除等。 

  

2.編印生態教育園區自然保育摺頁，一萬份： 

    四個月來經過熱心民眾、相關團體如永和社大「生態保育社」、「水噹噹大地

關懷社」、「步道行動教室」及相關課程學員共同參與資料蒐集、彙整與編印，並

邀集相關專家如台北鳥會總幹事何一先老師等校訂完成印製一萬份，供來園參訪民

眾索取參閱，普及自然保育民眾教育。摺頁設計如附件電子檔。 

  

3.舉辦自然保育導覽解說社區種籽培力課程，18堂課，54小時： 

    為了讓民眾有更多機會認識生態園區，同時推廣生態保育理念，於四月至八月

每周三、六上午特別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以實地引導教學方式，培養、訓練

專業的解說人員。共培育22位解說員，進行環境關懷與守護，參與推動週六/日免費

導覽解說服務。 

  

4.推動週六/日生態教育園區自然保育免費導覽解說服務，共40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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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四月底至八月底固定於週六／日下午三至五點，由溼地解說員進行免費導覽

解說服務，共計四十場次。 

  

5.舉辦自然保育專題進階專題講座課程，共四場，計12小時，場次／主題如下： 

(1)4/6(五)：認識河川生態植物，鍾明哲講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班） 

(2)4/13(五)：認識河川生態動物，徐崇斌講師（靜宜大學生態人文學系助理教授） 

(3)4/23(一)：台灣河川環境概論，徐貴新講師（台灣大學環境工程博士、東南技術

學院環境工程副教授） 

(4)5/14(一)：生態工法－認識手作步道，徐銘謙講師（台灣千里步道協會副執行長

） 

  

6.棲地管理與網站經營之強化 

    透過本計畫聘用園區棲地管理人一名，網站兼任專案一名，維持園區棲地管理

品質，累積園區內所有動植物昆蟲的資料，乃至河川流域與沿岸之守護，同時進行

線上推展社區生態教育。網址：http://www.tmitrail.org.tw/wetland/ 

  

 

四、檢討與建議：

1.未來可以鼓勵溼地解說員持續的進行導覽解說，同時將解說對象擴大至其他社區

或特定對象例如小朋友。 

  

2.本計畫應延展為長期的社區培力課程，除持續訓練外，也應將現有的解說員的導

覽整理並發展屬於具有在地特色的導覽解說教材。 

  

3.今年度於八月遇到蘇拉颱風侵襲導致棲地災害，原訂舉辦大型成果推廣活動，因

遇颱風災害影響改為重建工作假期，下次建議將工作假期納入成果推廣活動選項

，增加民眾參與守護環境的使命感。 

 
 

填報單位：社團法人新北市知識重建促進會

單位主管：周聖心
填報人及聯絡電話：陳煜婷  02-29236464

填表日期：101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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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處處有風景  

水生生態區（認養社團：社區生態師資班） 

           園區的故事  

經營單位：社團法人新北市知識重建促進會（永和社區大學） 
預約導覽： 02-29236464 
網址： http://www.tmitrail.org.tw/wetland/  
位址：新店溪左岸福和橋下自行車道旁 
補助印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002 年於中正橋下創園，2004 年底遷至新址迄今 

2002 年，永和社大生態園區在中正橋下一處廢棄
高爾夫球練習場，拓荒墾地，開始建構一個溼地生態綠色
大夢。作為都市生態之窗，溼地生態教育園區除了展現迥
異於車水馬龍、水泥叢林的自然靜謐情境外，維護生物多
樣性棲地、推展社區生態教育、創造都市生態鍊，更是永
和社大生態教育園區的努力與堅持。 

2003 年的冬季，首批客人--近 400 隻小水鴨—親臨造
訪，溼地環境營造成功！ 

2004 年永和社大溼地生態園區獲得「福特環境暨保育
獎」首獎；該年 10 月底，在數百位民眾的共同協力下，
我們的水生植物搬了新家--在福和橋下，重新開始更大更
廣的濕地夢。 

2005 年底，紀錄新店溪左岸濕地構築故事的《當青蛙來
敲門》出版； 

永和社大生態園區從一片荒地到如今成為復育數百種台灣
原生種的基地，除了要感謝新北市政府水利局、農業局、
高灘處等公部門的協助，當然還有永和社區大學的師生與
福和國中、雙和地區許多鄰里長的攜手合作，透過社區參
與式設計，共同手工打造出來這片別具指標性意義、富含
生物多樣性的「溼地生態園區」。 

為有效共管福和橋下生態教育園區，經營團體永和社大特
別邀請各領域專業人士、社區大學師生代表，共同成立
「永和社大生態教育園區經營委員會」、派駐管理人員、
招募導覽解說志工隊，並由五個社大課程/社團班級共同
認養，進行分區棲地認養與管理。 

順著石階步道來到這裡，你會發現手長腳長的長腳赤蛙、叫聲
像小狗的貢德氏赤蛙....若仔細觀察或許還有機會看見牠們所產
下成片的卵以及找到蜻蜓與豆娘水蠆羽化後蛻下的外殼！偶
爾，草花蛇也會自水裡探個頭，看看今天來了哪些客人。蜻
蜓、豆娘、水黽、紅娘華及摇蚊這些水棲昆蟲的好朋友，也會
在這裡等大家來玩喔！為什麼會有這麼豐富的生態呢？因為這
裡是由數個小池子所組成，並以雨水為主要水源，水質更加純
淨，所以深得「自然朋友」的喜愛。  

香藥草植物因為應用廣，可治病或用於烹調及茶飲。目前步道
社在經營香藥草區時，除了園區原有多種原生種之外 並致力於
建立小區西洋香草。有鑑於西洋香草已大量被始用並創造非常
多商機，臺灣原生香草的應用可借鏡以擴大商機。未來將會整
合出幾種合適于 DIY 活動的香藥草，舉辦一些體驗活動，推廣
更多香藥草的運用，同時希望香草園區有香氛療癒功能，吸引
更多人願置身其中，願走入園區。 

愛心池的建構，除了池形優美流線，並多方考慮了各種現實的
需求：由於鄰近腳踏車步道，因此首重安全考量，即使在雨季
池深最多也只及膝；圍繞週邊的大小石頭則是藉著舉辦系列親
子活動，以接駁/接力的方式，一顆顆從新店溪岸搬上來，沿著
池畔圍成一個愛心的形狀；同時，愛心池內所栽種的水生物
種，基本上也是整個園區的縮影，同時呈現水生植物的四大型
態—沉水、挺水、漂浮和浮葉。 

秘密花園--學習角（認養社團：生態保育社） 

本區位於園區東南角，東鄰新店溪、北鄰睡蓮池、西鄰水生生
態區，南有觀鳥平台，不論是賞鳥、觀蟲及兩生、爬蟲類…生
態豐富完整，都是一絕佳的學習區塊，因之命名為「學習
角」。志工們並利用漂流木在此搭建簡易棚屋，週邊種植花
木，供志工休息之用，被暱稱「秘密花園」。目前由生態保育
社規劃/維護，作為一學習園地，種植頻臨滅絕、稀有原生植
物，如長葉矛膏菜、槭葉小牽牛、海南草海桐、羞禮花……等，
供學員及民眾認識、愛護稀有原生植物。 

人工溪流區（認養社團：水噹噹大地關懷社） 

這裡是志工們仿山間溪流築構廢水淨化再利用而成的人工溪
流，雖說是人工的溪流但也可以找到許多生氣盎然的水生生
態。此人工溪流讓家庭用水先經過礫間曝氣的處理後將淨化
過的水送到園區內的緩衝池，再流經蓼池、睡蓮池等大大小
小溪流池塘，帶來的清淨的水及營養的元素並提供水裡的植
物生存的養分，增加溶氧量讓魚蝦們更能在此悠游。包圍著
園區的人工溪流孕育了豐富的生態，沿溪常見大安水蓑衣、
石菖蒲、水柳；更有大肚魚、蓋斑鬥魚等魚類。 

城市綠寶石 
新店溪畔的傳奇 

    

    永和溼地生態教育園區 

公司名稱公司名稱公司名稱公司名稱     

愛心池（認養社團：水噹噹大地關懷社） 

香藥草區（認養社團：步道行動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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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田區 

樸門都市農耕實作區（認養：大地旅人工作室都市農耕課程） 

到園區必賞的花、木、蟲、蛙、蝶… 

目前生態園區裡也復育多種的台灣原生物種 ，其中有許多
物種於不同季節會開出美麗花朵，來到園區，你將會遇見
她，以及她們所吸引來的各種「自然朋友」。 

賞花： 

 

賞蝶、蜻蜓與昆蟲： 

 
        多樣的蜜源與食草植物，豐富了園區的生物多樣性，
其中各種蛙類、蝶類與蜻蜓，都是本園珍貴的特色之ㄧ。 
       目前整個園區記錄到的蜻蛉目包括數量最多的青紋與紅
腹細蟌，鼎脈與橙斑也越來越多，彩裳翩翩，三角倩倩，
每每讓人目不暇給，駐足流連。 
       四季蝶類與昆蟲，還包括有：星天牛、扁鍬形蟲、金龜
子；青紋細蟌、紅腹細蟌、脛轐細蟌；彩裳蜻蜓、三角蜻
蜓、澄斑蜻蜓、褐斑蜻蜓；黑脈樺斑蝶、琉球紫蛺蝶、黃
三線蝶、台灣黃斑蛺蝶、淡小紋青斑蝶、鐵色絨毛弄蝶、
紅邊黃小灰蝶…等。 

 

一
月 

珊瑚樹 二

月 

宜蘭水蓑衣 
地耳草 

三
月 

水柳 
苦楝 
山素英 

四

月 

金銀花 
白鶴靈芝 
野牡丹 

五

月 

桃金孃 
山芙蓉 
月桃 

六
月 

風箱樹 
食茱萸 
穗花棋盤腳 

七

月 

荷花 
莧 
黃槿 

八

月 

串鼻龍 
麥門冬 
馬甲子 

九
月 

海州常山 

十

月 

雞屎藤 
菊花木 
刺梅 

十
一
月 

天料木 
火筒樹 
台灣萍蓬草 

十
二
月 

宜梧 
大安水蓑衣  

賞蛙： 

春夏秋季蛙類有：黑眶蟾蜍、貢德氏赤蛙、澤蛙、小雨
蛙、腹斑蛙、拉都希氏赤蛙、中國蟾蜍。冬季蛙類則有：
盤古蟾蜍、長腳赤蛙。 

 

 

 

 

 

 

賞柳樹的三月雪： 

 

園區中的大樹群數量最多的應該就屬水柳了，這些水柳初
期大都以由扦插繁殖，由於園區屬於濕地地型非常適合水
柳生長，樹林外圍也可觀察到水柳實生樹苗，目前水柳在
園區已為優勢樹種且形成夏季乘涼納蔭的綠色廊道。 
 
除了水柳，園區也栽培了當初從宜蘭雙連埤移植到園區的
台灣的特有種 「水社柳 」，水社柳可說是台灣特有種的低
海拔濕地植物，兩者的差異可由葉子基部的形狀來區分，
水柳基部銳至鈍，而水社柳基部圓或近心形。另外水社柳
幼枝常披覆鏽色細絨毛，嫩芽為紅褐色可以與水柳做一明
顯的區分。但無論水柳或水社柳兩者皆為雌雄異株，果實
為蒴果，成熟後兩瓣裂開內藏種子多枚，種子上具有一叢
綿毛方便其隨風旅行，每年三月雪白柳絮隨風飄散就形成
了園區 ”三月雪” 的特殊景觀。 

 

願景 

在工業化快速變遷的台灣，濕地與埤塘總是最先被犧牲掉，而
連帶被犧牲掉的是更多珍稀的台灣原生種與特有種。然而，就
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擁擠的水泥叢林讓人民近乎窒息
的新店溪左岸，透過志工們的胼手胝足長期的努力和經營，讓
平日生活中親近大自然成為可能，也在新店溪畔亮起第一個生
態綠點。未來，期待這條美麗的綠色廊道，可以繼續延伸，讓
這擁擠的都市，都可以盡情乾淨地大口呼吸！ 

2012 年春天，位於園區對面一位地主感受到我們對土地的愛
與尊重，願意提供一塊閒置的土地作為公共之用，這真是個讓
人振奮的消息！未來這塊園區將結合樸門永續設計概念，進行
自然農耕，打造出的一座都市裡的食物森林…。總總的生態夢
想，也歡迎您的加入、共同耕耘。 

休園時間：每週一 
歡迎各級學校/公司團體機關社區預約導覽： 
歡迎支持：成為志工或捐款贊助。 
歡迎電話洽詢連絡： 02-29236464 
捐款帳戶：中華郵政 700-0311650-0686580 
交通資訊： 
● 公車可搭乘 275(正/副)、311、208、254 至福和橋站下

車，再往新店溪畔步行 10~15 分鐘即可抵達 
● 步行至永和市林森路底可由橋下福和水門進入 
● 車輛由永福橋水門入口進入往福和橋方向前進 

水稻及水生植物共生區也是永和地區唯一一塊僅存的水稻
田！志工們一年播種兩次，於每年暑假定期舉辦「小瓢蟲親
子生態營」、「農事體驗營」等活動。介紹台灣米食文化，
讓都會裡的大／小朋友透過「插秧」、「鋤草」、「割
稻」、「打榖」…等各項農事體驗，學習食物生產的過程，珍
惜糧食，並傳遞生態社區、環境永續的精神，鼓勵社區朋友
大家一起來「食在地」、「多吃飯」！ 

樸門永續設計(Permaculture)是一門順應自然的設計學，其
核心精神有三：照顧地球、照顧人類，以及分享多餘。樸門
永續設計就是在依循此三項「環境倫理」之下，來設計人類
永續環保的生活環境。生活在繁忙的都市空間裡時，透過應
用樸門永續設計的都市農耕，
我們可以藉由多樣豐富的食物
森林的建置來增加食物自給，
減少對外部能資源的依賴，同
時進行環境守護與保育，營造
都市中難得的動植物生態。 

- 5 -
1013220_C

http://www.coa.gov.tw


 1

活動成果相片活動成果相片活動成果相片活動成果相片 

文字說明（1）：4/28 自然保育工作假期  

文字說明（2）：5/20 自然保育工作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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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說明（3）：7/14 自然保育工作假期-割稻 

 

 

文字說明（4）： 7/14 自然保育工作假期-打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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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說明（5）：7/14 自然保育工作假期 

 

 

文字說明（6）：8/12 自然保育工作假期-蘇拉颱風災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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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說明（7）：導覽解說培訓課程。 

 

 

文字說明（8）： 解說實務戶外教學 

 

 

- 9 -
1013220_C

http://www.coa.gov.tw


 5

文字說明（9）：解說員培訓課－操作分組討論 

 

 

文字說明（10）：解說員培訓課－植物辨識及解說（戶外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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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說明（11）：解說實習成果驗收１ 

 

 

文字說明（12）：解說實習成果驗收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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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說明（13）：週末戶外解說導覽服務 1 

 

 

文字說明（14）：週末戶外解說導覽服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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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說明（15）：4/13 專題講座授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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