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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與目的 

第一節  計畫緣起 

五十二甲濕地位屬冬山河流域，因其天然條件與位置的獨特性，大雨

颱風時常積水，因此保留了相當良好的水田環境與濕地生態，天然的土堤環

境孕育了全台獨有的風箱樹與全台最大的水茄苳棲地。每年 10月至隔年 3

月更吸引大量的候鳥棲息，據調查記錄有 150種以上的鳥類，其中更有花臉

鴨、黑鸛、唐白鷺、魚鷹、澤鵟、短耳鴞、彩鷸、小燕鷗、水雉及埃及雁等

鳥種，因此內政部將其公告為國家重要濕地之一。          

濕地環境的運用與人們息息相關，在地的生活往往受濕地的影響甚

大，很多的事務依附在環境來調整，就像宜蘭地區特有的「鴨母船」文化，

就是先民順應環境所發展出來的交通、生產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工具，蘊含

了智慧及對大自然的謙卑。計畫中將製作五十二甲濕地舊有的傳統鴨母

船，將這些與濕地關鍵之傳統意象找回，讓老人可以回味，年輕人可以了

解與傳承，帶動社區，發展地方的特色產業。並搭配濕地的巡護及培訓，

提升濕地保護與明智利用效益，讓濕地朝向永續發展目標前進。 

 

第二節  計畫目的 

「濕地保育法」於 102年 7月 3日公布，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於一年內

定之，因此擬依濕地保育法明智利用及零淨損失概念，一年內擬定濕地範

圍內系統功能分區、相關管理保育措施、及允許明智利用項目等相關管理

規定。此計畫推動五十二甲濕地傳統意象建置、濕地巡護及培訓三項工作，

結合當地居民及社區，一同發展在地的人文與自然特色，拉近人與自然環

境的距離，吸引更多人守護濕地，讓大多為私有土地的五十二甲濕地，可

以朝向永續利用，並可藉由良好的自然環境，帶動當地的繁榮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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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環境概述 

第一節  計畫位置及範圍 

五十二甲濕地位於五結鄉、冬山鄉及蘇澳鎮之交界處。 

座標位置為：121°49’05”E，24°39’21”N。 

五十二甲濕地範圍北起省道台 7丙，南至成興路區界西

路，東至省道台 2戊，西至林和源排水，其間並剔除集

居聚落，公告面積為 299公頃。                       

 

 

 

 

 

 

 

 

 

 

 

 

 

 

 

 

 

 

圖 2-1 五十二甲濕地位置示意圖 

 

五十二甲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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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五十二甲濕地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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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生態資源 

    五十二甲濕地大部分是水田及沼澤環境，鳥類生物歧異度頗高，與蘭

陽溪口、無尾港齊名，全區密佈之灌溉渠道不但有隔離水道之功用，更可

用以觀察水渠生態，十分便利。 

   

  （一）動物資源 

    雖然受到盜獵與填土開發的影響，五十二甲濕地的鳥況依舊豐富，根

據歷年來的觀察記錄，現至少有一百五十三種，最多曾達一百七十種。每

年 10、11月便開始有候鳥大批南下度冬，佔所有紀錄的 2/3，其中最大的

族群為雁鴨科，共有 12種的紀錄，小水鴨、尖尾鴨、琵嘴鴨、赤頸鴨、白

眉鴨屬普遍種，其中又以小水鴨數量最多。除了每年都會蜂擁而至的雁鴨

科之外，尚有不少稀有與保育的鳥類都會選擇五十二甲濕地作為遠離寒冬

的避難場所，像是黑鸛、黑面琵鷺、鵜鶘、灰雁、唐白鷺與水雉，更凸顯

了五十二甲濕地的珍貴與重要。  

   

（二）植物資源 

    由於五股圳的貫流，形成水深及膝的大型沼澤，因而成為水生植物的樂

園，其中以蘆葦與布袋蓮為主要植物，兩種植物交織成隱密且安全的空間，

提供許多渡冬候鳥藏身棲息地，但是，由於布袋蓮生長快速，常常在水田中

大量繁殖，造成農民極大的困擾。另位於本區南側渠道，有近兩百株極為珍

貴的穗花棋盤腳及風箱樹，亦被稱為水茄苳的稀有植物群落分佈。而除此之

外，尚有茳茳鹹草、苦林盤、台灣澤蘭、滿天星等原生植物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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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計畫內容與成果 

濕地環境的利用與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早期先民順應自然與濕地和平共處，

並利用濕地特性發展出相融一體的思維，大自然創造好的環境，好環境孕育魚、蝦、

貝類，在地居民適度的取用維持生命，也守護環境，先民知道唯有好的環境人們也

才可以生存下去，守護環境的思維發展出許多的在地特色與文化。 

濕地環境的思維，有別於一般土地的相處思維，濕地一般被認為是較沒有價值

的土地，生產力較差，但事實並非如此，濕地有很多功能與價值，看我們用什麼樣

的思維與角度去看，就像先民順應自然，懂的利用濕地特性，人與環境相互共存，

創造最好的價值，永續的使用下去。 

    計畫中將建置宜蘭地區因應濕地特性發展出的「鴨母船」文化。「鴨母船」是先

民順應環境發展出來的一項工具，生活都與「鴨母船」息息相關，運用在交通往來、

搬運物品、種稻收割、救難等事物， 

 

 

第一節 濕地意象與傳統事物建置 

 

   「鴨母鴨」為利澤在地的特色產物，因地勢低窪易積水，先民發展出許多親水的

思維與做法，如養魚、養鴨、種親水植物等，同時也發展出「鴨母船」這樣的交通

工具。但工商社會的發展，先民發展出來的傳統文化漸漸的消失了。計畫中與濕地

結合，以「鴨母船」展現濕地的意象，回溯先民在濕地趕鴨、種稻、捕魚的情景。

另一方面將「鴨母船」成為地方特色，同時研發相關 DIY 物品，發展為人文、生態

旅遊的工具，讓一般大眾可以來體驗乘坐鴨母船這樣環保低碳方式遊濕地，同時讓

這樣的傳統文化得到保存，展現濕地的價值。 

     

  壹、鴨母船 

早期船泊介紹 

小型舟艇 

1.產業船簡介 

  產業船指的是用於專門行業的船隻，包含：紅頭船、沙船（載沙之船）、磚瓦、大駁、淘金、

撈煤船、舢仔、鴨母船、蓮船等。 "沙船" 與 "磚瓦"指紅頭船在裝載貨品時的別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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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產業船－紅頭船 

  以前淡水河上航行著一種木造貨船俗稱為「紅頭仔」又名「澎仔船」，平底、沒有龍骨，只有

「船拱」（橫骨），屬於典型的河川船。  

 

1-2.產業船-大駁船 

  基隆、高雄南北兩港，擔負著日據時代工農產品的進出口責任，吞吐量很大。有時碼頭及棧

倉不夠使用，只好利用大型駁船，將繫泊港中浮筒的商船貨物，暫時吊放在這種大型駁船上接駁

上岸，或加上帆布權充海上倉庫（駁船長約 15 公尺）。  

 

1-3.產業船-洗煤船(淘金船) 

  「洗煤船」(撈煤船)早期由福建

漳州沿海一帶傳入，是華人沙船式舢

舨漁船的一種，沒有龍骨結構（或稱

板狀龍骨）。  

 

 

  撈煤船屬於內河中型雜用船，常

用於河岸擺渡，是河口海船與內河貨

運的中型轉運船隻。可掛帆行駛。  

 

基隆河撈煤船模型 

1-4.產業船-鴨母船 

  「鴨母船」是一種較小的五片式舢舨。它是農家在低窪的水塘裡養魚或是餵鴨子時，最便利

的交通工具。 

 

1-5.產業船-蓮船 

  原本「採蓮船」是一種專業船的通稱。它可能是一艘扁舟，或一塊方板，或一個圓桶，搭上

這種容器來採蓮蓬、蓮藕、菱角，今日還有使用塑膠桶的。  

 

2.漁艇 

   漁艇係指用以從事漁撈採集的舟船，含艋舺、燕艉與日人傳入與發展的 和船。 

  日本人入據臺灣後，隨著日本人

的入居，也引進了日式的和船，和船

大都用於沿岸漁業或交通船，以沿岸

魚場為主要作業區域。  

 

  和船可在全省沿岸各地港灣看

到，體形較小，大都使用櫓，也有用

雙槳的。它的特色是具有尖聳的船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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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柱，末端略向後曲翹。 

 

和船 

  和船艏材柱後與第一根肋骨間的艏尖艙，是儲放索繩的地方，艙板面略向前傾斜。船舯的活

水艙艙板，向內傾斜，形成梯形艙，較為穩定。常用於手釣及竿釣漁業。  

 

  主龍骨後段折翹，兩段龍骨之間都有加強材；有翼出板突出，它與船板間，隔成胴艙，用來

放置雜物；尾端設有開口式迴流股艙，具有減搖艙功能。  

 

  船員一到二人，早出晚歸，槳划時速約 2 浬。平時天氣良好，風力在 3~4 級以內時，可以出

海捕漁。船體重量較輕，可以拖上沙灘保養或修護。  

 

  和船的機械化，影響臺灣日後動力漁船的形制，關係很大。  

 

3.腳船-簡介 

  大型唐山帆船（戎克船 JUNK）因為吃水較深而無法直接靠岸時，就得借重小船接駁人貨，

這些小型轉接船稱之為腳船，如雙槳、燕艉、渡船、駁仔等。  

 

3-1.腳船-駁仔船 

  清朝時期，臺灣沿海的交通工

具，大部分使用木板拼成，靠人力划

動的駁仔船。最初，因為港口較淺，

大船抵達時，需用駁仔船接駁運送貨

物，這些接駁的小船，後來成了臺灣

沿海的主要交通工具。 

 

駁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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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腳船-手梯 

  手梯（撐），就是以手撐竿推進

的舢舨小船，專用於港內或河川，一

般結構都較為簡易。有時則指竹排，

因為竹排加槳較為複雜，所以經常用

竹竿撐動。它的優點是能出入較淺的

水域，成本較低，農家與養殖業者經

常使用。臺灣沙質港灣內有較大的手

撐船，稱為「雙撐仔」，屬於木船結

構，與「雙槳仔」同型，但是船體較

大。 

 

台南大型手撐仔 

3-3.腳船-雙槳 

  「雙槳仔」原來是大型唐山帆船

（戎克船 JUNK）的腳船。 

 

基隆港雙槳船 

4.雙槳 

  「雙槳仔」，基隆港、高雄港經

常可以看見，是用雙槳划行的海洋圓

底小艇，也是舢舨的一種。  

 

  這種舢舨早年由大陸福建、浙江

沿海一帶的移民傳入。原來是大型唐

山帆船（戎克船 JUNK）的腳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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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與港岸之間的接駁交通船）。早期

移民用它做為沿岸的漁船；因構材簡

單，施工容易，又容易拖上岸邊進行

修理保養，是一種適應力很強的工具

船。 

 

紙工勞作教材之基隆港雙槳仔舢舨模型 

 

5.河舟 

  河舟係指在河上行走的小船，如：津渡等舟船 

  臺灣全島唯一適合通航的河川，只有北部淡水河系的中下游。河水又以東西流向為主，將臺

灣西部平原分割成不相連的區域。除了淡水河系外，其他河水水量不穩定。枯水時，岩石裸露，

坎坷難行，盛水期則又水流洶湧，漫淹危害，不利舟楫的橫渡。所以平時的河渡只能依靠小型舢

舨或竹筏擺渡，因此河岸的聚落有無數的渡口，聯繫溪河兩岸。 

 

河舟 

 

碧潭渡船 

  

資料來源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網站 http://www.nmmst.gov.tw/chhtml/content/155/1/661 

 

  一、規格 

   數量：4艘 

   材質：美檜 

   製作：古法傳承工法 

   材料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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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長(尺) 寬(寸) 厚  (寸) 數量 

1 19.0 13.0 1.0 1 

2 20.0 8.0 1.0 2 

3 20.0 6.0 1.0 2 

4 20.5 20.0 1.0 2 

5 3.2 10.0 2.2 5 

6 2.5 10.0 2.2 2 

7 3.2 10.0 1.3 2 

8 2.0 10.0 1.3 2 

9 2.2 12.0 1.0 4 

10 3.2 7.0 1.0 4 

                                           備註：1艘用量 

 

  二、建造過程       

第一階段：尺吋與材料 

1、 依船的型設計各部位的角度，弧度、長度、木材的規格尺寸。 

2、 選擇適合的木材、材質。 

3、 木材風乾，約一個月以上，視乾燥程度。 

4、 內部骨架的角度，必須要棈準，底部木板二側木板，要符合骨

架的尺寸，木板鋸成有弧度，前、後要小一點，中間寬。 

第二階段：組裝 

1、 底板與骨架、隔板先用螺絲釘上，完成後第二層板最為困難。 

2、 需用繩索與圓棍慢慢的婹，使底部和第二片板能密結合用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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釘上。 

3、 這時候船型已能看出，第三片板也用同樣方式釘上。 

4、 船頭、船尾的修整，關係到船的外觀，要注意各角度觀看、修

整情況。 

5、 最後填縫、防水、護漆就完成鴨母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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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像記錄 

  

本會理事與師父討論 各伙伴一起研究 

  

半成品 社區耆老也來看看 

  

成品完成 水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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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運用 

      「鴨母船」經過師父與地方耆老討論後建造完成，經過多次的試駕及修   

  正，讓鴨母船更適合乘坐穩定性更好，讓體驗者有不同的感受。同時我們也找出 

  地方上會「撐」鴨母船的長者，來一起加入推動的行列，早期是為了生活必須要   

  有的技能，這樣的技術可藉由鴨母船的再造，讓這樣的技術得以保存與傳承。 

      本計畫辦理了 3次的示範遊程，整合了社區、巡守隊、環保義工、家政班及   

  社區民眾，大家以辦喜事的心情，社區都動起來，參加民眾都感受到居民們的熱 

  情與活力，活動後進行問卷調查，對安排的內容大都滿意，但也有良心的建議。 

  希望透過「鴨母船」傳統文化的建置，可以帶動社區的發展及對保育觀念的改變，    

  更多可以投入環境的保護工作，環境可以更加的美好。 

   

    （一）示範遊程 

         示範遊程結合了利澤地區的地方特色及五十二甲濕地，利澤為溪南地區     

     最早發展的地方，早期水路發達車水馬龍、繁榮一時，利澤老街有溪南第一

家的利澤戲院、1924年建立的利生醫院、馬偕博士所創立的教會、商店及 1862

年建造的永安宮。雖然老街的繁榮不在，但地方人士一直努力將文化保存並

推廣，由計畫輔導與推動，將這些傳統文化更加發揚，同時與五十二甲濕地

結合，推出人文、生態旅遊，讓更多人可以感受在地特色與濕地之美，居民

也體悟到守護好的家園與環境，才是永續的生存之道。 

 

     1、利澤老街簡介 

     冬山河過去是清領時期噶瑪蘭一條重要水路，漢人未入蘭前，沿岸

盡是平埔噶瑪蘭人舊社，對於噶瑪蘭人而言，他們懂得在山、海河水交

會的蘭陽平原，找到他們“酒醉欣搖舞，情歡樂笑歌”的生活方式。現

今的冬山河，是由新寮坑、舊寮坑、安平坑、照安坑、十三分坑所匯聚

而成，《廳志》所稱的加禮遠港離城東二十八里，其水從虎頭山發源，

六里由紹興庄、八寶、十三份、太和庄過冬瓜山，五里轉珍珠里簡、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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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荖、八里出奇澤簡、婆羅辛仔宛至港入海。虎頭山即今新寮山，標高

987公尺，冬山河全長 24公里，主幹新寮坑為一地下伏流，在松樹門、

鹿埔、龍目井形成地下湧泉穿土而出，河域流經冬山、五結，在清水大

閘門轉個彎，順著沿岸受東北季風吹襲隆起的沙丘，向北流向蘭陽溪然

後一起出海。昔日的加禮遠港，變成今日宜蘭人口中的冬山河，探究加

里遠的噶瑪蘭語為尖尾瑪瑙珠之意，另根據日本人類學家伊能嘉矩在宜

蘭平埔番的實地調查，Karewan乃意指沙崙之意。因此，加禮遠港的命

名當與其海口右側的噶瑪蘭聚落加禮宛有關。冬山河水系噶瑪蘭人沿岸

逐水而居，珍珠里簡、里腦、武淵、奇武荖、利澤簡、流流、加禮遠、

婆羅辛仔宛、南塔吝、鼎橄、掃笏等諸社，皆是靠著冬山河豐富的自然

生態，提供了生活中食衣住行育樂所需，噶瑪蘭人認為土地不僅是耕種

而已，土地同時是漁場亦是獵場，善用自然，與自然共生，大葉山欖、

構樹、月桃、姑婆芋、過溝菜蕨、茄冬、野薑花、水芹菜、食茱萸，這

些植物對噶瑪蘭人來講，是他們日常三餐菜餚的來源，是他們蓋屋、造

船的材料，冬山河幾乎是他們的生命之河，即便後來的漢人，冬山河一

樣孕育了漢人的興盛，供給了延續生命的養分，開展了漢人建立溪南的

第一大街─利澤簡。 

           

         以水稻為主的漢人，入墾蘭地，拓墾勢力之快，從此改變了

蘭陽平原的生態，噶瑪蘭人註定了在這波強勢的漢人文化侵襲下，被迫

的、無奈的離開這片原本他們生長的土地，加禮遠港成了他們悲情的海

岸，順著海岸南遷，噶瑪蘭人混入了花蓮、豐濱新社，成了阿美族人口

中的「加禮宛人」〈Kaliawan〉。荷蘭人曾在 1650年〈明永曆 4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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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 7年〉對平埔族做了詳細戶口調查，當時記錄全台平埔組計分八族

共 4萬名左右，噶瑪蘭人口 9770人，但自嘉慶元年〈1796〉漢人入墾

蘭地之後，噶瑪蘭人口銳減了 5220人，減少幅度非常驚人，究其原因

只有一個理由，漢人巧取豪奪了噶瑪蘭人的土地，在無法生存之下，選

擇離開，往南遷往花蓮、台東一帶。噶瑪蘭平原在嘉慶 15年〈1810〉

被清朝納入版圖，嘉慶 17年(1812)正式設廳治理，清吏官員治理之初，

深知漢人侵墾噶瑪蘭人土地的嚴重性，因此制定了「加留餘埔」，用現

代話語解釋，就是「原住民保留地」，加留餘埔制規定，凡噶瑪蘭聚落，

大社二里小社一里，漢人不得入墾，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漢人熟知噶

瑪蘭人對土地有絕對潔淨的觀念，於是死貓死狗連同拉屎放糞，摸黑挪

移界碑，所謂「放屎驚番，田埂會走」噶瑪蘭人土地更在漢人巧取之下，

被迫由他人代筆簽下土地買賣契約，印上了手摹腳摹，並在手摹的指縫

間，簽下了心不甘情不願的「甘願為憑」字樣。曾任噶瑪蘭通判的柯培

元，深為噶瑪蘭人抱不平，為此他寫了一首詩作〈熟番歌〉，開頭第一

句話便道：「人畏生番猛如虎，人欺熟番賤如土。」道光 20年(1840)，

噶瑪蘭人開始大規模的遷移行動，花蓮奇萊平原，似乎是他們新的希

望，噶瑪蘭人逐漸消失在蘭陽平原上，換了一個「加禮宛人」的身分，

在花蓮奇萊平原建立了新天地，原本以為從此可以脫離漢人在蘭陽平原

對他們侵占土地的夢靨，但光緒 4年(1877)羅大春協同漢人陳輝煌，在

沈葆楨「開山撫番」政策下，開鑿了蘇澳到花蓮的「北路」，北路的開

發，引爆了更巨大的「加禮宛事件」，加禮宛人原本在七腳川溪及美崙

溪以西擁有的土地，在清廷開發後山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喪失了大量

的土地，「加禮宛事件」官方說法是因加禮宛人殺害漢商陳文禮，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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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清廷藉著開發北路的機會，欲進行土地重分配，加諸陳輝煌在蘭陽

平原土地開發飽和之下，亦趁著參與開發北路，希望藉機拓展後山土

地，才引爆了加禮宛人的不滿，進而與清兵對抗。加禮宛人終究不敵清

廷強大的兵力，再一次嚐到流離失所的滋味，這一群從噶瑪蘭平原遷移

來的加禮宛人，從此在奇萊平原失去勢力，繼續再往南分散在花蓮豐濱

磯崎村、新社村、豐濱村、石梯坪港口村、台東長濱樟原村、大峰峰等。

悲愴的噶瑪蘭人，既得不到國家力量的保護，更一再遭受漢人的侵占剝

奪，1995年，宜蘭縣政府舉辦了莿桐花開，邀請了花蓮一帶的噶瑪蘭

人返鄉尋根，在流流社的土地上，痛哭流涕，他們唱出了哀傷的曲調「原

來我們的故鄉在宜蘭」。 

 

 

2、活動內容 

五十二甲濕地--鄉土、體驗遊 

 

    「利澤簡」位在宜蘭縣冬山河親水公園旁，為溪南地區最早發展的地方，早期為商港風光

一時，雖然榮景不再，文化、歷史與濃濃人情味依然存在。「五十二甲濕地」早期為冬山河舊河

道，因地勢低窪，成為候鳥的重要的渡冬、棲息的地方，生態豐富、景色優美，並有全台最大

風箱樹及穗花棋盤腳原生棲地。並以宜蘭獨有的「鴨母船」來讓大家與認識濕地，未來也將發

展在地的生態旅遊，體驗不同的文化與自然生態，並與大家一起愛護我們的環境，邀請大家一

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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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103年 4/6（日）、4/12（六）、4/13（日） 

報到地點：宜蘭縣五結鄉利澤社區發展協會（五結鄉利澤村下

福路 156號） 

名    額：每梯次 60人 

費    用：199元（餐費、DIY費用。解說費、保險等由主辦

單位補助） 

指導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宜蘭縣政府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協辦單位：五結鄉利澤社區發展協會 

活動內容： 

時  間 內容 備註 

09：30 - 10：00 報到 利澤社區活動中心 

10：00 - 11：30 A組：利澤老街、社區巡禮 30人 

B組：鴨母船體驗、濕地巡禮 30人 

11：30 - 13：00 社區風味餐、自由活動 利澤社區活動中心 

13：00 - 14：30 A組：鴨母船體驗、濕地巡禮  

兩組對調 B組：利澤老街、社區巡禮 

14：30 -15：30 草仔粿 DIY、自由時間 利澤社區活動中心 

15：30 圓滿結束  

報    名    表    格 

五十二甲濕地--鄉土、體驗遊 

姓名  姓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電子 

郵件 
 梯次 □4/6  □4/12  □4/13 

電話  手機  用餐   葷□     素□    

 

五十二甲濕地--鄉土、體驗遊 

 

姓名  姓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電子 

郵件 
 梯次 □4/6  □4/12  □4/13 

電話  手機  用餐   葷□     素□    

備註：每人使用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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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網址：https://www.sow.org.tw/index.do/近期活動/宜蘭分會或 

e-mail：g20m80@gmail.com     傳真：03-9641055 

聯絡人：王俊明  秘書   電話：03-9641059  0915-399799 

26847宜蘭縣五結鄉學進路 88-34號 

 

活動費用繳費方式： 

◆ 現金繳款： 

   請於週一至週五上午 09：00~12：00或下午 13：00~17：00至荒野保協會宜蘭分會（26847

宜蘭縣五結鄉學進路 88-34號）繳交 (提醒您，為避免撲空，請於前往繳費前，來電確認，謝

謝！) 

   詢問電話：03-9641059  

◆ 劃撥繳款： 

請至郵局劃撥後，傳真至本分會，我們將專人回覆確認。 

   劃撥帳戶/帳號：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18724292  傳真電話：03-9641055 

 

 

    老街巡禮路線 

社區、老街導覽 

 

廣惠宮   鴨店    舊農會    精神堡壘   利生醫院   

 

舊戲院    教堂    百年餅店  老建築物  永安宮   

 

派出所（老榕樹）  漁會  回到社區    

 

      備註：步行約 1公里 

 

小路往優勝美地  五股圳    五十二甲橋  碼頭 

 

座船   成興小池 賞鳥、解說  回到五十二甲橋 

 

      備註：約 1.8公里 

https://www.sow.org.tw/index.do/近期活動/
mailto:g20m8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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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利澤老街巡禮路線示意圖 

圖 3-2 鴨母船乘坐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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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影像 

  

報到處利澤社區活動中心 社區媽媽協助報到 

  

整隊出發 全縣唯一一座的廣惠尊王廟-廣惠宮 

  

孵鴨蛋生態解說 利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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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南最早的戲院-利澤戲院 利澤老街房舍 

  

利澤老街上百年餅店 品嚐特有的菜餅 

  

永安宮媽祖廟 廟內歷史沿革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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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製作的「鴨母船」 安全講解及說明 

  

一艘乘坐 5人 有撐船經驗的「師父」 

 

 

沿五股圳一路解說 體驗先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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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甲濕地賞鳥 步行生態、環境解說 

  

五十二甲濕地開心合照 在活動中心品嚐社區風味餐 

  

草仔粿 DIY解說 結束前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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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問卷調查 

活動後讓體驗行程的民眾填寫問卷，了解活動整體及個別項目中，體驗

者有什麼樣的感受及建議，另外，亦藉此了解一般遊客可接受之費用範圍，

或者我們要再提高服務的品質及加強行程的內容。以下是問卷調查的結果。 

        參加人數：128人     問卷回收：74份 

       

        基本資料 

居住地： 

  宜蘭：33人    外縣市：41人 

年齡： 

  30歲以下  30-40歲  40-50歲   50-60歲  60-70歲  70-80歲 

              3 人       8 人      14人      24 人    7 人      2 人 

           性別： 

             男：16人    女：51人 

 

        問卷分析    

1. 您對今天的活動內容整體感到如何？ 

 

 

 

 

 

 

 

 

 

    

 

圖 3-3 活動整體感受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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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您對今天老街導覽感到如何？ 

  

 

 

 

 

 

 

 

 

 

 

 

圖 3-4 老街導覽滿意度 

        3、您對鴨母船體驗活動感到如何？ 

 

 

 

 

 

 

 

 

 

 

 

 

圖 3-5 鴨母船滿度度 



26 

 

                4、您對今天的餐飲感到如何？   

圖 3-6 餐點滿度度 

        5、您對今天的 DIY活動感到如何？ 

  

 

 

 

 

 

 

 

 

 

 

 

圖 3-7 DIY滿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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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您對今天的服務人員感到如何？ 

 

 

 

 

 

 

 

 

  

 

 

 

圖 3-8 服務人員滿度度 

        7、今天的活動您最喜歡那一個  

 

 

 

 

 

 

 

 

 

 

 

 

  圖 3-9 喜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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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您會再來參加我們的活動嗎？ 

 

 

 

 

 

 

 

 

 

 

 

 

圖 3-10 是否會再參加 

        9、對本次活動您會願意支持多少費用 

圖 3-11 活動費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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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其它建議 

           （1）設計鴨母船帽子    

（2）孵鴨蛋的解說很有趣    

（3）船的活動可再加強內容，活潑及豐富    

（4）可以不用走太多路    

（5）老街若有冰品更好    

（6）厠所應提供衛生紙，並保持乾爽，洗手台的鏡子不知有何作用  

（7）無遮陽夏天太熱，動線規劃再更細緻，活動時間太短    

（8）活動導覽如能更精進，增加活動的豐富性    

（9）濕地可由遮陽的賞鳥屋，造船過程及體驗    

（10）中餐可改為自行處理，老街加入 DIY活動及特色物品，DIY可以有  

      更多的參與    

         （11）會被撐竿的水噴到，減少餐具及塑膠袋使用    

         （12）增加廣告、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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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DIY物品 

      DIY物品是要讓來到此地的民眾，有一個親自動手體驗的機會，可以加深感

受，同時可以展現此地特色與推動地方產業，在與社區多次的討論與試驗，先以

「自然素材」及「在地特色」為兩個主軸來設計。如：在地傳統的有鴨母船、水

車、高腳屋、編織、候鳥、濕地、風箱、穗花棋盤腳、鴨子、鹹蛋、花生等。選

擇了其中的「鴨母船」及「候鳥」以木頭及漂流木來呈現，利用自然素材設計出

具在地特色的 DIY物品，希望可以激發社區居民及民眾的創意，思考如何與環境

共處，如何看待自然資源。 

     

一、 DIY項目 

名稱 材  料 說  明 

鴨母船 木頭、漂流木、顏料 鴨母船半成品，DIY組成木頭

人及彩繪顏色 

小水鴨 漂流木、竹子 五十二甲濕地數量最多鳥類

之一 

高蹺鴴 漂流木、竹子、種子 漂亮又可愛成為獨一無二的

裝飾 

黑面琶鷺 漂流木、竹子 每年都會造訪的稀有鳥類 

小蜂的家 木頭、漂流木 富有生態意義的小創作，打造

自己的小蜂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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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區多次討論 鴨母鴨 

 

 

高蹺鴴 小水鴨 

  

小蜂的家 黑面琶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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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傳統文化是先民智慧的累積，也是與自然環境相容的表現，此項工作經過

多次的社區討論與資料的收集，大家對於「五十二甲濕地」充滿著無限的回味

與珍惜之心，第一階段已有初步的成果，目前已有 10艘的「鴨母船」，並將社

區會「撐」鴨母船的長者組織起來，建立了划船隊，約有 12名成員，物是有形

資產，人才與智慧是無形資產，我們希望透過計畫的進行將這些傳統事物發揚

光大，建立平台加以應用，讓有形及無形的資產延續生命，可以為環境、社區

及人們創造一個三贏的契機。 

        另一方面我們要努力一個長遠目標，要五十二甲濕地不要受到破壞，近年   

    來宜蘭許多的農地受到農舍興建的影響，田園景觀改變了。「五十二甲濕地」難     

    得還保有廣大的水田與自然環境，擔心會受到開發的壓力。地主要土地有更好

的    

    效益我們可以理解，但造成永久性的傷害是誰都不願見到的。透過傳統文化的    

    回復，運用濕地資源，發展「人文、生態旅遊」，居民們有了收益一樣會將環境   

    好好的守護，一樣達到環境保護目的，同時創造地方利益。 

        守護好環境以創造經濟及效益，在全台乃至世界都有許多例子，希望    

    透過成功的例子，讓社區居民可以有一個願景，而計畫期間已操作多次的活動  

    行程，社區已全部動起來，充滿著使命與熱情，後續亦規劃一系列的相關配套    

    行程，鴨母船體驗、社區老街導覽、濕地體驗、賞鳥、農事體驗、鴨母船夏令      

    營、漂流木 DIY、孵鴨蛋 DIY及棲地維護工作假期等，希望可以為五十二甲濕地      

開展更好的契機。 

    鴨母船建造完成，除了在活動中使用外，社區也運用在五股圳清除布袋蓮、 

維護環境及生態，也在各適當活動中展示應用，例如永安宮走尪活動、宜蘭綠色

博覽會、 

社區規劃師訓練等活動。對「鴨母船」的重新建置，社區居民都感到有     

種光榮感與珍惜，在多方努力下也參與 2014年信義房屋-幸福一家社區行動計

畫，得到了全國第 8名，相當不容易，這也是我們推動計畫最樂意看到的，希望

社區可以獨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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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運用鴨母船清除布袋蓮 走尪活動搭配展示 

  

參加信義房屋競賽 進入全國決賽 

  

2014年宜蘭綠色博覽會展示 參觀相當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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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濕地巡護、教育訓練 

 

五十二甲濕地巡護工作，已進行三年，由利澤社區守望相助隊成員負責，社區

的守望相助隊長期都在巡護社區與濕地，對社區及濕地安全維護有相當大的幫助。

平日依不定時的方式巡護，星期六、日進行巡守，並搭配行車記錄器記錄，這樣可

在第一時間記錄到一些違法與傷害濕地的行為，並避免直接與對方發生衝突。計畫

中也搭配教育訓練的課程，來加強巡守及社區人員的觀念與知識，今年度特別加強

解說教育，希望透過持續不斷的教育訓練，讓社區能量可以持續下去。 

     一、巡守方式 

    定時巡護：固定排班進行，3人為一組，每天晚上 10點至隔天凌晨 1 點當

班，巡守的時間為 11：20-12：20。巡守路線為利澤社區範圍包括五十二甲濕

地，及濕地內重要的地標與區域，並記錄巡守表格中。有立即性者現場處理，

無立即性者先行記錄，隔天立即通報處理。 

        不 定 時：巡守隊及社區配備有相機，會不定時的查看濕地，如有     

                  異狀就會立即的處理與通報。 

     二、巡守路線 

     巡守由社區守望相助隊出發至五十二甲濕地，並在重要的位置停留查                     

看。位置有五十二甲橋、成興小池、五福橋、成興大池、奉尊宮、風箱老樹、

福德廟等區域，一次巡護約需要 50-60分鐘，巡守路線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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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濕地巡守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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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 濕地巡守記錄表 

五十二甲濕地巡守工作記錄表 

巡守志工：          、            、           、           、            

巡守區域：  聯絡電話： 

                       巡守紀錄 

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時     分 

天候：□晴  □多雲 □陰  □雨 

□五股圳水面情況 □正常   □異狀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現髒亂。（垃圾、廢棄物、廢土，初估數量：                   ） 

□成興小池水面情況：□正常   □異狀_____________________ 

□惡臭、異常顏色、死魚異常漂浮之區段、不明排水路或廢污水冒出口。□正常   □異狀

__________________ 

□成興大池水面情況：□正常   □異狀_____________________ 

□發現露天焚燒廢棄物。 

□其他異常狀況 

   說明：                                                                                                                                 

處理情形： 

□完成五十二甲濕地巡守。 □需派員至現場檢測河川水質 

□已拍攝污染情形、行為，可提供相關證據給環保局。提供內容：                 

□撥打檢舉專線電話，通知（陪同）環保局稽查人員前往查證、採樣。 

□其他：                                                                  

專案聯絡人：王俊明  0915-399799 

宜蘭縣環境保護區專案專線 (03)990-7733       環境保護局陳情專線：0800-06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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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2 巡守隊成員與編組 

週數 組別 班別 
值勤人

員 
指導 備註  

星期

六 
1 1 

郭志義      

林振萬      

游志忠 
梅燦煌 

值勤時間：每週六、

日下午 2時-5時    

晚上 10時-凌晨 1時 

 

星期

日 
1 2 

陳文隆      

邱耀霆       

張銘雄 
梅燦煌  

星期

六 
2 1 

藍鍚煌      

林正隆      

張益誠 

張碧聰  

星期

日 
2 2 

黃茂生      

葉鋒延      

葉信寬 
張碧聰  

星期

六 
3 1 

李承輸      

黃則周       

張寛諒 
張惠恩  

星期

日 
3 2 

黃永存       

陳羅寶       

林吉河 

張惠恩  

星期

六 
4 1 

林顥格      

黃家烈      

張文正 
郭輝陽  

星期

日 
4 2 

林武道       

林文龍      

林木全 
郭輝陽  

       

組長：第一組：郭志義    第二組：林錦嵐    第三組：李承輸    第四組：

鄭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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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巡守結果 

表 3-3 巡護情況統計表 

項  目 次 數 說  明 備  註 

丟棄垃圾廢棄物 10 五十二甲濕地為三鄉鎮的交接處，道路四通

八達，人煙也較少，許多人會趁雨天或晚上

偷偷的傾倒垃圾及廢棄物，是巡守當中違法

次數最多的，廢棄物就通報環保局，垃圾就

清除。後續可增設自動錄影系統來嚇阻偷

倒。 

2次深夜 

網魚 9 五股圳每到假日就有許多外地民眾前來垂

釣，大都為外地人，像似休閒活動，垂釣的

行為沒有勸阻，102年度垂釣人數增加不

少。但有許多人會有魚網來抓魚，尤其在淹

水過後，情況較多，大部份是住在附近的居

民，但都是自己食用並無販賣。 

 

毒鳥、抓鳥 8 今年有 5件為外勞抓鳥，3件民眾架設鳥

網。外勞的部份勸離，鳥網的部份也與地主

先溝通，如無效再通報縣府拆除。  

 

夜間治安 3 在深夜，巡守隊也負擔了社區治安的角色，

巡守期間 2次協助社區內治安維護，社區民

眾，也可感到安心。 

 

淹水通報、巡護 1 102年度有一次淹水清況，巡守隊到相關出

入口查看，並協助消防人員進行封鎖，防止

不知情的民眾進入而導致危險。 

 

升火 3 周邊工業區之外勞，假日放假時，會三、五

成群來到濕地，下水去抓魚或貝類，並就地

升火煮食，雖不會造成嚴重的破壞，但有時

觀感不好，會給予勸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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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毒鳥、抓鳥 

藍色：網魚 

紫色：丟棄垃圾廢棄物 

紅色：升火 

圖 3-13五十二甲濕地危害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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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資料分析     

 

圖 3-14 巡護危害數量圖 

 

圖 3-15 巡護危害百分比圖 



41 

 

 
圖 3-16 101年度、102年度巡護危害數量圖 

 

    102年度巡護工作，已較去年更為成熟，整體的操作順暢不少，長時間的社

區與濕地巡護，許多居民發現危害的事情時，也會協助與通報，提升不少巡護的

成效。 

    今年度危害濕地的行為最多是丟棄垃圾、廢棄物，五十二甲濕地在夜晚人煙

稀少，許多的有心人士會利用晚上偷偷前來，近年來因巡護工作持續進行雖有改

善，但仍然還是有亂丟垃圾及廢棄物的行為。而網魚可分為在地居民及外勞，如

是在地居民多不予干預，只有記錄，因長久生活在此地的居民，網魚屬常民生活

的一部份，大多自己食用或送親友，過程中不會對環境有太大的傷害。如是外勞

那就會勸導，情況嚴重者會報警處理，因外勞時常會侵入濕地干擾鳥類棲息和覓

食。 

    102年度與 101年度相比，危害行為有減少的趨勢，如圖 3-75，各項危害行

為都減少，唯有毒鳥、抓鳥危害數量沒有降低，今年度外勞危害的情況有所增加，

幾乎每個假日都有外勞來到濕地，大多沒有造成危害，但有時會升火煮食在濕地

捕捉之魚類，只要不要大過份，大多口頭勸導並不會報警處理。 

    巡護工作已成為社區長態性的工作，計畫支持一些油料及執勤人員點心，幫

助地方共同來維護環境與濕地，計畫也建立起濕地危害的通報機制及資料的建

立，與地方合作一同為環境努力，希望可再擴大合作層面，讓維護的效益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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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記錄 

  
社區理事長、總幹事、巡守隊長視察路線 值班情況 

  

濕地巡護 定點簽到 

  

濕地內人為干擾) 五十二甲面積廣大，維護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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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後續建議 

 

    此計畫最初構想為將在地人民與濕地做個結合，以另外一個角度來切入環境保

護運動，藉由在地居民與傳統文化的結合，推動人文、環境的運動，讓更多人可以

了解地方生活，而地方生活一定離不開環境，有好的環境才會有好的生活，也才會

有永續的未來，下一代也才有希望。 

    今年度各項工作的執行，已帶動起社區及居民的熱情，整個計畫與當地居民緊

密的結合，除了定期與社區開會討論，相關工作也以在地性為主，讓在地居民可以

有參與感並可發揮其專長，今年度建置的 4艘鴨母船，就是傳承上一代的古法所完

成的，不讓這樣的一個傳統技藝消失。 

    這樣一個在地性操作不是一、兩年就可以上軌道，並且需要各方條件的配合與

協調，操作的過程中也有遇到一些困難，希望透過一次一次的討論、協調，大家可

以更有共識與明確的方向，讓更多人可以關心環境與五十二甲濕地，以下提出的幾

點建議： 

 

1、 地方資源需整合為一體，整體規劃、共同發展。 

2、 推動結合生態、自然農耕、人文、體驗等旅遊。 

3、 輔導地方特色產業。 

4、 五十二甲濕地自動監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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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提案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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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培訓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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