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的關懷

f年耕耘受肯定
陳水扁總統要與河川保讓小組攜手共建綠色矽島

和所有與會的顧問達成一項

默契，希望在十週年時能擴

大舉行 。 稍後在今年年初舉

行的顧問會議中，決定以舉

辦研討會展現十年成果，以

及提出跨世紀水的願景做為

年度研討會重點，同時也規

劃舉辦晚會，會中同時推選

蕭新煌 、歐陽懦暉、陳鎮東

等三位顧問負責研討會主題

規劃。

「 水的關懷一二十一世紀

的海島願景」 研討會，九月

二十一 、 二十二日在國家圖

書館一連二天舉行，並以

「 水的願景 」 、 「 災後重

建」 、 「海島社會」屆三大
.余董事長在閉幕詞上表示，成立河川保護小組 ，是中國時報關懷和回饋本土的一點心願。

去年十月二日中國 E 
五十週年慶上 ，陳水

扁總統在致詞中，提出三項

肯定中國時報對社會貢獻

中，其中一點特別讚許時報

河川保護小組這十年來對河

川的關懷及綠化工作的努

力 。

陳水扁說 「 地球只有一

個，台灣也只有一個，台灣

經貿要永續發展，但是我們

綠色和平的永續發展，其重

要性絕對不下於經濟的發

展 。 所以在追求經濟發展的

同時，我們也能夠兼顧綠色

革命的永續發展，以綠色為

基礎，建設以人文為基礎的

台灣智慧島、科技島，所謂

「綠色矽島 J '是我們跨世紀

的新願景 。 非常感佩余董

事長及時報文教基金會成立

河川保護小組，十年如一

日，對綠化台灣，為台灣的

永續發展盡心盡力，讓我們

真的非常感佩，非常感謝 。

在此，個人以新政府的一

員 ，要跟時報文教基金會河

川保護小組繼續攜手努力，

為保護一個線色台灣而攜手

共同努力 。」

蕭新煌、歐陽帽暉、陳鎮東

負責主題規劃

時報河川保護小組是在時

報四十週年社慶時宣佈成立

的， 一轉眼也就過了十年

了 。基金會余範英執行長 、

河川保護小組召集人林聖芬

發行人，在去年年底召開河

川保護小組顧問會議上，就

研討主題 。 余董事長親臨致

詞，陳水扁總統也提出書面

賀詞。余先生致詞時表示 ，

十年前 ，中國時報四十周年

社慶的時候，特別成立「河

川保護專案小組 J '結合學

者專家，從環境污染最關鍵

的水問題出發，希望運用媒

體的力量，喚起朝野及全民

的注意和努力，共同為已經

受創深重的台灣河川 ，進行

徹底的了解和整治 。 這是中

國時報在台灣立足生根，竭

誠關懷和回饋本土的一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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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在河川保護小組成立十

年，也是中國時報即將邁入

五十週年之際 ，河川保護小

組顧問群整理十年來的主張

與建言 ，向陳總統提出 「建

構綠色台灣十年計畫 」 希望

能夠作為新政府施政的參

考。余紀忠董事長認為 ， 這

三大課題和八點建議是台灣

邁向二十一世紀必須面對的

。蕭新煌 | 挑戰 ， 也是今後時報河川保

.陳鎮東

.余範英執行長與林信義(中)、蕭新煒(右)熱烈討論污水處理管制。

護小組希望持續推動落實的 到佩服，尤其是時報文教基

金會結合學者專家，舉辦一方針 。

陳總統在書面賀詞中指 系列關懷河川研討會，發起

各項愛護河川的宣導活動 3出，去年九二一大地震，讓

透過媒體的深度報導 、 專業台灣人民深刻經歷到山川變

調查 、發掘問題、 凝聚共色的衝擊，今年的高屏溪毒

識 、喚起各界投入污染整治水事件，更讓我們意識到南

台灣的河川生命資源，已遭 與環境保護工作， 貢獻良

受到致命的妝害 。 面對各項 力二y'

災後重建及水土資源保育工 時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余

作，如何妥善規晝水資源的 範英指出 ， 時報文教基金會

。歐陽幅暉 開發 、利用 、 分配與管理， 這十年來的努力也許還不

夠，能做的也還很多，過去

如果有一點成績的話， 完全

是學者與顧問們針對河川研

討與調查的成績， 1可 ) 1 1小組

成立十年之際，以及中國時

報五十週年慶前夕，發起各

界專家，舉辦 '7.]<.的關懷

二十一世紀的海島願景研討

會 J '結合學者、專家，大

家一起繼續的走下去，關懷

這一片土地 。

解決河川污染為當務之急

在二天的研討會中，解決

國內河川污染問題，成為與

會者心聲，經建會副主委張

景森在研討會上宣示 ，新政

府在未來四年內投入五百億

元，將現行污水下水建設普

及率由現行的六 . 五%提升

至十七%;環保署長林俊義

則向工業區及科學園區下達

最後通蝶，要求新設工業區

及科學園區必須在明年七月

前完成廢棄物處理設施，否

則不得營運，現有工業區必

須在九十二年底完成 。

研討會總召集人蕭新煌在

會議總結時表示，時報文教

基金會推動河川保護運動，

雖然是 「十年尚未完成，有

待來日多努力 J '但時報未

來會繼續結合各界力量繼續

為保護我們的河川 、水土 、

海岸及海島而努力 。 他並總

結研討會十五項具體結論分

別是:

對水污染指標應有新的看法

第一 : 大家認為 ， 十年來

並倡導全民珍惜保育生態、環

境，實為當前刻不容緩的要

務 。今後政府相關部門將妥

善規劃具有前瞻性的水資源

保育計畫目 ，並加強營運管

理，致力達成建構「綠色台

灣」的施政目標，以期早日

還給國人一個安全 、 潔淨的

生活空間。

身為第一任環保署署長簡

又新也對中時報系十年來致

力於推動河川環保的努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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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21世紀的海島願景研討會吸引眾多關心環保人士參加。 入廢棄物處理等工程事業的

在各方努力下，水污染來源

雖然改變了 ，但過去因食

品，紡織及染整等產業造成

污染並末消失 ，而且又有高

科技產業所造成的新污染源

出現，也因此建議政府對水

污染指標應有新的看法，不

應再有傳統產業才是水污染

元凶的偏頗觀念 。

第二 : 過去下水道因屬看

不到成果的「地下建設 J ' 

政治人物不願意去做，但這

次與會人士都認為 ，下水道

是未來相當重要的公共建

設，要推動「地下化工

程 J '就要從下水道整治開

始，經建會副主委張景森在

研討會即承諾，未來將以每

年三%的成長率推動下水道

普及化 。

第三 ﹒ 十年來，大家一直

看到政府以 「立法從嚴 、 執

法從寬」的心態，推動環境

保護工作，法律只是被用來

參考而己 ，不守法者被抓到

是運氣不好 。 環保署長林俊

義在此次大會則承諾將從公

權負責的工業區及科學園區

開始，加強廢水及污水的處

理管制，並提倡合理執行的

理念 。

第四:在黑道勢力廣泛介

情形下 ，與會人士也呼籲政

府應全面展開環保掃黑， 把

真正介入、破壞環境的流氓

全捉起來 。

對水資源管理應重於開發

第五 . 與會人士同時也對

水資源管理應重於開發，不

能為了經濟開發而破壞水資

源，以及建議政府建立單一

窗口，整合河川河域管理事

權，並跨越部會成立環境資

源部，統籌環境源保護事務

達成共識 。

第六 :災區遷村及壇塞湖

存廢等問題， 都應回歸專業

判斷 。

。法務部長陳定南 ( 右下 ) 願意

勵行環保痛黑。

第七 :以生態保護及安全

為優先考量。

第八 : 政府應踐及履及儘

速完成中台灣飲水等維生系

統建設工程 。

第九:限制山坡地非農業

開發使用，鼓勵生態造林，

而非為砍伐而造林 。

第十:從中台灣經驗的了

解，避免不必要的山區道路

擴建及開發 。

回歸到海洋文化的價值認同

第十一 : 重建台灣海島認

同，不要老是在大陸認同的

陰影下，回歸到海洋生態 、

政治、經濟及文化的價值認

同;

第十二 :再造台灣海洋生

態立國發展策略及脈絡，

第十三 : 重回閩客海港文

化，重拾原住民對海洋資源

保育的理念;

第十四 : 找回海島人民對

親水近海的權力，反對繞過

工業區才能看到海的生活，

第十五 . 海洋三法能儘早落

實對海洋的保護，建立海洋

公民素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