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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川保護小組顧間晉見總統

「 人禍 ! 民不聊生!高

屏溪毒水事件的省思

與主張 」 座談會結束後 ，與

會學者專家認為有必要向陳

總統提出建言 ，基金會乃安

排學者專家在九月七日晉見

總統，並由執行長余範英，

副執行長林聖芬陪同大家一

齊向總統提出建言 。

陳水扁總統在接見時報文

教基金會河川保護小組代表

時表示 ，地球只有一個，台

灣只有一個，必須聽土地聲

音 ， 聽大自然的聲音 ，愛護

環境，否則將會受到苦果 ，

屆時再多的人下台也沒有

用 。 他同時強調，建立綠色

矽島 ， 其中矽島只是工真，

重要的是在建立重視環境生

態的綠色才是根本 。

晉見總統代表包括:時報 | 矽島計畫 ，希望在二年內針 | 三 、 資源利用生態化、 污 .陳總統對時報文教基金會執行

文教基金會執行長余範英 、 | 對有毒物質管理完成 染管制總量化、水土經營，流
長余範英在環保上的努力表示敬

佩。

時報河川保護小組顧問於幼 | 一 、 普查嚴控全島毒物分 | 域化、續效控管地方化、環

華 、 馬以工 、 蕭新煌 、胡弘 | 布及其流向有毒物質管理 。 I 境保護全民化 。 強調環境立國特色 。

道 、 溫清光 、 歐陽峙暉及召 | 二 、 成立專責解毒及防毒 | 在十年內完成下列國家環 中央大學教授歐陽崎暉則

集人林聖芬 、 執行秘書呂理 | 系統 。 1 境與發展項目: 建議每年應從地價稅或從中

德等人 。 I 在五年內完成下列水土資 | 一 、 調和客觀資源有限之 華電信等公司民營化釋股

台大教授於幼華並代表河 | 源經營項目 現實與主觀社經發展願景 。 中，提撥經費，做為興建污

}II小組顧問們 ， 向陳總統提 | 一 、 經營理念永續化、策 | 二 、從社區、城鄉、流 水下水道經費， 以提高污水

出 「 建構綠色台灣十年計 I I咯整合化 、 方法步驟化 。 I 域，策劃永續發展示範模 下水道建設比例 。

畫 J '於幼華指出，建構綠 | 二 、水源保護優先 、 水量 | 式 。 監委馬以工及成大教授溫

色台灣十年計畫是承續綠色 1 7.1<質，統籌。 1 三 、 貫徹全民環境教育 ， 清光建議總統，可以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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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主 事 件 的 省 ~、

場合，多為環境說話，影響

民眾 。 中研院研究員蕭新煌

則認為，政府應該引導民

眾，告訴民眾，環保事務要

做好，地方政府最為重要 。

余範英指出 ，十年前，時

報文教基金會有感於美麗寶

島唯一仰賴生存的環境，在

急速經濟發展過程中受到嚴

重的破壞，所以自七十九年

六月開始邀請環保專家成立

?可川保護小組，十年中，我

們每年都舉辦大型研討會 、

小型座談會與公聽會，結合

學者與專家人數超過千人以

上;我們也曾策畫連續兩

年，針對台灣河川污染現況

進行調查;並連續四年前往

各地，針對河川流域的污染

整治，發動我心中一條河、

寫給地球一封情書等徵文比

賽，舉辦繪畫比賽 、河川單

車健行 、河川電影等活動，

擁抱河川 。 在十年中，我們

走遍全國二十三個縣市，每

個縣市至少走過數次，與地

方關心河川人士，各級政

府，環保團體，各社圓、原

住民都結合起來，共同關心

我們的河川，並一起推動水

源區內種二千萬棵樹救台灣

水源活動 。

但是十年來，經濟快速發

展，造成河川新破壞仍不

斷，今年七月十五日，高屏

溪發生毒水事件後，就覺得

應該來音見總統，以我們做

了十年河川保護運動的心得

向總統提出建言。

.陳總統 ( 右六 ) 與時報文教墓金

會執行長余範英 ( 右五 ) 及時報河

川保護小組顧問於幼華 、馬以工 、

蕭新煌、胡弘道、 jE清光、歐陽帽

體及召集人林聖芬 ( 右 )、 執行

秘書呂理德 ( 左一 ) 等人合影 。

陳總統最後表示，對於核

四是否興建，要不要七輕、

八輕，政府會做出明確的政

策， 而台灣環境問題是老問

題，但也是一定要做的事

情，時報河川小組持續關懷

河川十年，他也希望大家一

齊努力來關懷環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