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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9 月 20 日邀請擁有都市設計背景吳怡彥副教授擔任焦點座

談主持人，而參與者均為在地居民、在地工作者，逐步畫出地方發展定

位與願景。 

本案邀請 14 位參與者進行討論，以「社造介入都市水環境再生」

為主要操作核心目的，從訪談地方(個人)的內容，以及自強里中秋晚會

票選「你對下埔仔溪未來的想像」，擬定焦點座談之相關議題及可能衍生

之議題，彙整如下 5點： 

(1) 友善自行車道與親水步道的延續。 

(2) 社區活動空間的不足。 

(3) 現有水圳生態的活化。 

(4) 污水處理水質惡臭的改善。 

(5) 渠道沿岸腹地的美化。 

 

圖 20、地方訪談與焦點座談執行概念圖 

表 11、分區焦點座談辦理內容表 

時間 

107年 9月 20日 
主題 內容 

19:00~19:20 計畫說明  

19:20~19:30 水的敘語 

(案例影片) 

(1) 葫蘆墩圳→水圳再現 

(2) 鳳山曹公圳→生活河畔 

(3) 日本瀨戶川→社造護川 

(4) 桃園大圳→藝文水廊 

(5) 台中綠川→時尚水都 

19:30~20:30 意見交流 【都市水環境再生】 

社區訪談結果彙整相關議題進行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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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參與座談的在地居民及社區工作者，大家對於下埔仔溪的未來

及孩童與水共處的可能出發，建議未來能朝向生態營造及歷史文化傳承

的面相思考，採不加蓋方式，延續水圳的水文脈絡及歷史記憶，期望能

恢復兒時親水的環境，甚至能作為下一代環境教育的場域；同時善用下

埔仔溪腹地作為社區空間的使用，增加娛樂及休閒的場域，相關會議記

錄請詳見附錄。 

  

  

圖 21、本案操作焦點座談之情形 

本案亦於 107年 11月 17日~18日辦理桃園區下埔仔溪【藝起畫話

遊水圳-水圳走讀 X 大地藝術創作】活動(請參見表 16)，採「建構友善

與生態的水岸樂活廊道」之概念，尋求多元推動方式，及豐富都市水環

境樣貌之可能，以「水圳走展示讀」、「大地藝術創作」及「創作結果定

點」等動態實境體驗的方式，讓大家產生溝通、互動，打破刻板的說明

會框架，喚起居民對於水圳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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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下埔仔溪【藝起畫話遊水圳-水圳走讀 X大地藝術創作】活動流程表 

時間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107年 11月 17日 (星期六) 

9:00~9:10 開場 說明活動目的及流程 

9:10~9:30 長官致詞 致詞 

9:30~11:30 漫遊水圳 藝術家引領前往水圳沿岸踏查及拍照記錄，走讀過程

拋出議題引導民眾思索與願景發想 

1.實際走訪瞭解水文脈絡 

2.實景觀測喚醒民眾感知 

11:30~13:00 午餐 ~大家隨興席地而坐在地野餐~ 

促進民眾更貼近大地親近自然，使水環境融於生活 

13:00~15:50 藝畫大地 ~藝術家引導大家創作~ 

促進自主意識，激發在地居民對水文脈絡保存的重

視，培養後續自發性行動的啟蒙 

1.融入生活地景的可行性 

2.串聯水陸環境的可能性 

3.整治維護的推動方式 

15:50~16:00 結尾  

107年 11月 18日(星期日) 

9:00~9:10 團隊開場 說明活動目的及流程 

9:10~11:30 藝畫大地 ~藝術家帶領大家持續完成創作~ 

11:30~13:00 午餐 ~大家隨興席地而坐在地野餐~ 

13:00~15:30 藝畫大地 ~藝術家帶領大家持續完成創作~ 

15:30~15:45 作品展示及分享 共同懸掛作品，並創作成果分享 

15:45~16:00 結尾  

 

  



 

下埔仔溪下游及菜堂排水區域焦點座談會議結果彙整表 

107 桃園市下埔子溪重點區塊綠廊規劃及高低揚水圳周邊環境調查先期規劃報告 

焦點座談紀錄表 

場次 下埔子溪 時間 
107 年 9 月 20 日(星期四) 

下午 19:00 至 21:00 

主持人 東南科大觀光系 吳怡彥副教授 

地點 豐田大郡幼兒園 

與會對象 豐田大郡住戶、尊榮社區、尊爵飯店、在地工作者 

參與人數 共 14 人 

座談記錄 

(一) 自然生態作家黃仕傑先生： 

在意小孩的未來，不希望河川水泥化、無植栽，期待下埔仔溪種植原生

樹種(苦練、台灣欒樹等)、成為生物棲地，創造一個真正的生態廊道。 

(二) 豐田大郡幼兒園園長謝月鈴小姐： 

加蓋只是讓惡臭被掩埋在下面，並無法真正解決問題，希望先改善水質

問題，完善腳踏車步道，並於閒置空間建置社區可以使用的設施。 

(三) 物流公司經理： 

應了解下埔子溪全長長度及河道寬窄的差異，先有初期規劃、分段節流、

確認是不是有經費，請景觀設計公司直接設計幾個方案給民眾選。 

(四) 藝術家陳妙音小姐： 

加蓋、不加蓋各有好處，不論哪一種都希望是整體的規劃，而不是片段

改善。期待能讓小孩親近大自然，並善用河川周邊的老房子來保留水文脈絡、

歷史文化，創造親水環境。 

(五) 豐田大郡財務委員會黃朝興先生： 

曾幾何時，帶小孩至南崁溪散步回家途中，小孩不經好奇疑問:「爸爸為

什麼沒有吊橋可以連到我們家。」，對下埔仔溪的居民而言，到南崁溪需繞

過經國大馬路非常危險，我們都期盼能有一個人行陸橋能直接連通。 

(六) 尊爵飯店安全室主任陳駿樺先生： 

不論是加蓋還是不加蓋，希望調查清楚水位差，尤其是南崁溪，颱風期

與枯水期水位落差大，未來設施規劃上須考量，避免水岸公園或設施像之前

納莉颱風溪水暴漲淹水，造成設施毀壞而浪費資源。 

(七) 李曉鐘副議長辦公室秘書王念華先生： 

副議長從小居住在這裡，十分了解下埔仔溪的故事，有機會再來跟大家

分享。 

(八) 尊榮社區住戶： 

較關心水質惡化的改善，希望能分析加蓋與不加蓋的選擇，讓民眾先瞭

解再判斷，一般民眾沒有這方面的知識，現況下埔子溪腹地不大，加蓋所產



 

107 桃園市下埔子溪重點區塊綠廊規劃及高低揚水圳周邊環境調查先期規劃報告 

焦點座談紀錄表 

生效益並不大，會有閒置空間可以利用嗎?  

主持人總結 

(一) 加蓋與不加蓋經與社區居民訪談結果，各持有不同的意見與看

法，加蓋會使水無法深入到土壤，土壤微生物分解需要水，對於環境確實會

造成一些傷害，然部分加蓋仍有其好處，本座談亦會將大家的提議彙整，針

對下埔仔溪各段不同特性做不同規劃。 

(二) 目前市府已著手進行污水接管的工程，後續期望朝向跨局處整合

來整治河川，但仍有些行政上的困難，會持續溝通。 

(三) 整治河川需全面性規劃，無法短時間全部建置完成，需分段實施。

未來將再透過創意活動擾動居民，增加民眾對下埔仔溪的認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