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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山倡議」於民國 99 年底

引進台灣，是由日本環境廳與聯

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UNU-IAS）

共同推動而來，主張促進符合生

物多樣性原則的活動，以實現社

會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想，就農

業而言，可促成兼顧農村生態環

境與農友生計的局面。「里山」

涵蓋了森林和農村的地景，「里

海」則是海岸地區的社會與生態

之生產海景。而依山傍海的花蓮

縣豐濱鄉新社村，同時具備這兩

種地景，在此正上演公私部門合

力推動自然和諧共生永續農村的

故事。

新社村中靠海的新社部落是

噶瑪蘭族，而傍山的復興部落則

是阿美族，很久以前因緣際會落

序

腳於新社成為鄰居，運用代代相

傳的傳統農業與生態知識，依靠

當地的海洋、溪流、梯田及森林

維生。然而近年新社部落族人

發現海邊的漁獲減少、珊瑚礁白

化，擔心是否因上游採用慣行農

法耕作所致，本場遂與相關單位

合作投入調查與輔導，拉開了故

事的序幕。

為協助豐濱鄉新社村的新社

及復興部落發展農業，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兩位前主委曹啟鴻、林

聰賢先後到部落拜訪，聽取族人

的心聲並責成所屬單位協助解決

部落的困難。本場前場長、現任

輔導處范美玲處長與國立東華大

學環境學院李光中老師邀集水土

保持局花蓮分局、林務局花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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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管理處、農糧署東區分署等政

府部門、在地組織、學術機構

及民間機構等共 21 個單位，於

105 年底共組新社村「森 - 川 -

里 - 海」生態農業倡議多元權益

關係人平台，在當地分工合作推

動生態農業、資源調查和監測、

水田復耕、地景多樣性營造、原

住民文化復振、環境教育、生態

和綠色旅遊等工作，逐步輔導新

社及復興部落的族人，朝森林、

溪流及海洋等資源共同管理的方

向邁進。

本場從農業技術本位出發，

從一級到六級農業，協助族人提

升有機友善耕作技術、導入生態

農業技術、推動作物保種與食農

教育。為加強在地輔導，本場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場長 杜麗華 謹識

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派徐仲禹助理研究員擔任聯繫窗

口，除了提供土壤管理的支援，

更依照當地特色產業發展需求，

引介本場各個作物或病蟲害專家

及行動教室進駐，包括研究人員

劉興榮、孫正華、林立、林正木、

林文華、洪千惠、何雅婷等人，

為族人提供第一線的服務，讓族

人在作物生產方面無後顧之憂。

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到，是部

落族人維護里山里海生產地景的

自覺，啟動了公私部門的通力合

作，而這個平台的各個關係人更

是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這是

一個農村追求永續發展的典範，

邀您一起來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