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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編者的的話話
處務報導：時代變遷及都市發展， 公管理處灌區從而縮減，由早期4千多公頃

至現今5百多公頃，由純粹的水利單位儼然成為資產管理公司，畝畝
良田成了寸寸黃金地段，在資產大幅增值情況下， 公管理處也不獨
善其身，成立基金會補助其他管理處、推廣公益、補助各縣市管路設
施、成立茶園灌溉示範區，甚至跨海補助金門各項水利設施。尋訪
公舊圳更添緬懷郭錫 公急公好義、造福鄉土，今 公管理處承先懷
之精神，繼往開來成為表率。

農政專區：農田水利會改制為農田水利署管理處後，為維持資產收益達專款專用
之政策，農田水利署遂成立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由各管理處自行
進行資產管理，設置國有財產資料卡進行分類管理。各處土地與建物
權利變更為國有，做為管理機關，農水署推動財產產籍管理制度，
110年起落實各管理處財產盤點作業，辦理17次實地訪查，管考工作
將持續進行。

農訊交流：「牛墟」是早期農業時代的市集，在獸力農耕時代，耕牛是農家最重
要的資產之一，也因此衍生出買賣牛隻市集，是農民尋找好幫手的場
所。50年前農耕機械化並逐漸取代獸力後時而至今，尚存牛墟沒有牛
隻買賣但買賣氛圍仍在，提供各樣日常商品，成為另類商展。

專題報導：熱情驟起也會如烟花易無。能夠專心投注在一項工作中，並且歷時四
十年不停歇可堪稱不凡，也絕非熱情二字可以形容。苗栗管理處魏處
長賢堉、台中管理處陳處長榮福及嘉南管理處邱處長清義三位處長除
了優秀的水利學識背景並窮畢生精力貢獻在所屬的領域中，戰戰競
競、責無旁貸，為每一位在農田水利工作崗位上的夥伴們立下美好榜
樣；邱正略教授正本溯源能高大圳的建造史，其歷史規劃始於日據時
代末期，並於20多年後由臺灣政府完成此艱鉅水利建設。釐清能高圳
路史是為光復後補助埔里盆地灌溉農地有600多公頃，不與日戰時期
的米穀增產計畫相關。

現場傳真：農水署嘉南管理處經年辦理「烏山頭健走活動」每每活動推出即額滿，
健走活動結合園遊會，除了讓參與者看見政府推光農業政策的用心也
可以行銷各式農產，是兼顧多元的好活動。

 桃園管理處的員工教育訓練暨生態觀摩前往宜蘭及花蓮二縣，水利人
去到雲水山的地方走訪自是眼界大開，身心靈收穫皆豐。

水利走筆：細數彰化管理處在110年第一期稻作面臨前所未有缺水的挑戰傳承亢
旱經驗，其中準確判定旱況提前部署，進行有效調配並應用水資源最
大量化，統籌分配因應各地水情豐枯條件。全處上下一心，在劉前處
長淑華帶領下，同仁並肩抗旱，給各管理處留下優秀的抗旱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