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業櫥窗

註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109年7月11日舉行「109年度林業及自然保育有功表揚大會」表揚
15位林業及自然保育有功人士及3個推動野生動物生命教育楷模團體，肯定每位得獎者及團體對於
生態都有極重大的貢獻，且背後都有許多令人敬佩的故事。林務局用心策畫表揚大會，正是期望讓
更多民眾看見這些故事，獲得啟發，進而成為關心生態保育的一員。

The Forestry Bureau under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held a public ceremony on July 11, 2020, 

to present awards to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to recognize thei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in forestry and nature preservation. The awards honored 15 individuals in forestry and nature 

preservation and three organizations in the fields of wildlife care and education. The Forestry 

Bureau held the event to publicize the inspiring stories of the recipients so as to encourage more 

people to commit to ecology preservation.

摘要

表揚臺灣幕後英雄

綠色奧斯卡

Recognition of Contributions in Forestry and Nature Preservation

劉汝育 1林業及自然
保育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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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近幾年從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
開始，森川里海跨域整合，要達到人
與自然生態和諧共生的目標，需要更
多熱情及資源的投入才能逐步完成，
官方與民間合力，才能做得更加完
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
為感謝及肯定在臺灣林業及生態環境
長年默默努力付出的產官學、在地人
士，今年 7 月 11 日在農委會林務局

（簡稱林務局）國際會議廳隆重舉行一
年一度有「 綠色奧斯卡 」之稱的「 林
業及自然保育有功表揚大會 」，會中
由農委會黃金城副主委及林務局林華
慶局長頒發 15 位「 林業及自然保育有
功人士 」及 3 組「 推動野生動物生命
教育楷模 」得獎團體。

二、 15位有功人士，他們的心和行
動，讓使命延續

這些在林業及保育領域奮鬥的幕
後英雄，都是今年的「 林業及自然保
育有功人士 」，值得大家一同來瞭解
他們的故事。

嘉 義 地 區 鄒 族 特 富 野 大 社 頭 目
汪義福先生，化解族人歧見、凝聚共
識，與嘉義林區管理處一起成功推動

「 狩獵事務由部落自主管理 」，使部落
成為臺灣狩獵自主管理先例及典範；
被譽為「 臺灣登山搜救隊的第一把交
椅 」的伍玉龍先生，結合高山步道工

程技術與布農族傳統工藝的技巧，整
建多處山林步道，為推動臺灣手作步
道工法傳習的重要指導者；綽號象哥
的中華鯨豚協會專員郭祥廈先生，曾
是走遍世界各地的導遊，為了為家鄉
環境效力，轉而投入臺灣鯨豚救傷、
救援工作，成為第一線的鯨豚救援專
家；教育界退休後仍秉持服務社會使命
的洪清漳先生，長期在金門縣烈嶼鄉
海岸線觀察生態，記錄到近 40 種未在
臺灣有任何正式紀錄的潮間帶生物，
為金門生態多樣性打開世界知名度；
菱角田上漫步的水雉，一度因誤食浸
泡農藥的稻穀而幾近滅絕，在政府與
民間通力合作、眾多保育人士及地方
農友長年努力下，如今數量已突破千
隻，臺南官田水雉生態教育園區主任
李文珍女士則繼承亡夫遺志，致力守
護水雉，並帶動當地農民朝向友善農
耕之路發展、加入「綠色保育計畫」，
對於水雉族群量的恢復貢獻良多。

本次獲獎者有 3 位來自花蓮。卓
溪鄉南安部落的布農族青年林泳浤先
生，軍人退役歸鄉後當起農夫，積極
結合部落力量推廣里山食農文化，也
和花蓮林區管理處共同推動部落生
態旅遊及黑熊環境教育人才培力；
有標本達人之稱的林青峰先生，只要
上了山就下不來，憑藉對動物及山的
熱愛，在花蓮秀林鄉西寶地區推動傳
統農作形態轉型，並成為在地生態教
育先驅；花蓮縣棲地保育學會創辦人
傅元陽先生，因鍾愛蝴蝶，從跆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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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手教練身分轉型投入營造蝴蝶棲地
生態園，更與公部門合作推動社區林
業、生態解說員培訓，啟發大眾發現
生態魅力。

教 育 學 術 單 位 在 培 育 永 續 人 才
上也不可或缺，如身兼台灣哺乳動物
學會會長及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的林
良恭教授，持續從事教育推廣，並致
力於臺灣哺乳類學的國際交流，對國
家哺乳類保育及生物永續發展貢獻良
多；國內目前唯一具備林木生產收獲
作業之現場專業技術與後端木材加工
利用技術之專家卓志隆教授，除投入
林業教育工作 30 年，也致力研發木材
與木質複合材料的熱處理技術，提升
國產材產品的可塑性及競爭力，使得

過去只作薪炭材使用的臺灣相思木，
點石成金躍為國際市場新寵兒，不但
改善林產業斷層，更帶動林業生產技
術之革新；而長期致力於阿里山林業
鐵路及羅東林業鐵路文化推廣的蘇昭
旭助理教授，以統計研究資料佐證臺
灣阿里山林業鐵路在「 海拔最高點 」
與「 海拔落差 」2 項特質超越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UNESCO）登錄的世界
遺產鐵路，提升臺灣國際能見度並彰
顯阿里山鐵道的普世價值，亦是搭起
臺灣林鐵與各大世界遺產鐵路交流橋
樑的重要推手之一。

不 僅 民 間 專 家 長 年 付 出 ， 更 有
其他公部門機關夥伴們各司其職，通
力合作，是保護山林的重要能量。保

農委會黃金城副主委（中）、林務局林華慶局長（左4）與第一階段得獎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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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黃金城副主委（左5）、林務局林華慶局長（左4）與第二階段得獎者合照。

七總隊第五大隊新竹分隊黃恩賜小隊
長，4 年多來不畏生命危險，積極地
深入山中，查獲多起違法案件，守護
森林健全與多樣性；林務局各林區管
理處執行空中勤務最重要的夥伴，空
中勤務總隊劉榮台約聘飛行員，除了
協助各林管處森林火災、投水、物資
運補作業，平時也參與林管處國家森
林防火隊訓練；任職於臺中地方檢察
署的黃嘉生檢察官，膽大心細地憑藉
一名盜伐被捕的外籍移工，釐清在中
部地區跨機關盜伐案件之間的關聯
性，並以創新大數據交叉比對中部地
區各案共同點，一舉破獲 3 個大型盜
伐集團，發揮「 檢、警、移、林 」合
作最高效益；而近年石虎保育議題頻

頻躍上媒體版面，苗栗縣政府基層人
員技工徐國楨先生，不畏阻力仍致力
評估苗栗縣大尺度路殺風險、石虎族
群數量分析與調查，並設置野生動物
出沒警告標示牌，推動地下水門變身
動物通道，讓野生動物有安心回家的
路。

三、 官民攜手，共創生態與產業雙贏

而今年度「 推動野生動物生命教
育楷模獎 」，獲獎的單位為臺北市立
動物園、澎湖縣家畜疾病防治所、嘉
義縣野鳥學會 3 個單位，皆為政府與
民間團體的保育行動表率。臺北市立
動物園長年致力於野生動物保育及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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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教育工作，亦透過良好的圈養野生
動物族群管理提升動物福利，而去

（108）年援救受傷黑熊任務中，活用
自身資源並積極參與醫療、收容並與
其他醫療研究團隊通力合作，使黑熊
迅速恢復後成功運回自然野放，實為
生命教育的模範；澎湖縣家畜疾病防
治所從 105 年起在防治所內以任務編
組方式設立野生動物急救站，至今已
救護超過 300 隻海龜並回歸野放，另
外在野鳥救治、瀕危、珍禽、海洋哺
乳類擱淺等野生動物舊傷，也都有傑
出的表現；而嘉義縣野鳥學會長期無
償義務野鳥救傷，並照護鰲鼓濕地森
林園區鳥禽健康及嘉義縣地區黑面琵
鷺救傷，為嘉義縣政府執行濕地保育
類動物救傷重要夥伴。

四、 結語

農委會希望每年藉由表揚大會，
挖掘在不同層面深耕、默默為臺灣貢
獻付出的夥伴們，讓他（她）們的努
力都能被大家看見，也希望生存在這
片土地上的我們，能為實踐保護臺灣
山林與自然生態繼續努力，留給後世
子孫美好的永續臺灣。

※	109年林業及自然保育有功人士名單

	 汪義福、伍玉龍、郭祥廈、黃恩賜、劉榮台

	 洪清漳、李文珍、林良恭、林泳浤、林青峰

	 黃嘉生、徐國楨、傅元陽、卓志隆、蘇昭旭

※	109年推動野生動物生命教育楷模獎得獎單位

	 臺北市立動物園

	 澎湖縣家畜疾病防治所

	 嘉義縣野鳥學會

推動野生動物生命教育楷模得獎團體合照（左6為林務局林華慶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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