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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花蓮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於 101 年 6 月 27 日經由本縣環教審議會第一

次定期會議審議通過，而根據環境教育法 19 條，本縣須進行環境教育 4 小

時並申報的機關學校共 272 所，初期因各單位回應並調整環教方案的時間有

限，且需學習使用 EEIS 系統，故有許多單位雖已執行環境教育相關活動，

卻因系統操作不良而幾乎面臨罰則。在積極宣導及輔導後，本縣各機關及學

校環境教育 4 小時計畫及成果連續 3 年 100%申報，各單位執行多元活動並

結合地方豐富之環教資源，其中以體驗、戶外學習、參訪及其他活動之合計

比例最高，本縣推動環境教育成果相當成功，應繼續鼓勵多樣發展。 

本縣於 105 年 11 月 14 日召開「105 年度花蓮縣環境教育審議會暨跨局

處會議」，配合 4 年 1 次的國家行動方案檢討提出花蓮縣 105 年度環境教

育行動方案內容之增修，累積各單位執行之經驗回饋及本縣環教審議會委員

之意見，滾動式增修以符合各局處之業務推動環境教育。花蓮縣能榮獲 105

年度「環境教育績效考核績優機關」98 高分之殊榮，仰賴全縣民眾共同努

力，全方位打造產業永續、低碳生活的幸福花蓮，讓花蓮成為世界級的低碳

城市與健康城市！ 

一、 年度工作項目摘要 

(一) 法規建置 

1. 本縣依據環境教育法辦理各項業務，於 101 年 6 月 27 日本縣環教審議

會第一次定期會議通過「花蓮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並於 101 年 8 月 1

日公告「花蓮縣環境永續教育中心之場所使用管理規範」，此外並未訂

定其他環教相關辦法。 

2. 本縣預訂於 101 起未來二年內要完成地方環境教育相關獎勵辦法之制定，

以利環境教育之推動。 

3. 為審議並監督環境教育之推動與經費使用，本縣設置「環境教育審議會」

於 101 年 6 月 27 日召開第一次會議，101 年 10 月 5 日召開第一次臨時

會，委員提供的意見皆做為本縣環教發展的方向。 

4. 104 年因應本縣轄管之環保科學園區活化，乃重新修訂花蓮縣環境教育

行動方案，俟環境教育審議委員會議審查並修訂後始可通過。 

5. 於 105 年 5 月 19 日本縣環境教育審議會修訂「105 花蓮縣環境教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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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草案」，配合 4 年 1 次的國家行動方案檢討進行增修。 

6. 於 105 年 11 月 14 日本縣環境教育審議會暨跨局處會議提出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建議「105 年度花蓮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修改部分內容，並藉

此會議重申環境教育法及配合辦理項目，花蓮縣政府為推動環境教育之

主管機關，請各局處協助辦理推動環境教育計畫並配合提報執行成果，

以利環境教育審議委員掌握本縣推動環境教育計畫之進度。 

(二) 組織人力及培訓 

 環境教育審議會辦理情形： 

1. 委員組成概況：機關委員 4 名，專家、學者或團體代表委員 9 名，共

13 名。 

2. 環境教育協調事項： 

(1) 105 年度花蓮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草案。 

(2) 105 年度花蓮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修正。 

(3) 環境教育法及配合辦理項目。 

(4) 106 年各局處推動環境教育計畫。 

(5) 討論事項說明：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開通率須達到 65%。 

3. 環境教育行動方案訂定情形： 

(1) 本縣之行動方案已於 101年 6月 27日經本縣環教審議會第一次定期

會議審議通過並經 鈞署備查在案(環署綜字第 1010056115 號)，惟該

行動方案其主(協)辦機關為本(環保)局為主，並未充分納入其他單位

之業務。 

(2) 為因應環境教育之跨域性及多元性，並使各局處協調分工合作，共

同推展環境教育，本局於 105 年 11 月 14 日召開跨局處會議，請各

單位提供與環境教育相關之職掌業務及資料以利未來修訂時納入行

動方案內。 

(3) 為符合「國家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每四年修訂一次為期，本縣行動

方案亦配合訂於 105 年度進行修訂，且將結合相關單位執行環境教

育相關業務之資源與經驗，拓展行動方案範圍並提高層級使之真正

成為本縣環境教育行動方案。 

 105 年辦理 2 次審議會，第一次於 5 月 19 日辦理，機關委員 2 人，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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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者或團體代表委員 8 人，環保局及承辦單位 10 人，共計 20 人。

第二次於 11 月 18 日機關委員 3 人，專家、學者或團體代表委員 6 人，

各局處及承辦單位 20 人，共計 29 人。 

 環境教育志工專題演講： 

1. 參與人數：共 114 人參加，114 人完成培訓。 

2. 演講時間：105 年 6 月 21 日，共 1 梯次。 

3. 演講內容：由台灣世界青年志工協會 鄧繼雄理事長進行「志願服務專

題演講(團體動力)」，鄧講師在課程讓學員們身心歸零，之後再協調整合，

在課程中不斷的讓學員們進行互動，激發學員們的聯想力與創造力。分

享社區如何推廣環境教育之經驗，可增進環保志工交流學習，進而提升

花蓮縣環境保護之效能。 

4. 活動照片： 

   

圖 1 環境教育志工專題演講活動照片 

 環境教育志工培訓情形： 

1. 培訓人數：培訓 102 名。 

2. 培訓時間：105 年 5 月 21 日至 105 年 5 月 22 日，及 105 年 7 月 21 日至

105 年 7 月 22 日，共 2 梯次。 

3. 課程內容及時數：  

第一場培訓課程：共 7 項課程 16 小時 

(1) 環境教育課程設計-規劃教學(2 小時) 

(2) 環境教育課程設計-教案(2 小時) 

(3) 環境教育的評量(2 小時) 

(4) 解說規劃與執行(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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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環境教育教案交流(2 小時) 

(6) 環境教育教案激盪(2 小時) 

(7) 環境教育教案實際演練(4 小時) 

第二場培訓課程：共 5 項課程 16 小時 

(1) 當前環境現況及環境保護政策(3 小時) 

(2) 環境倫理(1 小時) 

(3) 環境教育宣導實際演練(4 小時) 

(4) 環境教育課程設計(4 小時) 

(5) 解說及演講技巧(4 小時) 

4. 培訓內容：透過環境教育志工專業培訓，利用志工力量，協助宣導推廣

環境教育理念及分享經驗，加強鄉鎮市區、村里推動低碳永續概念，引

領花蓮縣環境公民與環境學習社群日益成長，確實達到環境保護之效

益。 

5. 活動照片： 

  

圖 2 環境教育志工培訓活動照片- 105 年 5 月 21 日至 5 月 22 日 

  

圖 3 環境教育志工培訓活動照片-105 年 7 月 21 日至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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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與資訊 

 輔導轄內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及民營企業辦理環境教育： 

1. 綠色採購： 

(1) 辦理內容：本計劃為有效推廣綠色消費，結合各計畫同步進行綠色

消費及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等宣導，已媒合志工與本縣企業、工

廠、社區、鄰里、學校等單位進行宣導，傳達綠色消費觀念致縣民，

提高對綠色消費的認同之民眾意識，進而優先採購環保產品，共同

響應綠色消費低碳生活。 

(2) 辦理時間：里村與社區宣導 40 場次，機關及學校宣導 16 場次，宣

導人次總計逾 3,000 人次。 

表 1 綠色消費活動宣導 

編

號 
日期 活動主題 地點 人數 

1 105/03/30 綠色消費宣導 中華國小 150 

2 105/04/09 綠色消費宣導 明恥國小 305 

3 105/04/13 
小社區~大夢想!綠手指￭玩創意環

保有藝思暨綠色消費宣導 
康樂社區 36 

4 105/04/14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宣導說明會

暨綠色消費宣導 
環教中心-各機關派員參加 43 

5 105/04/20 
小社區~大夢想!綠手指￭玩創意環

保有藝思暨綠色消費宣導 
民勤社區 34 

6 105/04/22 
環保小局長研習活動暨綠色消費宣

導 
環教中心-各小學薦派學生參加 230 

7 105/04/23 
花蓮家扶-台肥花蓮海洋深層水園

區健走活動暨綠色消費宣導 

台肥海洋深層水園區-各機關派

員參加 
400 

8 105/04/27 
第五屆國家環境教育獎地方初審宣

導說明會暨綠色消費宣導 

環教中心-民孝里、國聯里、民運

里、國富里、主信里、民勤里、

民生里、民德里 

85 

9 105/04/28 環境講習第一場暨綠色消費宣導 環教中心 53 

10 105/04/30 綠色消費宣導 鑄強國小 100 

11 105/05/07 綠色消費宣導 富源國小 100 

12 105/05/11 
環境四小時北區說明會暨綠色消費

宣導 
環教中心 75 

13 105/05/11-12 山海之戀二天一夜暨綠色消費宣導 港口部落、馬太鞍 40 

14 105/05/21-22 環境教育志工教案課程培訓暨綠色 環教中心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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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日期 活動主題 地點 人數 

消費宣導 

15 105/05/26 環境講習第二場暨綠色消費宣導 環教中心 47 

16 105/05/28 第四屆環保戲劇表演賽 仁里社區 300 

17 105/06/14 
環境四小時中區說明會暨綠色消費

宣導 
鳳林國小 63 

18 105/06/15 
環境四小時南區說明會暨綠色消費

宣導 
玉里國中 58 

19 105/06/21 
環境教育志工進階培訓專題講座暨

綠色消費宣導 

環教中心-民德里、主農里、仁里

社區、國裕里、國富社區、福興

社區、民勤社區、民樂里、太昌

村 

114 

20 105/07/02 
生命線協會-珍惜生命.讓愛起飛活

動暨綠色消費宣導 

花蓮市明禮國小附帅前-國聯里

社區、主學里社區、民德里社區、

民立里社區、民心里社區、民政

里社區、國華里社區、主安里社

區、國盛里社區 

100 

21 105/07/21-22 志工培訓南區-光復及鳳林 

林榮里社區、北林三村社區、太

巴塱社區、大富社區、大安社區、

大同社區、大進社區、大全社區、

大興社區、大華社區 

50 

22 105/08/29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宣導 卓溪鄉公所 70 

23 105/08/31 環境講習-第四場 環教中心 28 

24 105/09/07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宣導 玉里鎮公所 23 

25 105/09/19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宣導 中正國小 66 

26 105/09/20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宣導 明義國小 78 

27 105/09/22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宣導 自強國中 56 

28 105/10/04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宣導 海星國小 30 

29 105/10/05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宣導 宜昌國小 50 

30 105/10/06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宣導 花崗國中 40 

31 105/10/07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宣導 佳民國小 11 

32 105/10/12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宣導 吉安國小 31 

33 105/10/17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宣導 文蘭國小 18 

34 105/10/19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宣導 太昌國小 23 

35 105/10/21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宣導 月眉國小 11 

36 105/10/28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宣導 化仁國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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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成效：提供整合性綠色消費輔導，輔導企業完成綠色採購及綠

色消費訓練，提升企業認同綠色消費之理念與形象，喚醒民間企業

的社會責任，逐漸提升企業綠色採購成效，帶動綠色消費風氣，達

到環境保護之效益，進而營造全民綠色消費習慣，逐步實現低碳永

續城市願景。 

(4) 活動照片： 

  

圖 3 綠色消費宣導活動照片 

  

圖 4 稽查環保商店成果 

2. 國家環境教育獎： 

(1) 辦理內容：依據國家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擬定，將獎勵項目分為團

體、民營事業、學校、機關、社區及個人六項。每項遴選特優 1 名

及優等 2 名進行表揚，特優者則推薦參與國家環境教育獎之評選。 

(2) 辦理成效：鳳林文史工作協會榮獲「第四屆國家環境教育獎」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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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優等，對地方推動環境教育績優單位具有鼓勵作用，且環境教育

成效具有示範指標作用。後續對於地方相關環境教育推動工作具有

持續發展作用，並藉由媒體之宣傳推廣國家環境教育獎，以吸引更

多有意者參加。 

(3) 活動照片： 

  

圖 5 國家環境教育獎活動照片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 

1. 辦理內容：藉著辦理說明會或於活動中加入宣導終身學習護照，推廣給

政府所屬或相關機關、學校及團體等，除環保署獎勵辦法外，本縣亦訂

定地方獎勵要點，提供申請並開通成功之個人宣導品，並於年終統計各

單位開通數核發宣導品。 

2. 辦理成效：於 105 年 4 月 14 日辦理終身學習護照推廣說明會一場次，

共計 40 名民眾參與，有效開通率已達 52.36%，抽獎活動於 105 年 10 月

20 日辦理，依據本局訂定之獎勵計畫，計區分為「有效護照獎」、「戶外

學習獎」及「個人終身勤學獎」等三大類。 

3.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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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宣導說明會照片 

 環境教育終生學習網： 

1. 推廣策略及方式：本縣推行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並訂定獎勵辦法，並

輔導各單位人員，上網連結行政環保署之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站，進行

個人帳號註冊及開通，即可隨時隨地透過網路或戶外學習參與環境教育

學習。為使本縣各應辦理機關可如期確實辦理環境教育，辦理輔導說明

會北中南三場次，藉由輔導說明會使本縣各機關學校熟悉、瞭解及操作

「環境教育資訊系統」，俾利完成年度環境教育各項申報作業。 

2. 成效： 

(1) 環境教育 4 小時：104 年度成果提報率為 100%，105 年度計畫申報

率為 100%。 

(2) 環境教育終生學習護照： 

A. 縣府所屬單位：有效護照 4,616 人，開通率 52.36%。 

B. 一般民眾：有效護照 2,410 人。 

 環境講習統計： 

1. 辦理內容：依據環境教育法第 23 條、24 條所訂，違反相關環境保護

法規者，須接受 1 小時以上 8 小時以下環境講習，為協助及有效提升

本縣接受環境講習效率及意願。 

2. 辦理成效：辦理環境講習五場次，共計 262 名受罰單位人員前來上課，

舊案清理完成率達 74%、新案完成率達 77.8%、異地移入案件 11 件，完

成率 100%。 

3. 環境講習日程及到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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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課程

日期 
課程地點 時數 課程內容 

異

地 

請

假 

撤

銷 

應

到 

實

到 

未

到 
達成率 

1 4/28 

花蓮縣環境

永續教育中

心-集賢館 

2 小時 

1. 環境倫理 (梁明煌) 

2. 違反環境保護法律之行

為對個人、團體、環境之

影響 (梁明煌) 

4 0 0 53 50 3 94.3% 

2 5/26 

花蓮縣環境

永續教育中

心-50 人教

室 

2 小時 

1. 環境倫理 (唐淑蓉) 

2. 違反環境保護法律之行

為對個人、團體、環境之

影響 (唐淑蓉) 

0 1 0 47 45 1 95.7% 

3 6/30 

花蓮縣環境

永續教育中

心-集賢館 

2 小時 

1. 環境倫理(許文昌) 

2. 違反環境保護法律之行

為對個人、團體、環境之

影響 (許文昌) 

0 1 0 61 58 2 95.1% 

4 8/31 

花蓮縣環境

永續教育中

心-風華館 

2 小時 

1. 環境倫理(萧瑞棠) 

2. 違反環境保護法律之行

為對個人、團體、環境之

影響 (萧瑞棠) 

6 0 4 28 28 0 100% 

5 10/25 

花蓮縣環境

永續教育中

心-集賢館 

4 小時 

1. 環境倫理(萧瑞棠) 

2. 違反環境保護法律之行

為對個人、團體、環境之

影響(萧瑞棠) 

3. 空氣污染防制法概論 

(萧瑞棠) 

1 0 0 73 70 3 96% 

4. 活動照片： 

  

圖 7 環境講習照片 

 結合轄內學校辦理環境教育： 

1. 世界地球日~「環保小局長」暨「學校環境教育指定人員」戶外學習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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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計畫： 

(1) 辦理內容：配合國際宣傳的觀念及媒體時事的帶領，透過全縣的宣

導活動，將環境教育的國際觀深植於全縣師生心中，藉以引起家庭、

社區對環境教育的重視，啟發其對環境議題更有覺察及省思的能

力。 

(2) 辦理成效： 

A. 分享特色系統知識營造優質學習環境，促進學生多元學習與豐富

學習內容；培養在地人文生態之知能與關懷，促進有效學習，增

進學生鄉土認同。 

B. 完成學習之各校環保小局長返回各校後，將擔任學校環保工作的

宣導及輔導員，協助老師推動學校環保工作。 

(3) 活動照片： 

  

圖 8 世界地球日~「環保小局長」暨「學校環境教育指定人員」戶外學習活動照

片 

2. 國際生物多樣性日~全民行動攝影紀實活動： 

(1) 辦理內容：人類活動對生物多樣性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壞，地球上

的物種正在以遠遠超過自然的速度走向滅絕，為推廣生物多樣性對

人們的重要性，國際生物多樣性日是屬於每一個人的，不只是國際

社會、國家、民間團體可以挺身而出，更需要你的加入！  

(2) 辦理成效：「522 生物多樣性日‧行動攝影紀實」是國際間生物多樣

性保育的代表性活動之一，以紀實攝影的方式來喚起民眾對生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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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性的認識、關切、參與、行動，持續推動生物多樣性的議題成為

主流價值。 

(3) 活動照片： 

  

圖 9 國際生物多樣性日~全民行動攝影紀實活動照片 

3. 世界環境日活動： 

(1) 辦理內容：結合永續校園突顯學校環境教育課程，強化永續校園經

營的正確觀念，並藉由環境教育課程導覽強化學生之環境保護意識，

落實永續發展理念。 

(2) 辦理成效：透過活動、研討、對話與成果展演，強化環境教育與生

活的連結，使學校及社區了解環境教育發展之現況。 

(3) 活動照片： 

  

圖 10 世界環境日活動照片 

4. 世界水質監測日‧水質監測活動： 

(1) 辦理內容：透過實地參訪環境生態點活動，使學生有機會藉由踏查，



13 

與自然生態對話，更認識本縣生態資源現況，透過參與世界水質監

測活動，將日常所學得的知識轉化成行動力。 

(2) 辦理成效：邀請學校民眾與全球同步檢測水質，關心環境水質，讓

民眾瞭解生活周遭水環境品質之重要性，而達共同保護地球珍貴水

源之最終目的。 

(3) 活動照片： 

  

圖 11 世界水質監測日‧水質監測活動照片 

5. 世界動物日活動： 

(1) 辦理內容：透過動物小學營造辦理研習活動，認識世界動物日之理

念與做法。 

(2) 辦理成效：透過增能研習協助本縣國民中小學教師了解世界動物日，

如何與動物飼養、食農教育與酵素課程產生連結，深化世界動物日

之內涵與知能。 

(3)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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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世界動物日活動照片 

二、 執行現況及績效 

(一) 各局處環境教育推動事項： 

1. 花蓮縣政府民政處-105 年度全縣寺廟座談會： 

(1) 辦理內容：配合 105 年度全縣寺廟座談會宣導寺廟金紙減量、避免

炮竹噪音影響週鄰。 

(2) 辦理成效：105 年 5 月 28 日於吉安鄉好客藝術村廣場辦理，當日約

2000 人參加，與會民眾知悉金紙減量對於降低空氣污染之重要性。 

2.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105年度花蓮縣花蓮地區水資源回收中心環境教育參

訪： 

(1) 辦理內容：透過參訪全縣的污水處理流程，了解日常生活中所產生

的污水對環境的影響。 

(2) 辦理成效：藉由辦理環境教育講習、宣導活動及交流合作等相關事

項，藉以培育國民增進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促

使重視環境，進而採取各項環境保護行動，共 193 人參與。 

3. 花蓮縣政府農業處-「植樹之手 守護你我」105 年花蓮縣區域植樹活動： 

(1) 辦理內容：邀請專家、學者指導各單位、各級學校機關負責管理樹

木人員，進一步瞭解種植教學與過程。 

(2) 辦理成效：105 年 03 月 11 日於花蓮農場辦理，以闖關遊戲方式，了

解種植樹的重要性，共 40 人參與。 

4. 花蓮縣政府地政處-105 年度環境教育宣導： 

(1) 辦理內容：製作環境教育宣言懸掛於辦公室牆，響應全球節能減碳

行動及重視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之影響。 

(2) 辦理成效：花蓮縣政府地政處於 105 年度辦理環境教育宣導，共同

為減少溫室氣體而努力，如每週一天不開車、下班離開座位關燈等，

共 70 人參與。 

5. 花蓮縣政府地政處-105 年度推動友善環境行為： 

(1) 辦理內容：依據「花蓮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及學校推行環境友善行為

實施要點」辦理辦公室環保及每年參加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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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成效：105 年推行環境友善行為年中評比成績 87 分，花蓮縣政

府地政處榮獲全縣第 5 名。 

6. 花蓮縣政府地政處-105 年度綠色採購： 

(1) 辦理內容：配合環境教育綠色採購相關規定，於採購物品以環保標

籤為主要採購對象。 

(2) 辦理成效：花蓮縣政府地政處於綠色生活網系統申報與績效評核，

目標達 90％，105 年度共採購 20 萬元環保商品。 

7. 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推廣環境教育課程及辦理綠色採購： 

(1) 辦理內容：配合國際宣傳的觀念及媒體時事的帶領，透過全縣的宣

導活動，將環境教育的國際觀深植於本單位同仁心中，同時藉對環

境教育的重視，啟發其對環境議題更有覺察及省思的能力。 

(2) 辦理成效：配合單位完成學習環境教育線上課程，以增進對環教認

識並推廣落實於生活中，辦理課程並推廣綠色採購，105 年度共採購

12 萬元環保商品。 

8. 花蓮縣政府人事處-105 年度環境教育研習班： 

(1) 辦理內容：美崙溪鳥類生態豐富，沿著腳踏車步道漫步，鳥就在周

圍飛舞或覓食，只要安靜地走過，常可與鳥兒們非常接近，包括步

道上的白尾八哥、珠頸斑鳩、電線上的紅尾伯勞等，春天和秋天有

許多候鳥來到這條溪流驛站，甚至留下來過冬。 

(2) 辦理成效：這樣豐富的生態有賴社區投入生態保育來維繫河川的乾

淨，民生社區組織了巡守隊，除了保護治安，也有效地防止垃圾傾

倒污染河川來保護環境，植樹綠美化讓更多鳥類可以來這棲息，透

過紀錄這條溪流的鳥類，瞭解牠們的生活習性，教育公務人員，讓

他們瞭解鳥類跟美崙溪的關係，瞭解其中的生態，守護著這條溪流，

也是守護我們的家園。 

9.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105 年度世界地球日~「環保小局長」暨「學校環境

教育指定人員」戶外學習活動計畫： 

(1) 辦理內容：發揮創意形塑特色學校，並珍視環境永續與生態教育概

念，打造新概念的校園；結合永續校園計畫突顯學校環境教育課程

導覽，強化永續校園經營的正確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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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成效：分享特色系統知識營造優質學習環境，促進學生多元學

習與豐富學習內容；培養在地人文生態之知能與關懷，促進有效學

習，增進學生鄉土認同。 

10.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105 年度國際生物多樣性日‧全民行動攝影紀實活

動： 

(1) 辦理內容：「522 生物多樣性日‧行動攝影紀實」是國際間生物多

樣性保育的代表性活動之一，以紀實攝影的方式來喚起民眾對生物

多樣性的認識、關切、參與、行動，持續推動生物多樣性的議題成

為主流價值。 

(2) 辦理成效：過去半個多世紀中，人類活動對生物多樣性造成了前所

未有的破壞，地球上的物種正在以遠遠超過自然的速度走向滅絕，

為推廣生物多樣性對人們的重要性，國際生物多樣性日是屬於每一

個人的，不只是國際社會、國家、民間團體可以挺身而出，更需要

你的加入！ 

11.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世界環境日‧「食在好想法」全民行動： 

(1) 辦理內容：用三樣綠想法：綠影展、綠講座、綠行動來鼓勵大家用

畫面體悟問題，用聆聽瞭解議題，用行動做出改變，用態度影響您

的生活方式。藉由本次活動的三種綠點子『綠影展、綠講座、綠行

動』，讓我們從食物、山林、海洋各種面向來體驗環境日的意義，

與您分享與眾不同的「樂活進行式」。 

(2) 辦理成效：綠色行動，你我都可以做到！了解我們所關心的環境議

題，和相關的環境節日，願為環境付出心力，了解更多環境資訊。

用綠講座和綠影展深入瞭解食物議題！守護環境？不妨「守護山林，

從步道開始」，並且加入「上山下海的生態工作假期」！ 

12.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105 年度辦理海洋教育~學校帄台舟體驗課程： 

(1) 辦理內容：透過民間團體的合作，針對生態、文化、生活、技藝、

藝術與探索教育活動進行規劃與訓練，進而分享特色系統知識，透

過活動讓外界深入認識部落環境與文化，落實環境教育與在地旅遊

新體驗，達到寓教於樂及生態永續的目標，活動流程與課程內容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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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海洋帄台獨木舟課程解說與實作體驗。 

B. 潮間帶解說課程與分享。 

C. 阿美族傳統食材解說與饗宴。 

D. 阿美族傳統漁法與漁具解說分享。 

E. 學校特色課程規劃與分享。 

(2) 辦理成效：。 

A. 海洋帄台獨木舟課程，透過解說與體驗，認識海洋文化、空間與

課程結合之相關性。 

B. 潮間帶解說課程與分享，認識生態環境永續經營的重要。 

C. 透過阿美食材、漁法與漁具分享，體悟海岸阿美族傳統文化之

美。 

13.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105 年度辦理低碳小旅行～美崙溪夜觀活動： 

(1) 辦理內容：夜間環境教育課程，透過美崙溪畔夜間觀察，探索螃蟹

生態世界，讓參加者透過徒步參與解說的低碳行程了解環境教育。 

(2) 辦理成效：夜晚的美崙溪相當熱鬧喔！因為緊鄰花蓮市，又有老松

成群，依附在其中生活的動物昆蟲非常多，像在生態池畔就能聽到

至少蛙類合唱，光臘樹下的獨角以也在這時節拜訪，還有攀木蜥蜴、

夜鷺….等生物，歡迎來和這裡的住民們來個不期而遇！ 

14.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105年度辦理環境教育議題團增能研習暨定期團務會

議： 

(1) 辦理內容：本縣中小學環境教育中程計畫，將既有的計畫作為執行

的方向調整，依據自有的在地特質、自然及人文條件，以教育處作

為執行動力基礎，規劃出本縣未來環境教育發展方向，強化環境教

育輔導小組功能，做為推動的努力方向，將全縣的環境教育作更為

全面性與整合性的推展。 

(2) 辦理成效：  

A. 引導學校發揮地方及學校環境教育特色來推動環境教育，培養學

校負責推動環境教育教師，具備推動環境教育之基本能力。 

B. 推廣環境教育課程政策，瞭解現行融入式課程實施之問題，研擬

因應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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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建立教學輔導實施機制，輔導團推廣與進行宣導，提供教師經驗

交流與分享的帄台。 

D. 培養學校負責推動環境教育教師，具備各校推動學校環境教育及

社區環境教育之基本能力。 

E. 藉本研習推動環境教育，培養教師環境公民意識，了解個人及社

會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落實環境教育，達成永續發展之目

標。 

15. 花蓮縣警察局-105 年度低碳生活數位學習： 

(1) 辦理內容：透過介紹指導學員認知，因應全球暖化，遵循國際規範，

瞭解低碳城市之發展理念，以共同配合推動低碳城市之規劃建設發

展，並鼓勵全民勵行綠色生活。 

(2) 辦理成效：本課程從減碳基本名詞的認識開始，深入瞭解氣候變遷，

我國針對氣候變遷進行的計畫、策略與措施，並提供各種日常生活

中節能減碳的資訊，讓每個人都成為一顆綠種子，一起實踐愛地球

的綠行動！共 170 人參與。 

16. 花蓮縣文化局-文化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社區營造三期及村落

文化發展計畫： 

(1) 辦理內容：邀請社區夥伴至電台分享分享其參與社區營造、公民議

題、環境保護、文化傳承或返鄉創業的經驗與故事，包含補助社造

點、辦理社區交流會議、縣外觀摩及社區成果展。 

(2) 辦理成效： 

A. 補助 12 個社造點：鼓勵社區盤點自身資源、特色、需求，尋找

共同關心的議題進行社區文史紀錄、影像紀錄、社區故事繪本創

作、社區產業發展等工作，促進居民參與公共事務與文化傳承。 

B. 辦理 2 場社區交流會議：分別於花蓮市及玉里鎮各辦理一場交流

會議，促進社區彼此觀摩學習，並針對社區營造業務提出建言。 

C. 辦理 1 場縣外社區交流觀摩：帶領社區夥伴參訪新竹縣司馬庫斯

部落及橫山社區，學習部落產業如何自主、永續發展。 

D. 邀請社區夥伴至電台分享分享其參與社區營造、公民議題、環境

保護、文化傳承或返鄉創業的經驗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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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辦理多元文化交流：辦理新住民文化特色活動「三媽藝展」，透

過展覽呈現豐田阿嬤們、壽豐的新移民婦女、鳳林大榮一村的阿

嬤們的畫作，分享不同族群、年齡女性深刻且豐富的生命經驗。

並辦理交流活動，促進民眾了解畫作背後的意涵與故事。 

F. 辦理 2 場社區成果展：分別於葉宿文旅及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

學院辦理社造成果發表會，以社造學院的概念，讓社區代表與學

生分享在地知識，並且促進青年未來參與社區工作。 

17. 花蓮縣地方稅務局-105 年度花蓮好嘢-picnic day 暨珍惜資源愛地球： 

(1) 辦理內容：藉由草地親子野餐活動方式，珍惜資源愛地球，讓親子

有機會共享落日夕陽。 

(2) 辦理成效：105 年 4 月 24 日於花蓮市球崙運動公園辦理，共有 50

人共襄盛舉。 

18. 花蓮縣地方稅務局-105 年度資源回收分類環境教育講習會： 

(1) 辦理內容：為使地球上的有限資源能夠充分的利用以及減少垃圾的

生產量，許多物質可以經由再處理而成為生產原料。當處理的技術

問題解決後，更重要的回收管道及工作卻亟待政府與民眾共同配

合。 

(2) 辦理成效：藉由本次講習活動，將垃圾分類(資源物、廚餘及一般垃

圾)、一般廢棄物應回收項目與處理方式，以及資源物回收再利用等

內容，向本局同仁作詳細介紹，使同仁對相關概念有基本知識，並

澈底落實於日常生活之中。 

19. 花蓮縣衛生局-105 年度登革熱防治衛教宣導： 

(1) 辦理內容：定期與轄區醫療院所連繫，加強醫師疑似病例即時通報

之衛教宣導及海報張貼等。 

(2) 辦理成效： 

A. 媒體宣導發布新聞稿 1 篇、電台宣導 1 場以上。 

B. 辦理衛教宣導工作計 13 場以上 1000 人次。 

C. 病媒蚊密度調查工作每月完成轄區 50%之村里數，以全面降低

登革熱病媒蚊密度。 

20. 花蓮縣衛生局-105 年度傳染病如腸病毒衛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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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理內容：國小、托育機構洗手設備查核及輔導及腸病毒防治種子

人才培訓並運用。 

(2) 辦理成效：辦理教育訓練 13 場次，200 人參與，加強防治重點族群

（五歲以下帅童照顧者，如新住民及隔代教養）之腸病毒重症前兆

病徵等防治知識。 

21. 花蓮縣衛生局-105 年度辦理旅宿業、美容業衛生講習： 

(1) 辦理內容：針對旅宿、游泳、溫泉、美髮美容、刺青業營業場所衛

生管理人員進行傳染病衛生教育。 

(2) 辦理成效：辦理 8 場次教育訓練共 1000 人次參與，由各場域種子人

員將最新傳染病防治資訊帶回工作場所落實執行。 

22. 花蓮縣水產培育所-105年度花蓮縣光復鄉溪流河川生態保育及漁業資源

保育宣導教育訓練計畫： 

(1) 辦理內容：針對光復鄉所屬河川溪流生態保育宣導教育訓練，推廣

河川生態產業，培養民眾對河川生態之興趣，透過專業講師課程講

解及河川生態體驗，溪流保育基礎概念，將溪流生態之美與生態教

育融入縣民休閒活動，期許能提昇光復鄉民生活品質。 

(2) 辦理成效：藉由教育訓練提昇河川周圍民眾之生態知識與技能，提

高光復鄉民眾生態保育知識水準，使花蓮河川品質提升，維護花蓮

好山好水，增加本地生態資源及生態旅遊與觀光品項。 

(二) 創新地方特色活動 

 地方社群年： 

1. 小社區~大夢想!綠手指￭玩創意環保有藝思： 

(1) 辦理內容：透過本次工作坊，促進與會鄉親民眾的環保省思，進而

提昇環保意識與行動力，鼓勵更多民眾投入環境教育推廣行列，共

同維護本縣優良環境品質。因應地區性鄉親需求及感興趣題材不同，

規劃不同設計課程。 

(2) 辦理成效：結合環境教育志工運用：為推廣環保議題及配合環教志

工運用，將邀請本縣環保志工偕同本團隊至各社區進行環境教育議

題宣導、包含綠色採購、節能減碳、登革熱、資源回收、水資源保

護與永續利用、文化保存及多樣性維護等，並藉此活動成為環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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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與各地鄉親意見交流帄台，期能夠邀請更多民眾加入環保志工及

環教志工的行列，共同為本縣環境保護及環境教育努力。 

  

圖 13 小社區~大夢想!綠手指￭玩創意環保有藝思活動照片 

2. 山海之戀～尋「縱」踏「浪」活動： 

(1) 辦理內容：為使花蓮縣未來環境教育發展朝向多樣化與精緻化，並

發展地方環境特色及推廣生物多樣性之環境教育工作，於 105 年規

劃辦理「山海之戀～尋縱踏浪活動」，帶領鄉親民眾認識本縣「縱谷」

與「海際線」不同的自然景色，共同踏浪在石梯潮間帶，並悠遊於

中央山脈山腳下，生態樣貌多元的馬太鞍濕地中。 

(2) 辦理成效：在截然不同的溼地與海洋間，體察大自然中的豐富景觀，

透過實地參與及體驗，認識自然環境與文化中密不可分的關係，期

望透過學習活動使學員感受大自然之奧妙、瞭解生態保育與環境維

護之重要性。  

  

圖 14 山海之戀～尋「縱」踏「浪」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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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港口部落傳統生態智慧體驗工作坊： 

(1) 辦理內容：港口國小位於花蓮縣豐濱鄉，緊鄰長虹橋，位處於偏遠

的花蓮台東交界處，學生組成為阿美族人。學校目前積極發展具原

住民特色之探索教育，逐步建立與社區結合之本位課程，以阿美族

祖先自海上來的冒險犯難精神，推動一系列阿美特色的課程，如族

語課程、藝術課程。 

(2) 辦理成效：透過與民間團體的合作針對生態、文化、生活、技藝，

藝術及探索教育活動進行規劃與訓練，並對志工進行階段性的系列

培訓課程，培育在地志工隊提供遊客專業的觀光服務。透過環境教

育導覽隊的成立與運作，希望可讓遊客深入認識並落實環境教育與

在地旅遊新體驗，達到寓教於樂及生態永續的目標。  

  

圖 15 港口部落傳統生態智慧體驗工作坊活動照片 

4. 海洋環境教育宣導-淨灘須知及瓶蓋藝術： 

(1) 辦理內容：海洋污染為全球課題，受到人類活動影響的海洋環境及

動植物不斷增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105 年國家環境教育行動方

案特別將「海洋環境教育」納入議題中，為推廣海洋環境教育並結

合淨灘活動。 

(2) 辦理成效：透過海洋知識的介紹讓學童能更認識花蓮海洋地形及常

見魚種，藉由照片及影片帶來「海洋污染的震撼教育」，希望民眾與

學童能夠加入保護海洋的行動。教導正確淨灘觀念及認識「國際淨

灘行動」(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ICC)，了解淨灘後的垃圾分

類，最後結合「花蓮環保瓶蓋藝術創作」，教導學童撿拾後的物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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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回收再利用，創造美麗的藝術品。  

  

圖 16 海洋環境教育宣導-淨灘須知及瓶蓋藝術活動照片 

5. 花蓮縣海洋環境教育活動： 

(1) 辦理內容：結合各項環保政策宣導，加強環境教育推行，宣導全民

共同關心海洋生態環境、維護自然資源與生活環境。 

(2) 辦理成效：藉由分析淨灘回收垃圾之種類及可能來源，做好源頭管

制，減少海岸環境污染情形。  

  

圖 17 花蓮縣海洋環境教育活動照片 

6. 低碳環境教育課程教學導覽： 

(1) 辦理內容：105 年度推動「低碳環境教育課程」，期許能以「花蓮縣

環境永續教育中心」作為推廣花蓮環保議題的中心。讓參訪環教中

心的師生，學習環保永續的概念，也讓環保教育能永續留存，依環

教中心現有環境場域，組合成生活化的課程方案在教學活動中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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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成效：藉由遊戲與活動，讓學童更加熟悉相關環境議題，及其

所帶來的環境與生態面向上的影響。  

  

圖 18 低碳環境教育課程教學導覽活動照片 

7. 秋季擴大淨灘活動： 

(1) 辦理內容：透過本次活動呼籲全民重視環保，提倡全民環保休閒活

動。經由環保示範區 5S 及 14 項永續指標宣導，呼籲村里社區加強

環境清潔維護，提升優質生活品質。 

(2) 辦理成效：藉由本次活動積極推動環保教育向下紮根工作，加強青、

少年學生環保概念，用實際行動愛護地球，維護自然生態帄衡及環

境品質，共同為海洋生態營造一個無污染的自然環境。  

  

圖 19 秋季擴大淨灘活動照片 

8. 低碳生活體驗活動及訓練課程： 

(1) 辦理內容：為推廣低碳生活，從生活中落實節能減碳之行，辦理低

碳生活體驗活動及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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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成效：以本縣低碳旅遊示範區及低碳產業社區為訓練地，活動

內容包含天然有機生活、社區願景規劃、假日農人或綠色市集訓練

課程。 

  

圖 20 低碳生活體驗活動及訓練課程活動照片 

(三) 財務規劃 

 環境教育基金管理會辦理情形： 

1. 委員組成：機關委員 8 人、專家委員 3 人，共 11 人。 

2. 基金來源：105 年度基金來源 1 億 6,575 萬 8 千元， 

(1) 污染防制收入─依據空氣汙染防制法第 18條第 2項及水污染防治費

收費辦法規定，共 1 億 4,600 萬 6 千元。 

(2) 回收清除處理收入─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26 條第 3 項規定，共 375

萬 5 千元。 

(3) 違規罰款收入─未依契約或其他規定履約所收取之懲罰性收入及違

反污染防治法規定等罰款，共 135 萬 1 千元。 

(4) 財產收入─105 年度基金專戶存款利息，共 51 萬 5 千元。 

(5) 政府撥入收入─依環境教育法第八條規定及環保署撥入，共 1,394

萬 7 千元。 

(6) 其他收入─花蓮縣環境永續教育中心場地使用費，共 18 萬 4 千元。 

3. 基金用途：105 年度 1 億 5,671 萬元。 

(1)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為辦理空氣污染防制業務所需經費約 1億 3,940

萬 4 千元。 

(2) 環境教育計畫─為辦理環境教育相關事項所需經費約 1,048 萬 4 千



26 

元。 

(3) 水污染防治計畫─為辦理水污染防治業務所需經費約 682 萬 2 千

元。 

 105 年度運用基金辦理活動： 

1. 配合環境節日及其他環境教育相關活動計畫： 

(1) 辦理經費：460,000 元 

(2) 辦理人數：人數 920 人。 

(3) 辦理時間： 

A. 表揚大會：105 年 4 月 29 日及 8 月 5 日 

B. 山海之戀～尋縱踏浪活動：5 月 11 日、5 月 12 日。 

C. 小社區~大夢想!綠手指￭玩創意環保有藝思： 4 月 13 日、4 月

20 日、8 月 15 日、9 月 8 日、9 月 21 日、10 月 19 日、10 月 28

日。 

(4) 辦理內容： 

A. 辦理環保志工表揚大會以感謝長年積極協助環境整潔的環保志

工。 

B. 辦理「山海之戀～尋縱踏浪活動」，帶領鄉親民眾認識本縣「縱

谷」與「海際線」不同的自然景色。 

C. 為推廣環境教育及落實行動，本縣環保局推出創新作為辦理「小

社區~大夢想!綠手指￭玩創意環保有藝思」。 

(5) 辦理成效： 

A. 環保志工表揚大會：感謝長年積極協助環境整潔的環保志工，讓

花蓮縣能有「台灣最後一塊淨土」的美譽，透過環保志工的熱忱

參與及投身環保之行動力，能夠帶動更多鄉親民眾一同參與環保

行列，落實養成環保的簡樸習慣及愛護生活周遭環境，達「低碳

城市，美麗花蓮」的願景。 

B. 山海之戀～尋縱踏浪活動：共同踏浪在石梯潮間帶，並悠遊於中

央山脈山腳下，生態樣貌多元的馬太鞍濕地中。 

C. 小社區~大夢想!綠手指￭玩創意環保有藝思：為推動社區環境教

育，落實資源回收再利用。以創意發想為主軸，輔導社區及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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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運用回收物品，製作表演服飾等手作創意品。以陪伴、攜手

及聯合方式，讓社區互相帶領朝向環境永續發展。 

(6) 活動照片： 

  

圖 21 配合環境節日及其他環境教育相關活動計畫 

2. 環境教育志工基礎訓練、進階培訓、運用及相關培訓活動： 

(1) 辦理經費：270,000 元 

(2) 辦理人數：人數 500 人。 

(3) 辦理時間： 

A. 專題演講：6 月 21 日。 

B. 培訓課程：5 月 21 日及 5 月 22 日，7 月 21 日及 7 月 22 日，共

2 梯次。 

(4) 辦理內容： 

A. 環保志工專題演講：社區如何推廣環境教育暨環境教育經驗分享，

增進環保志工交流學習，進而提升花蓮縣環境保護效能。 

B. 環境教育志工培訓：劃環境教育志工環境教育概論、社區生態參

訪、志工導覽、解說技巧、環境教育宣導實際演練等課程。 

(5) 辦理成效：114 人完成專題演講，共培訓 102 名志工，安排環保志工

進行環境教育推廣，共運用 300 人次。 

(6)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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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環境教育志工基礎訓練、進階培訓、運用及相關培訓活動照片 

3. 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執行成效輔導查核及第 24 條限期辦理相關作業： 

(1) 辦理經費：70,000 元 

(2) 辦理人數：195 人。 

(3) 辦理時間： 

A. 北區說明會：105 年 5 月 11 日。 

B. 中區說明會：105 年 6 月 14 日。 

C. 南區說明會：105 年 6 月 15 日。 

(4) 辦理內容：花蓮縣轄內機關、公營事業機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等環境教育法列管單

位，依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所列對象辦理 3 場次輔導說明會。 

(5) 辦理成效：195 人參與說明會，花蓮縣 104 年度環境教育成果提報

100%，花蓮縣 105 年度環境教育計畫申報 100%。 

(6) 培訓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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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環境教育 4 小時輔導培訓說明會照片 

4. 第 5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地方初審作業計畫： 

(1) 活動經費：190,000 元  

(2) 辦理人數：550 人。 

(3) 活動時間：105 年 4 月 27 日-105 年 10 月 23 日。 

(4) 辦理方內容：依據「國家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及「花蓮縣國家環

境教育獎修訂獎勵要點」，辦理國家環境教育獎地方初審作業，藉

此鼓勵全體縣民落實環保工作及產生主動積極的環境教育行動進而

提升環境品質，對於帄日熱心推動環境保護事務有顯著績效者予以

表揚，以促進花蓮縣環境教育之發展。 

(5) 辦理成效：105 年度推選慈濟科技大學代表花蓮縣學校組參賽，花蓮

縣生態文化休閒創意產業永續發展協會(吉籟獵人學校)代表花蓮縣

團體組參賽，個人組方面推選港口國小干仁賢校長，而慈濟科技大

學及吉籟獵人學校已通過第五屆全國國家環境教育獎複賽，期許兩

個單位皆能獲得優異成績。 

  

圖 17 第 5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地方初審活動照片 

5.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推廣計畫： 

(1) 活動經費：40,000 元  

(2) 辦理人數：40 人。 

(3) 活動時間：105 年 4 月 14 日。 

(4) 辦理內容：花蓮縣環境保護局訂定「105 年花蓮縣環境教育終身學習

護照推廣計畫」，希望鼓勵本縣民眾透過網路學習、影片欣賞、參



30 

訪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參與實體環境教育訓練課程等多元方式了解

環境議題，強化對於環境保護價值觀及態度，進而使環境保護全面

落實。 

(5) 辦理成效：於105年4月14日辦理終身學習護照推廣說明會一場次，

共計 40 名民眾參與，有效開通率已達 52.36%，抽獎活動於 105 年 1

0 月 20 日辦理，依據本局訂定之獎勵計畫，計區分為「有效護照獎」、

「戶外學習獎」及「個人終身勤學獎」等三大類。 

  

圖 18 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推廣計畫活動照片 

6. 105 年度環保志工環境知識競賽縣內初賽： 

(1) 活動經費：160,000 元  

(2) 辦理人數：633 人。 

(3) 活動時間：105 年 11 月 6 日。 

(4) 辦理內容：透過本次活動呼籲全民重視環保，提倡全民環保休閒活

動，引領志工全體透過趣味競賽與樂活律動，培養群性情操與團結

合作精神。並藉由趣味全民運動整合志工團隊，並提升志工生活品

質及建構環保健康的人文社會。 

(5) 辦理成效：為展現花蓮縣環保志工的活力，於 11 月 6 日（星期日）

在花蓮縣立中正體育館辦理「105 年度花蓮縣環保志工環境知識競

賽」，本縣環保志工共有 633 人響應愛護地球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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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105 年度環保志工環境知識競賽縣內初賽活動照片 

7. 第 4 屆環保戲劇競賽計畫-初賽： 

(1) 活動經費：362,000 元  

(2) 辦理人數：300 人。 

(3) 活動時間：105 年 3 月 6 日-105 年 5 月 28 日。 

(4) 辦理內容：辦理環保戲劇工作坊，邀請環境保護專家學者講授環境

保護知識，以提供有意參賽者在編撰劇本時資料之正確性。 

(5) 辦理成效：邀請戲劇演出及劇本撰寫方面專家進行教學，以提高參

賽者劇本架構完整性及流暢度，活動介紹第4屆環保戲劇辦理目的、

活動期程、參賽資格及作品格式等，由影片介紹戲劇張力及提升民

眾共鳴之重要性。聘請委員針對入選 10 隊伍之劇本內容、表演技巧

及道具製作等進行指導。 

  

圖 20 第 4 屆環保戲劇競賽計畫-初賽活動照片 

8. 低碳課程開發與低碳教學工作： 

(1) 活動經費：730,000 元  



32 

(2) 辦理人數：400 人。 

(3) 活動時間：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0 月 30 日。 

(4) 辦理內容：為整合花蓮縣環境教育資源及推廣環境永續教育中心，

設立花蓮縣環境永續教育中心網站，提供花蓮縣縣民、老師及學生

學習環境教育相關資料，並提供一個整合多方環境教育資源的入口

網站。 

(5) 辦理成效：藉由遊戲與活動，讓學童更加熟悉相關環境議題，

及其所帶來的環境與生態面向上的影響。 

  

圖 21 低碳課程開發與低碳教學工作活動照片 

9. 環境講習： 

(1) 活動經費：26,000 元  

(2) 辦理人數：250 人。 

(3) 活動時間：105 年 1 月 1 日至 105 年 10 月 30 日。 

(4) 辦理內容：依據環境教育法環境講習時數及罰鍰額度裁量基準，違

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例如水污染防治法、空氣污染防制法、

廢棄物清理法、噪音管制法等，經處分機關同時處罰鍰新台幣 5,000

元以上、停工、停業者。 

(5) 辦理成效：依該法規裁處行政罰鍰外，為了使違反環境保護相關法

令之業者或個人體認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將還需依環境教育法裁

處環境講習 1 小時至 8 小時不等之時數，期望藉由此教育的方式改

善其違反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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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環境講習活動照片 

 105 年度績效考評： 

根據 105 年全年度地方環境保護機關績效考評指標、評分標準及權重標

準，本縣環教執行總分為 98 分。10 個指標中，得到滿分的 9 個項目包括環

教基金編列、行動方案成果、環境講習、主動訪查應辦理環教法 19 條之單

位、推廣「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辦理環教人員訓練、志工培訓及教學

工作坊、輔導轄內優良社區申請經費推動環境教育、辦理活動經費執行率、

行政效率、規劃辦理創新及特色環境教育推廣活動。 

105 年考評獲得高分，而較為不足惟 1 個項目：獎勵轄內從事環境教育

優良者，配合環保署舉辦之國家環境教育獎，獲得特優及優等者才能得分，

本縣 105 年推派鳳林文史工作協會獲得優等，因此獲取 1 分，期望 106 年將

此項分數全數拿下。 

 105 年度環境教育獎勵措施及考核機制： 

針對本縣推動環境教育績效優良之個人或單位，訂定「花蓮縣 104 年推

動環境教育績優遴選表揚計畫」，擇優公開獎勵。邀集相關機關（構）、民間

團體代表及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團，辦理遴選作業。審查程序先就報名資料進

行資格審查，並由評選委員進行書面初評；並進行實地訪查複評及評分，再

由評審委員所評之分數作為參選者之成績，決議獲選名單。 

針對本縣從事環境教育績效卓著之個人或單位給予實質之鼓勵，以增進

全民環境教育之落實，藉此鼓勵縣民積極參與環境教育與環境保護工作。每

個獎勵項目選出 1 名特優者，各頒給獎座 1 座，其中團體與社區另獲頒新台

幣 1 萬元等值獎勵品；個人另獲頒新台幣 5 千元等值獎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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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析檢討 

 環境教育 4 小時申報及執行成效： 

從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系統得知: 政府單位多選擇網路學習或其他，且舉

辦次數小於 3 次，通常帄時勤務越繁重之單位越明顯，例如警察、消防等出

勤頻繁而較難撥出時間進行場域參訪等課程，而常以公務員線上學習數位課

程之網路學習或室內演講、影片放映等方式辦理來滿足學習時數；另單次環

境教育內容參與超過 90%人數則以學校居多，可能原因是以大掃除，或植樹

節等節日活動方式進行環境教育課程申報。 

 環境講習： 

因違反單位聯繫資料部分提供不足，導致聯繫上較為困難，因而影響出

席率。建議未來業務單位可於環保局內部主管會報提請其他科室確實填寫

EEMS 資料，避免後續作業困難。 

 推廣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 

針對政府機關及學校需再加強宣導，增加宣導場次或提高獎勵品作為誘

因，進而提申環境教育終身學習護照開通率，並可搭配環境教育大使服務隊

之服務，前往至各地學校及機關進行 1 對 1 教學，定可大幅提升本縣環境教

育終身學習護照開通率。 

四、 未來策進事項 

(一) 轄內環境教育特色： 

1.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1) 結合環境教育工作坊及環保小局長，將得獎教案進行詴教並提供各

校使用。 

(2) 透過國家環境教育獎，輔導轄內優良機關、校、社區及企業參賽並

提高意願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2. 氣候變遷： 

(1) 透過向本縣水泥業者等工廠宣導空污法規及認養植栽、道路養護等

作法，將推廣節能減碳護地球的概念傳達出去，從源頭管制作起。 

(2) 於鯉魚潭等觀光地推廣低碳旅遊，並持續輔導其周邊商家通過低碳

認證標章、綠色商店等，作為亮點並向外拓展本縣低碳觀光之特色。 

3. 災害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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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理海洋油污、毒化物之災害應變演練。 

(2) 進行山坡地水土保持，預防土石流。 

4. 自然保育： 

(1) 獎勵民眾摘除小花蔓澤蘭。 

(2) 辦理美崙山植樹活動。 

5. 公害防治：每年辦理法規說明會，講解公害認定、實際案例及行政流程。 

6. 環境及資源管理： 

(1) 珍貴老樹保護與管理。 

(2) 野生動植物、河川生態之保育管理及教育推廣。 

7. 文化保存： 

(1) 培育原住民藝術表演人才、推廣原住民文化及語言。 

(2) 鳳林客家文化館，推廣並保存客家文物及習俗。 

8. 社區參與： 

(1) 辦理環教列車，由志工隊深入各社區身體力行推廣環境教育。 

(2) 配合環境相關節日，邀請各社區成員並帶至環教認證場所或相關場

域學習。 

(二) 未來發展目標及策略： 

1. 永續環境目標：環境本位基本建設： 

(1) 確保生物多樣性及建立環境承載力管理。 

(2) 落石河川治理與治山防洪及海岸環境保護。 

(3) 強化災害監控及提昇救災應變能量。 

(4) 修建維護道路橋梁，落實民行基本人權正義。 

(5) 提昇建築景觀風貌，融入自然文化環境系統。 

(6) 完善基本公共設施並提供永續管理服務。 

2. 永續社會目標：多元文化公帄正義： 

(1) 滿足弱勢族群之需求與照護。 

(2) 在地特色引導建立三生有幸新城鄉。 

(3) 建置原住民部落亮點設施與推動人才培育。 

(4) 設置客家文化園區及產業行銷方案。 

(5) 引入雲端科技重置醫療資源及緊急救援。 



36 

(6) 提供人才返鄉及東移定居友善環境。 

(7) 推動全縣皆為生態文化環境教育現場。 

3. 永續經濟目標：國際觀光強勢崛起： 

(1) 建設國際級水準觀光設施成為國際亮點。 

(2) 擴大有機農業園區及建立友善農業環境。 

(3) 發展體育訓練基地及育成體育運動產業。 

(4) 完成人本交通網，鼓勵綠色運具使用。 

(5) 強化觀光文化軟實力，深化發展內涵。 

(6) 協助多元微型經濟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