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理事長 林世忠 

2008 年全球候鳥日（WMBD）將於 5 月 10-11

日來臨。「非洲歐亞水鳥協定（AEWA）」暨「國

際遷徙性物種公約（CMS）」等保育組織，在主

題：「多樣性的候鳥大使」（2006 年/候鳥需要我們

的支持；2007 年/氣候改變對候鳥的衝擊）號召

下，邀請全球各國政府、NGO 團體、鳥類學會或

俱樂部、學校機關與公民相約聚會，藉著賞鳥、

候鳥嘉年華會、鳥類影像展、舞台劇、研討會等

教育推廣活動，來慶祝候鳥之美暨認識鳥類生態

學對環境的重要性。 

高雄是個國際港都，也一直被宣傳將塑造成

一個海洋首都。在全球溫室效應的壓力下，環保

影片「明天過後」以及「不願面對的真相」更敦

促各國政府積極重視生態保育的環境政策。作為

一個國際化城市的保育團體～社團法人高雄市野

鳥學會，勢必扛起有關生態保育、環境教育與活

動推廣的責任暨角色，對綠色市政更須持續關

照、監督。 

創會至今已進入第二十九年的高雄鳥會，雖

無緣與會 2008 年全球候鳥日的活動，倒也提前在

四月份依往例呼籲鳥友踴躍參與大高雄春季鳥口

普查活動。34 位鳥友在 47 個規劃的分布點也著

實調查了 30 個點，繳出 34 張鳥調表。相對於義

大利鳥會（LIPU）在 1965 年成立至今，會員成

長已逾 42,000 名，在義大利全國劃設的 187 個

IBA 參與鳥會活動、保護 8 種受威脅的鳥種（台

灣有 58 種鳥受威脅），這些數據是不是多少窺出

我們鳥會未來還有待努力的空間～會員數的成長

與鳥友對會務關心度暨參與度的提昇。 

第十屆理監事會承接前幾屆理監事會的奉

獻、經營與 440 位年度會員的支持、參與。面臨

高鳥不久將昂首邁入第三十週年，屆時的生態環

境是否會改善？政府與民間對我們鳥會的會務預

算是否會捉襟見肘？又見擠壓效應？吾等不勝惶

恐！ 

至於，我們高雄鳥會是否需要更多的會員？

有更多的會員又有何意義？是否 KWBS 是個特

別的 CLUB 而已，只限定部分人士才能入會？借

用前理事長程建中教授多年前所言：「如果我們高

雄鳥會有一萬名會員，我們的義工組織所產生對

社會的服務力與對環境的貢獻力，又會產生什麼

不可思議的意義？」期待我們共同來築夢，一同

甘願受、一同歡笑、一同成長。 

↓理事長交接，由左至右分別為新任理事長林世忠、前常務 

監事歐瑞耀、前理事長王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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