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理事長的話 
   

文／理事長 林世忠 

過完農曆年，春天就到了。但是看看過去的環境情勢，春天還沒來！ 

從永安濕地被政府蓄意地量身設定為太陽光電廠開始、茄萣濕地開闢道路穿越濕地、88 水災的重

創，一連串的環境破壞，不但人禍連連，老天爺也無情的加以打擊！政府喊著節能減碳的口號，各項

耗能的重大建設規劃卻從沒停過；國光石化、蘇花高，連最後的一處原始海岸（台 26 線＆阿郎壹古道）

也不放過。難道「白與黑總是互相輝映」!？ 

今年底大高雄即將合併，或許給我們一點改造的希望、期待的空間！ 

過去每個鄉鎮幾乎都有一個工業區，地方首長堆砌政績的結果不但浪費民脂民膏，更造就許多不

倫不類、浪費資源的蚊子館。大高雄都要合併了，還需要兩個遊艇專用區嗎？如果高雄市的遊艇專用

區比興達港優勢，為何還要破壞一塊高雄地區雁鴨最多的重要濕地呢？如果興達港遊艇專用區比高雄

港專用區優勢，那就可以把高雄港區開放出來做更大的用途。這就是縣市合併後的可能，避免政治人

物為了政績而罔顧現實的環境或條件。………只因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我們已經看到太多的空頭

支票了！ 

非營利（政府）組織是第三部門，就是要彌補政府想不到、做不到的事務；非營利（政府）組織

不是政府的敵人，也不是政府的應聲筒；非營利（政府）組織和政府之間存在著亦敵亦友、既合作又

競爭的關係；非營利（政府）組織一再引進開創的理念和各種理想，歷史證明政府部門在抗拒之後最

後還是依循合作。現今問題的關鍵在於「資源分配不均」，投入了多少資源是在破壞？還是復原？在減

碳還是增碳？「經濟成長率」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嗎？「環境成本」被估算進去了嗎？作為一個成立

已 30 年的生態團體，高雄鳥會基於環境推廣的精神還是會持續與政府部門溝通、合作；但是，我們也

會持續秉持良知向政府說「不」！不要破壞濕地！不要破壞海岸！不要過多的燈光！不要想用錢封住

社團的良知！ 

今年底，高雄「县市」﹝ㄉㄨ﹞即將誕生；屆時，春天總該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