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恩在心內，期許掛在嘴…………… 
 

文／理事長 林世忠 

辦完二次中寮山生態嘉年華活動，高鳥今年

度的大型活動也紛紛揭開序幕。這次活動感動於

社區公民的凝聚力，感動於義務支援活動的鳥

友，高度發揮公益社團成員的角色。在鯤洲宮的

珍貴老榕下與石岩寺廟埕現場，鳥友搬桌子、扛

椅子、贊助腳踏車，招呼在地ㄟ阿公阿嬤，當鳥

類生態攝影展的作品一掛起來，聽到「這款鳥阿

這水，古早中寮山這常看到」、「這隻鳥真久沒看

到了…」，讚嘆聲、惋惜聲，層層疊疊，一波又一

波。我知道，這十年來高雄鳥會在中寮山的經營

沒白費，只不過該是替手的時候了。替給新鳥友、

替給在地人，生態保育若能在地化，加入新血，

生態據點才會永續經營，造福鄉里及社區。 

這幾年來，鳥友的人數有ㄟ增加，個人會員

每年 1200 元的年費（希望家庭會員數能超越個人

會員數！），扣除上繳到中華鳥會的 500 元，能由

鳥會支配運用的只有 700 元，這些費用集結起來

要支付「鳥語」期刊的發行（投稿的攏沒領錢，

義務ㄟ）、專職的薪水、會館各項數不盡的開支、

生態講座的講師上課酬勞等等，如不是有善心人

士的捐款及專職與義工們努力的執行計畫、爭取

補助，以鳥會的會費收入，恐怕「西北雨，落嘜

過田畦，嘜過前，嘜過後」。每一次鳥會的活動，

每一位鳥會的邀請講師，都精心的策劃與安排，

希望將生態保育的觀念，透過賞鳥的活動、透過

演講、透過影片、透過文章等等傳達給民眾。最

近天災不斷，全球氣候變遷，惡劣氣候所造成的

災情，導致人民的生命財產損失，也讓生態與環

境產生了變化，甚至，最近一期的科學雜誌也提

到，預測公元 2000 年起物種將以每千年 2～20％

的速度消失；人禍也不少，墨西哥灣的石油漏油

浩劫、東京灣外來物種的入侵重創廣島牡蠣的養

殖；匈牙利紅色毒泥流往多瑙河，來到我們鄰近

的二仁溪，也是被工業廢水污染得儼然死溪，林

林種種的警訊，政府相關部門看到了嗎？如此也

罷，鳥會是一個生態保育團體，一個必須長期經

營才看到成效的團體，難免與政府某部分的發

展，在觀念上相衝突，踩到紅線，不願為不當的

政策背書，造成在申請補助與計畫時受到影響，

使鳥會在生態保育、教育推廣、棲地環境的經營

上捉襟見肘。面臨近幾年保育捐款大幅驟減，理

事會對會館購置案似乎不得不暫以擱置略過，而

面對全年 50 場次的週四生態講座頻率（高居全國

相關社團之冠），專職人員只得擱下手中的工作，

服務會員與一般民眾唯恐不及，散場後隨即關冷

氣，錙銖必較，早已司空見慣了。 

在這幾次的大型活動中，尤其今年「生態九

九‧県市 県市 好-2010 生態嘉年華」在高雄市文化中

心，看到鳥友的行動力，也看到專職伙伴的執行

力，接下來高雄鳥會的版圖也將從原本的幾個生

態據點，擴大到衛武營都會公園、中都濕地公園；

這意謂鳥會會員長期在環境與生態上的用心受到

政府相關單位的肯定與推崇。但是這過程中，會

員（不論義工或鳥友）是最重要的資源，一人出

一點力氣，ㄟ凍讓大高雄變成一個生態城市、一

個幸福的港都城市。希望在下一個活動的會場看

到你，希望下一個生態監測的場所聽到「我來兜

幫忙！」，希望在環境教育推廣的場合ㄟ凍聽到

「這個獎品我來贊助！」，真的是，「感恩在心內，

期許掛嘴邊」。 

離今年望年會結束剩下不到 2 個月了，鳥會

還有很多活動與議題給所有愛鳥、愛高雄県市、愛

台灣這片土地的人來貢獻；坐久也要起來動動，

伸伸筋骨身體卡ㄟ健康，大家相揪來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