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痛心、用心、感心………… 

 

      寫這期「鳥語」〈理事長的話〉的同時，中

寮山生態巡守隊成員劉主任，發現新光一號橋下

又被放養〈放生即棄養？！〉100 條以上的中型

錦鯉！這次雖及時通報農業局動保處與保育科處

理；目前已處理近 50 條，這一兩日即可完成移

除。這樣的一個放養行為擺明就是在挑戰公權

力，霸凌中寮山虎形坑這條純樸的野溪，也是對

這約 100 條的錦鯉魚生命的凌遲；或許這樣講言

重了，看看前幾期的「鳥語」，就會了解我們的

痛心；在上次錦鯉事件的處理，花了多少公帑，

顛倒多少公務員手中層出不窮的工作，剝奪更重

要的服務案件。若可以金錢來計價，這可要耗費

我們不少的血汗錢；是咱交ㄟ稅金咧！ 

      讓人痛心的是，還不僅如此。回到西元 2000

年的 9 月，我們為了守護中寮山、守護花鵰、保

育草鴞這瀕危物種所做的努力；清除溪邊的洗衣

粉包裝袋、路旁垃圾的辛苦，我們在中寮山區〈羌

仔寮〉設置逾 10 年的生態告示牌與市政府農業局

今年架設的保育告示牌，部分卻被不肖人士鋸

除，消失得無影無蹤。事發之後，經詢問溪洲鄰

近的舊貨商及四處尋找、查訪，無意間發現，為

不肖人士鋸斷的牌子竟被棄置於某王姓財團的名

下土地上。當地居民不認同地表示，此一事件與

今年 7 月中旬，中寮山生態巡守隊某女性成員發

現一車建築廢棄物及垃圾，被不當棄置於山林而

逕向環保局通報，卻遭不明人士誤以為是本人所

檢舉而導致的報復行動。 

中寮山生態據點的範圍，依在地人的說法大

都為私有土地；其中，為財團或赫赫有名的特定

權貴之親屬掛名、擁有者佔多數。令人費解，如

果這些牌子的設置不妥，早在架設之初(2000

年)，就可以提出意思之表示或反對，卻在高鳥邀

邱姓立委暨林姓議員兩度協助旗山居民，提出反

對臺電高壓電塔架設而未善盡水土保持之責、以

及近期通報處理二度放生錦鯉魚事件(新光渡假

山莊前)的同時，六座告示牌竟不翼而飛；李姓鳥

友聞訊表示該事件「公然挑戰鳥會與公權力」、

曾姓鳥友三度關切「報警作筆錄了沒？」。六座

告示牌(12456 等)被鋸斷而飛離棲息已 11 年的崗

位，無論所為為何，個人寧可相信是「惡魔挑釁，

絕非天使帶走」；孤苦伶仃的 7、8 牌究竟還可屹

立在「既成道路」旁多久？坦白說，我也沒把握！

面對當初為了一個共同的願望「在偏遠的深山矗

立幾座生態保育的告示牌(不鏽鋼的ㄛ！)」而慷

慨解囊的綠盒子俱樂部鳥友(如：黃老師、燕武、

世明老師、志成、黃教授、木村、相德、靜洋、

政祥…等)，個人實在無顏以對！但以臺灣的現勢

「開發的壓力永遠大於保育的努力」而言，加上

目前種種跡象和資訊研判，可能遲早會朝向我們

鳥人不樂見的方向走，那就是「大鯨魚吞食小蝦

米」，或「大怪獸囫吞小豬豬」，如果如此，鳥

會是否該站起來行動，而非止於意思之表示，如

串聯愛護生態、關切環教的「小蝦米」，共同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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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這片南臺灣低海拔丘陵地難得的野生動物庇

護所、生態基因庫！ 

高鳥只是一個社團法人的民間保育組織，沒

有公權力、沒有財力，只有會員、義工，只有一

份愛土地、愛自然的悲天憫人的胸懷，但又如何？ 

土地被破壞就難以修復，生物一旦消失就難以復

育。在此，還是呼籲，我們的會員暨政府有關部

門，記取「事件」換來的教訓，不棄不餒，累積

保育的能量，賡續站在保育的舞台；因為，我們

實在沒有權利再透支子孫的一切！不過，在此還

是要感謝中寮山生態巡守隊成員，若不是他們的

用心，咱那ㄟ這麼快就發現這款代誌擱啊，讓政

府可以更加重視類此的事件，也建議政府相關部

門(高雄市警察局回函允諾編列預算)儘速在新南

巷出入口的兩端設置監視器，以發揮嚇阻、查證

效果，相信中寮山生態巡守隊成員與旗山在地

人，也會更積極的來守護這片土地。 

    9 月 30 日我們首次為單一鳥種「草鴞」辦保

育論壇，在各界熱烈的發表、討論下，暫時告一

段落；基於「結束就是下一個開始」，會後的專

家座談，林務局保育組、中研院前研究員劉小如

老師、屏科大野保所孫元勳教授、特生中心的姚

正得主任、詹芳澤醫師、林瑞興博士…等，無不

為研擬「草鴞保育行動綱領」以進行短、中、長

期的保育工作，而絞盡腦汁、充分溝通以求共識。

對於草鴞這種瀕危的鳥類保育，無異議要求高鳥

責無旁貸先為牠踏出第一步；而高雄市的中寮山

據點順理成章為全國草鴞保育行動的起站。在田

秋堇立委的關注「滅鼠藥與草鴞存亡」，劉小如

老師以國外的實證提出「生物防治法」；農委會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在有關的會議裡，彙整本會暨

農改場專家的意見後，今年高雄市的滅鼠週，有

四個區公所將不在公有土地上施放滅鼠毒 

餌；這是高雄鳥會長期關心草鴞的初步成果，也 

是再度點燃草鴞保育的火苗。 

9、10 月份我們同時也在旗山(溪洲地區鯤州

宮&旗山生活文化園區)再次辦理中寮山「社區林

業」生態嘉年華的活動；兩次的活動都分別邀請

到高雄市李永得副市長、邱議瑩立委、林富寶市

議員、林義迪區長等人蒞臨、鼓勵，更因為眾多

鳥友的到場協助，讓滿場的老少婦孺刮目相看鳥

會的無私、為生態環境付出的一面；10 月 29 日

中寮山的生態嘉年華活動移師到旗山鬧區辦理，

即希望能將草鴞保育的觀念擴大到中寮山以外的

地區，如同幼鳥離巢後，因要成長而需擴散其活

動範圍的道理。 

   今年最後的兩個月，我們高鳥的活動可以說

是高潮迭起，除了關心草鴞外，我們接著將在衛

武營夏日大道，以「給鳥類一個安全的家」為主

軸安排一系列的活動；11 月 12 日「2011 南方鳥

類論壇」(高師大)、11 月 13 日「2011 高雄生態

嘉年華」暨兒童著色比賽「救救草鴞」《草鴞保

育 T 恤》，這些活動都需要各位鳥友的參與，也

需要鳥友們藉由大夥的手，藉由你的口，將活動

訊息傳播出去；尤其是「南方鳥類論壇」還需要

有興趣的鳥友臨場報名。當這些活動都結束的時

候，今年也將進入尾聲；這一年發生很多事，也

處理很多事，高雄鳥會全體理監事、義工、專職

的辛勞，是可想而知的！豈是ㄧ句「多謝」可了！ 

敬請期待~年終尾牙的團聚ㄛ！ 

請幫我們在年終尾牙的團聚日~~按個【讚】！ 

↓旗山生活文化園區舉辦的保育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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