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 年草鴞保育行動計畫，由屏科大孫元勳

老師負責的野外調查研究部分至今已進行兩個

月，除了 10/26 發現的一筆記錄外，其他暫無斬

獲，由於定點錄音及定點自動回播資料龐大，現

正由孫老師實驗室進行分析，期待能有所突破。 

    教育與推廣部分，11-12 月共舉辦 6 場校園

宣導及 2 場社區宣導，參與人數近 1000 人。社區

宣導部分包含南勝里以及上洲里，由於第一次在

社區舉辦小型宣導，人數成了一個不確定因素，

所幸南勝里場次獲得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張忠雄

先生的大力支持，並拍胸脯表示「社區這邊宣傳

交給我！你放心，不用擔心沒有人！」當天果然

反應熱烈，張總幹事也表示，希望未來可以有更

密切的合作。上洲里場次，當工作人員在活動前

先行到場佈置時，當地的學童主動幫忙，並且表

示他們在學校曾聽過鳥會的宣導，因為很喜歡所

以前來幫忙，讓工作人員感到辛苦的宣導工作總

算看見一絲成果，離在地紮根再度往前跨出一步。 

10 月 20 日開始的「2012 繪聲繪影畫草鴞」

比賽於日前結束評審，經過六位評審近 7 小時的

篩選與討論，終於從多達 1179 件的作品中，選出

四組(社會組、大專組、青少年組、少年組)金、

銀、銅獎及佳作共計 59 件精采作品。 

    12 月 16 日於旗山大洲國中進行第二次的「草

鴞保育行動平台專家座談會」，邀請學者專家們對

草鴞保育議題進行討論，並帶領學者專家進入中

寮山的草鴞棲地進行踏查。 

感謝大洲國中蔡昭宏校長及 

陳世明主任大力支持並提供會議場地，以及中寮

山巡守隊員提供在地的美食。本次會議結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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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年的台北國際賞鳥博覽會，經過專職以及

志工們的努力，成功募得了十餘萬元基金，除了

公部門的支持外，民間的募款還是迫切需要，期

待各界持續支持！ 

    鳥會於 9 月在臉書成立「挽救瀕危的猴面鷹」

粉絲專業，透過網路將各項訊息告知給更多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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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草鴞保育行動平台專家座談會」於大洲國中舉行

↑感謝黃淑貞老師、李文化大哥、陳世明老師、林世忠大哥協助到社區、學校進行一場場的草鴞保育宣導 



    

2012〈繪聲繪影畫草鴞〉比賽結果揭曉 

本活動自 101 年 10 月 20 日開始收件以來，歷

經一次的延期收件，至 12 月 10 日截止，總計收到

社會組 161 件、大專組 107 件、青少年組 576 件、

少年組 335 件，總計 1179 件作品；12 月 24 日於鳥

會會館進行評審作業。原定各組選出金、銀、銅各

一件及佳作各五件，合計 32 件作品，然而因為參賽

作品量大、水準頗高，經評審討論結果，各組增加

錄取佳作作品若干：社會組、大專組各 10 位，青少

年組投稿作品最踴躍，因此錄取 15 位、少年組 12

位，合計錄取四組金、銀、銅得主 12 位，佳作得主

47 位，總計 59 位得獎名單。 

因投稿踴躍，評審採分階段方式，第一輪先淘

汰鳥種及棲地環境不符合實際情況的作品，第二輪

將作品分批，由各評審挑選入選作品若干，再將各

批入選作品集合重新挑選；第三輪由所有評審投票

決定，以得票數最高且無異議者為金牌，若同票則

再次投票，並依得票高低決定名次。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常務理事

林世忠表示，原本舉辦比賽時並沒有相當把握，特

別是接近第一次截止日時才 200 件不到的作品寄

達，在延長了 20 天的時間後，最後近 1200 件作品

寄到辦公室，大樓收發室堆滿了作品，讓大樓管理

員及主辦單位相當驚訝與驚喜！ 

參與評審的高雄市農業局保育科科長林志嫺表

示，草鴞是台灣最瀕危、稀有及民眾最陌生的貓頭

鷹，透過這個比賽，可以吸引除了鳥友以外的民眾

和社群來關心草鴞所面臨的問題，並透過繪畫藝術

的形式，加深社會大眾的瞭解和印象！ 

高雄鳥會總幹事林昆海表示，草鴞保育工作的

推動需要全民的協助和參與，這次活動感謝林務局

的經費補助，和六位評審委員：陳寬祐、蕭培賢、

黃清秀、蔡錦文、林志嫺、林世忠一整天的辛勞。

得獎作品掃描完成後，會陸續在網站上張貼讓大家

欣賞！同時也會尋求適合的場地和贊助舉辦展覽，

讓更多人欣賞這些精采的作品！ 

 

 

 

 

 

 

 

 

 
名次 姓名 居住地 名次 姓名 居住地 名次 姓名 居住地 名次 姓名 居住地

第二名 蘇玲玉 嘉義市 佳  作 倪珞婷 新北市  

第一名 張明正 台中市 第三名 林士傑 新北市 佳  作 張祖培 台北市 第一名 張凱婷 台中市

第二名 江駿杰 新北市 佳  作 李姵樺 台北市 佳  作 黃千育 台北市 第二名 羅伃倢 桃園縣

第三名 黃文祥 新北市 佳  作 吳特嘉 台南市 佳  作 高瑜彗 桃園縣 第三名 施純煒 台中市

佳  作 陳韻哲 台南市 佳  作 萬俊延 台中市 佳  作 莊敦凱 彰化縣 佳作 張辰溦 新北市

佳  作 李宛霖 高雄市 佳  作 周明翰 新北市 佳  作 陳  俐 桃園市 佳作 傅郁軒 新北市

佳  作 羅光佑 台中市 佳  作 陳采齊 台中市 佳  作 張藝齡 高雄市 佳作 郭菫晴 南投縣

佳  作 游豐榮 新北市 佳  作 林毅恩 彰化縣 佳  作 王  令 台東縣 佳作 張琳鈞 高雄市

佳  作 黃暐恬 新竹縣 佳  作 蔡季罡 台中市 佳  作 郭又瑄 台北市 佳作 李唯怡 嘉義市

佳  作 葉惠凰 台北市 佳  作 廖曼鈞 台中市 佳  作 秦語謙 高雄市 佳作 孫瑜妤 嘉義市

佳  作 邱仕憲 新北市 佳  作 蘇怡璇 台南市 佳  作 陳怡君 新北市 佳作 周宇浩 花蓮縣

佳  作 黃寶琳 新北市 佳  作 黃敏哲 高雄市 佳  作 呂浩維 台中市 佳作 張郁欣 彰化縣

佳  作 丁富文 新北市  佳  作 曹語涵 桃園市 佳作 蔡珮雯 台中市

佳  作 柯逸函 台北市 第一名 黃于亭 台北市 佳  作 盧佳均 新北市 佳作 陳念琪 台中市

 第二名 徐宜宣 台中市 佳  作 呂易倉 宜蘭縣 佳作 李冠霖 桃園縣

第一名 詹莊軒 新竹市 第三名 杜  謙 高雄市  佳作 林奕彣 台北市  

↑「繪聲繪影畫草鴞」比賽的評審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