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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僑亨里長」解決浪犬貓問題，打造友善動物的社區 
 

文青里里長簡僑亨，是一位熱愛動物人士，他於里長辦公室成立「愛心認養動物平台」。在

里內提倡絕育、推廣疫苗注射、晶片植入、終養不棄養，宣導正確飼育觀念；結合志工救援

受傷及餵養流浪動物。由於里內皆為高樓大廈，透過社群媒體、紙本宣導與舉辦活動凝聚居

民共識並媒合認養。認同動物是家人而非物品，他身體力行參與遊行為動保入憲發聲。他勾

勒出「友善動物、社區共榮」之願景，讓文青里成為充滿愛的地方。 
 

 
簡僑亨里長與他社區喵星人（攝：何宗勳） 

 

榮獲 2022 年友善動物傑出村里長獎的桃園

市龜山文青里里長簡僑亨，是一位熱愛動物

人士，有鑑於養寵物的人越來越多，為解決

隨之而來的浪貓浪狗問題及與居民之間的衝

突，在里內提倡絕育、推廣疫苗注射、晶片植

入、終養不棄養，宣導正確飼育觀念；救援受

傷及餵養流浪動物。 

簡里長表示：由於文青里是一個新市鎮，八

年前在重劃時很多新的工地在施工，施工就

會有工人，有工人就會有便當，自然就吸引

了許多流浪貓犬過來，而有些人可能對體型

較大的流浪犬感到害怕而排斥，所以一開始

是跟動保處合作時實施ＴＮＶＲ，絕育之後

原地放回，並在距離市區較遠的高壓電塔旁

放置罐頭餵食並且定時清掃。 

 

 
簡僑亨里長結合社區志工浪貓救援工作。（圖：

簡僑亨里長提供、文：何宗勳） 

 

由於文青里是大樓型的集合式住宅，所以誰

家有飼養動物基本上都不是很清楚，但是社

區大樓有一個強項就是網路媒體特別發達，

所以里內成立 line 群組及臉書社團，鼓勵這

些愛媽愛爸走出來，每年定期實施免費疫苗

接種及晶片植入，第一次辦的時候來了一百

多隻貓狗，簡里長自己都嚇一跳，而且社區

裏的貓狗幾乎都已實施結紮。 

 

 
與動保處舉辦飼主責任社區宣導活動。（圖：

簡僑亨里長提供、文：何宗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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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青里辦公室的門口，整齊的放著碗，每

天浪貓浪狗都會固定的來這邊吃飯，而且浪

貓一隻隻乖乖的排排站，也不會搶食，有時

連小鳥都會來。雖然每個月光飼料費好幾千

塊跑不掉，救援犬貓的醫療費也不便宜，但

簡里長幾乎是自籌經費，也不以為苦。他回

憶起之前曾救援一隻身受重傷的小貓，由於

貓咪身處在工地的鐵板夾縫中，也發現牠屁

股部分及後腿處正在流血，是很明顯的撕咬

傷，簡里長趴在地上，手已伸到極限，想盡辦

法救貓咪出來，但是牠躲得太深，根本摸不

到牠，簡里長用著堅定的眼神看著貓說：「我

今天是來救你的，但你的位置我無能為力，

如果你願意讓我救，你想辦法移動到我可以

摸到的位置。」沒想到貓咪真的聽懂了他的

話，用前腳慢慢地爬了出來，讓在場的人都

為之動容，送到醫院已經敗血症，原以為後

腳已經癱瘓，經過醫生的救治後恢復了健康，

並取名 amy，現在由社區人士認養，過著幸福

的生活，真是讓人感到非常的欣慰。 

簡里長提到，救援工作困難的是從醫院帶回

來開始，因為需要有人幫忙清理傷口擦藥，

幾乎 24 小時都要有人輪流幫忙照顧，這不是

他一個人可以做得來的，而是集結了許多志

工朋友們，大家的合作及付出，才有今日的

成果。 

 

在送養流浪動物時，為了讓毛小孩得到一個

良好的生活環境，也不辭辛勞的到認養人家

裡去觀察，最遠還跑到新竹去，除了看環境

外，最重要的是看認養人與毛小孩之間的互

動，判斷是否合適。因為從眼神就可以看出

來，真心是騙不了人的，而認養人也會定期

回報毛孩的狀況。 

 

 
簡僑亨里長與他社區動保志工（攝：何宗勳） 

 

目前桃園只有桃園市動物保護教育園區（新

屋）有比較完整的動物收容、保護、認養、協

尋、讓渡等，簡里長認為政府應評估現有的

閒置土地以做出更好的利用，協助民間公益

團體來打造如龜山的動物共生園區，像是很

多的宮廟如果有閒置的空間可以用來做為收

容浪浪的園區。讓園區內是浪浪的家園，也

是民眾可以來與他們互動的小天地，不僅讓

浪貓浪狗有一個家園，也減少了城市內居民

與流浪動物之間的摩擦，這對小朋友而言也

是一個非常好的生命教育課程，愛護動物從

小紮根，培養正確的觀念。 

 

簡里長以身做責認養好幾隻流浪貓，並認同

動物是家人而非物品，於今年 2022年 2 月至

台北參與遊行，為「動保入憲」發聲，儘管當

天寒流來襲又下著雨，大家依然熱情不減，

簡里長認為動物們沒有選舉權所以更需要我

們關心。 

 

他有一個願景，希望在里內設立大型開放式

流浪犬貓屋舍，供流浪動物自由出入及遮風

避雨的共生園區，建設打造友善動物環境，

將貓貓狗狗移至共生園區生活，改善城市生

活環境也提升貓狗生活品質，更可以大力推

動「動物友善認養平台」，結合政府資源、公

益團體、公民力量進行寵物的臨時照顧工作，

並致力推廣民眾及企業可以進行認養，讓貓

貓狗狗可以找到屬於他們一生的家，與居民

和諧共生，讓文青里成為一個充滿愛的地方。 

 

文：范秋玉 編審： 何宗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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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僑亨里長參與「動保入憲」大遊行 

（圖：簡僑亨里長提供、文：何宗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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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宥岑里長」復育台灣白魚 打造無毒友善動物環境 
 

台灣白魚是稀有二級保育類，客家人林宥岑當選里長前就積極投入復育工作。她制定環境公

約，成立巡守隊、定期水質檢測與調查，她設置白魚的避難池，以生產兼顧保育的方式，讓

在地農民使用友善無毒或減藥耕種，加入綠色保育標章認證，創造白魚和動植物的共存環境，

讓數量稀少瀕絕白魚復育至今數千條穩定狀態。這樣作法也讓家中寵物生活在無毒環境，營

造友善動物社區。她讓被忽略的白魚成為改變生態環境的奇蹟，帶動經濟提升，值得效尤。 
 

 
林宥岑里長（攝影：何宗勳） 

 

台灣白魚是二級保育類，牠的學名為「台灣

副細鯽」，日制時代文獻常用「肉魚」稱呼，

早期是埔里普遍食用之淡水魚，餐廳一帶稱

呼為「軟骨溪哥」。棲息地主要在台中新社

食水嵙溪及南投埔里，成魚體長約 10公分，

喜歡棲息在水草叢。因大環境的變遷，及人

為水利建設之破壞，幾近滅絕。當選「2022

年友善動物傑出里長獎」埔里一新里里長

「林宥岑」，在當選里長前，即積極投入台

灣白魚復育工作，至今已已展現成效。 

 

2010 年林宥岑里長回鄉創業，致力推動生

態保育，有機水田及農友轉型。當她發現里

內的「煙寮坑、台牛與樟湖坑」三條溪，有

台灣白魚蹤跡時，將自家農田，保留兩塊生

態池，不栽種農作物，作為台灣白魚的避難

及復育池。她說剛開始發現時只有 120 條，

至目前若環境很好時，應該有四，五千條跑

不掉，最主要是因為她們有避難池。她說，

社區內有九個避難池，避難池就是保種池，

在溪流棲地環境較不佳時，會將魚救上來，

在避難池保種，所以這邊的魚就長得特別好，

在河川水質較不穩定時，也會做相同救援動

作。 

 

 
林宥岑里長讓稀少瀕絕白魚復育至今數千

條穩定狀態。（圖/文：何宗勳） 

台灣有白魚蹤跡的溪流共五條，除台中新社

食水嵙溪外，在埔里一新里就有三條溪，隔

壁和成里有一條，台灣白魚是很要求純淨的

水質環境，且是個雜質性動物。因此她制定

環境公約，成立魚類巡守隊，巡守隊共有 15

人，每月巡守一次，並且定期水質檢測，測

水質濁度和溫度這區塊，每年五月至十月是

牠們的繁殖期，目前由魚類專家葉明峰老師

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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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白魚是很要求純淨的水質環境，因此林

宥岑里長制定環境公約，成立魚類巡守隊，

定期水質檢測。（圖文：何宗勳） 

 

林里長也做森林步道之調查，並與學者專家

討論，河川、森林和農田環境水汙染改善因

應措施，2016年起和環保署，南投縣環保局

合作，在地方推動社區環境改造計畫三年，

環保小學堂計畫二年，讓里民更了解生態環

境之重要。 

 

 
 

埔里是筊白筍的主要產區，早期為提高筊白

筍產量，農民用藥及化肥，產生台灣白魚面

臨滅絕危機。有刻苦耐勞客家精神的林宥岑

里長積極和水保局、林務局、特生中心與慈

心基金會等，推動生態保育及環境教育，鼓

勵里內農友加入綠色保育標章認證，以綠保

田讓農作物（如筊白筍，咖啡，紅茶，肉桂）

等，成為綠保產品。讓筊白筍與台灣白魚共

存，提升產品的保育價值，以得到價格的保

證與通路，使生產及生態並重，協助農友轉

型為六級產業。 

 

林宥岑里長認為台灣白魚，如此珍貴的魚種

在社區發現，表示社區環境優良，所生產的

農產品是一個很棒，很優質的作物。而一新

里在她推動生態保育環境下，讓社區物種在

無毒友善環境裡，多樣化之成長，如蝴蝶，

青蛙，鳥類，光鳥類就有 40 幾種之多，她

讓被忽略的白魚，成為改變生態的奇蹟，帶

領里民提升經濟，改善生活，其做法值得效

尤。 

 

圖/文：林秋琴   編審：何宗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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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宥岑里長規劃各種類型「農村體驗」行程，內容豐富有趣。除了推廣無毒種植，也振興社

區產業。（文：何宗勳  圖：林宥岑里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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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雅芳里長」結合警政動物普查 制定犬貓絕育率 KPI 
 

張雅芳里長，家裏飼養貓狗以外，還有鳥、鵝及刺蝟，是愛動物的家庭。里內因發生犬貓誤

食老鼠藥事件，讓她以環境的清潔與設置補鼠籠來取代老鼠藥。因遊蕩犬貓造成環境與公安

的問題，她結合各方資源，配合政府政策，經過三年努力徹底解決。她改善廢棄小公園時，

為貓咪保留專屬步道，使公園成為友善動物的地方。目前與警政合作結合戶口普查，也進行

寵物的調查。她期許將社區打造成人與動物幸福共榮共存社區。 
 

 
張雅芳里長（張雅芳里長提供） 

 

榮獲「2022年友善動物傑出村里獎」的台中

市光隆里張雅芳里長，家裏飼養貓狗以外，

還有鳥、兔子、鵝及刺蝟等，是非常愛動物的

人士，採訪當日社區活動中心聚集了許多里

民，大家都帶著自家寵物一同前來，熱鬧非

凡，也讓人感受到光隆里是個友善動物的社

區大家庭。 

 

張里長從小在車籠埔光隆里長大，為人熱情，

熟悉地方鄰里，誰家有養小動物她都知道，

在社區看到有小狗隨處便溺，她一看就知道

是誰家的狗，便會前去跟飼主講。里長說不

要用命令的口吻，用有點開玩笑的語氣跟里

民溝通，請飼主去清掃。她說，當里長不能一

板一眼，要和社區里民互動，再加上里長本

身喜歡串門子，所以在社區走動也能很快掌

握鄰里間的大小事。 

 

在擔任里長期間，看到過無數的動物因老鼠

藥錯誤使用而誤殺慘案，開始宣導民眾禁用

老鼠藥避免再誤殺犬貓。里長表示，很多老

鼠吃了老鼠藥後，貓再抓老鼠所以間接的也

受到老鼠藥的傷害，因此她以環境的清潔與

設置補鼠籠來取代老鼠藥。剛開始有些里民

會抗議說別的里都有發老鼠藥為何光隆里沒

有？經過里長的宣導與講解後也都能逐漸的

接受，不再排斥。 

 

早年社區相當保守，里辦公室跟社區發展協

會並未整合，所以社區都沒什麼建設與進步，

看到隔壁里爭取了很多資源建設，瞭解之下

才知道要去上課取得資格才可以申請。一開

始不清楚流程，想改善社區髒亂小公園就把

老舊涼亭拆了，向公所申請經費時被打回票

後，才知道這樣是不行的，於是向農業局及

水利局寫計劃書，說明想要改變社區建設，

申請農村再生培根計畫，聘請專家先後辦理

說明會方式與里鄰居民一同努力推廣「友善

動物環境營造」。 

 

在計劃中為了改善廢棄小公園時，特別為貓

咪保留了專屬通道，里長表示以前貓為了翻

越高聳的圍牆，跳上跳下的很危險，有的小

貓還跳不上去。剛好圍牆邊有一個洞原本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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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填補起來，後來想想乾脆為貓咪留一個通

道方便牠們出入，並在圍牆上彩繪可愛的貓

咪圖案，讓這個貓通道別具特色，讓小公園

成為友善動物的地方也是親子遊樂的場所。 

 

 
在改善廢棄小公園，特別為貓咪保留了專屬

通道方便牠們出入，讓小公園成為友善動物

的地方也是親子遊樂的場所。（圖文：何宗

勳） 

 

因遊蕩犬貓造成環境與公安的問題，她結合

各方資源，配合政府政策，經過三年努力徹

底解決。里長表示，以前有二、三十隻的流浪

犬，有皮膚病的送養不易，就通知動保機構

處理，其他就幫忙媒合至工廠或其它地方。

由於光隆里養寵物的家庭也不少，於是里長

爭取施打疫苗健檢等能就近辦理，而不用再

大老遠的跑到到處去。 

 

 
張雅芳里長與動保志工集思廣益，首創結合

警政透過戶口普查順便調查住戶寵物數。（文、

何宗勳、圖：張雅芳里長提供） 

 

張里長認為「教育」是村⾥推動動保成功的

關鍵，也是動保看不見的源頭管理，光隆里

地處太平車籠埔偏鄉地區，在區域發展中一

直處於貧瘠的區域，人口老化、青年外移問

題嚴重動保推廣本屬不易。 

 

里長認為在動保問題上，許多方案都是試圖

去改變動物，但我們真正必須影響的是人，

必須讓更多人一起投入對動物的關懷。在落

實動保議題實行上，往往只有動保的資訊而

沒有人教導整理好的知識，而無法成為動保

執行的智慧，這也是生命教育的重要性。 

 

光隆里中期目標希望結合里辦及社區人力行

政資源、學校資源，辦理里鄰社區貓犬普查

登記推廣，並提供免費訊息及正確知識資源，

辦理區域內學校演講及推廣等。 

 

光隆里目前計畫與警政合作結合戶口普查，

也同特進行寵物的調查，里長認為這可以說

是魚幫水水幫魚，因為如果小狗去追人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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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受傷，警察是不是也要處理？所以警察

調查人口戶，里長則調查寵物戶。 

那麼里民能接受這項計畫嗎？里長表示：寵 

物戶口調查，可以在第一時間掌握寵物數量

外，每當有行政資源時，都能在第一時間通

知里民，像是那裏有疫苗注射、結紮、健檢的

活動，並提供免費訊息及正確知識，也能用

最少的行政資源達到最大的效益，相信對有

養寵物的家庭而言也會樂於配合。 

 

她最終目標是希望普查完成後配合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年度計劃訂定光隆里犬貓寵物登記

率及犬貓絕育率 KPI 計劃目標，每年公布預

期成效及成果並開檢討會，讓里鄰社區民眾

能夠「有感及參與」讓貓犬絕育不淪為只是

呼口號，並期許將社區打造成人與動物幸福

共榮共存社區。 
 

 
張雅芳里長與動保志工大合照。圖文：何宗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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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寶里長」保護野生動物 致力解決與遊蕩犬衝突 
 

三協里劉文寶里長為了保護家鄉投入反馬頭山廢棄物掩埋場運動。為了保護馬頭山生態

與政府學術單位合作，發現馬頭山有保育類穿山甲、食蟹獴等，是少見完整淺山生態樣貌

的地區，因而積極爭取成為國家自然公園。他組織志工山林巡守抓盜獵與動物救援，

為了防止動物被路殺，設置生態廊道。並透過家戶動物普查，家犬與遊蕩犬絕育，期減緩野

生動物與浪犬之間的衝突。里長對動保的關心與守護家鄉精神實為村里長之表率。 
 

 
劉文寶里長（劉文寶提供） 

 

馬頭山位於高雄的內門、旗山與田寮三區的

交界，因其山頭外型看似駿馬而得其名。從

另一方向來看貌似元寶，早期稱為銀錠山。

當地因具有白堊土地質特性，一般人大多認

為它一無用處，不具農作與開發的價值，因

此引來廢棄物掩埋場來此叩關設置，造成地

方居民的強烈反彈。 

 

在 2015 年 6月富駿公司相中了馬頭山東側

一處 28.7公頃的山谷，向地方政府申請開

發為乙級廢棄物掩埋場。此舉，驚動地方，

喚醒了居民的環保意識，開始投入抗爭行

動。 

 

 
馬頭山反廢棄物掩埋場運動至今還在持續。 

圖：翻拍馬頭山自然人文協會 

 

當時是汽車保養廠老闆的劉文寶，平時就樂

心公益。在居民對馬頭山事業廢棄物掩埋場

興建抗議中，他看見居民的吶喊和無助，一

顆慈悲為民服務的心開始湧現。因此決定參

選里長，和在地居民一起守護馬頭山，反對

馬頭山興建到底，結果高票當選連任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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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頭山因外貌看似駿馬而得其名。 

圖/文：何宗勳 

 

與村民一起投入保護家鄉反馬頭山廢棄物掩

埋場運動過程，意外有公民科學家發現這裡

有豐富生態資源。他而為瞭解這塊土地的價

值，透過政府跨單位與專家學者協助，才發

現原來家鄉擁有豐富的生態。有厚圓澤蟹、

食蟹獴、穿山甲、台灣獼猴、鼬獾與白鼻心

等珍貴保育類動物，甚至可以在路邊遇見野

生的梅花鹿。馬頭山被專家評定為台灣少見

完整淺山生態樣貌的地區，十分珍貴，里長

與志工們因而積極爭取申請成為國家自然公

園。 

 

 
救援受傷的穿山甲 

圖：翻拍馬頭山自然人文協會 

由於有豐富的野生動物，狩獵事件頻傳，為

了保護野生對物，劉文寶里長組織志工山林

巡守隊，抓盜獵與動物救援。常常劉里長一

接獲通報，一定一馬當先率領居民圍堵，多

次與狩獵者正面遭遇，也曾發現狩獵者車上

有殺傷力的工具和被獵殺的山豬，整個對峙

過程充滿危險性！但是劉里長善用技巧對盜

獵者軟硬兼施，而且和警方良好的聯繫管道

及即時支援，是居民內心安全感來源，也是

馬頭山地區防制盜獵的大功臣。 

由於馬頭山是淺山地區，生態原始又豐富，

穿山甲就是此地常見保育類動物，近年來劉

里長跟居民經常發現穿山甲受傷的情況，而

且多數的情形是遭受遊蕩犬的攻擊，所以在

地的居民常發現待救援受傷或被攻擊的穿山

甲，已經習慣第一時間通報劉里長，待暫時

安置後，再透過馬頭山自然人文協會通報給

穿山甲專家孫敬閔博士，然後帶回屏科大野

生動物保護所治療照顧，等到傷勢痊癒之

後，再回到馬頭山野放，至今被救援的穿山

甲已經不在少數！ 

 

 
保護野生動物避免陸殺生態廊道。 

圖：劉文寶里長提供 

而社區緊鄰的台 28 線的「國土生態熱點

區」也是「路殺熱點」。劉里長表示，馬頭

山常常會出現梅花鹿及保育類野生動物穿山

甲，這些保育類動物常被群聚遊蕩犬威脅追

咬，導致慌亂逃竄，鄰近的台 28線道上車

流因此受影響，駕駛經常為了躲避竄出的這

些動物而發生車禍。 

 

因此，劉文寶里長與公部門合作，爭取經

費，促成生態廊道等動物多項生態友善設施

及措施，打造兼顧景觀與生態維護之道路系

統，降低公路開發對生態產生的衝擊，防止

野生動物遭受路殺，給野生動物一條安全回

家的路。 

 

 
社區動保宣導座談。 

圖：劉文寶里長提供 

 

同時，為了解決遊蕩犬與野生動物衝突，在

高雄動保處與動保團體協助下，開展社區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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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並進行鄰里家戶動物普查與遊蕩犬族群

調查。透過家戶動物普查，要求家犬與遊蕩

犬絕育，流浪狗的移除，減緩野生動物與浪

犬之間的衝突。 

 

劉里長帶領一群人從反事業廢棄物掩埋場的

抗爭，轉型成守護家鄉運動，並讓這些曾經

是長輩口中的地質惡地「歹所在」，如今也

已逐漸成為人與動物和諧相處自然珍貴寶

地。 

 

 
社區動保宣導與動物普查。 

圖：劉文寶里長提供 

 

 
劉文寶里長與他的志工夥伴們 

攝影：梁文賓 

 

文：梁文賓   編審：何宗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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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秀蘭村長」護蟹有成 發展生態產業 結餘回饋鄉里 
 

港口村位處南國偏鄉，資源匱乏人口外移嚴重，但擁有自然的環境、天然的美景與豐富的生

態物種。楊秀蘭擔任村長之後，透過公私協力成立巡守隊保護陸蟹，募集寄居蟹的殼、種植

林投樹營造竹節蟲的棲地空間、栽種蝴蝶食草吸引蝴蝶遷入。透過生態旅遊與教學，讓港口

村朝向生產、生活、生態三生一體的社區發展，吸引青年返鄉。如今每年旅客數破萬，結餘

回饋社區。她的努力讓港口村成為充滿愛的地方。

 

 
楊秀蘭村長（楊秀蘭提供） 

 
位於國境之南的屏東縣滿州鄉海口村，是恆

春三寶之一海口茶的產地，有知名旅遊景點

港口吊橋，也有衝浪客喜愛的佳樂水海灘。

連任三屆海口村村長楊秀蘭，是來自宜蘭羅

東的媳婦，她嫁到海口村已有 40年。民國 91

年丈夫擔任港口村村長後，身為妻子的楊秀

蘭在耳濡目染下，成為丈夫的左右手，一起 

 

投入社區發展工作。民國 99 年，楊秀蘭接下 

棒子，擔起社區發展的重擔，延續至今。 

 

港口村位處南國偏鄉，資源匱乏人口外移嚴

重，但擁有自然的環境、天然的美景與豐富

的生態物種。楊秀蘭帶著村民，從民國 101

年起開始建構生態旅遊服務團隊與社區生態

志工隊，以「屏東縣滿州鄉港口社區發展

協會」加入恆春半島生態旅遊解說行列。

港口社區志工隊原本對生態漠不關心，在解

說培訓的過程中逐漸領悟家鄉生態的豐富與

寶貴，看見與自己一同長大的環境不斷改變，

居民們開始全力投入生態環境的守護。 

 

 
楊秀蘭村長偕港口社區生態志工隊夜觀巡守

監測。圖：楊秀蘭提供 

 

解說員們要接受超過 120 小時的培力訓

練課程，陸蟹、鳥類、爬蟲類和植物等各

種專業知識都得學會，並且要加入巡守

監測的志工排班，每週定時去觀察生物

的狀況和數量，繳回紀錄表，最後通過筆

試和口試後，成為線上接受預約的導覽

人員。 

 

楊秀蘭與港口社區村民一起規劃港口採

茶體驗、夜間觀賞陸蟹、白榕園導覽、黑

豆腐 DIY 和風味餐等多條生態旅遊行程，

讓遊客有更多不同方式來認識港口社區。

疫情前每年吸引約有 12,000 名遊客到訪港

口社區，透過生態旅遊產業，增加社區工作

機會，也讓年輕人願意返鄉服務。106-1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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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生態旅遊回饋金高達 300 萬以上，

扣除解說員、在地合作店家等等費用，結

餘回饋金作為老人關懷據點與社區社福

之用。 

 

 

非常受歡迎夜間親子寄居蟹生態導覽。 

圖：楊秀蘭提供 

 
攝影：何宗勳 

恆春半島陸蟹極具多樣性，據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統計，已知種類高達 60 多種，在全球

已知的陸蟹棲地中，歧異度高居第一，堪稱

是「陸蟹半島」，與澳洲聖誕島享有齊名。港

口溪為墾丁國家公園內最大的河川，淡水與

海水交匯，使得港口社區擁有豐富陸蟹族群

量及多樣性。109 年港口溪又發現新種及新

紀錄共 4 種，讓有「陸蟹之河」美名的港口

溪陸蟹達到 49種。 

 

楊秀蘭說：大約三十幾年前，港口溪口這邊

有非常多的中型仿相手蟹，可說是「蟹滿為

患」。根據陸蟹研究學者劉烘昌的調查，從港

口溪出海口到上游離海四公里處，都可看見

中型仿相手蟹，族群數量估計近一百萬隻，

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型仿相手蟹族群。但近年

來因人為的獵捕、道路開發、棲地破壞、抱卵

母蟹被「路殺」與黃狂蟻肆虐…等等因素，數

量已寥寥可數了。 

 

101 年楊秀蘭建構港口社區生態巡守隊，自

發性進行社區的陸蟹資源巡守，每周四天針

對陸蟹數量進行監測，每年投入監測時間高

達 280 天，持續不斷至今已超過 2600 天以

上。每年 7-10 月陸蟹產卵期，港口社區夜間

會巡守幫助陸蟹過馬路以避免被「路殺」，也

在 10 月配合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辦理護蟹

活動，向大眾推廣生態保育的重要性。 

 

寄居蟹從小到大隨著體型成長變化，必

須不斷的找尋適合的貝殼來寄居，但

沙灘上貝殼被民眾撿光和垃圾眾多，造成

許多寄居蟹只好揹著各式各樣的塑膠瓶、蓋、

甚至以玻璃瓶為家。為給寄居蟹友善的家，

楊秀蘭舉辦「蟹謝你，讓我有安全居所」募

集貝殼活動，長期向海鮮餐廳募集蠑螺及鳳

螺螺殼，提供沿岸的寄居蟹換殼時可以找到

適合的家。 

 

 
港口村馬路都有標示提醒車輛注意陸蟹。 

攝影：何宗勳 

 

楊秀蘭也與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保育研究課

合作，在社區活動中心前的閒置空間，栽植

蝴蝶食草，吸引黑脈斑蝶、青斑蝶、玉帶鳳

蝶、黃裳鳳蝶…等遷入。也在海岸林種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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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樹叢，營造珍貴稀有二級保育類津田氏大

頭竹節蟲的棲地空間，林投葉也是牠的食物。

林投葉的葉緣像把鋸子，擁有非常堅硬的細

刺鋸齒，讓津田氏大頭竹節蟲不易被天敵捕

食。津田氏大頭竹節蟲是僅分布在墾丁、綠

島和蘭嶼，是台灣特有種。津田氏大頭竹節

蟲生長在野生環境，若牠從在墾丁、綠島和

蘭嶼消失時，就徹底滅種了。 

 

楊秀蘭同時兼任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生態

旅遊解說員、社區巡守隊員等工作，個性溫

良恭儉，除了繁複的行政工作外，本身也投

入生態旅遊的基礎工作，帶領村民一同學習

成長。這樣親力親為的付出，讓她在村長的

選舉中拿下投票率 100%，獲得村民一致的肯

定與支持。 

 

楊秀蘭透過社區及各單位培力資源，提供社

區夥伴參與各類生物、生態保育、環境教育

等學習課程，持續精進生態相關知能。透過

生態旅遊的推動，增加自然資源保護的強度，

落實在地巡護運作的觀念，減少自然資源被

破壞，又為地方帶來商機，並持續推動產官

學合作，建構良好的夥伴關係與策略聯盟，

創造多贏的局面。使港口社區成為墾丁國家

公園落實生態保育的在地好夥伴，成功翻轉

了這座小漁村。 

 

楊秀蘭讓港口村朝向生產、生活、生態三生

一體的社區發展，吸引青年返鄉。如今每年

旅客數破萬，結餘回饋社區。她的努力讓港

口村成為充滿愛的地方。如今榮獲 2022 年友

善動物傑出村里長獎為實質名歸、當之無愧。 

圖/文：林育葶 編審：何宗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