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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民權益==
[災民權益] 莫拉克永久屋如何申請 營建署網站設問答集
行政院農委會莫拉克風災農業救助及產業輔導
服務專線：0800-071688；02-23126944
全國工安金網路：八八災後復健安全專區 八八受災勞工服務措施圖如下：

==事件==
*＃南迴鐵路通車*
2009/12/30 [災後重建] 南迴通車 環島鐵路全線復駛；林邊鄉民架舞台抗議 南迴復駛日尷尬

*＃監院糾正外交部拒絕外援有損政府形象*
2009/12/16 八八水災／外交部拒外援 監院糾正：損害政府形象；[監院報告]
外交部「拒援」風波，肇因未依既定作業程序辦理，造成失序，損害政府形象，監察院予以糾正

*＃監院對行政體系缺失提出調查報告*
2009/12/02 [監院報告] 監院莫拉克八八水災專案調查言報告書；各家媒體相關報導

*＃監院第一次針對莫拉克風災提出糾舉*
2009/10/19 八八究責／被監院糾正 葉宜津：因馬總統矛頭指向氣象局；監院要糾正
羅淑蕾抱屈：官員吃飯理髮，還怪氣象局不準
2009/10/14 [媒體觀點]「監委槓上吳德榮」＆「如果預報準確的話，劉兆玄敢去理髮？」
2009/10/14 [官方觀點] 莫拉克風災氣象預警不彰 監院糾正氣象局
2009/08/12 [官方觀點] 莫拉克釀巨災 監察院追究責任 院長王建煊怒問「悲劇為何不斷發生？」

*＃好茶部落公投婉拒慈濟*
2009/08/27 投票拒慈濟，爭取遷瑪家，好茶部落要做自己的主人

==議題==
*＃災難成因反省*
[媒體整理] 八八水患的思考 /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本文在災後迅速刊出，指出如下災難成因：
（1）局部問題：民眾於不適地區的不當開發與官方的錯誤判斷：超限利用、拒絕管理、就地合法
（2）治水概念錯誤：政府治水「範圍切劃失當」無法整體治理，事倍功半
（3）總體規劃失衡：以發展為中心，輕忽國土保育，更助長氣候變遷因素（溫室氣體排放、超挖地下水等）
（4）招標問題造成阻礙：清淤是第一要務，但水利署經常避而遠之，因為清淤涉及高利潤
提出建議有下列幾點：
（1）建立環境資源部作環境利用總體統籌規劃
（2）確定各相關單位法律位階，使預算和統籌人力高效化
（3）還地於河、還土於山林，推動國土復育
（4）嚴密防災體系與設施
[舊聞，還是值得看] 敏督利重創臺灣 造成慘重災情--籲審查「地質法」 將土地還給大自然 「人定勝天」不適用
日前親赴災區實地了解災情的農委會副主委戴振耀感慨，這次災情慘重，除了雨量太大、九二一大地震後地質不穩定
之外，民眾「與河爭道、與山爭地」，濫墾、濫建、濫伐，破壞大自然平衡，是人為的重要原因。
[災後反省] 八八水災問題的前因與後果
本文指出台灣環境問題的元兇：「為富不仁」，批評台灣慣常以搶取豪奪周遭與後代的資源來締造自己的經濟成就，
強調「環境不只是物質的自然環境，更包含了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等面向」，並建議可以「借鏡於全球綠色憲章
的六大基本價值：（1）生態智慧（2）社會正義（3）參與式民主（4）非暴力（5）滿足當代卻不犧牲後代子孫的永
續，以及（6）尊重多元」來思考如何重建。
--製造PVC的台塑仁武廠還在運作，每天排放大量氯仿等有毒化學物質到後勁溪下游1600公頃農田，政府一直縱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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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團體要求下，仁武廠負責人曾承諾以歐美標準來改善，但排放不減反增2-3倍。
--屏東發現8000多公噸汞污泥，屏東縣政府卻無力對抗台塑，多次求償官司敗訴後，反而是由環保署花8000多萬委
託台塑處理。
--又麥寮離島工業區使雲嘉南、台中空氣品質惡化。為了填海造路把濁水溪往下游的輸砂抽走，造成嘉義布袋、東石
外海的外傘頂洲退縮40 -70公尺。

*＃警告*
[氣候變遷] 中研院環變中心劉紹臣特聘研究員發表重要論文 全球暖化與極端降雨密切相關

*＃原住民與災區、災區重建問題*
Re: [媒體整理] 八八水患的思考 / 過度開發與原住民；政府無罪，罪在蕃人？國土復育條例草案的傲慢與偏見
[災後重建] 拒絕步上海棠災民後塵 嘉蘭人憂永久屋成夢
[學術觀點] 氣候變遷、國土保育與台灣原住民族的社會文化願景：八八風災後的前瞻性跨學科討論會
【921十週年】拒作「缺少歷史的民族」 災難下看見原住民新生 
[現身說法] 家，應該回到記憶中的樣子─小林村蔡松諭先生專訪
台邦與陳永龍的文章 / 兩則關於魯凱族遷村的呼籲及評論
重建報 一封原民老師的信… 
[重建] 上山、下山 尋找一條通往祖靈地的路
重建路迢迢 原民 : 我們要回家 守護森林山川
投票拒慈濟，爭取遷瑪家，好茶部落要做自己的主人
反面觀點：媒體請自律，回應〈重建路迢迢 原民 : 我們要回家 守護森林山川〉
官方態度：劉規吳隨，以建永久屋為重建原則

*＃災難與人權*
[國內觀點] 台灣人權促進會：八八水災與人權問題: 聯合國曾經出版了一份「如何保障那些受到自然災害的人民的基
本人權」手冊。裡面便寫到他們經常面對的問題有：「受援助的機會不平等」、「受援助時遭到歧視」、「遭受到性
或性別的暴力」、「強迫遷移」、「兒童被募集成軍隊」、「兒童的教育問題」等等。

*＃兩難！國土復育 v.s. 生存權*
921地震10周年 國土保育篇－復育國土 人的因素應先解決 

＃災難防治方法
[災難防治] 學者發現地震儀可監測土石流
[國際觀點][積極建言] 聯合國有關救災與重建的國際規範
[災難應變] 環境衛星監測計畫 協助人類抗災
[資訊科技] 資策會立體城市掃瞄技術可望為救災利器

＃給政府壓力
[媒體觀點] [八八]災後兩個月 4500人仍住安置中心

==動機與緣起==

基本上這個「行動」是以「八八風災」為起點，擴及到對一切大規模天然災害的關心。我們想要做的是，尋找散落在
各地的真實聲音，看看大家是怎麼看待這些災害，大家的關心又何在，然後透過這個平台內部系統的整理，把議題由
下而上地鞏固集中起來，等到議題生出來之後，我們再拿這些議題與這些聲音，來問專家、問政府與問大眾，要怎麼
解決、怎麼因應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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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專區==
網址：http://mepopedia.com/group/88 (建制中)

==計畫==
*方向*
讓真實的聲音發聲並集結
我們不願再見八八
國破山河在是人禍，國在山河破更是人禍
用智慧的架構讓零散的力量集合起來，迫使集體不再鄉愿

*分類基礎（root tags）*
--現身說法
1. 災前
2. 災時
3. 災後
4. 心情分享
--深度反省
--積極建言
1. 行政面
2. 政治面
3. 觀念面
--資料整理
1. 在地觀點
2. 國內觀點
3. 國際觀點

（P.S. 基於這個分類基礎，所有主題皆由網友自由創設）

*人力需求*
專案負責人 1
專案執行秘書 1
中部田野訪查人 1
中部田野助理 0~1
南部田野訪查人 1
南部田野訪查人助理 1~2
國內公關1
國際觀點採集1

*預算*
人事薪資
雜支
訪查人特別預算

*工作分野*
田野訪查：中部災區、南部災區
（訪查重點：災區學生、災區文史工作者、災區民眾、救災志工）
讓真實的聲音發出來！
一人一照片一訪談紀錄，紀錄形式可以為文字、圖像或影音

專業訪查：
根據田野訪查結果邀請專家學者與政府官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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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搜尋：        
國內災難應變資料蒐集
國際災難應變資料蒐集
（徵求翻譯志工，基於web2.0精神，號召志工協助中、英互譯）

==留言板==
歡迎留言，留言請先註冊您的mepopedia帳號，
或者到給MEPO的建議 （不用註冊）

==相關網站==
官方組織：
內政部莫拉克重建相關消息 http://www.moi.gov.tw/news.aspx?type_code=08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http://88flood.www.gov.tw/
勞委會八八臨工專案 http://file.ejob.gov.tw/2009_specially/2009_88flood/index.htm
經建會國土復育策略方案 http://www.cepd.gov.tw/m1.aspx?sNo=0000531
行政院農委會莫拉克風災農業救助及產業輔導 http://www.coa.gov.tw/morakot.php

學術單位
政大台灣麥克阿瑟安全研究中心 http://www.mcsstw.org/www/

非營利組織：
台灣環境資訊中心 http://e-info.org.tw/        
--八八水災 沖出環境與國土規劃的大「災」問！ http://e-info.org.tw/node/46037
莫拉克88News http://www.88news.org/        
水患治理監督聯盟 http://waterwatch.ngo.org.tw/about
Disaster Center http://www.disastercenter.com/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http://www.unisdr.org/

  

營利組織：        

媒體與網路：
小地方新聞網：莫拉克之後 http://www.dfun.com.tw/?cat=1967
公視｜PeoPo 全紀錄｜八八水災專區 http://www.peopo.org/promote        
維基百科「八八水災」詞條 http://zh.wikipedia.org/wiki/八八水災        
今日新聞八八水災 http://www.nownews.com/88/

adaptor / October 11, 2009 12:08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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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與緣起==

基本上這個「行動」是以「八八風災」為起點，擴及到對一切大規模天然災害的關心。我們想要做的是，尋找散落在
各地的真實聲音，看看大家是怎麼看待這些災害，大家的關心又何在，然後透過這個平台內部系統的整理，把議題由
下而上地鞏固集中起來，等到議題生出來之後，我們再拿這些議題與這些聲音，來問專家、問政府與問大眾，要怎麼
解決、怎麼因應比較好。

==八八專區==
網址：http://mepopedia.com/group/88 (建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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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方向*
讓真實的聲音發聲並集結
我們不願再見八八
國破山河在是人禍，國在山河破更是人禍
用智慧的架構讓零散的力量集合起來，迫使集體不再鄉愿

*分類基礎（root tags）*
--現身說法
1. 災前
2. 災時
3. 災後
4. 心情分享
--深度反省
--積極建言
1. 行政面
2. 政治面
3. 觀念面
--資料整理
1. 在地觀點
2. 國家觀點
3. 國際觀點

（P.S. 基於這個分類基礎，所有主題皆由網友自由創設）

*人力需求*
專案負責人 1
專案執行秘書 1
中部田野訪查人 1
中部田野助理 0~1
南部田野訪查人 1
南部田野訪查人助理 1~2
國內公關1
國際觀點採集1

*預算*
人事薪資
雜支
訪查人特別預算

*工作分野*
田野訪查：中部災區、南部災區
（訪查重點：災區學生、災區文史工作者、災區民眾、救災志工）
讓真實的聲音發出來！
一人一照片一訪談紀錄，紀錄形式可以為文字、圖像或影音

專業訪查：
根據田野訪查結果邀請專家學者與政府官員回應

資料搜尋：        
國內災難應變資料蒐集
國際災難應變資料蒐集
（徵求翻譯志工，基於web2.0精神，號召志工協助中、英互譯）

                                5 / 6



MEPO Forum / 八八災後深度反省
「八八災後深度反省」美寶百科頁面封存 20091011

==留言板==
歡迎留言，留言請先註冊您的mepopedia帳號，
或者到給MEPO的建議 （不用註冊）

==相關網站==
官方組織：
內政部莫拉克重建相關消息 http://www.moi.gov.tw/news.aspx?type_code=08
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http://88flood.www.gov.tw/

非營利組織：
台灣環境資訊中心 http://e-info.org.tw/        
--八八水災 沖出環境與國土規劃的大「災」問！ http://e-info.org.tw/node/46037
莫拉克88News http://www.88news.org/        

營利組織：        

媒體與網路：
公視｜PeoPo 全紀錄｜八八水災專區 http://www.peopo.org/promote        
維基百科「八八水災」詞條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B%E5%85%AB%E6%B0%B4%E7%81%BD
        
今日新聞八八水災 http://www.nownews.com/88/

Edited 1 time(s). Last edit at 10/11/2009 12:09PM by adap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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