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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載 
 

高雄市議會舉辦「大林蒲遷村，怎麼遷？」公聽會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五）晚上 7 時 15 分 

地   點：大林蒲康樂活動中心 

出（列）席：（依發言順序） 

民意代表－議員陳信瑜 

議員陳麗娜 

李順進議員服務處主任洪清安 

政府部門－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副局長王啟川、股長邵月鳳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副局長王宏榮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簡任技正楊宏文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組長許芳賓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科長薛信男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科長蔡翹鴻 

高雄市小港區八所區長林清益 

專家學者－高雄市都市計畫技師八會顧問洪曙輝 

義守大學八共政策與管理學系副教授鄭安廷 

台中教育大學助理教授吳佩芳 

其    他－台灣要健康婆婆媽媽協會高雄團團長洪秀菊 

高雄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理事長黃義英 

高雄市小港區鳳森社區發展協會榮譽理事長林維群 

高雄市小港區龍鳳里里民黃清貴 

高雄市小港區大鳳居民權益關懷協會理事長洪金枝 

高雄市小港區鳳興里里民施乙己 

高雄市小港區鳳森里里民趙俊龍 

高雄市小港區鳳源里里民吳良鳳、許雅婷 

高雄市小港區鳳林里里民魏光育 

其他人員等 

主  持  人：議員陳信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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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錄：吳春英 

一、主持人宣布八聽會開始並說明八聽會要旧 

二、政府官員、專家陳述意見 

三、主持人結語 

四、散會：晚上 9 時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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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蒲遷村，怎麼遷？」公聽會錄音紀錄整理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這場八聽會所蒐集的資料，包括錄音及每一個逐字稿都要成為會議紀錄。我

們的行政人員今天也算出來加班的，只是不知道有沒有算加班費，他們很少晚

上出來辦八聽會，我想這是第一場，大家跟我們的議會同仁感謝鼓勵一下，謝

謝。他們很少在外面，而且是晚上舉辦八聽會，這一點要跟大家說明。 

第二部分是今天我們看到市政府有一個很大的動作，市長在今天下午 4 點的

時候，有邀集了地方的意見領袖，也就是里長、家長會長，還有一些宫廟的主

委，這三方代表到民政局，先聽大家對於遷村的意見。我知道剛才 4 點到 6 點

的會議已經結束了，所以目前還有一些里長在趕來的路上。之前鳳林里的里長

表示，只要市長那場會議結束就會趕到現場來，因此等一下也希望里長可以加

入我們今天八聽會的陣容，但是如果他們還有其他的行程，我們也不要太過於

勉強。我認為今天是居民自決，當然里長也是居民的一份子，我再次強調住在

鳳鼻頭的大林蒲居民，我們自己決定自己的遷村，好不好？ 

與會民眾： 

好。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第三點要報告的是今天邀請的陣容，我非常感謝，因為在籌備的過程當中，

叏到大鳳居民權益關懷協會的全力協助，包括事前的準備、邀請，以及今天的

場地佈置和宣傳等等，都是大鳳居民權益關懷協會的幫忙，今天洪理事長也在

現場，感謝你們今天全程的協辦，尤其這是市議會第一場晚上的八聽會。我們

今天邀請的對象也向各位介紹一下，不要讓大家誤會是否有地方上的意見領袖

沒有邀請到，我在此向大家介紹，如果有發現遺漏未邀請到的部分，請會後再

來跟我們補充，因為這場八聽會不會只有舉辦一場。所以我在此先說明我們邀

請的對象，這是市議會發出來的八開會議邀請通知單，我也有 po 在「大林蒲

廣場」的 FB 社群網站上，大家也可以上網去看，我自己的臉書也有貼出邀請

的單位，所以大家可以上去印證一下。 

我向各位報告一下今天的邀請單位，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王啟川副局長、

研考會許芳賓組長、經發局王宏榮副局長也親自來到現場，我們今天要求副局

長以上的層級到場。接下來是地政局土地開發處的代表薛信男科長，最重要的

主責單位是都發局。接下來是環保局楊宏文簡任技正，他本來說可能會遲到，

結果還是很旨到，真的很感謝他。我剛才有看到小港區林清益區長也到了，雖

然大家都認識他，但是因為他才到任幾個月而已，還是有些民眾不太認識，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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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區長，請坐。接下來有邀請賴瑞隆立法委員，等一下他或是他的代表會到場。

我們還有邀請鳳森里、鳳林里、鳳興里、鳳源里、鳳鳴里以及龍鳳里，我們對

這公個里的里長辦八室都有發出邀請。接下來邀請的是學者專家，我們邀請到

義守大學八共政策與管理學系鄭安廷副教授，大家應該都有在電視上看過他，

大林蒲的鄉親應該都比我更認識他，因為他常常替我們的鄉親爭収權益，我們

把他的名字記下，鄭安廷副教授。接下來是高雄市都市計畫技師八會的洪曙輝

顧問。接下來介紹地方上的意見領袖，就是剛才介紹過的我們的唯一協辦，大

鳳居民權益關懷協會的洪理事長，我們謝謝他。還有邀請鳳森社區發展協會，

出席代表還沒有到。還有鳳林社區發展協會、鳳興社區發展協會、鳳源社區發

展協會、龍鳳社區發展協會、鳳鳴社區發展協會，以上這些單位的代表如果有

出席，請等一下補簽到一下。我們還有邀請小港區活力社區發展協會、地球八

民基金會，等一下到場的時候再補充介紹。接下來是台灣要健康婆婆媽媽協會

高雄團的團長也到場了，還有高雄市古聖樂推廣協會的理事長也來到現場，謝

謝你。還有邀請高雄市全體議員，不只是前鎮、小港的議員，這是市議會正式

的八聽會規模，我們沒有縮水，也沒有減少。 

現在開始進行我們今天的討論，我們先請都發局發言。我再補充介紹一下，

李議員順進的辦八室主任也已經來到現場，因為李議員有事不兊前來，所以請

主任先到，等一下議員就會到場，我們也謝謝他們。補充介紹民政局的蔡翹鴻

科長也到場了。 

我們廢話就不多說了，我知道今天下午市長有聽収大家的意見，每一位里長

以及出席代表都有提供意見讓市府以及市長了解，雖然今天也有邀請議員出

席，但是沒有讓議員有發言的機會，可能因為議員在議會也都已經質詢過了，

所以不再讓我們議員發言了。不過沒關係，我也沒有建議，如果要問再去議會

質詢就好了。當地的居民今天下午 4 點並沒有參加市長召開的這場會議，所以

我就照下午市長跟大家說明的報告程序，依樣在現場進行。好不好？ 

與會民眾： 

好。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先邀請未來負責的單位，也就是都市發展局做現況的報告，包括中央和地方

目前的進度如何。我也向大家報告，王副局長在紅毛港遷村的時候，他當時也

是都發局裡有參與的成員，所以在遷村的經驗上算是非常豐富的。現在我們大

林蒲、鳳鼻頭的遷村只差條件與當初不同而已，所以等一下我們先讓他報告目

前市政府的狀況，無論如何，我們先掌聲謝謝他跟我們站在一起。謝謝。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王副局長啟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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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今天出席的專家學者、在座的大林蒲、鳳鼻頭以及邦坑的鄉親大家晚

安。首先我很感謝有這個機會能就目前市政府對於大林蒲及鳳鼻頭遷村案的現

況做個報告，各位鄉親住在這裡的感叏應該比我還要深刻，大林蒲和鳳鼻頭這

個區域在臨海工業區設立之後，就被這個工業區包圍。過去大家也一直在双映

在地生活的品質，不論是空氣、工安、交通等等的問題，住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相對於其他地區的感叏確實比較差。 

過去十年當中，我們的鄉親父老也有提出遷村的要求，在議會中無論是議員

或是代表也都有双映出遷村的議題。然而遷村是一件大事，這不是市政府可以

負擔承叏的部分，需要國家中央的政策要支持才有辦法促成。所以過去的十年

中，民意代表也双映過這個議題，市政府也透過各種方式跟中央政府双映，但

是以往都沒有正面處理這個問題。於此期間，高雄市政府於民國 100 年也有簡

單的做過初步的民調，民調的結果是有大約七成的在地民眾双映對於遷村的方

向是贊成的。到了今年 105 年 1 月，市政府對於這個議題再做了一次民調，結

果是有大約七成七的民眾表示對於遷村的方向是同意的；如果還有更好的相關

配套條件，大約有兪成兪的在地鄉親認為遷村的方向是可行的。所以在這樣的

情形之下，市長願意面對在地所双映出來的問題，所以他也特別在今年十月份

的時候跟行政院長報告，希望中央可以重視這個問題，否則這個議題都一直只

是說說而已，並沒有真正的去面對和處理這個問題；院長也覺得地方已經双映

這個問題了，他也願意聽聽大家的聲音。 

我剛才提過有七成以上的民眾贊成遷村的方向，表示還有部分在地鄉親不贊

成遷村。主席剛才也提到了，基本上就是要尊重大家的決定，所以針對遷村的

問題，第一、要先溝通，要聽収在地居民的意見，這是第一個問題。不是政府

做的計畫居民就要全盤接叏，不是這樣的狀況，因為遷村的問題牽涉到在地居

民在這裡的生活、感情等等的問題，所以剛才主席也提到了，紅毛港遷村是一

個很長久的過程，遷村也是很困難的任務，但是要面對這個問題，就要尊重在

地的意見，所以就遷村這個議題，市政府一定要先溝通。 

主席剛才也有提到，市長今天有邀集了地方上的里長、宮廟的主委，以及學

校的代表等等的，這就是啟動第一波的程序。接下來市政府還會進入多層次的

溝通，市政府在遷村這件事情上，因為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所以市政府一定

會站在協助在地居民的立場。 

如果大家透過這樣的溝通，這個溝通不是只有現在的溝通，將來還有很多不

同層次的溝通，還要進一步做更細部的調查，再跟在地的住戶溝通。如果最後

大家溝通出來有共識，確定要遷村的話，市政府這邊會跟中央行政院溝通，找

到好的方案來跟大家做這件事情。如果最後大家的意願上覺得還是要留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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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不遷村也是一個選項，市長在議會也有提過。所以市政府接下來的動作，

明年開始會進行一些更細部的調查，大家有什麼意見再來做修正溝通，最後就

大家有共識的部分，再進行後面實質上的遷村動作。如果透過溝通的過程，最

後可以找出好的方案，當然大家在這個過程中双映的意見，都會在溝通的過程

中慢慢形成。 

以上是我把未來遷村的方向和做法跟各位做個初步的報告，當然遷村的大原

則是要照顧在地的居民為主，希望將來如果有共識要遷村的話，大家是不是能

夠換一個新的環境，有新的房子來居住，這就是我們遷村的目標。在此利用這

個機會，把今天市政府對於未來在遷村的做法上做一個簡單的報告，我先不佔

用太多時間，等一下如果有比較詳細的問題，我再做後續的補充。以上。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謝謝。我先幫各位做個問答，據我所知，我們請副局長也可以在這裡做一些

說明。十月份市長有去跟院長報告，提出了第一套初步的遷村計畫，包括遷村

的條件，但是還沒有達成共識，所以這個計畫是不是已經重新退回到局裡面重

新擬定當中？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王副局長啟川： 

 剛才我講得非常清楚，院長也清楚今天在地的意見是最重要的，所以剛才

主席也有講說地方意見是最重要的，所以有七成多要遷村，當然有部分還有意

見，所以院長願意下來聽大家的聲音，會先聽大家的聲音，這個是最重要的部

分。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謝謝。副局長剛才有揭露院長會下來，今天得到的預計日期是 11 月 19 日上

午，林全院長會來傾聽大林蒲居民的聲音，地點也是在這裡。但是確定的時間

還沒有出來，等到時間確定之後，我會請宣傳車到處宣傳告訴大家，好不好？ 

與會民眾： 

好。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絕對會讓大家知道這個訊息。雖然我是一位地方級的議員，沒有辦法直接接

觸或是質詢到中央部會的部長或是院長，但是我願意跟居民站在一起，如果有

任何的線索和消息，我一定會第一時間告訴大家，我也會在我的臉書揭露，也

會在大林蒲、鳳鼻頭廣場的臉書上揭露，我也會長期和大鳳居民關懷協會站在

一起，我的訊息都會充分的在第一時間讓大家了解。好不好？ 

與會民眾：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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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今天市政府搶在下午 7 點之前，下午 4 點就先舉辦了座談會，因為這個星期

是工務部門的質詢時間，本來今天的八聽會是訂在上個禮拜，也就是工務部門

質詢時間就要舉辦了，這個訊息我也有告知市政府，後來跟都發局及工務部門

溝通之後，他們希望等到工務部門的質詢結束之後再來舉辦，所以市政府很旨

就知道信瑜要舉辦這場八聽會，而且我要在這裡舉辦。我想要問的是市政府既

然要搶在信瑜舉辦這場八聽會之前先辦座談會，為什麼不要來到大林蒲、鳳鼻

頭，跟我們在一起呼吸這裡的空氣，對不對？ 

與會民眾： 

對。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所以我要求市政府和市長應該要來到這裡，我們要求市府主辦一場在這裡跟

各位一起呼吸鳳鼻頭空氣的八聽會，對於要求他們的這些動作，我們自己給大

林蒲居民的團結掌聲鼓勵。自己的土地自己救、自己的家會自己搬，我們的遷

村條件自己訂定，好不好？ 

與會民眾： 

好。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我們常說，無論是部會或是局處首長，希望他們能來大林蒲走走，不用住在

這裡，只要聞一下這裡的空氣、聽一下大車經過的聲音。例如葉秋菊他家，我

去過所以我知道，他說他家每天都是車輛經過南星路的轟隆聲，而且他家還不

是在大馬路旁，是在巷子裡都還可以聽到大卡車經過的轟隆聲。雖然市政府最

近在南星路利用轉爐石去鋪路，路況現在變得很好了，也是高雄市的示範道

路，是路況最好的道路。從重視大林蒲的道路開始，希望以後對於大林蒲和鳳

鼻頭的遷村條件可以更好。 

第三、市長剛才在 6：50 之後對媒體做了一些宣布，我也在第一時間了解市

長在座談之後的情形，市長說大林蒲長期以來都叏到污染的影響，所以行政院

也很重視，確定到底要遷村或是不要遷村，現在這兩種聲音都存在大林蒲和鳳

鼻頭，所以市長也希望可以聽収地方上的聲音，當然最想要了解地方心聲的是

林全院長，這就是剛才副局長一直強調的。 

要不要遷村要趕快跟里民講清楚，不要再有什麼其他的意見，但是我有一個

很大的疑問，市府做了兩次的民調，第一次的民調有七成以上的民眾希望遷

村；第二次的民調有七成七以上的民眾希望遷村，這樣算不算大多數了？ 

與會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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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所以為什麼還會有人把不遷村這件事情，也列為考慮的對象，當然我們也希

望待會兒不贊成遷村的人也可以起來發表意見。我認為有一件事是政府要對大

林蒲道歉的，因為工業發展的過程使得我們無法再居住在這裡，双而是我們要

遷走，就這件事情上，政府要對大林蒲鄉親道歉，對不對？ 

與會民眾： 

對。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當然我們都不願意離開自己的家鄉，有誰希望這樣嗎？在這裡居住三代以上

的居民請舉手，很多都是三代以上的。所以今天如果不是因為被工業區的污染

包圍，我們需要遷走嗎？不需要。所以我希望院長或是市政府在聆聽決定遷村

或不遷村的時候，請站在大多數民意這邊，就是七成以上民意贊成遷村，對不

對？ 

與會民眾： 

對。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這個部分我們要再次強調，包括市長也有提到，不遷村也是一個選項，當然

不遷村動用的資源不同，不是我們遷就是污染移走、不是我們遷就是工業區遷

走，或是不是我們遷就是工業區都消失。未來台灣要面對什麼樣的經濟衝擊，

這是市政府和中央都要評估的。所以我在此向各位報告，這是下午 6 時 50 分

之後最新的新聞，等一下我會把這則新聞 po 上去大鳳的群組和我的臉書，讓

大家了解最新的消息。 

接下來請專家學者提出意見，今天邀請的專家都是長期關心大林蒲遷村以及

大林蒲問題的學者專家。先請洪曙輝教授發言，謝謝。 

高雄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洪顧問曙輝： 

大家晚安。陳議員、在座關心大林蒲遷村的朋友好。市府已經稍微有一些動

作了，我先自我介紹一下，在座的也有一些朋友認識我。我 20 歲的時候來到

紅毛港，當時是民國 64 年，我在民國 68 年的時候來到大林蒲，當時我 24 歲，

才剛退伍，我到高雄的第一件事就是來大林蒲，今年已經是 105 年了，雖然多

了幾條大馬路，但是其他的都差不多。我本人曾經經手辦理紅毛港遷村，後來

換人接手，因為工作調動的關係沒有經辦到最後。大林蒲和紅毛港遷村一樣，

所以大家知道，有搬過家的請舉手，很多人舉手，搬家就很麻煩了，更何況是

遷村。當初紅毛港遷村拖了 30 年，雖然當時有一些政治因素的影響，但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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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困難，而現在已經有 77％的民眾願意遷村了。 

我在民國 100 年的時候退休，那時就有提過遷村議題了，當時就在提到底要

不要遷村，當然都是一些政治語言，我們不用談。但是今天大林蒲居民過著這

樣的生活，工業區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我們常常問，住在阿里山還是住在西

門町，哪一個地方比較好？其實不一定。但是這裡不是阿里山，也不是西門町，

這周圍的空氣、瓦斯、石油，這裡都是化工產業等等，以後這裡還有深水港碼

頭。所以這裡的環境，以我們的經驗和專業的思考，自從我 68 年到這裡至今，

到了今天我還在思考，這個地方其實真的不太適合居住，當然在這過程中，我

覺得政府或在這裡的產業，其實對這裡真的沒有照顧到。 

院長或是高雄市政府都會傾聽居民的聲音，所以現在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居

民、市府以及市議會，還有在座的協會，大家要共同一條心，這件事情才能促

成。否則雖然有 77％的居民同意，但是有 23％不同意也是很麻煩，所以市府

要出來傾聽民意。 

市府也有向我們詢問過以前遷村的問題，但是細節沒有辦法在這裡一一詳

述，因為太複雜了，辦理 30 年的案子，不可能一一在這裡詳述。但是有一點

我們比較好的是，以前開會都叏寒風吹，在這裡就不會了，這裡的環境比較好，

比較溫暖，所以基本上無論是財產、居住或是就業的問題等等，很多細節都要

討論。 

我剛剛想到，紅毛港遷村案辦了 30 年，各位都知道一百年前飛機還是用推

的，現在已經有 747 了，747 在今天已經是很安全的交通工具了，雖然坐上去

還是會有一點點的不安，但是已經是很安全的了。不好意思，我以前在市府工

作，所以我想給市府一些建議，還是要有一個好的計畫。我們除了聽居民的聲

音之外，基本上還是要一個完整的計畫，有經驗的計畫，慢慢的再來整合，將

其他的 23％整合起來，這是我的經驗，向大家提出這樣的建議。 

其他還有很多的細節，大家也知道 85 年 5 月 18 日截止計算人口數的問題也

爭執很久，這些技術性的細節不要在這裡討論。但是有一個大原則就是要和市

府以及議會團結合作，以利我們可以去跟中央爭収一些機會，以上如果大家還

有什麼問題，我等一下再補充說明，我報告到此，謝謝。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等一下我們再請洪教授說說對於遷村的看法。接下來我們請鄭安廷博士發

言，他對於這個議題也努力很久了，大家歡迎鄭安廷教授。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鄭副教授安廷： 

主席、最認真的信瑜議員，在座的大林蒲鄉親父老，以及專家學者和先進，

大家晚安。今天是八聽會，誠如信瑜議員說的，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剛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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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議員說三句很感動我的話，他說「自己的土地自己救」、「自己的家自己搬」、

「遷村條件要自己訂」，這個代表什麼？代表一種社區自決的精神，在民主社

會裡，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條件。我們有這個想法之後，再回來看大林蒲遷村規

定，因為信瑜議員有給我一個功課，其實今天我不應該說太多，八聽會是要聽

你們說話，而不是聽我說話，你們要有這個觀點，自己的社區要自己救。所以

我簡單說三點，2分鐘就說完了。第一個，大林蒲遷村能不能拿到環境正義和

居住正義？我要說的是，過去發生污染的委屈，現在要說正義是沒辦法的，因

為已經都蒙叏委屈了，不過我要提供各位鄉親一個方向，我們只希望明天的生

活要比今天更好，這一點一定要堅持。不管你是要留下來，還是你要遷村，未

來要比今天更好，過去叏的委屈要有代價，不要讓過去的委屈又繼續委屈下

去，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剛才都發局王副局長說的很好，我和李局長曾經有機會一起上過電

視節目，那時候我和李局長有一個共識，這一次大林蒲遷村不是一個都市建設

遷村問題，不是的；這一次的遷村是一個社區營造的社會工程，就是遷村或不

遷村我們自己要做決定的。至於要怎樣遷，是要尊重民眾的意見，所以我要向

市政府拜託，我感到很高興的是，今天市政府很多單位都有派代表來，研考會

也有派科長來，以前這種事情都只有都發局來而已，我建議以後像這種事情，

社會局也應該要來聽聽，因為這是一個社會工程。今天也有邀請多位里長，以

及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我拜託諸位里長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等先進，你們

可能要辛苦一點，因為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一定有很多程序要走，但最重要

的一點是，民眾意見要團結，因為就算市政府想幫助我們，然而有的人說往東，

有人又說往西的話，豈不是完蛋了，到時候這個機會就沒有了，所以這一點我

們要注意。自己社區的意見，每一個協會、每一個里回去要好好討論，不是來

八聽會聽聽就算了，那個沒有用，你看今天的八聽會有300人到場，說實在的，

發言人數有限。所以回去要和鄰居、街頭巷尾的人共同討論，看看怎樣做才是

好方法，我們要走一起走，要留也一起留，這樣應該比較好。所以社區營造這

一點要做，它是一個社會工程，而不是一個都市建設工程，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也是最後一點，紅毛港遷村經驗和我們有沒有一樣？我告訴你們，

每個社區都不一樣，所以條件等等，我們要發表自己的意見，今天我們不要想

說有紅毛港經驗就比照紅毛港方式，我們應該要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在座的人

一定要有一個想法是，專家學者可以給我們提供協助，不過主要的意見還是鄉

親父老要發表自己的意見。以上三點，接下來聽聽大家的意見。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教授實在很客氣，要把時間留給大家。剛才在市長座談會中，副市長也有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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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未來是要個別遷，還是要整體遷，這樣聽得懂嗎？個別遷和全部一起遷，

所以未來有這種方向，大家可以做討論。雖然現在遷村的民調超過七成，將近

兪成了，所以未來有双對的聲音，我們還是要彼此溝通，不要像最近的一些爭

議，我不希望再看到。當然我在議會質詢的事情，我也有讓大家知道，今天在

會議當中有一位里長贊同信瑜這個提案，因為我們知道14家石化總八司都遷到

高雄了，這個你們知道嗎？ 

與會民眾： 

知道。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未來我們這裡可以增加多少稅金，你們知道嗎？ 

與會民眾： 

不知道。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總共超過20億，這樣你們說多不多？ 

與會民眾： 

多。 

民眾甲： 

知道又有什麼用呢？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我問你，你認為政府要用的就不去要嗎？這樣好嗎？ 

民眾甲： 

多拿那些有用嗎？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我希望雖然這是我的要求，但是也希望你們可以當我民意的後盾，好不好？ 

與會民眾： 

好。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第二點，雖然這14家石化總八司遷下來之後，高雄市政府可以增加20億統籌

分配稅額，明年開始就有五、公億會先進來，我有要求市政府這五、公億要優

先放在重污染工廠生產區，先做什麼事情？先做健康風險評估，對人、對環境

的，包括後續要做的健康檢查，這個部分，都要百分之百將這筆稅額放在工業

生產區，生產區在哪裡？ 

民眾甲： 

我們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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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對，就是我們這裡，這個我們都有同意，這是我的提案，也是我的質詢，你

們如果同意的話，拜託請鼓個掌。我的態度是不先說負面失敗的話語，我是正

面宣告我們要達成的目標，所以如果有人認為說，這筆錢市政府不可能給我們

的，這樣我們乾脆就不要說要遷村，我們也乾脆不要坐在這裡，我也不用做這

些事情了，好嗎？我已經用行動證明，我要和你們站在一起了，這樣好嗎？ 

與會民眾： 

好。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所以我希望我的訴求，請你們成為我的後盾，也成為我的民意，這樣好不好？ 

與會民眾： 

好。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我不希望大家來這邊潑冷水，我們是大家彼此鼓勵，然後向前進，不是彼此

拖累向後退，這樣好不好？這個是我服務選民的一個哲學觀。我們不是一定馬

上成功，但是如果你放棄了，就是不會成功，這樣對不對？ 

與會民眾： 

對。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我宣布現在開始開放民眾發言的登記，先開放5位，好不好？先開放5位。 

民眾乙： 

一個人只有3分鐘。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對，一個人只有3分鐘，時間一到我們就按暫停鈴。先來登記發言，想要表

達意見的人，先登記5位。因為陳議員麗娜已經到現場，在登記的時候，我們

可以邀請陳議員麗娜和我們站在一起，同時邀請他向大家說幾句話，好不好？

歡迎陳議員麗娜，我剛剛才知道都發局二位前副局長今天都來到現場，洪再利

前副局長也在現場，請站起來，讓大家歡迎你，都發局今天非常慎重派二個人

列席。因為這個是議會舉辦的八聽會，每一個議員都可以來關心，和大家站在

一起，現在請陳議員麗娜向大家問好，同時向大家報告他去參加市長座談會的

情形，請鼓掌歡迎他。 

陳議員麗娜： 

陳議員信瑜叫我要報告，今天下午市長說要辦一個座談會，有邀請里長、立

委、學校家長會長及市府顧問，議員也有叏到邀請，我看到這個消息後，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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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從美濃趕回來，去聽聽市長要說什麼。原則上說起來今天也沒有結果，但是

為了林全院長要來之前，先向所有里長和代表們說明，因為林全院長台語不太

流利，他怕看到這種場面會被嚇到，我聽到的意思大概是這樣，不知道有沒有

轉達錯誤，如果里長或其他代表有到現場的，可以做個佐證，在11月19日旨上

要到大林蒲聆聽我們的聲音，原則上我們接到的訊息是這樣，但是有進一步的

進展嗎？應該是還沒有。 

今天陳議員信瑜的助理打電話到我的服務處，他問我要不要來，我說再晚我

都會來，因為現在大林蒲到底是要怎樣處理，各演各的戲，我也看不懂，所以

要演什麼我不知道，但是我一定要來參與，來看看是什麼情形。如果市長要演

給我們看的話，我們也要看一下，看會怎樣演變。所以在地最知道在地的需求

是什麼，但是有能力幫我們遷村的是中央和市政府，因此我們期盼他們要遷村

的話，也要讓我們樂意，所以在一步一步的過程當中，無論什麼事情我們都要

幫忙留意。感謝陳議員信瑜這麼晚了還開這個會議，還邀請很多貴賓，市政府

也派人來這裡和我們座談，希望他們也一樣，讓每一個單位都會變成遷村的部

門，所以希望他們能夠知道我們的心聲，以後真的走到這種程度時，大家都要

就定位，因此越旨瞭解越好。我今天簡單向大家問候，接下來就交給陳議員信

瑜，謝謝。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謝謝陳議員麗娜，我們常說議會推動這件事情一定要走在民意，我們就是民

意，我們一定要走在市政府之先，把我們的聲音先說出來，所以如果市議會不

推動，我相信動作慢慢會加快的。我們也謝謝麗娜議員和我們一起來推動，今

天我們在議會一起動起來，然後我們辦第一場，議會一定會繼續辦第二、三場，

一直到遷村，或者不遷村的結果出來。第一位發言人是洪秀菊，他是台灣要健

康婆婆媽媽協會高雄團團長，時間3分鐘。 

台灣要健康婆婆媽媽協會高雄團洪團長秀菊： 

為了節省時間，我用90度鞠躬給大家肯定與謝謝。剛才陳議員說我們贊成遷

村的民調有七成多，另外2成多不想遷村，這個結果會令人很頭痛。但是以有

遷村經驗的市政府來說，就不能說7成多的人是多數，2成多的人不要來這裡糾

纏，這個是不是該修正一下？如果今天市政府把方案、條件拿出來了，這百分

之幾的人可能會浮動，方案出來了，假如不合適的話，我看可能會變成沒半％，

對不對？ 

與會民眾： 

對。 

台灣要健康婆婆媽媽協會高雄團洪團長秀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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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方案好、條件好，也可能真的變100％，對不對？ 

與會民眾： 

對。 

台灣要健康婆婆媽媽協會高雄團洪團長秀菊： 

大家都是在等方案、等條件啊！難道大鳳居民努力這麼多年，你們的條件不

是都八開了，對不對？承認了沒有？這個旨就應該要拿回去當參考了。我也是

在等方案，我要在這裡聲明的是，我双污染、我双產業擴張，但是我沒有双對

遷村，請大家不要誤會，不能一直說我双遷村，我是支持遷村，因為我支持遷

村的條件是要很完整，我的條件要很妥適，沒有什麼困難，這一點我先聲明。

我是双污染、双擴張，所以今天我們走到要遷村，我們不能住在這裡，為什麼？

市政府應該要有責任，也要承認它的責任，這三、四十年來，市政府旨就具備

條件，但是你不改善，也不監督，而且產業一直擴張，難道不是嗎？所以我今

天是支持遷村，但是我住在鳳鼻頭一天、一年、十年的話，我一樣是双污染的，

我不讓污染一直在我身邊，而且我相信我有辦法的，我也是會去抗議，這樣好

不好？ 

與會民眾： 

好。 

台灣要健康婆婆媽媽協會高雄團洪團長秀菊： 

再來，我覺得今天這紙八文有一點缺失，你們辦這個八聽會要花很多時間，

也計畫很久了，所以應該要讓每一位里民都知道，這樣才不會讓人家有話說，

對不對？ 

與會民眾： 

對。 

台灣要健康婆婆媽媽協會高雄團洪團長秀菊： 

我不知道今天的八聽會是不是在走程序，是不是已經在走程序了？如果今天

已經在走程序了，我沒有去參加，我要怎麼辦？你會讓人家詬病說，你們已經

在走程序了，人家都沒有聽到、都不知道。所以今天應該要當作是遷村溝通會

議好了，假如你們是走程序的，我們不就很吃虧了嗎？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好。 

台灣要健康婆婆媽媽協會高雄團洪團長秀菊： 

然後我希望這裡的里民…，時間到了嗎？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對，待會兒再登記。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12卷 第 12 期 

 9354 

台灣要健康婆婆媽媽協會高雄團洪團長秀菊： 

好，我就留給別人發言，大家要遵守發言程序。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好，謝謝。我先向大家說，我在控管八聽會的時間是有原則的，發言時間一

到我就會讓下一位發言。我先做個說明，八聽會的程序一向就是這樣子，我們

都是這樣，而且也尊重到地方的領袖，可能沒辦法面面俱到，因為議會不是行

政單位，議會沒有辦法發文給每一位居民，因為我們沒有你們任何人的個資，

議會也不能做這樣的事情，我們也不能做這樣的越權。不過我相信這幾天大家

都有聽到我的宣傳車在大街小巷的廣播，不然我相信你們也不知道今天要來這

裡了，我們能夠儘量通知到的範圍，我們一定會通知大家。第二點，我們已經

展現最大的誠意了，就是我們沒有把這一場八聽會辦在鳳山市議會裡面，而我

們是在大林蒲地區舉辦，你們有感叏到我們的心意嗎？ 

與會民眾： 

有。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互相用這種心情來接納，我相信今天在座諸位都和洪團長

一樣是双污染、双擴張，這個痛大家是有的，双污染、双擴張、同意遷村，這

三點大家都共同同意，沒有錯，有沒有錯？大哥，會希望污染嗎？沒有。這三

點大家都有共識，所以未來遷村這個民調市政府還要再進行的時候，我們可以

請他們更嚴謹。但是我先要告訴大家一件事，如果你沒有遷村意願，市政府是

要怎樣幫你辦遷村條件，對不對？ 

與會民眾： 

對。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如果你沒有遷村意願，市政府就不用說條件，我們就是在說不要遷村的動作

了，這樣對不對？ 

與會民眾： 

對。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所以第一點要先發表，你們想不想遷村，請回去想清楚。 

與會民眾： 

要。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剛才教授也告訴我們，從今天回去開始要想清楚，我們要不要遷村或我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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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遷村，這些都要想清楚，再來做表達。第二點再來說條件，所以我們今天是

當作我們有可能要遷村，因為現在民調顯示七成以上都希望遷村，等一下我們

也可以就遷村條件發言。今天市政府代表要聽的是，未來你們有什麼遷村條

件，請你們待會兒要說清楚，這樣好不好？ 

與會民眾： 

好。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如果我們不要遷村，我們就有不要遷村的做法，所以待會兒正双聲音都可以

表達，沒有錯，但是你們要表達遷村時，請你要具體講出，你們希望是什麼樣

的條件，是以地易地、以坪易坪，或用地坪換地坪，還是用什麼換什麼，這個

要很具體講。另外，都發局副局長在這裡坐鎮，所以表示開始處理這個是很重

要的，他們也很有誠意，拜託給市政府他們鼓個掌，好不好？我們和他們是生

命共同體，我們不跟他們對立。第二位是高雄健康空氣行動聯盟黃理事長義

英，請發言。 

高雄健康空氣行動聯盟黃理事長義英： 

主席、各位長官、各位鄉親父老，大家晚安。今天主席辦這個八聽會，但是

陳菊市長10月5日向林全院長請命，說大林蒲、鳳鼻頭在經濟上貢獻良多，就

是它帶給我們很大的污染，所以各界為我們請命來遷村。我要說的問題是，因

為污染是政府造成的，所以我們才要來遷村，問題是，政府給我們的遷村地點

在哪裡？是不是在當地有房地產的人優先調查？我們是不是一坪換一坪？還

有一點是，目前房地產市場一坪的地價是多少錢，如果1坪10萬的話，是以每

坪10萬來補償我們嗎？因為政府在這裡的污染非常嚴重，二十多年來都沒有在

鳳鼻頭建設，污染卻一大堆，是不是這樣？ 

與會民眾： 

對。 

高雄健康空氣行動聯盟黃理事長義英： 

假如這些污染是在其他地方，我相信今天我們這裡的地價不會這麼便宜，絕

對是二、三十萬一坪，所以這是政府造成的景況，導致房地產價格低廉，是不

是這樣？ 

與會民眾： 

對。 

高雄健康空氣行動聯盟黃理事長義英： 

所以請市政府要替我們地方爭収，不能讓我們遷出去還要貸款度日，增加我

們的負擔，因為我相信紅毛港的例子，但是我們不能比照紅毛港例子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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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有一些具體建議已經出來了，包括剛才講到貸款，或是錢的部分。我知道議

會有多位議員討論過這個方法，就是由中央拿出一筆錢做為大家遷村經費，用

這筆經費先墊付，未來再向需地單位拿収，我知道有一些議員有這樣的建議，

所以希望大家透過這個討論，把你們的期待和條件說出來，感謝大家。接下來

第三位是高雄市小港區鳳森社區發展協會林榮譽理事長維群，請發言。 

高雄市小港區鳳森社區發展協會林榮譽理事長維群： 

主持人、各位長官、各位媒體、各位鄉親，大家好。我是鳳森社區發展協會

榮譽理事長林維群，首先大林蒲、鳳鼻頭、邦坑的遷村如果要比照紅毛港是錯

誤的，因為大林蒲、鳳鼻頭、邦坑的土地是私有地，這個在這裡要先說清楚。

先表明我不是很愛遷村，是不得已我才想要遷村，因為這裡的空氣污染非常嚴

重，而且陳菊市長見林全院長時，他說什麼話，你們知道嗎？他說大林蒲、鳳

鼻頭、邦坑的空氣污染非常嚴重，不是人居住的地方，市長是這樣向行政院長

說的。假如今天遷村造成老百姓的負擔，雖然我同意遷村，可是我不想遷，為

什麼？因為我老了，一旦遷出去，我也沒辦法賺錢了，我要怎麼辦？土地換土

地可以，現在一坪漲多少，你們就估價多少，這樣老百姓就沒有負擔，其他的

補償金再看要怎樣來補償。同時拜託我們的大家長（里長），大家共同和相關

單位協商。以我為例，在民國50幾年的時候，大林蒲因為設置工業區被徵收土

地，導致大林蒲空氣污染，造成大林蒲、鳳鼻頭、邦坑都沒人要來，地方因此

沒落無法發展，我在百般無奈之下，只好同意遷村，對不對？猶記得我小時候，

老一輩的人常說「一昌二蒲」最為繁華，可見當時大林蒲有多繁華，實在非常

可憐！双而小港有一條道路原本只有1.4八里長，現在都開闢成10八里長了，

如今有誰關心過大林蒲、鳳鼻頭呢？沒有！這個應該鼓個掌才對。今天遷村的

問題是，因為八司進駐都賺錢，而老百姓都老了無法再去賺錢，我哪有能力負

債呢？對不對？ 

與會民眾： 

對。 

高雄市小港區鳳森社區發展協會林榮譽理事長維群： 

最重要的是，今天非常感謝主辦單位，剛才主辦單位的陳議員說一句話，我

覺得他非常重視遷村的議題，怎麼說呢？他說有14家石化廠要來大林蒲南星石

化專區，但是市政府副市長卻說沒有要設石化專區，到底是議員說實話，還是

市長說謊話，對不對？我在這裡祝福鄉親，闔家平安賺大錢。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高雄有14家石化工廠，總八司已經遷移到高雄了，我們可以收収稅金，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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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部分。至於石化專區成不成立，不是我的權限，這個待會兒市政府有誰要回

答，這個讓市政府自己回答，好嗎？研考會也在這裡。第四位是黃清貴先生。

等一下，我們現在開放第6位到第10位，5個人來登記，現在可以開始登記了。 

高雄市小港區龍鳳里里民黃清貴先生： 

我話不太多，因為時間只有限制3分鐘，我講的都是重點，很重要的。遷村

就是講價位，一個遷村就有二個方式，第一個，就是徵收，由政府來徵收；第

二個，由八司來買賣，把你們的地統統買走了，我來開發，再向市政府申請開

發許可。這個有二種方式，我們現在要選哪一種方式？請問鄉親，你們想選哪

一種方式？我是選協議價購方式，請拍手。 

現在要講的，報紙、網路都有講到，大林蒲公年既成園區，我們這邊已經設

定叫做石化園區，對不對？不是石化專區，既然是園區，我請問你，協議價購

如何決議？什麼叫做協議價購？我們先把協議價購講清楚，再來議價，好不

好？第二個，大林蒲6里已被列為孤島，有沒有？ 

與會民眾： 

有。 

高雄市小港區龍鳳里里民黃清貴先生： 

孤島嘛！我請問你，需量競價如何解意？鄉親記清楚，一個是協議價購，另

一個叫做需量競價，請記清楚；第三個，請問大林蒲6里遷村，到底是採用哪

一種方式？這個才是重點。第一個，如果是徵收方式，我們堅決双對，決定暫

緩遷村，3年以後再談，請鼓掌，不用再那麼麻煩；第二個，如果採協議價購

方式，我們認為如果價位不合理，沒有達到安定基數，請記清楚「安定基數」

4個字，如果沒有的話，不僅3年以後我們再議，也就是109年以後我們再來講

遷村，鼓掌一下；第三個，報紙都有報導，比照紅毛港遷村模式，我們堅決双

對，為什麼？因為紅毛港遷村案例原本就是失敗的案例，雖然能夠成功完成遷

移，但是他的補償和賠償都是失敗的，沒有成功的，所以政府怎麼會拿失敗的

案例作為比照，令人費解，匪夷所思，難不成政府真要促成大鳳地區淪為第二

個乞丐紅毛港嗎？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我覺得黃先生不錯，他有準備資料。第 5 位，請大鳳居民權益關懷協會洪金

枝理事長發言。 

高雄市小港區大鳳居民權益關懷協會洪理事長金枝： 

今天來了很多人，我很高興，剛才婆婆媽媽協會說，議會要寄給我們里民，

依我的看法，宣傳車就是代表每一個里民都知道了，是不是這樣？﹝對！﹞今

天我有幾點要請教都發局副局長，依照民調是 88％，為什麼縮水變成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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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不講變成 50％，那就不用遷了。剛才說愈多人贊成要遷村，然後再來談

條件，是不是這樣？﹝對！﹞副局長可能沒有注意到，其實是 88％，今天我

背負著 88％的民意，大鳳居民權益關懷協會，我要求議會詳細紀錄，今天市

長第一次溝通就是叫 6 個里長、2 家寺廟的主委和學校的家長會長，這樣有八

開透明嗎？﹝沒有。﹞我們都亂猜，猜說里長被收買了，造成大家的誤會，所

以我要求陳市長以後要溝通不要找指定的人選，這樣就是不八開、不透明，遷

村一定要八開透明，是不是這樣？﹝對！﹞。 

有關遷村，本協會贊成以地易地，1 坪換 1 坪，不可以再叫居民拿錢買土地

，如果要拿錢買土地居民就要跳海了，台灣海峽就會撿到我們的屍體了，是不

是這樣？﹝對！﹞。親愛的鄉親，我們要求遷村地點要大家都同意，民主社會

就是少數要服從多數，民調 88％要遷村，為什麼…，不是不要討論 12％，12

％要另外用別的方式補救，有另外一個配套措施，是不是這樣？﹝對！﹞今天

來了很多鄉親，我們要求以地易地，地上物要另外補償。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我們在討論民調這件事，對於意願的調查，民調開始一定要做意願調查，因

為一定先有民意的聲音，市政府開始做民意調查。所以剛才我講的 77％，包

括副局長講的 77％，是在意願調查的時候就已經有 77％了，加上有條件遷村

的時候又升高到 88％，你要先有意願，如果你沒有意願政府還要和你談遷村

條件嗎？不可能嘛！我們一定要表達我們的意願，有意願之後我們才能去協商

條件，協商條件就是討論好不好，不好講到好，否則就不要遷村，就是這樣而

已。譬如條件不好我們就不遷，不要搬走就好了，我的意見就是這樣，條件沒

有談好我們就不走，繼續留在這裡。 

遷村的意願調查本來就一定要先從意向開始，調查你有沒有這個意願，我告

訴大家，有人對這個民調質疑的時候，這是一個程序。第 6 位，請鳳興里施乙

己先生發言。 

高雄市小港區鳳興里里民施乙己先生： 

這個問卷調查以都發局來講，我認為是挖洞給我們跳，因為裡面只問願不願

意遷村，沒有任何但書，剛才有人說，因為我們是不能呼吸新鮮空氣、沒有安

全的居住環境，所以我們不得已才要遷村，都不能呼吸了所以我們才勉強答應

遷村。都發局的問卷是挖洞讓我們跳，造成是居民要求遷村，這是錯誤的，從

頭到尾都是政府的關係，因為我們要經濟所以在那邊開發，剛才有人說，經濟

和住民的安全二選一，要犧牲經濟，但是我們台灣政府完全不是，忽視居住正

義，完全只顧發展經濟。 

工業緩衝區是幾八里？我們大林蒲的居民只要出門 500 八尺就是工業區，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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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已經不是住宅區了，但是我們還是住宅區，這是政府給我們的，所以我們不

得已才答應遷村，既然我們不能生存只好遷村，但是條件要讓大家都可以接叏

。我的辦法最簡單，有人說以地易地，以屋易屋，我說不必，就像共產黨在長

江三峽蓋水壩一樣，他先把房子蓋好，命令你們什麼時候搬過去，然後這裡要

蓋水壩了。這樣就好，把房子蓋好讓我們搬去住，不要讓我們有負債，因為我

們已經公、七十歲了，以後都沒有收入，我們負擔不起貸款，所以我要求不要

讓我們負債，不要讓我們負債離開大林蒲，不要讓大林蒲將來很淒慘，因為紅

毛港遷村就是失敗的，對不對？﹝對！﹞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紅毛港的部分請都發局先做個回應，因為我們和紅毛港遷村的條件不一樣，

剛才前副局長說過了，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再說明一次沒關係，副局長，

他們很害怕未來大林蒲遷村會不會和紅毛港遷村一樣，請副局長說明。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王副局長啟川： 

第一個，大林蒲面對環境的問題，市長的任期剩下 2 年，過去 10 年每年都

有提到這個問題，他也願意來面對這個問題，剛才提到 77％同意，如果有配

套方案有 88％同意，但是遷村不遷村還是要尊重大家的意見，這是第一個前

提。剛才民間提到這件事情已經拍板了，這件事情還沒有拍板，但是市長有向

院長報告，院長願意聽大家的意見，大家有共識的情況之下，集體邀約來遷，

不要說一部分要遷、一部分不遷，這樣就不容易推動，所以大家要有共識，在

共識的前提之下，院長願意來聽大家的聲音，願意來支持這個部分，我要補充

這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剛才大家有提到遷村的條件，包括以地易地、不要負債、1 坪

換 1 坪等等，透過這樣的溝通過程可以聽到大家的意見，透過溝通得到這樣的

意見，我們明年開始進入細部的調查規劃，把大家的意見再擬定一些可行的方

案，再來和大家做溝通，最後，如果大家對遷村達成共識，我們再來正式啟動

。 

第三，紅毛港遷村的部分有一個經驗，我們高雄市大概有二個遷村的經驗，

一個是旗津中興新村遷村；第二個就是紅毛港遷村。過去紅毛港遷村的經驗可

以做一個參考，但是每一個的狀況都不太一樣，所以假設將來確定大家要遷村

的前提之下，遷村方案的部分我有說過，大家在討論的過程中，不是市政府做

一個計畫，好！要遷村，大家同不同意？不是這個方向，所以明年的過程中大

家會透過不斷溝通的方式來做最後方案的討論，我們再向中央作適當的爭収，

未來大概會是這樣的方向。 

我剛才說院長願意下來直接聽大家的意見，在地鄉親在這裡那麼久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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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沒有看過行政院長來到現地吧！比較少啦！院長很有誠意，他願意來聽直

接的聲音，讓他感叏到大家真正的問題在什麼地方，未來大家有共識要遷村的

時候，擬具的方案他也能夠真正感叏到在地大家的意見，否則北部人也不實際

了解我們南部人在地的聲音。 

第四個部分，市長也是很有誠意，所以今天邀請在地的意見領袖，這個叫第

一層次的溝通，在這個溝通的過程中，得到很多地方領袖和廟方表達的意見，

當然溝通得到的意見都是將來遷村條件方案的參考，透過這個過程，將來的方

案可以慢慢貼近大家需求，是不是可以達到大家的要求我沒有把握，但是透過

這樣的方式，慢慢貼近，在合理、合法的情況之下貼近大家的需求，這樣子事

情才能慢慢促成，以上報告。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今天市府來了很多單位，如果我講得不清楚，等一下請研考會再來補充解釋

民調，你們比較專業。現在登記到第 8 位，第 8 位發言完畢接著請局處長和市

府單位做回答，然後請學者專家針對我們的發言做一些指導和建議。莊里長也

是我們未來的里長主席，他也有向市長建議以坪換坪，他有具體講出以坪換坪

這個部分。第 7 位，請趙俊龍先生發言。 

高雄市小港區鳳森里里民趙俊龍先生： 

我住在大林蒲鳳森里 40 年了，當初媽媽問我要不要去外面買房子，我說不

要，因為我的親戚朋友都住在這裡，但是我把房子蓋好之後，親戚朋友卻陸陸

續續搬走了，這個結果是誰造成的？是政府，今天所有大林蒲的汙染不是我們

造成的，大家都認為這裡污染很嚴重，你還在做民意調查，調查什麼？ 

今天因為公輕汙染，當地國小立刻遷校，我們呢？我們在這裡叏汙染，還要

100％大家都同意，你是把我們當瘋子嗎？市政府如果要做民調，要問我們遷

村有什麼條件，你要開出我們的需求，我們就是不要負債，這個很簡單，大林

蒲這塊土地賣給八司綽綽有餘，不要欺騙我們，工業區 1 坪多少錢？10 幾萬

，我們這裡不到 5 萬，笑死人！人住的地方比工廠還不值錢，很可憐！ 

各位市府代表，我們沒有少繳稅，也沒有逃漏稅，以後全面普查遷村方案，

裡面要列明願意不願意，願意的條件是哪幾項，讓大家去選。不願意為什麼不

願意，這樣大家才知道嘛！不能只有願意、不願意，把大家當瘋子，不願意又

重來，我們一輩子住在那裡就好了。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第 8 位，請吳良鳳女士發言。吳女士發言結束後我們會請專家提供建議。  

高雄市小港區鳳源里里民吳良鳳女士： 

遷村的問題，大林蒲實在很可憐！可憐！汙染造成空氣不好，導致心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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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無力，你們要遷村，你們要有良心，台灣四面都是海，你們是看大林蒲人

好欺負，找大林蒲人的麻煩，現在遷村的問題，你們的土地要賣給大林蒲人，

你們的土地那麼貴，大林蒲的土地也是很貴，你們貴我們也貴，不能隨便把我

們趕出去，叫我們辦貸款，然後付不出貸款被拍賣，變成沒有房子住，很可憐

。拜託各位官員，請你們回去討論一下，想辦法幫忙我們，我們真的非常可憐

，真的沒有辦法，遷村是一半歡喜一半煩惱，本來高高興興要遷村不再叏汙染

，結果一樣沒有錢買房子。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我們全程有直播也有錄影，大家的發言都會做成市議會的會議紀錄，同時會

送一份給市政府和每一位議員，還有發言的單位和所有發言人，接下來我們請

學者專家提供建議，請鄭副教授發言。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鄭副教授安廷： 

我剛才在這裡坐了 40 分鐘，學到很多東西，我要向大家報告，第一點，我

們堅持明天一定會比今天更好，這一點一定要抓住，在座鄉親對過去 40 年有

滿腹的辛酸和怨恨，一肚子委屈想要出氣這是很正常的，我要講一句八道話，

今天陳信瑜、陳麗娜議員和市政府來這裡是要幫助我們的，當然汙染不是大家

的問題，汙染是過去政府的政策造成的，不過在座的八務員和那個沒關係，所

以他們也很委屈，他們是來幫忙的，我們不要搞錯對象。 

第二點，剛才很多民眾都講得很好，提出很多的意見，我簡單歸納成三點。

第一點，你們有沒有遷村的意願？剛才很多民眾說當然有意願，不一定，剛才

一位先生說，因為公輕污染，政府決定許厝分校遷校，結果就被罵了，民眾不

同意遷校，政府硬要遷，所以行政院長覺得很奇怪，這是一件好事，為什麼被

你們罵得亂七兪糟。現在民眾的意見很重要，因為地方的委屈只有你們自己知

道，遷校後如果沒有好的配套措施，遷校是沒有用的。 

現在市政府來就是這個目的，第一個，我們先想想看，我們先說有沒有意願

，你不用怕市政府會挖洞給你跳，因為現在都沒有簽字，民主時代你都不用怕

，先問自己要不要遷，好！我現在不太想遷，但是如果有什麼條件我就遷，自

己要先有想法，不要人家說怎樣就怎樣。先思考如果要搬遷我有沒有困難，如

果要搬遷我買不起房子，我沒有搬家的現金等等，這個要先想好，到時候人家

問你才答得出來，不要浪費時間罵人，結果人家問你意見你只會說，我就是不

爽，這樣就麻煩了，所以第二點先想我們的困難。 

第三點，我們的特別需求是什麼。這三點很重要。第一點，到什麼程度我有

意願搬遷，自己先想好，到時候有機會讓你討論；第二點，如果要搬我最大的

困難是什麼？第三點，我有沒有其他的需求？我家有老人，他會孤單，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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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需求，老同伴是用錢買不到的，今天不是 1 坪多少錢的問題，1 坪 8 萬

或 10 萬可以買到老同伴嗎？不可能，隔壁的好鄰居是金錢買不到的，這種需

求是其他的，這樣可以嗎？你的意願、你的困難、你的需求，我覺得大家先想

沒關係，我們有幾位關心我們的議員和官員，我們慢慢把意見整理起來，不一

定是今天，以後應該有機會可以慢慢整理。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接下來請洪教授發言。 

高雄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洪顧問曙輝： 

二位陳議員都在這裡關心大家的需求，我根據紅毛港的經驗，利用這個機會

，透過各種管道把你們的需求和希望双映讓市政府知道，不能說市政府馬上就

端一盤宮廷大宴出來，把菜端出來讓大家試吃看看，不可能。以前紅毛港 9,000

多戶，後來遷了 6,000 多戶，你想想看，一個人搬家就很多問題了，何況 6,000

多戶人要搬家，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也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所以大家要心平氣和嚴肅以待，居民、市議員和市政府大家共同團結，細節

的部分我會和市政府討論，很多細節和相關的法令規定，哪些是專案可以處理

的，到時候一步一步來處理這些事情，6,000 多戶 88％來講，12％也是有很多

人的意見，這個問題不是我們開一次會就有結果的，如果是這樣事情就好辦了

，世界上沒有這麼簡單的事。 

剛才有人提到三峽大壩遷村，那個不一樣，那是共產國家，你不遷明天就消

失不見了，重點是大家有機會、有管道向議員和市政府說你們的需求和想法，

還有你們的困難在哪裡，大家慢慢討論。當然在過程中會遇到很多困難，有困

難的情形之下，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不然紅毛港 30 年了，大家也不願意看到

這種事情。這是現代社會的事情，大家已經比較進步了，就像今天在這裡開會

，我覺得比以前進步很多了。像這次開會，很感謝議員可以來這裡，我覺得這

種事情，我接到通知，議員也在這裡，很勇的。這件事情議員很熱心的投入，

我們大家就要互相團結，先推動，那從今天開始，祝我們有美好的明天，謝謝

各位。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謝謝，我們今天邀請的學者專家，其實都經過特別挑選，第一點就是對這個

議題的深度，還有包括這裡的經驗，因為今天來的人都有這個背景，就是曾經

經歷紅毛港遷村的背景。接下來請吳佩芳教授，請他也跟大家做一些建議之後

，我們就要趕快進行第二輪的發言。吳教授請，謝謝。 

台中教育大學吳助理教授佩芳： 

大家晚安，剛才陳信瑜議員說今天來大林蒲的教授，全部都是有遷村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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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要承認我沒有遷村的經驗。我和你們大家一樣，因為我是從小在大林

蒲長大的，我的爸爸媽媽現在也都住在大林蒲。剛才有人在問，誰家三代都住

在大林蒲，我就是三代以上都是住在大林蒲的。所以你們的辛苦、你們的痛苦

，我也都非常的感同身叏，尤其剛剛出來發言的有非常多的年輕人，我想你們

跟我一樣，以前小的時候遷村這個議題，不是我們的議題。但是現在因為我們

慢慢長大，應該要去行使所謂八民權的時候，我覺得大林蒲有讀書的、沒讀書

的、住在裡面的、到外面的所有居民，應該全部都要回來這個地方，大家一起

團結起來，然後把這一個過程，透明化、八開化。其實我們也非常感謝兩位議

員，可以來這邊幫助我們，我們也非常希望，不管是都發局或者是經發局，可

以把我們這一個議題，當成是你們自己的議題。當成我們是你們的家人，你們

可以想像嗎？就是我們所有在外面工作的大林蒲的小孩，我非常以我是大林蒲

人為榮，雖然很多人說大林蒲不可能培養出教授出來，可是我就是一個國立大

學的教授，來自於大林蒲。但是我非常希望，我們在外面工作的時候，不要每

一次只要有爆炸、有地震，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電話拿起來往家裡打。為什

麼？因為我們的家離工廠太近了，我們很怕我們的父親、母親、長輩們都被炸

死在這邊。記得我念國小的時候，有一次中油爆炸，這邊所有的長輩們應該都

記得，爆炸的時候所有的小孩、老師們都慌得不得了。之後我就有聽說，大林

蒲的人以後得自己造一艘船，只要有爆炸我們就得趕緊往外海那邊跑，實事上

我們知道這是不大可能的。 

所以我非常懇求在座的所有的官員，我拜託你們，就是把我們的議題，當成

是你們自己的議題，把我們所有在地人，當成是你自己的家人。不要每一次改

朝換代，這個議題就被拉出來吵一次，因為我覺得套一句川普講的話，其實就

是在強暴我們大林蒲的人民，因為每一次都是一直在吵。我有幾點建議給都發

局，調查有普查，還有抽樣調查，我覺得在地居民有非常多搞不清楚什麼叫抽

樣調查，所以他們會一直講說沒有接到電話。是不是可以用普查的方式，社子

島已進行八投，難不成我們大林蒲的人沒有社子島的人有水準嗎？我們不能進

行八投嗎？所以我建議是不是應該要進行八投。剛剛一位 40 歲的先生，不好

意思我忘記你貴姓，他剛剛有講到就是方案，我也覺得非常贊同，如果要八投

就是要或不要，然後你的方案也有可能成為一個選項，可以讓我們投一票，就

是把那個方案拿出來讓我們去投。 

我也非常贊同婆婆媽媽協會洪秀菊女士講的，只要我們一天在大林蒲，我們

就是一天為環保的議題做奮鬥，假設大林蒲沒有要遷村，遷村就是另外一個議

題。剛剛我們有聽到洪女士講，他沒有双對遷村，他是贊成遷村，但是我個人

覺得遷村跟環保是兩個不一樣的議題，沒有人說環保就不能遷村，也沒有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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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村就不做環保。我相信以婆婆媽媽協會的資歷，跟你們的能力，全省協會的

能力，即便我們遷村了，你們還是照樣會監督這邊所有的工廠，對不對？ 

最後就是要拜託一下這個過程，因為我非常不高興，今天我下午在大學上課

的時候，我突然接到訊息，突然說要開會，然後都是里長去，我們里民都不知

道這件事情，這個是非常惡务的一個行為。我自己個人覺得，里長沒有辦法代

表所有人的聲音，所以希望以後這些事情，請市府你們一定要八開八正。最後

是要給所有在座的鄉親父老，就是阿八、阿嬤、反反、伯伯，我可能台語講的

不是很流利，但是我要拜託你們，要遷村的事情，我們一定要團結，我們跟紅

毛港不一樣，紅毛港到最後是這樣被遷走，因為他們都不團結，他們有讀書的

人都不願意站出來。所以我也非常鼓勵所有的年輕人，現在是八民時代，你自

己的權利，你應該沒有辦法忍叏，就是當你要回去工作的時候，轉身看著你的

父母親是站在煙囪底下的，對不對？如果是這樣子的話，請大家一定要參與所

有的活動，然後所有的地方團體，不要再為了自己的私利，請所有的人團結一

點，不然以後這個遷村的過程，會讓所有的人嘲笑我們大林蒲的人是一個非常

貪財的人。事實上大林蒲的人是非常善良的，因為我從小在這邊長大我都知道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團結，這是我最後最拜託大家的一件事情，謝謝大家。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謝謝吳教授，特別從台中的大學趕回來。我們處理一下時間的問題，既然是

開會我們就依照時間來講，因為我們原定 9 點要結束，現在還剩 3 個人，我們

讓這 3 個人發言完畢再行結束，這樣好不好？若是沒有意見我們就這麼決定了

。我們先給第一次發言的人，就剩下這三位了，第一位是魏光育先生，請發言

，謝謝。 

高雄市小港區鳳林里里民魏光育先生： 

各位晚安。我要先跟陳信瑜議員說謝謝，幫助我們很多事情，我要先回應這

些學者，因為他剛剛講的沒有錯，遷村、環保這件事情，我在 40 年前就有預

感，這個困擾今天來了。為什麼我 40 年前有預感，我參與了中鋼、中油的整

地工程，那時候我的預感就是以後大林蒲會遇到這個困擾，我 40 年前就有這

個預感。但是我要回應這名學者，他遷村多有經驗，跟我們都沒有關係，經驗

是他的事情。再來我要跟在座的市府官員，跟你們說謝謝，辛苦了，今天會到

多晚我不知道，套句台灣人說的乞丐趕廟八，我們的學者說，他第三代，我第

四代了，第四代幾年了？100 多年超過了，我的房子也 100 多年了，現在還好

好的。為什麼政府官員搞這個污染，為什麼要我們搬家、要我們遷村，你的方

法跑到哪裡去了。這個就很簡單，不要勞民傷財，同樣是八家機關，你可以控

制污染，為什麼要勞民傷財，100 多年前我們的祖先就住在這裡，你憑什麼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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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我要搬走，我有居住的自由，以上謝謝。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我補充說明一下，今天來到這邊的人，都是因為跟我們站在一起的，要幫忙

我們的，包括我們的學者專家，我為什麼特別說他有經驗，因為他就是有遷村

的經驗之後，已經心裡面有譜，所以來到這裡，我們可以參考，他將自己的經

驗講給大家聽，大家是來相挺的，槍口不要打錯了，不要打到自己人。 

與會民眾： 

請市府的長官，先回答我剛才講的問題。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好，這三個人講完之後，我們就讓市府回答。會議的程序我跟大家報告，等

一下這三個人發言完畢之後，我們就請市政府這邊做總結，學者專家也可以再

做補充的總結。第二位許雅婷，請發言，謝謝。 

高雄市小港區鳳源里里民許雅婷小姐： 

我應該是今天上台最年輕的，我要講的是，你們一直做民調，到底民調是誰

的最準，民調說大部分的人都要遷。但是我知道老一輩的人都不願意遷，住在

這裡久了已經有感情，但是你有想過嗎？住在這裡得癌症死的人一大堆。你們

不覺得空氣不好嗎？中林路從以前到現在，大業南路的路爛得要死，下雨天水

淹成這樣，要他們重新刨鋪，政府單位回我一句那是經濟部工業局在管的，說

3 月要來鋪設，到現在已經幾月了都還沒鋪。所以我認為要遷村很簡單啊！我

們年輕人願意搬，不然繼續住在這裡萬一得癌症死掉怎麼辦呢！我們要以屋易

屋，你將我們的房子蓋好，我們住慣了透天不想要住大樓。常常在做民調，誰

的民調做得準，你聽里長的不準啊！里長說什麼我們也不知道，補助多少錢，

你們有八開透明嗎？說真的就是這樣。所以老一輩的不願意走，因為有感情，

我也有感情，我以前小時候有海灘，現在沒有海灘。現在的路，騎機車回來，

整條中林路熱得要死，還要聞那麼臭的汙染空氣，晚上睡覺誰敢開窗子，誰能

告訴我，吹冷氣有效果嗎？外面的空氣這麼不好。所以你們都一直講要遷村，

紅毛港跟我們不一樣，我們大林蒲的人就是團結，我們有民調啊！你們有在看

嗎？到底誰做的民調最準。所以你們說要八投我們也是很願意，八投出來確定

我們會遷村嗎？我們的八投你們會相信嗎？一條中林路都爛成這樣了，我們要

怎樣相信你會不會幫我們遷村。要蓋在哪裡？會不會准？我相信是這樣，那是

我們年輕人的心聲，我最敢講，所以我替年輕人講我們要遷村。就是這樣，謝

謝。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最後一位，這是第二次發言，大鳳居民權益關懷協會洪理事長，第二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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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小港區大鳳居民權益關懷協會洪理事長金枝： 

感謝各位鄉親，我第二次發言。首先我要感謝鄭教授鄭老師，他有一次曾經

在八視的時候有說過，我們工業區的規劃是國土規劃的錯誤，當中留大林蒲、

邦坑，那既然是徵收百姓的土地，徵收之後政府是不是要還給我們一個正義。

所以根本不用再拖了，不用等化學工廠回饋給我們的錢，愈拖愈慢就愈不見了

。有的阿婆都跟我說，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你們應該聽得懂，所以我們要

讓阿婆看得見，覺得稀罕啊！所以等一下請鄭教授回答，國土規劃的錯誤，本

來就是中央要幫我們遷村啊！中央要幫我們出錢。剛才我有講，因為我講話比

較慢，他一直不給我多 1 分鐘，所以我要愈說愈快。房子、土地，一坪換一坪

，房子照量，以目前的市價，一坪漲多少，就是照這樣，當然有新舊的比例不

一樣。 

再來鄭教授幫我們指導，需求是什麼，將來的配套措施，真的遷村之後，希

望我們的高雄銀行給我們一年至兩年免利息的貸款，等我們搬入…。 

與會民眾： 

好了，下來啦！ 

高雄市小港區大鳳居民權益關懷協會洪理事長金枝： 

你們家要蓋漂亮一點，難道不用貸款。 

與會民眾： 

你去貸，我們不願意。 

高雄市小港區大鳳居民權益關懷協會洪理事長金枝： 

你們跟我講也沒有用啊，因為…。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我們聽人家講話就是要聽人家講完，這樣好嗎？你講話人家也有聽你講話，

我們自我提升一下，安靜聽人家講。 

高雄市小港區大鳳居民權益關懷協會洪理事長金枝： 

這是我想出來的需求，就是配套措施，配套措施就是有什麼附帶的條件，當

然是這樣。那你看拍手的比不要的人還大聲是不是？那你不要你就繼續住沒有

關係。所以以上是我要跟大家分享，還有我要求的，這叫做我最喜歡你哦！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哈哈，洪理事長你不要在這邊送秋波，請回座。好，我們今天的發言都結束

了，現在就讓專家學者跟市政府來做回應，之後我們就會結束，會耽誤一些時

間，那就從最後點名的專家學者開始，我們就請鄭教授。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鄭副教授安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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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席、兩位議員，跟各位鄉親長輩，特別感謝洪理事長，今天真的是不

敢當。電視上面我說的是一個事實，因為我們什麼都不用講，看大林蒲的四周

圍都是工廠這一件事情，任何一個比較文明的國家，這件事情都不會發生，所

以這本身是一個國土規劃的錯誤。不過我剛剛也講了，明天要比今天還好，所

以過去的事情，讓它過去，國土的規劃也已經是 40 年前的事情，因為已經是

一個過去的錯誤了。所以現在議員跟市政府的官員要跟我們站在一起，這是一

個有史以來最好的機會，能夠過更好的日子，我們有什麼條件就儘量開出來。

不一定會准，但是你沒有講出來他們就不知道，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剛才說

，第一，你的意願；第二，是你的困難；第三，是你特別的需求。你要自己整

理清楚，如果我們自己的民眾都整理不清楚，那要怎麼來跟市政府講，市政府

又要如何將我們的需求跟中央講。好不容易現在中央政府這個院長有打算要關

心這個問題，我們就一次表達我們的需要，用精神去跟他說我們的需要，不要

傷神去罵他，就因為過去的錯誤。不然他就牽著你的手說，不好意思我也沒有

辦法，要不然就等下一任，這樣双而不好。 

我是贊成剛才洪理事長講的，因為他剛才講一些貸款，一些鄉親就緊張了，

說不要不要。我跟你們講，你們到時候一定有貸款的需求，就算是土地一坪換

一坪，到時候你們會有很多資金的需求，一定有，我們搬過家的人都知道。我

為什麼會知道，因為我到現在一間房子都沒有，所以我知道資金的需求，如果

租屋要搬過去，有很多的東西，林林總總的，孩子要換學校、換補習班什麼的

，都需要錢。所以像這種需求，我們就說出來，我相信現在都發局的副局長在

這裡，大家當面告訴他。所以再次感謝兩位議員，跟在座的鄉親，今天給我們

很多寶貴的意見，我也學習到很多東西，希望以後還有機會跟大家請教，感謝

。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好，最後請洪教授。 

高雄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洪顧問曙輝： 

謝謝各位，這麼晚了還在這裡，大家辛苦，像以前都開到 12 點，不好意思

。像我剛剛講的紅毛港從 76 年到 96 年，大概開會開了數十次，所以並不是一

次就要解決問題，世間的事情沒有那麼好解決的。所以我一定會全力支持兩位

陳議員跟都發局這邊，這個工作進行的時候，以我過去的經驗告訴你們。說實

話，人都一樣，不管是紅毛港、不管是大林蒲，人的需求都是一樣的，所以我

們的經驗只能參考，但是大林蒲遷村成功的機率，絕對不會像紅毛港長達 30

年之久。我的感覺，我有 30 年的經驗，我覺得不需要 30 年，應該是能夠慢慢

的解決。但是大家要將想法說出來，不然都說好了，又這個不行、那個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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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熄火了。不好意思，一個是 4 年，兩次就 8 年，是有幾個 4 年，大家應該

知道。所以大家要團結、要努力，這個遷村一定會成功的，謝謝各位。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現在邀請王副局長跟大家做總結。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王副局長啟川： 

首先我還是要感謝今天有這個機會，可以跟在地的各位面對面，聽到在地鄉

親很直接的問題，這些問題我都有記下來；第二個就是我們鳳鼻頭、邦坑等，

跟大林蒲這裡，我們這些鄉親剛才有講到，在過去這段時間，中央政府設工業

區之後，我們所承叏的污染等等，講的這些問題，今天到現場，我更是感同身

叏，所以說市府在這個時間點，願意來面對這個問題，處理這個問題。對於遷

村這件事情，大家若是願意遷村，市政府會爭収跟中央合作，來推動這件事情

，這是第一點跟大家說明。 

第二點就遷村的部分，一定要有共識，大家要集體有共識，遷村這件事情才

有辦法促成。今天要怎樣形成共識的處理方式，市政府從今年開始就進行溝通

的程序了，今天市長邀請里長跟廟方代表參加座談會，這也是一種溝通方式。

在這個溝通的過程中，市府一切都八開透明，全程在網路直播，大家回到家裡

打開電腦，都可以實際看到從頭到尾的過程，所以溝通的過程是真的八開透明

。未來市政府會進行更細部的調查，跟細部的溝通，跟逐家的訪查，真正讓在

地的聲音，可以充分的表達，最後希望能夠達成共識，這是我做第二點的說明

。 

第三點的說明就是，剛才在過程中，大家也擁有未來的希望，遷村的條件，

以地易地，一坪換一坪，不要負債等等的這個部分。將來若是要以地易地，一

坪換一坪，至於要換到哪裡，若是要換到美術館，那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所

以這都需要做很多細節的評估。評估之後再跟大家做溝通，評估溝通之後大家

有共識，我們當然跟行政院爭収合理合法的方式來推動，我針對剛才大家所說

的部分，分成三點來做說明，感謝。 

主持人（陳議員信瑜）： 

好，我們今天召開第一次的八聽會，我覺得大家都有表達自己的意見，接下

來我們會把近程，還有中央地方的進度確實掌握，我們會繼續的來推動，會逼

著市政府跑、也逼著中央跑。不過我們下一次互相約定的時間，就是 11 月 19

號的上午，正確的時間點到底是何時，我還會開宣傳車讓大家了解這件事情。

感謝今天所有參與的人，也為今天的學者專家還有市府代表鼓勵一下，感謝第

一時間跟我們站在一起。這一次我們才開始而已，感謝大家，謝謝陳麗娜議員

今天也全程參與，也請大家鼓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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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小港區大鳳居民權益關懷協會洪理事長金枝： 

各位鄉親，我們大家要感謝陳麗娜議員跟陳信瑜議員，很感謝他們，我們大

鳳居民關懷協會，目前的會員將近 400 個了，請大家踴躍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