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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第 29 次行動主管會報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1年 7 月 28日 (星期四)上午 9時整 

貳、 地點：西螺鎮農會延平路本會大樓 8 樓 

參、 主席：張縣長麗善 

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紀錄：計畫處楊采蘋 

伍、 主席致詞：  

一、各位貴賓、同仁早安，首先感謝今日與會貴賓李議員明哲、

廖議員偉晴、西螺鎮農會張理事長宗男、西螺鎮民代表會林

代表主席俊甫、肉品市場鍾董事長任明、與會各鄉民代表、

社區發展協會、各里里長、縣政顧問等貴賓共同撥冗參加此

次會議。 

二、 今日率領縣府團隊來到西螺鎮召開第 29次行動主管會報，本

人上任三年多來，透過行動主管會報聽取地方鄉親的聲音，

並擬定政策，規劃後按步驟執行，在此麗善要向西螺鄉親報

告，本縣一直以來是農業大縣，如今已逐步蛻變成農工商並

行發展，縣政成果持續與鄉親共享。 

三、 首先，縣府持續透過相關計畫來協助農民，在個別農民保障

部分，包含農民健康保險、退休儲金、職業災害保險等，以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來說，縣府更是加碼全額補貼，讓農民零

負擔。另也透過各項政策來輔導農業產業，例如可分解性農

地膜補助、輔導設置農作物質譜快篩、有機質和微生物肥料

補助等。另外，縣府將於今年底推出有機肥料自有品牌「雲

溉肥」，來源是生熟廚餘收集後，生廚餘進行堆肥處理，熟廚

餘採用化製處理，並將堆肥與化製成品進行混合製成有機質

材料；未來「雲溉肥」將以成本價售給農民，若農民使用有

機肥料每公噸農糧署補助 2元，本縣再加碼補助 1 元。再者，

於 4月時邀請專家學者探討農地受限下國家應予之補償義

務，進而爭取農業權入憲，以保障農地的財產權及發展權。  

四、 其次，本縣近年來屢屢獲獎，國內獎項如金安獎、金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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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石獎、建築園冶獎、台灣健康城市獎、高齡友善城市獎等，

在國際獎項方面，如「北港燈會」在 2020年和 2022 年皆榮

獲國際設計大獎「Muse Design Awards(繆思設計獎) 」金獎，

是全台唯一拿下國際金獎的縣市政府，2021年前瞻計畫「跟

著小雨燕趣旅行-椬梧城鎮之心人文景觀再造計畫」，出版「小

村，鐵窗，我家有故事：社區設計，翻轉椬梧再生」一書，

獲得國際兩項大獎「NDA(NOVUM DESIGN AWARD)設計獎」及

「Muse Design Awards」銀獎。2020年辦理的「雲林有影∣

神手映像攝影展」也獲得荷蘭設計獎(2022 Indigo Design 

Award)「社會變革品牌銀獎」殊榮，能在國內外屢次獲獎，

縣府團隊的努力與成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五、 除了農業相關福利，還有大家關心的濁水溪揚塵治理成效、

西螺鎮地方建設成果與治水情形等，接下來會向鄉親依序報

告說明。在此麗善再次感謝與會各貴賓撥冗參加今日會議！ 

 

陸、 專題報告:  

一、農業相關福利及活動規劃 (農業處) 

(詳如簡報；略) 

二、濁水溪揚塵整治成果 (環保局) 

(詳如簡報；略) 

三、西螺鎮地方建設成果與展望 (工務處) 

(詳如簡報；略) 

四、西螺鎮治水辦理情形 (水利處) 

(詳如簡報；略) 

柒、 綜合討論 

一、西螺農會蔬菜產銷班第 74 班班長(廖瑞生有機農場負責人) 

建議針對農民宣導及教育有關在蔬果承銷買賣時，如發現對方

付款進度有異狀，應及時斷貨，以免發生更嚴重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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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長指示： 

建議批次收付款，以及透過農會或果菜市場的收付平台以降低

風險；另一方面，縣府可提供法律協助，也請本府農業處研議

後續因應及解決方案。 

二、縣政顧問王鐵道 

(一)緊鄰小茄苳社區出入口雜草叢生，有礙觀瞻且環境不佳，

請相關單位協助清理。 

(二)大新里西螺服務區北側農路路面凹陷龜裂，前已於 7 月 14

日工務處已辦理現場會勘，後續請相關單位協助。 

縣長指示： 

感謝王縣政顧問建議，對於第(一)問題請代表會林主席轉知公

所協助處理。第(二)問題請地政處主責，偕同王縣政顧問及相

關單位確認範圍後，協助處理並回覆進度。 

三、福田里里長陳銘露 

活動中心旁水溝約 500 公尺，因久未疏濬，產生難聞臭味，已

有向縣府水利處反映，但表示其為農水署雲林管理處權責，還

請縣府協助處理。  

縣長裁示： 

本案已發文請農水署雲林管理處進行疏濬，本府會持續追蹤進

度。   

四、前西螺農工校長陳聰明 

(一)因農產品冷鏈設備分散不集中，徒增生產製造、加工及運

輸費用，也會有因二行程搬運車造成之空氣汙染，建議建

立農產品產銷冷鏈加工區以及冷凍資材供應和維修中心，

以造福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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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割草問題，有時割草只割到樹前，樹後沒割到等沒有

完整割除的狀況，另割草後也應一併清掃垃圾。 

縣長裁示： 

針對第(一)問題，冷鏈物流對農業大縣極其重要，因此本人上

任之初針對西螺地區及鄰近交流道附近作為冷鏈物流中心之

用地已做過大規模的盤整，包含委託農政單位進行評估，盤點

約 10 塊土地，最後選中斗南農會旁一塊腹地，但因簽約及變

更地目等困難無法突破而暫停擱置；另一方面，目前西螺果菜

市場也因腹地不足無法擴建或改建，因而改變作法，規劃前店

後廠、以建立衛星冷鏈廠為優先方式，本府並予以補助，讓本

縣的蔬果能在產銷、加工至消費者手中的過程中保持新鮮度，

以保障農民收益。 

至於第(二)割草問題，本府會督導廠商注意割草的範圍，務必

割除完整，另外，割完草後必須有工班配合撿拾垃圾。 

五、廣福里里長王足 

請協助大同路路面改善。 

縣長裁示： 

請工務處偕同王里長進行會勘後進行改善。 

六、廣興宮三山國王會會長郭怡青 

(一)目前沒有雲林高鐵站至西螺市區的公車路線，建議增加此

公車路線以方便西螺地區民眾。 

(二)建議在西螺地區建立文化表演的固定舞台，以推廣歌仔戲

文化。 

縣長裁示： 

針對第(一)問題，目前行使西螺至雲林高鐵站的公路客運有台西

和日統客運，縣府將針對需求及載運量評估班次是否有不足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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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若有不足情形後續再與業者進行協商是否增加班次。 

至於第(二)問題，有關本縣的藝文團體，針對布袋戲而言，相關

文化如操偶、口白、前後台設計等傳承、延續及人才的培養，

縣府除了全力扶植外，還與國立台灣戲曲學院簽約合作，針對

教材、課程等進行規劃，希望持續培養出布袋戲人才並將之文

化發揚光大；縣府也同樣扶植歌仔戲文化，本案請文化觀光處

協助。 

七、縣政顧問楊聰議 

雲林高鐵橋下及周邊土地地目被編為高鐵用地，因已無相關使

用之需求，地主若欲變回原地目，申請變更程序耗時甚久，請

求縣府協助。 

縣長裁示： 

請城鄉處偕同地政處於會後與楊縣政顧問了解本案，並提供相

關協助，以保障鄉親權益。 

八、縣政顧問何美惠(螺陽文教基金會負責人) 

(一)有關西螺延平老街文化館申請成為私立博物館 1 案，目前

已送件至文化觀光處，若核可將報准文化部，還請縣府協助

本案通過。 

(二)平原社區大學在麥寮、台西等地取得學校教室空間有困

難，希望縣府能予以協助。 

(三)西螺果菜市場周圍大排，屢遭人傾倒廢棄蔬果成為蔬果大

河，造成環境臭氣沖天且阻塞排水，這攸關果菜市場聲譽及

周圍環境衛生和品質，懇請縣府徹底解決本問題。 

縣長裁示： 

針對第(一)問題，請文化觀光處全力協助，第(二)問題，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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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協助，至於第(三)問題，縣府縣府規劃在掩埋場設置廚餘脫

水設備，目前發包中，可望解決此問題。 

九、大新里里長廖重顯 

庄後有一條砂石車專用道(154 縣道)旁的排水溝遇大雨即淹

水，請縣府協助處理。 

縣長裁示： 

因本案屬縣道側溝，請工務處、水利處了解本案，並研議相關

解決方案。 

   

捌、 縣長裁示(曾秘書長元煌代理)： 

首先，關於今日各位所提出的問題，本府將盡力請相關單位進行

了解並研擬因應策進作為。最後，再次感謝鄉親及與會貴賓共同

撥冗參加此次會議。 

 

玖、散會(上午 11時 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