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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教師增能研習（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辦理）

海洋之星

彰化縣擁有綿長的海岸線，由北至南，多
處沃腴的潮間帶、濕地、紅樹林，自伸港、線
西、鹿港、芳苑一路串起，宛如璀璨的珍珠手
鍊鑲嵌在彰化沿岸。而彰化縣海洋教育資源中
心，即設於位處綿長海岸線的彰化縣立線西國
民中學。

線西國中自民國104年起，承辦彰化縣海洋
教育中心業務。學校所在之線西鄉，有寬闊的
潮間帶、蚵棚，臨海之「塭仔漁港」也因豐富
的漁獲而頗負盛名。鄉內漁村人文氣息濃厚，
街巷間可見養蚵、捕魚之器具，證明數甲子以
來，線西與海洋的密不可分。因具臨海資源豐
富之地利，以及鄉內親海之民情，線西國中逐
年與彰化縣各校共同研發海洋教育課程，漸漸
有成。

海洋教育教師增能研習─研究臺灣鯊魚頭骨

辦理彰化縣海洋教育綠階人員教師研習

彰化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簡介

一、設立緣起

俗語「一府二鹿三艋舺」，曾有全臺第二
大海港，彰化縣與海洋可謂息息相關，城市的
發展乃由海港往陸地延伸。又彰化古地名「半
線」，彰化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便以「半線溯
源．緣海望鄉」為理念，帶領彰化縣師生一起
探尋彰化海洋的故事。中心設定環境關懷、人
文傳承、產業認識、素養培育四大海洋教育發
展主軸，推廣教師增能研習、學生體驗營隊、
教材教案研發、海洋教育講座等活動。

彰化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每年辦理海洋環
境關懷課程，如：淨灘、濱海外來種植物刈
除、濱海水鳥觀察等活動，希望帶師生到現
場，身體力行、親身為海洋付出。此外，也開
辦海洋人文傳承課程。在彰化芳苑濱海一帶，
擁有特殊的「海牛文化」，中心每年都帶師生

二、中心任務與成果

彰化縣線西國民中學　江威儒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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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說：
明明心連在一起
卻隔了一道牆
明明互看著對方
卻不能在對方身旁
殘忍的石滬
把我們隔離
殘忍的漁民
把我們拆散

漁民說：
明明只是想捕魚
卻引來一大堆觀光客
明明只是依地勢堆造
卻成為情侶眼中的
心心相印
而我只是需要
一個生活堡壘

石滬說：
對魚兒來說
是殘酷的考驗
對人們來說
是誘人的利益
對我來說
我就是我

2016 「海洋教育週」
海洋詩徵選比賽

海洋藝廊

特優

雙心石滬
劉亮妘
臺南市中山國民中學  七年級

彰化芳苑海牛採蚵車文化體驗

濱海刈除外來種植物

辦理暑假海洋繪本創作營

彰化縣目前深耕在地化課程已有成，各類
濱海戶外踏查課程模組皆已研發完備。下一階
段，彰化縣海洋教育資源中心期望研發能「走
進教室」的課程。配合108新課綱實施，中心未
來將開辦教案共備研習、工作坊，研發彰化縣
獨特的海洋教育自編教材，讓海洋教育走進教
室，在學生心中沖積愛海的情懷。

三、未來展望

親訪認識。芳苑擁有全台最大、寬達6公里的濕
地潮間帶，因潮間帶過於寬闊，蚵民採蚵路程
太遠，居民便將牛車當成採蚵車，形成一頭頭
黃牛踩踏在海灘裡的特殊景象。

其他海洋產業認識、海洋素養培育等課
程，中心也藉由各場專題講座，讓彰化縣師生
認識彰化養殖產業、遠洋近海漁業、彰化沿海
環保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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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與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　吳松憲　研究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　鄭志文　教授  

海邊，是人們喜愛的去處，更是衝浪者的
第二個家！只要天氣狀況好，常常可以看見海
邊人山人海的景象：情侶、一家大小的家庭、
心喜欲狂背著浪板的熱血衝浪玩家們，如此的
畫面想必在你我記憶中非常鮮明！但是，在這
樣享受海的滋味，聆聽海的聲音的同時，許多
人因為不諳海邊的水況，而發生溺水的意外，
而根據消防署的統計資料，這樣的溺水意外，
主要原因就是今天所要討論的「離岸流」。請
見以下介紹，希望能讓大家都對離岸流有了
解，降低溺水意外的發生：

離岸流的成因：
首先，讓我們先認識「沿岸流（longshore 

current）」，一般來說，當海浪往岸邊衝進來
的時候，因為海浪本身可以視為一種波的傳遞
形式，而此時，如果波峰並沒有與海岸線平行
的話，沿岸流就會匯集到海岸的某一處，當匯
集到一定的程度時，這些累積的海流會以快速
的流速往大海裡衝，而這樣快速且流向大海的
海 流 就 是 我 們 今 天 的 主 角 「 離 岸 流 （ r i p 　
current）」。而這樣的快速流向大海的離岸流
常常讓岸邊的遊客不知所措、心慌意亂的被離
岸流給挾持帶向大海而發生不幸的意外。

如何判斷離岸流?
可以由幾個特徵協助判斷出離岸流(rip cur-

rent)的所在位置，如顏色不同且向外海延伸的
條帶，離岸流常會捲起底層砂石導致本身與旁
邊海水顏色不同，且因流速快及寬度不寬，故
會形成一明顯條帶，此外，海岸邊整條碎浪帶
中的缺口也常是離岸流的特徵，這也是最常發
生意外的地方，民眾常看到沒有浪花便以為是
安全的海域，實際上卻是最危險的地方。

真的碰上離岸流，該怎麼辦？
由於離岸流是快且流量高的海流，因此，

如果你這時候因為緊張不知所措，而拼命的想
往岸邊游，那可能會功虧一簣甚至力竭，嚴重
一點便會一命嗚呼！不要認為人定勝天，「三
十六計，走為上策！」，沒錯，只要你了解離
岸流方向基本上是單一的，那你就不要對向的
游回岸邊，先游離離岸流的區域，再慢慢游回
岸邊。

互動式問答：
當你在海邊玩水，突然被一股強勁的水流

帶離岸邊時，你該怎麼辦？

參考解答：
當你碰到這個情形時，你很有可能是碰到

了離岸流，此時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鎮定，以
省力的方法漂浮，揮手或呼叫向岸上求援，如
要游回岸上，先往平行海岸的方向游離離岸
流，脫離後再轉向游往岸上。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於「2016海洋教育週」
規劃製作「認識離岸流」教學影片，說明何謂
離岸流、如何判斷離岸流、如何選擇安全海
域、遇到離岸流如何自救等，以提供學校教師
實施海洋體驗教學時應用。

離岸流影片：https://youtu.be/H_hngOyNlp4

岸邊的魔爪—「離岸流」

資源補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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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生百科

「我們今天出海賞鯨，大家期待看到鯨
魚？還是海豚呢？」每次帶領賞鯨船，我在
行前解說時都會這麼問，目的是確認來訪的
人內心的期待，因為對於「賞鯨」一詞，許
多人就自然聯想著在海上與大型鯨類相遇的
畫面，但事實上在臺灣東部出海，遇見大型
鯨類的機會真的不高，而「海豚」才是我們
常見的好鄰居。

鯨豚是臺灣的好鄰居
生物學家對於目前已知的近90種鯨豚，

不是用體型大小，或者鯨魚、海豚來分類，
而是根據鯨豚嘴巴裡的構造來區分，是有牙
齒的齒鯨，還是有鯨鬚板的鬚鯨。我們一般
認為的「海豚」，其實多半是指小型的齒
鯨。

花蓮常見的小型齒鯨有飛旋海豚、花紋
海豚、熱帶斑海豚、弗氏海豚、瓶鼻海豚
等，他們都是我們的好鄰居，在短短兩小時
內的賞鯨航程，就有80%~90%的機率能夠
相遇。雖然緣分很難在一個航程就看好幾種
鯨豚，但每種鯨豚都有不同的個性，像是飛
旋海豚每次相遇往往活潑、熱情，時常游近
友善的賞鯨船隻，讓人們驚喜連連；花紋海
豚雖然不太搭理船隻，多數時候緩慢、沈
穩，優雅的動作、充滿生命力的噴氣聲，也
總是讓人屏息欣賞。雖然小型齒鯨在臺灣周
圍較常見，但根據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長年
記錄，在花蓮可以目擊的鯨豚有近20種，其
中也包括一些大型鯨類，像是大翅鯨、角島
鯨、抹香鯨、虎鯨等，但要相逢自是要有緣
囉～！

氣候變遷帶給鯨豚的危機
野生鯨豚在大海中自由自在，生活和行

為依循著自然的節奏，隨著時間、季節、海

面風浪也都會有些不同，讓每一次相遇都值
得期待，不論是初次見面，還是久別重逢，
都像是認識朋友更多一些。不過近幾年，我
在海上也觀察到了鯨豚生活的海洋環境變得
髒亂，有許多保特瓶、吸管、便當盒、塑膠
袋等，我們生活中熟悉的垃圾來到海中，就
成了鯨豚和其他海洋生物很大的威脅。

不過最可怕的威脅還是無形中的變化。
隨著社會與經濟的發展，人為活動排放出的
二氧化碳在大氣中濃度不斷上升，導致溫室
效應的結果不僅讓海水溫度也跟著上升，海
洋吸收了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後，也有了酸化
的現象，這些海洋環境的轉變都慢慢的影響
著鯨豚生活的家園，長久下去都不是好的。
也許你的生活距離海洋很遠覺得幫不上忙，
但其實每個人的生活都可以直接的幫助海
洋，只要願意從現在開始，一點一點的減少
使用一次性的食物容器，也時常提醒自己節
約能源，就能夠降低鯨豚受到威脅的機會
喔！

大海中的好鄰居―鯨豚

花蓮外海相遇飛旋海豚來到船頭飆船、躍身擊浪

花蓮外海紀錄到正在玩垃圾的花紋海豚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鯨豚解說員　林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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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普

文／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尤柏森
圖／臺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　余尚學、尤柏森

這沉靜多年的臺灣周邊海域，2018年卻異
常熱鬧，這年度海洋盛事便是法籍研究船R／V 
Marion Dufresne（瑪麗安・杜凡尼號）與德籍
研究船R／V SONNE（太陽號）相繼於6月與10
月抵台，進行為期近一個月的聯合探測航次，
針對臺灣鄰近海域執行岩心採樣，供古崩塌紀
錄、古海嘯事件與古海洋重建，以及評估臺灣
西南海域天然氣水合物賦存量與海床穩定度等
重要科學議題。

臺灣西南外海經評估擁有豐富天然氣水合
物賦存量，然而，長久以來總缺乏可燃冰實體
樣本這直接證據加以證實。直到2018年夏至那
天凌晨3點52分，距離臺灣家門35海哩處，僅
1200公尺的水深下，出乎意料地臺灣首塊珍貴
的可燃冰實體樣本卻塞在長達25公尺長的巨型
活塞岩心採樣器的抓嘴內，而這一刻手掌大的
可燃冰出現在眾人眼前，卻足足讓臺灣地球科
學界等待15年之久。這同時也激發起10月份德
國太陽號SO-266航次臺德科學團隊對於臺灣西
南海域天然氣水合物探測的信心。

名，新船上一些明顯的船體設計與特徵，如木
質甲板、重力岩心採樣設備等完整保留，能隱
約看出舊太陽號的影子。這熟悉感讓人宛如時
空錯置的遊盪，來到虛幻和現實的邊界。新太
陽號得以發揮舊太陽號精神，傳承科學探測榮
耀，並於2014年12月成功執行首航任務（
SO-237），正式加入德國研究船隊行列。

德國太陽號隸屬於德國漢堡大學內的研
究船統籌中心（German Research Fleet Coor-
dination　Center），由該中心負責管理R／V 
METEOR、R／V MARIA A. MERIAN以及R／V 
SONNE三艘研究船的營運，其中太陽號作為太
平洋及印度洋海域的海洋科學與地球科學的研
究平臺，透過國際間的科學合作，共同探討地
體構造、全球環境變遷、古海洋變遷等研究議
題。以德國威廉港為其母港的太陽號，總噸數
自原先4952噸提升至8554噸，船長118.42公
尺，船寬20.60公尺，這規格與相近噸數之法國
R／V Marion Dufresne相似。該船以柴油機電
力 推 動 ， 配 置 兩 套 各 自 獨 立 的 電 力 系 統 （
4x1620千），即便是突然遭逢電力受損或失去
電力緊急狀況下，備用機組將立即啟動接續運
轉，以維護船舶與人員安全，並就近港口維
修。船上採用可收式艏／艉推進器（860千
瓦）、泵噴推進器（2990千瓦）兩種推進器，
最 大 船 速 可 達 1 5 節 （ 勵 進 研 究 船 最 大 船 1 2
節）。該船駕駛台與勵進研究船均採用360度無
死角全景窗設計，可全覽周遭的船隻與海況，
以及後甲板科研作業狀況。太陽號本身耐海性
高，即便是10月底強烈颱風玉兔直撲台灣西南
海域而來，在玉兔外圍環流與東北季風所產生
的共伴效應下，該船仍可在研究海域持續作
業。

不同於法國R／V Marion Dufresne作為海
洋岩心採樣與補給船之用，德國太陽號則定位
為綜合型海洋研究船，除可搭配各項高精準科
研設備如水下遙控無人載具ROV（Remotely 
Operated Vehicles）、MeBo（Das Meeres-
bodenBohrgerät）海床岩心淺鑽系統外，船上
17個多功能實驗室、各一低溫實驗室／岩心冷

跟著太陽走：
一窺臺德聯合探測航次SO-266

2013年4月份德國太陽號曾泊靠高雄港，於
臺灣西南海域進行可攜式三維震測系統（P-ca-
ble seismic system; SO-227）與西太平洋古海
洋變遷研究（SO-228）之航次任務。2014年8
月29日執行SO-236航次後，太陽號正式除役，
並轉賣給阿根廷使用，太陽號的任務則改由新
建船銜接服務。新建船不僅沿用「SONNE」船

臺德淺鑽航次SO-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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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庫，專供海洋科學／地球科學等工作需求，
因此，太陽號可搭載75員（船員35員、科學家
及技術人員40員）遠比R／V Marion Dufresne 
110員來得少。太陽號續航天數可達52天，每航
次出海天數至少30天，為減緩長天數出海作業
對於船員與科研人員生理與心理層面負擔與不
適，全船採取飯店式設計與管理，專人每週定
期打掃住艙。在傢俱佈置的氣氛營造下，更多
了些家的感覺，桑拿間、健身房、視聽娛樂室
等設施讓航次期間所積累的壓力得以瞬間釋
放，身心靈也連帶被療癒，暫時忘卻航次作業
的苦悶。船上日常飲食以德式料理為主，另值
得一提，絕大多數的海洋研究船上禁止飲酒與
銷售酒類，R／V　SONNE與R／V　Marion 
Dufresne是少數開放飲酒的海洋研究船。此
外，過往出海作業經驗，就真的與外界斷了聯
繫，然而隨著近年來衛星網路的普及，研究船
大多已具備無線網路，無時無刻與世界聯繫無
時差。

位於主甲板的Hangar具多功能用途，平時
為船員值班區、泊港期間為登船人員進出口管
制區，並由電腦紀錄人員進出現狀。而航次期
間則作為溼式實驗室，提供溫鹽深儀採樣作
業、設備佈放回收準備室、岩心前處理與分
樣、岩心紅外線熱像儀拍攝確認可燃冰的位置
等作業。右舷甲板空間搭配20噸科學用吊桿，
為10公尺重力岩心採樣、OFOS（Ocean Floor 
Observatory System）高精度海底攝影觀測系
統 、 地 熱 探 針 等 大 型 科 儀 設 備 作 業 區 。
MeBo-200海床岩心淺鑽系統為本航次的探測重
點，安全荷重30噸的船艉A架作為佈放回收之
用 。 由 於 M e B o - 2 0 0 系 統 極 為 龐 大 ， 除
MeBo-200主體外，光纖電纜絞機、電力供應、
控制室等共計7個20呎貨櫃，故整個船尾空間都
是MeBo作業區。此次使用的是第二代MeBo海
床岩心淺鑽系統MeBo-200，可鑽取海床下200 
公尺的海洋沉積物，鑽探能力與作業水深極為
適合從事古海洋研究，其設備性能與鑽探能力
較第一代MeBo-70大為提升。

MeBo-200淺鑽系統與聯合果敢號（R／V 
JOIDES　Resolution）鑽井方式截然不同，
MeBo-200僅適合在水深2700公尺以淺的作
業 ， 而 聯 合 果 敢 號 則 無 此 水 深 的 限 制 。
MeBo-200如水下機器人一般，透過專門的

LARS佈放回收系統將MeBo-200佈放於平坦且
較堅硬底質特性的海床上，並供給設備所需的
電力。同時MeBo-200上架設多台高精準攝影系
統，即時訊息傳送至各實驗室與住艙螢幕，科
研團隊可隨時掌握岩心淺鑽進度與設備狀況。
甚至於航次期間設備鋼纜受損以及風浪突然劇
變，迫不得已中斷鑽探作業，於MeBo-200返回
甲板前，科研團隊藉此得以儘早準備。

每節MeBo-200岩心長度3.5公尺，鑽取所
需時間須視沉積物底質特性而定，每節耗時1-3
小時不等，每站位約需3-5天，待完成鑽探作業
後，整批岩心將隨MeBo設備一同返回甲板上進
行岩心基本分析與取樣。此次德國科學團隊更
準備保溫保壓岩心裝置，讓可燃冰樣本得以完
整地保存於該裝置內，並能妥善地取回船端。
本次SO-266航次MeBo-200海床岩心淺鑽系統
分別於臺灣西南海域之四方圈合海脊、福爾摩
沙海脊、永安海脊等地共完成11站位鑽探作
業，在臺德雙方科研團隊戮力合作下，成果豐
碩。共鑽取834.07公尺，沉積物管長419.35公
尺、沉積物樣本回收350.62公尺、樣本回收率
83.6%。繼2016年SO247紐西蘭科學航次、
2017年M142航次黑海航次後，SO-266航次為
德國太陽號首次於臺灣西南海域進行MeBo-200
海洋岩心淺鑽作業，鑽探長度、樣本回收率堪
稱MeBo-200淺鑽之最佳紀錄。

太陽號及其研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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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相關活動分享

走在家鄉海之濱～海洋百工探尋

十年，走五圈
2009年，TAMEE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舉辦了臺灣第一次的海岸線徒步環島活動，分東西兩

線，以38天時間帶領國人用雙腳丈量臺灣，走在家鄉每一寸海岸線上，這是臺灣海洋教育史上首次的
海岸徒步環島教育活動，至今十年來，TAMEE已繼續走了臺灣本島與離島海岸線五圈，不斷記錄各地
海人生命中發生的海岸故事。

社會教育中常提到一句出自孟子滕文公的名言：「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提醒我們日常所
需物資皆是許多人的付出、集眾力才能具備。身上穿的、嘴裡吃的、手上用的，這一切都不是憑空掉
下來，都是多少人花了力氣及精神去生產、製作、運送、處理、銷售，傳過幾手才能到你我之手。社
會上人與人的互動過程就是相互依賴、彼此分工合作，進而互相學習、成長，建構平衡的社會，所以
長輩都會從小教導孩子學著珍惜、學著感恩。

海洋也是一樣！環境也該被感恩！
人類無法創造物質，都是靠經驗與智慧的累積，學習轉化環境資源，我們享受的一切生活條件，

都是環境給予的，身上穿的衣服不論是棉、麻、蠶絲、尼龍等任何材質，嘴裡吃的任何米糧食物，都
是動、植物所提供。使用的交通工具無論汽車機車腳踏車，都會用到木頭、塑膠、金屬，也都是地球
上的動、植物與礦產，人類食衣住行上一切的生活所需都不是無中生有，全都仰賴地球環境以及地球
上的所有生命。

健康的環境能提供陽光、空氣、水等生活必需，更能創造讓人開心、療癒、心神祥和等重要價
值。所以人活在地球上，身為地球上的公民之一，本就該與其他生命相互依賴、彼此分工合作，本就
該彼此學習、成長、相互尊重，才能建構平衡的地球環境。

罟繩像臍帶，奶大了海濱的子民世世代代。 耕一塊紛波海田，守一世黃口白髮的殷殷企盼。

如果有機會用雙腳走完臺灣海岸線，覽盡各地海岸面貌，了解各地海岸變遷，你要不要？
從小自創漁具，資深丁金又順天知命的老漁夫。畢生縱橫大洋以船為家，創造神奇二響鈴，號稱

全臺最厲害引水人的退休領港。每天凌晨大家睡覺時就要出門，頂著寒風摸著冰塊鷹眼判斷哪尾魚貨
新鮮又實惠，迅速完成交易只為帶給夥伴高品質水產品的魚市三代目年輕掌門人。回鄉蹲點十年為了
復興家鄉老鹽田，曬出一埕埕白金，滋養身心靈的鹽鄉後代。深處公門卻比許多私人企業更打拼更操
勞，靠著人丁稀薄卻戰力無窮的團隊可以翻轉一個百年海港陳暮氣氛，重塑海洋新生命的政府官員。
青年返鄉結合學術練習與父執輩經驗，佐以年輕人的無限活力，重振一個遲暮已久的老漁場。

臺灣的海洋職人如此豐富，如果有機會走到每位海洋職人的工作現場，參與海洋職人的日常，看
看他們如何倚海為生，聽聽他們對海的看法，了解職人眼中的海是什麼樣子，你要不要？

社團法人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　郭兆偉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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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最初的起點
2019年，本協會與臺灣海洋教育中心一同主辦「2019走在家鄉海之濱～海洋百工探尋」活動，將

於2月17日自臺灣的海洋首都─高雄啟程，花57天貼著海岸線前進，帶領每日平均40位的參與者全程徒
步繞行臺灣本島約1500公里的海岸線，每天平均以25公里的速度邁步向前，走進臺灣海洋職人工作的
現場，造訪各地努力依海生活的人們。

大家都說高雄港市合一，相輔相成，但真正深入了解高雄港市的發展史後，才會發現這句話可不
是想像中的那麼簡單。高雄港原是瀉湖，日據時代起，日本政府為了串連臺灣南北的交通與物資，完
成縱貫線鐵路，並大力興建基隆、高雄兩港，填築高雄港以增加腹地，更在高雄港區建設臺灣第一個
重工業區─戲獅甲，化學、五金、重工業、鋁、鋼鐵等工廠均一一落腳在此，國民政府來臺後又增加木
業、兵工廠、更是石化王國台塑的起家厝，後來繁殖出去的林園石化園區、小港工業區的中鋼、中船
等重工業也是利基於此。民國60-70年代高雄港陸續擴建，64年破港、69年完成中島加工區、73年過
港隧道啟用、78年第五貨櫃中心等，都讓高雄港肩負起更大的發展使命，民國88年位居世界貨櫃吞吐
量第3大港，僅次於香港與新加坡，目前高雄港港口貨物吞吐量約占臺灣整體的五成、貨櫃裝卸量則占
整體七成左右，高雄港真的是承載國人享受現代物質文明生活最重要的窗口，2月17日時，環島行程就
將從擁有這麼豐富海洋元素的高雄港啟程。

除了認識各地海洋自然環境外，也要介紹各地倚著在地自然環境所演化出的各種海洋職人故事，
了解我們的生活需要多少人與環境的辛苦維持，海洋又承載了人們多大的盼望，健康飲食需要健康的
環境及漁、鹽、養殖職人的良心守護，安穩的生活需要堅實的國防及山海屏障，物資的流通需要船
舶、港埠、航運，就要依靠揮汗製造指揮夢想載具的造船工人、港埠工程師、船上需要船長、管輪、
輪機作業、海事工程師，保家衛國的海軍艦長等，為環境預警需要科學研究，也實際看看現在海洋產
業遇到的諸多瓶頸與困境，海洋酸化、過度漁撈、過度建設、氣候變遷、全球暖化等變動，不斷摧毀
了健康的環境，摧毀了一樣認真的職人賴以為生的海，當然也深深影響你我的健康。還有環境的翻譯
官─海洋生態與環境研究人員、海洋教育工作者等等。

最終人類將發現，想要美好生活真正倚仗的其實是健康的自然環境，「環境真的才是一切的根
本！！」。

2019走在家鄉海之濱，回到最初的起點，也讓心回到更單純的點，我們一起學習珍惜現在擁有，
常懷感恩惜福的心，認清環境才是一切的根本，一起邁開腳感恩人、感恩海洋、感恩環境，一起彎下
腰謝天、敬地。

活動企劃　https://bit.ly/2P9V6iM

於東岸走進海洋職人的工作現場 

大自然無私的賜予每個生命相同的生存權力，是人要
學習更謙卑與尊重的生活在地球上。

於望安紀錄傳統漁法–手趴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