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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青村共創行動 

文化部青村自主交流系列 

-第一階段(南區、北區) 

一、前言 

面對臺灣社會快速變遷及多元發展的環境，文化部青年村落文化行動

計畫為鼓勵青年交流串聯、促進彼此跨域共學，分享實作過程、地方經驗，

並建立協力夥伴關係，以累積解決問題的能力、在地深耕及社群倡議的能

量，特邀請本（114）年度獲獎勵 44 案之青年，由下而上，自主策辦分區

共創系列活動。 

第一階段活動（南區場、北區場）於 5 月份推出，後續系列活動則將

於近期公告。場地人數有限，歡迎關心青年在地行動的夥伴，踴躍及早報

名參加。 

二、南區場：《極限限村落探險－青青年村落行動的解方探問問 《 

（一）時間：114 年 6 月 3日（星期二）10:00-16:00 

（二）地點：臺南左鎮老街、《新化老街 

（三）活動對象： 

1.優先參與對象：114 年度獲獎勵計畫青年，以南區青年為優先、次

為其他區域之青年。 

2.若尚有名額亦歡迎對在地文化行動有趣興之青年、歷屆獲獎勵青村

計畫青年、地方政府或鄉鎮公所承辦同仁參加。 

（四）規劃及執行團隊： 

1.規劃：青村計畫 114 年度南區青年、陪伴老師張義勝老師 

2.執行：南漂仔聚匯總部有限公司(含活動行前通知) 

（五）報名人數及資訊： 

1.參與人數上限為 20 人，報名網站

https://forms.gle/3ftRSyU9wJ1BEfHj8，報名截止日為 114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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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6日(星期一)。 

2.洽詢專線： 

(1)南漂仔聚匯總部有限公司｜張舜雅共同創辦人｜0972-332729 

(2)114 年文化部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專案團隊（珍宇設計工程顧

問有限公司）｜陳怡靜專案經理｜02-2931-1868｜

youngplan113@gmail.com 

（六）活動內容 

1.緣由及目的： 

透過參訪左鎮、新化兩個區域提供青年地方活化行動的激盪及

學習，以具有豐富經驗的在地關鍵人分享地方活化經驗，並透過小

組問題討論與經驗交流，激盪青年在地行動的靈感與實踐方案。 

(1)促進青年對地方創生核心議題的理解與連結。 

(2)產出青年具體行動提案，建立跨區域合作機制。 

(3)建立地方協作與老屋活化議題追蹤小組，形成長期討論與實作

社群。 

(4)促進南區青年與在地實踐者的深度對話與資源整合。 

2.流程：參訪場域、講者、分組討論等內容，請詳備註 1-3 說明。 

時間   內容 

09:00 (集合點 1)台南火車站集合 

09:00-09:30 (集合點 2)前往台南高鐵(30分) 

09:30-10:00 台南高鐵前往左鎮(30分) 

10:00-11:00 ⚫ 活化街區場域經驗分享（左鎮老街、高家古

厝、蔗埕公園、小玉山、左鎮公有零售市場）

/許明揚創辦人-山海屯社會企業 

11:00-12:00 ⚫ 左鎮公有零售市場青交流互動(葛鬱金雪花薯

DIY或竹編體驗)/公舘社區發展協會 

12:00-12:30 左鎮前往新化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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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12:30-13:20 午餐：長泰西藥房/立賀佇遮-青年經營老屋改造

餐廳 

13:20-13:30 長泰西藥房-惠生醫院/探貓書屋 

13:30-15:40 ⚫ 議題工作坊 

1.經驗分享(13:30-14:00) 

在地協作/吳翊臻村長-後壁俗女村 

老屋整修及活化/呂武隆- 

2.分組討論(14:00-15:20)：請詳「備註 1」 

第 1組-在地協作 

第 2組-老屋整修及活化 

3.綜合交流(15:20-15:40) 

15:40-16:00 自由交流討論 

16:00- 賦歸-前往台南高鐵站、台南火車站 

備註 1.參訪場域介紹 

A. 左鎮街區：左鎮位於台南市東南方，是台灣著名的化石之鄉與山城聚

落，擁有豐富的自然地景、地質資源與農村文化。隨著都市發展重心

轉移，左鎮面臨人口外移與產業凋敝的挑戰。左鎮老街與周邊街區，

因應「新鎮線」地方創生計畫，由在地組織與青年團隊攜手推動空間

改造、公有市場活化與文化導覽路線建構這裡不只是化石與地景的故

鄉，更是一個青年與在地共創、共榮的實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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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新化街區：新化位於台南市中西部，是曾經的山城交通樞紐與商業集

散地，擁有繁榮一時的新化老街與多處歷史建築。新化老街以日治時

期巴洛克式建築群聞名，保留完整的紅磚騎樓立面與店家格局，是台

灣少數仍保有歷史風貌與生活氛圍的老街之一。新化街區不僅保存空

間歷史，更逐步發展出青創進駐、在地品牌與文化導覽的多元面貌。

透過這些創意與實踐，新化不只是旅遊景點，更是青年實踐生活理想、

險索地方未來可能的重要場域。 

 

備註 2：講者介紹 

A.山海屯社會企業《許明揚創辦人 

長期深耕台南左鎮地區，推動「新鎮線」街區活化計畫，致力於串聯

老街、公有市場與自然地景，發展具文化底蘊與在地經濟的創生行

動。創辦「山海屯社會企業」，協力地方居民、青年與公部門，共同實

踐共好共創的永續社區經營模式。擅長老屋整修與活化、跨域協作與

行動設計，曾獲多項公民參與與創意行動獎項肯定，為南台灣地方創

生的重要推手之一。 

B.後壁俗女村《吳翊臻村長 

長期投入台南後壁的老屋活化與在地品牌推動。以「俗女村」為基

地，結合食農教育、地方導覽打造兼具文化深度與青年參與的平台。

擅長社區資源整合與活動策展，致力於讓傳統農村場域成為青年的創

意實踐場。其行動不僅延續地方記憶，更形塑新一代的鄉村美學與生

活方式，為南部農村創生注入嶄新能量。 

C.諸羅設計塾《呂武隆創意長 

國立成功探學建築學士，挪威卑爾根建築學校建築碩士。著力於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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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議題與城市場域更新，主張『生產空間做為一種連結萬物的行

動』，擅長以空間為行動核心，深入事物本質，整合多元觀點，從敘事

角度，實踐挑戰框架的創造。曾參與策劃新北美術館做圓展、高雄國

際書展、台灣燈會等。曾共同策劃嘉義草草戲劇節入圍「金點設計獎

年度最佳設計獎」。曾參與空間活化「有事青年實驗室」榮獲「台灣景

觀探獎」與「健康城市城市夥伴獎」。曾獲總統教育獎、建築新人獎、

浯島文學獎。 

備註 3：議題工作坊「討論規劃」 

組別 第 1組 第 2組 

主題 在地協作 老屋整修及活化 

討論議題 
在地組織這麼多？如何共生共

好？ 

老屋改造很浪漫，但問題如何

解？ 

討論子題 

（建議、各

組可延伸） 

 在地團體這麼多，怎麼不搶

資源、還能合作？ 

 合作不是會議，是做事，如

何開始？ 

 青培站如何與在地協作，幫

助青年培力？ 

 有故事的老屋，該怎麼讓人

願意留下來？ 

 除了觀光老屋還能做什麼？ 

 整修問題多，有什麼好辦

法？ 

 

  



 

6 

四、北區場：極同山異境：從似到不似的地域共創  

（一）時間：114 年 7 月 7日（星期一）10:00-16:30 

（二）地點：草山好土氣/巫雲山莊（台北市士林區菁山路72巷20弄6號）。

交通資訊，請詳最後一頁「備註」說明。 

（三）活動對象： 

1.優先參與對象：114 年度獲獎勵計畫青年，以北區青年為優先、次

為其他區域之青年。 

2.若尚有名額亦歡迎對在地文化行動有趣興之青年、歷屆獲獎勵青村

計畫青年、地方政府或鄉鎮公所承辦同仁參加。 

（四）規劃及執行團隊： 

1.規劃：青村計畫北區青年、陪伴老師林承毅老師 

2.執行：草山好土氣(含活動行前通知) 

3.協辦：夢想山文化調進所、文化保溫瓶 

（五）報名人數及資訊： 

1.參與人數上限為 18 人，報名網站

https://forms.gle/7K9injSwYBD1wXX96，報名截止日為 114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二)。(每位參與團隊應準備分享簡報) 

2.洽詢專線： 

(1)草山好土氣｜林樂昕、陳郁琦｜02-2862-7627《 

(2)114 年文化部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專案團隊（珍宇設計工程顧

問有限公司）｜陳怡靜專案經理｜02-2931-1868｜

youngplan113@gmail.com 

（六）活動內容： 

1.緣由及目的 

地方工作往往從問題開始—不管是產業的轉變、地景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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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記憶的模糊。這場共學由青村計畫北區青年團隊-草山好土

氣、文化保溫瓶與九份夢想山等共同發起，邀請來自北台灣各地的

青年團隊齊聚陽明山巫雲山莊，從自身場域出發，交換彼此的問題

意識與回應方式。 

活動名稱極同山異境 來自於團隊在行動中觀察到的模糊輪

廓，也許你我可能都在山邊生活，經歷過地方角色的變動，也各自

從土地裡發展出自己的實踐語言；但仔細看，每個場域的歷史脈

絡、社群組成與行動條件也不盡相同。「從似到不似」是這場共學

的視角：從看起來相近的處境中，慢慢辨識出各自選擇的應對方

式、背後的思維與限制，進而找到相互參照的可能性。 

共學活動聚焦一個簡單卻不容易的提問：「當地方的功能發生

變化，青年是如何做出回應的？」。希望每位參與夥伴都帶著一個

當前正面對的課題而來：可能是記憶保存的急迫、社群參與的方式

摸索、或在有限資源中維持行動的嘗試，這些反覆思考與嘗試之間

的差距，就是共學的空間；以及在彼此的分享與傾聽中，或許能看

見明明面對不同的問題，卻恰好選擇了相似的因應策略；又或在相

似的條件裡，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而這些交錯與重疊，就是本次

共學的意義所在。 

(1)深化相互理解：《透過分享各自關注的議題與執行中的計畫，了

解不同團隊如何觀看地方、發掘問題，以及為何與如何採取行

動。《 

(2)議題聚焦與共學：《以「地方功能轉變下的青年應對與轉譯」為

潛在共通脈絡《(包含但不限於山區與各地域的環境、產業、文

化變遷等議題)，促進對話，釐清問題意識。《 

(3)行動方案交流：《聚焦各團隊為解決地方問題所提出的「行動方

案」，分享實務經驗、策略與挑戰，學習彼此的解決方法。《 

(4)建立協力網絡：《創造北區青年團隊互動機會，發掘潛在合作方

向，累積跨域共創經驗，有助於下一步議題或資源串聯合作。 

3.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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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說明 

09:10 1.搭公車者，集合地點-劍潭捷

運站|林承毅老師 

2.開車者，請自行前往。 

預計搭 9:20發車

的小 15至「淨水

廠站」，步行 5分

鐘至巫雲山莊。或

搭紅 5至「文化探

學站」，步行 10

分鐘至巫雲山莊 

09:40-10:00 報到|草山好土氣-馮于珊  

10:00-11:00 主題一｜我們的行動座標｜我們

為何開始行動？ 

⚫ 主持人： 

李依倪/ 文化保溫瓶 

曾譯嫻/夢想山文化調進所 

⚫ 引言人：林樂昕/草山好土氣 

⚫ 報告人：各參與團隊代表(每

位 5分鐘) 

1.所有的參與團隊

請備一份簡報

（至少 4頁），

並推代表 1人進

行以 5分鐘「帶

有問題意識的自

我介紹」。 

2.自我介紹的架

構： 

(1)用「三個關鍵

字」介紹你（或

團隊或場域）(簡

報 p1)。 

(2)介紹「地方禮

物」(簡報 p2)。 

11:00-12:30 主題二｜從問題到行動｜如何辨

識地方課題，如何發展行動策

略？ 

⚫ 主持人：林樂昕、陳郁琦/草

山好土氣 

⚫ 引言人： 

林樂昕/草山好土氣 

李依倪/文化保溫瓶 

曾譯嫻/夢想山文化調進所 

每團隊計畫報告架

構： 

1.面對什麼課題？

(簡報 p3)。 

2.採取什麼行動策

略？(簡報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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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說明 

⚫ 報告人：各參與計畫團隊

（每團隊 6分鐘） 

12:30-14:00 草山風土午餐 & 自由交流 

 

菁山社區發展協會-

陽明溪美食館提供

草山在地家庭式農

產料理。 

14:00-15:00 主題三｜走讀草山 feat. 眷村

茶點故事分享 

● 走讀草山｜陳郁琦、林樂昕/

草山好土氣 

● 眷村茶點故事分享|李依倪/

文化保溫瓶 

1.走讀草山：巫雲

山莊文資及魚路

古道南段介紹及

走讀。 

2.眷村茶點故事分

享：眷村餅之特

色包括蔥油餅/香

椿餅。眷村孩子

點心的集體記

憶，眷村媽媽運

用麵粉物資所製

作的家常點心，

麵皮裹進切碎青

蔥，多次摺疊包

裹讓餅的口感有

了多種層次，既

使冷了也好滋

味。 

15:00-16:00 主題四｜分組共論｜似與不似—

從議題與行動 

主持人：李依倪、曾譯嫻 

1.分三桌討論：桌長|陳郁琦/林

樂昕/林孟宣 

2.各組報告 

在所有參與團隊了

解彼此計畫內容

（同山異境）後，

分組從「似到不

似」的地域議題，

討論未來共創行動

的可能性。 

16:00-16:30 總結回饋&交換禮物 

主持人：林承毅老師 

分享今日學習與發

現、未來交流與合

作可能性、填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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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說明 

動回饋問卷、交換

禮物 

16:30 活動結束  

備註：本場活動需自行前往，提供探眾交通及停車資訊供參如下。 

（一）探眾運輸（建議） 

1.捷運劍潭站《→《搭乘《小 15《/《303（全程或區間皆可）→《淨水廠站《

下車，步行約《5《分鐘。 

2.紅 5《/《260《→《文化探學站《

下車，步行約《10《分鐘。從

北投方向往山上，可搭 230

至教師中心，轉 260 或紅 5

公車至文化探學站下車。 

3.步行指引：從《菁山路 72 巷

20 弄《→《遇柵欄《→《直接往

下走即可抵達巫雲山莊。 

（二）自行開車 

1.可停於菁山路（仰德探道轉

菁山路後）未劃紅線處路邊

停車。 

2.巫雲山莊為老三合院建築，場地無停車場。 

3.72 巷 20 弄為私人土地，請輕聲細語，不要在 20巷內停車。 

（三）機車 

1.可騎至巫雲山莊前埕，靠邊停放。 

2.下坡為泥土草地，請慢行、小心路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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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聯合宣傳文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