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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第三屆金牌農村初賽競賽計畫 

 

一、計畫緣由 

依循農業部第三屆金牌農村競賽選拔計畫，辦理臺中市第三屆金牌農村

初賽競賽活動，由此協助在地農村檢視現有特色資源，並引導農村規劃未來

之願景，更結合本市農村再生整體發展方向，遴選出優質之農村樹立典範，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決賽，爭取全國決賽金牌農村之榮譽。 

農村面對全球化、都市化、高齡化及氣候變遷等挑戰，應有更長遠的考

量，如強化在地經濟的多元及穩定發展，社區獲得金牌農村的殊榮不僅能成

為全國農村社區參訪觀摩之標的，更能直接帶動農村產業發展與經濟效益，

活動效益從農村蔓延至都市，再從都市洄游至農村，達成友善農業、幸福富

裕農村之具體實踐。 

 

二、辦理單位： 

決賽主辦單位：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初賽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初賽執行單位：臻里創意開發有限公司 

 

三、報名資格： 

(一) 參賽範圍：全市農村。以位於非都市土地，村里行政區域或社區範圍為原

則，並得包括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區域內之農村，必要時得以共同生活圈

為範圍。 

(二) 參賽單位：以政府立案之在地組織或農民團體，必要時得為村、里辦公處

報名；同一參賽範圍，應協調一組織報名參賽為原則，參賽單位不得重複

報名。 

 

四、報名日期與方式 

(一)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2年 10月 2日(一)止(以郵戳為憑)。 

(二) 報名方式：將書寫完整之「臺中市第三屆金牌農村初賽競賽申請書(附件表

1、表 2、表 4、表 5、表 6，需含電子檔)」以郵寄至以下地址，並經電話

確認後方才完成報名手續。 

1. 郵寄地址：403台中市西區自治街 30號(臻里創意開發有限公司 收) 

2. 聯繫電話：(04)2372-3002分機 316陳小姐、分機 315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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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遴選辦法 

(一) 審查小組 

設置「臺中市第三屆金牌農村初賽競賽審查小組」由臺中市政府、農業部

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臺中分署、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等成員(至少 5人)組

成負責審查工作。 

(二) 第 1階段初審(書面審查) 

 以書面審查(附件表 1、表 2、表 4、表 5、表 6)資料，由審查小組針對初賽

申請書進行書面資料審閱，依據評審權重表進行審查及評分，遴選出前 10

名總評分 70分以上之社區，並取前 6名總評分 80分以上之社區進入第 2

階段複審。 

(三) 第 2階段複審(現地審查) 

 採現地審查，第 1階段總評分 80分以上之前 6名社區須填寫(附件表 3)，

由審查小組實地走訪，依據評審原則評析社區實際發展情況，當日行程由

社區自行安排，須派員導覽說明，基於公平原則，審查小組於每個參賽社

區停留時間不得超過 3小時。 

※遴選標準以各階段規定之總評分標準為門檻並依總評分成績高低順序入取。 

 

六、評審原則  

(一) 指標說明 

生產、生活及生態三大面向各佔 30%，未來性佔 10%，共計 100%。 

面向 評審項目 內容說明 占比(%) 

生產 1.產業的展現 農村的產業發展，包括農產品的品質與產量

的提升，發展高附加值的特色農產品，以及

推廣農企業，提升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同

時支持農村多元經濟發展，如農村旅遊、手

工藝、文化創意產業等多元產業。 

30 2.產業永續性 產業的發展具跨域合作及資源整合機制，並

考量地產地消、公益性、在地回饋方式等，

具開創在地長期就業機會的能力。 

3.農業教育推廣 農業深耕教育向社會大眾推廣作為(如食農

教育)、農村之導覽、教育解說人員培訓、推

動農村六級化產業情形(如打造農村深度體

驗旅遊)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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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評審項目 內容說明 占比(%) 

4.認證標章 具公信力之公、私團體及大專院校之農業生

產標章及選拔等(如：農業部「三章一 Q」、

農村好物等)。 

生活 1.生活空間與環

境特色營造 

得以發揚農村景觀及特色之生活空間營造、

採用有利產業發展，且符合環境永續之建成

技術，重視農地農用及活化，並考量農村景

觀之整體性、友善高齡者的生活環境建置、

基礎設施維護與管理、環境清潔維護等。 

30 

2.文化保存與活

化 

保存、修繕與形塑具農村風貌或地方特色之

住宅及建築物、農村文化或地方技藝傳承與

推廣的積極作法、在地特殊農業文化遺產（如

各類農業景觀、村史調查與推動、土地利用

系統、農具、農業動植物、農業知識、農業

技術以及地方農業民俗等）的保存與維護等。 

3.青年參與 青年人力或團體參與農業或農村發展等之具

體作為。 

4.長者照顧 農村在長者照顧之具體作為，如綠色照顧及

零飢餓推動、健康關懷、生活照顧、休閒活

動等。 

生態 1.生態系統恢復 生態保育行動及維護農村生物多樣性之具體

作為，如生態點位營造、棲地營造及特有生

物保育計畫等，建立在地生態系統之保育及

恢復管理機制。  

30 
2.永續價值鏈發

展  

農村在市場機制與價值鏈上之永續實踐作

為，如促進永續生產及資源利用，如生態體

驗遊程、具生態價值之在地手工藝品，以及

循環經濟相關之資源或廢棄物再利用等，即

透過維護生態系所衍生之惠益。 

3.知識共創、管

理與傳遞 

生態保育相關知識之培力、教育及資料建構

之具體行動，如生態導覽解說及生態調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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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評審項目 內容說明 占比(%) 

人員培育、環境教育之具體作為，以及相關

生態調查資料之建構與運用等，以確保生態

保育相關知識之在地方活用。 

4.淨零減碳 農村對於節能減碳及其他友善環境之具體行

動，如推動綠能 (小水力發電及太陽光電

等)、雨水回收、儲能設施及其他促進節能減

碳作為。 

未來

性 

未來願景與實踐

方法 

在地組織之運作與協調、居民參與農村發展

之積極性與主動性、區域公共資源整合與共

享(如與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或公所之合作)

等，地方具備未來發展願景，以及具體落實

機制與規劃。 

10 

總計(%) 100 

 

(二) 獎項 

遴選至第 2階段現地審查之社區，依評審權重表評分之第 1、2、3名為五星

農村獎，第 4、5、6名為三星農村獎，第 7、8、9、10名為一星農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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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期程規劃： 

期程階段 預定日期 內容說明 

臺中市第三屆金牌農村

初賽競賽計畫說明會 
112年 9月 13日 

說明臺中市第三屆金牌農村初賽競賽內容

及辦理方式 

報名階段 
即日起至 

112年 10月 2日 

報名方式：將書寫完整之「臺中市第三屆

金牌農村初賽競賽申請書」(附件表 1、表

2、表 4、表 5、表 6)郵寄至以下地址，並

經電話確認後方才完成報名手續。 

地址：403臺中市西區自治街 30號 3樓（臻

里創意開發有限公司） 

連繫電話：04-23723002 

分機 316陳小姐、分機 315李小姐 

第 1階段初審 

(書面審查) 
112年 10月 5日起 

審查小組進行書面審查，由臻里創意開發

有限公司統整書審結果及公布進入第 2階

段複審之社區名單，並電話通知社區準備

現地審查。 

第 2階段複審 

(現地審查) 
112年 10月 25日起 

由審查小組之委員實際走訪社區，當日行

程由社區自行安排，須派員導覽說明。針

對生產、生活、生態、社區獲獎或其他特

殊營運表現及願景規劃與實踐方案進行說

明。 

臺中市第三屆金牌農村

初賽獲獎公告及頒獎典

禮 

預計 112年 12月初，

公布本市初賽結果 

邀請市長頒發各獎項予獲獎社區 

獲獎名單將公告於臺中市政府及臺中市政

府農業局網站。 

 

八、獎勵 

獲獎單位 獎  勵 

臺中市 

五星農村獎 

1.提報競選全國金牌農村決賽選拔。 

2.優先參加主辦單位辦理之各項行銷推廣活動，並搭配媒體露出。 

3.連續 3年所研提之年度農村再生執行計畫，得列為優先核定補助。 

4.獎金新臺幣 2萬元、獲獎證書乙紙及獎牌乙座。 

臺中市 

三星農村獎 

1.優先參加主辦單位辦理之各項行銷推廣活動，並搭配媒體露出。 

2.連續 3年所研提之年度農村再生執行計畫，得列為優先核定補助。 

3.獎金新臺幣 1萬元、獲獎證書乙紙及獎牌乙座。 

臺中市 

一星農村獎 

1.優先參加主辦單位辦理之各項行銷推廣活動，並搭配媒體露出。 

2.連續 3年所研提之年度農村再生執行計畫，得列為優先核定補助。 

3.獎金新臺幣 5千元、獲獎證書乙紙及獎牌乙座。 

註:獎勵方式由主辦單位擇定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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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獲獎義務 

(一) 獲獎社區應積極配合本計畫相關之頒獎典禮出席、觀摩活動等各項宣傳活

動，得以有效傳播農村再生標竿經驗。 

(二) 獲獎之臺中市金牌農村參賽單位，須履行參與第三屆全國金牌農村決賽選

拔(依報名參賽社區數決賽提報名額)。 

 

十、注意事項  

(一) 第二屆金牌農村參賽範圍及參賽單位，經全國賽獲選為金牌者，須暫停參

加第三屆競賽，於第四屆起始得再參加選拔。 

(二) 主辦單位得自由免費運用獲獎單位提供之實物、影像與說明等相關資料，

作為展覽、宣傳、攝影和出版等用途，參選資料原則不退還。 

(三) 請參賽單位務必詳實填寫初賽報名表及決賽申請表等相關內容，若資料提

供不全，將影響評審成績，如獲通知補件應於期限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

視為資格不符。 

(四) 未入選之參賽單位不另行通知或退還報名資料，報名資料請自行備份留存。 

(五) 參賽單位須遵守著作財產權相關規定，包括報名資料及相關附件資料等，

不得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所提報之成果數據，應為真實，不得任意增

減。若於參賽過程中，發現所提供之資料有侵害他人權益或不確數據者，

經查證屬實，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評審結束後，上開情事或資格

認定如有爭議，主辦單位有權宣告獲獎單位資格不符，並可保留獎勵直至

爭議解決，所有法律責任由參賽單位自負，不得異議。 

(六) 主辦單位對活動相關規定、日期保有修改與最終解釋權，如有未盡事宜，

並得視實際狀況酌情修改，同時逕於網路公告，不另以書面通知。 

(七) 參賽單位準備現地勘查參考文件及相關書面資料時，請著重績效成果的展

現；文件資料一律雙面影印方式印製，如有光碟資料或線上資料者，請備

妥閱覽器材。 

(八) 評審現地勘查時請勿提供與競賽無關之物品(如:禮品、紀念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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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編號： 
 

 

 

 

 

 

 

 

 

臺中市第三屆金牌農村 

初賽競賽申請書 
<<封面>> 

 

 

 

 

 

 

 

 

 
 

 

參賽地區：臺中市○○區○○○○○○ 

參賽單位： 

申請日期：112 年 月 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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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第三屆金牌農村競賽 初賽報名表 

參賽單位資料 

參賽單位    

參賽範圍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社區 

成立時間            立案字號 
 

聯絡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聯絡人 

姓名/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參賽區域面積  
參賽區域

人口數 

 

 

茲聲明本報名表所填資料均屬實。 

 
 
 
 
 
 
 
 
 
   參賽單位 印信                          單位代表 簽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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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資料檢核表 

 

繳交資料檢核 

(請勾選) 

□ 表 1第三屆金牌農村競賽初賽報名表 

□ 表 2 基本資料表 

□ 表 3 評審指標說明 

□ 表 4 評審指標自訂表 

□ 表 5 授權同意書 

□ 表 6臺中市第三屆金牌農村競賽 參

賽單位檢核資料 

□ 參賽農村介紹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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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本資料表 

 

縣市金牌農村資料 

參賽單位    

參賽範圍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社區 

成立時間            立案字號 
 

聯絡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聯絡人 

姓名/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參賽區域面積  
參賽區域

人口數 

 

 

茲聲明本報名表所填資料均屬實。 

 
 
 
 
 
 
 
 
 
   參賽單位 印信                          單位代表 簽章 

    
    日   期：      年    月    日 

 
備註： 

1. 請於本競賽活動網頁上傳本表 PDF檔案。 

2. 檔名命名方式：表 1基本資料表-○○縣市-○○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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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評審指標說明表 

壹、環境背景 (摘要說明，本項字數不超過 500 字) 

⚫ 說明之方向建議： 

1. 現況說明。 

2. 社區環境簡介(檢附參賽社區範圍圖，並標示相對應之地理位置及特色地點，請

以 A4或 A3規格展現)。 

 

 

貳、四大面向說明 

(請參賽單位依生產、生活、生態及未來性等四大面向分別說明，本項字數不超過4500

字)  

 

 

 

 

 

 

 

 

 

 

 

 

 

 

 

 

 

 

備註： 
1. 中文字體 12pt 標楷體，英文字體 12pt Times New Roman，單行間距。 

2. 文件編號排序為一、(一)、1、(1)、A、(A)。 

3. 請於本競賽活動網頁上傳本表 PDF 檔案。 

4. 檔名命名方式：表 2 評審指標說明表-○○縣市-○○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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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評審指標自訂表 
本競賽評審原則依農村生產、生活、生態各佔 30%，以及未來性 10%，

合計 100%，各項評審指標說明如下表所列。 
參賽單位  

參賽社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社區 

面向 評審項目 內容說明 占比 

生產 1.產業的展

現 

農村的產業發展，在提升農產品的品質與產

量同時，發展高附加值的特色農產品，以及

推廣農企業，以提升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同時支持農村多元經濟發展，如農村旅遊、

手工藝、文化創意產業等多元產業。 

30% 

2.產業永續

性 

產業的發展具跨域合作及資源整合機制，並

考量地產地消、公益性、在地回饋方式等，

具開創在地長期就業機會的能力。 

3.農業教育

推廣 

農業深耕教育向社會大眾推廣作為(如食農

教育)、農村之導覽、教育解說人員培訓、推

動農村六級化產業情形(如打造農村深度體

驗旅遊) 等。 

4.認證標章 具公信力之公、私團體及大專院校之農業生

產標章及選拔等(如：農業部「三章一 Q」、

農村好物等)。 

生活 1.生活空間

與環境特色

營造 

得以發揚農村景觀及特色之生活空間營造、

採用有利產業發展，且符合環境永續之建成

技術，重視農地農用及活化，並考量農村景

觀之整體性、友善高齡者的生活環境建置、

基礎設施維護與管理、環境清潔維護等。 

30% 
2.文化保存

與活化 

保存、修繕與形塑具農村風貌或地方特色之

住宅及建築物、農村文化或地方技藝傳承與

推廣的積極作法、在地特殊農業文化遺產（如

各類農業景觀、村史調查與推動、土地利用

系統、農具、農業動植物、農業知識、農業

技術以及地方農業民俗等）的保存與維護等。 

3.青年參與 青年人力或團體參與農業或農村發展等之具

體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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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長者照顧 農村在長者照顧之具體作為，如綠色照顧及

零飢餓推動、健康關懷、生活照護、休閒活

動等。 

生態 1.生態系統

恢復 

生態保育行動及維護農村生物多樣性之具體

作為，如生態點位營造、棲地營造及特有生

物保育計畫等，建立在地生態系統之保育及

恢復管理機制。  

30% 

2.永續價值

鏈發展  

農村在市場機制與價值鏈上之永續實踐作

為，如促進永續生產及資源利用，結合傳統

知識與文化價值實踐之衍生收益與福祉，如

生態體驗遊程、具生態價值之在地手工藝

品，以及循環經濟相關之資源或廢棄物再利

用等，即透過維護生態系所衍生之惠益。 

3. 知 識 共

創、管理與

傳遞 

生態保育相關知識之培力、教育及資料建構

之具體行動，如生態導覽解說及生態調查等

人員培育、環境教育之具體作為，以及相關

生態調查資料之建構與運用等，以確保生態

保育相關知識之在地方活用。 

4.淨零減碳 農村對於節能減碳及其他友善環境之具體行

動，如推動綠能 (小水力發電及太陽光電

等)、雨水回收、儲能設施及其他促進節能減

碳作為。 

未來性 未來願景與

實踐方法 

在地組織之運作與協調、居民參與農村發展

之積極性與主動性、區域公共資源整合與共

享(如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或公所)等，地方具

備未來發展願景，以及具體落實機制與規劃。 

10% 

總計 100% 

備註： 

1. 請於本競賽活動網頁上傳本表 PDF檔案。 
2. 檔名命名方式：表 3評審指標自訂表-○○縣市-○○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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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授權同意書 

 

 

本 參 賽 單 位 臺 中 市  參 與 「 臺 中 市第三屆

金 牌 農 村 初 賽 競 賽 」所 提 供 之 實物、影像、照片及說明等相關資料， 同

意 於臺中市初賽獲選 後，授權主辦單位作為 展覽、宣傳、攝影及出版等

用途，及日 後 表 揚 或 宣 傳 推 廣 之 用 。 

此 致 

臺 中 市 政 府 農 業 局  

 

參 賽 單 位  印 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第15頁，共 20 頁 

表 6臺中市第三屆金牌農村競賽 參賽單位檢核資料 

填表人： 填表人電話： 填表日期： 

參賽單位： 

參賽地區：         市              區                      里 社區/部落/地區 

壹、環境背景 

 

 

 

 

  

貳、社區特色說明 

一、生產特色(產業活力、永續性、回饋機制及農業教育推廣等) 

 

 

 

 

  

二、生活特色(生活空間與環境特色營造、社區組織與活力、老人照護服務等) 

 

 

 

 

  

三、生態特色：(生物多樣性的維持、生態資源保育、教育與特色發展、友善耕作的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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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未來性 

 

 

 

 

  

面向 項目 說明 

權重(%) 

曾經參與/申請之計畫 
基礎權重 

自訂權重 
小計  

生產 

1.產業的展

現 

農村的產業發展，包括農

產品的品質與產量的提

升，發展高附加值的特色

農產品，以及推廣農企

業，提升農產品的市場競

爭力；同時支持農村多元

經濟發展，如農村旅遊、

手工藝、文化創意產業等

多元產業。 

30 

 

  

一、內部產業組織： 

農業：產銷班         班 /合作社        家/農民          人 

商業：商店           家/企業          家/工廠          家 

二、外部產業合作單位：產學/實驗研究/          家 

三、跨域合作：農村社區企業經營輔導計畫(年度：            ) 

              農村好物        件 

              開設農村小舖/直販所          家 

               

四、其他(                                                    )  

2.產業永續

性 

產業的發展具跨域合作及

資源整合機制，並考量地

產地消、公益性、在地回

饋方式等，具開創在地長

期就業機會的能力。 

  

一、社區食堂/餐廳                                               

二、企業合作 ESG                                                 

三、地產地消方式                                                

四、社區產業回饋機制                                            

五、其他(                                                    )  

3.農業教育

推廣 

農業深耕教育向社會大眾

推廣作為(如食農教育)、

農村之導覽、教育解說人

員培訓、推動農村六級化

產業情形(如打造農村深

    

一、農業：□四健會活動                                     場次 

      □食農教育活動                                   場次 

     □ 教育解說人員培訓(農業/生態、文化等)               人  

二、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優質農村體驗評鑑選拔 

三、環境保護署/環保局：□環保小學堂 

                   □環境教育場域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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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體驗旅遊) 等。 三、其他(                                                 )  

4.認證標章 

具公信力之公、私團體及

大專院校之農業生產標章

及選拔等(如：農業部「三

章一 Q」、農村好物等)。 

    

一、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農村好物選拔活動(數量：         ) 

二、其他機關單位：有機農產品驗證（Organic）(數量：        ) 

                  優良農產品驗證（CAS)(數量：             ) 

                  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TAP）(數量：        ) 

                  慈心基金會-綠色保育標章(數量：          ) 

三、其他(                                                 )  

生活 

5.生活空間

與環境特色

營造 

得以發揚農村景觀及特色

之生活空間營造、採用有

利產業發展，且符合環境

永續之建成技術，重視農

地農用及活化，並考量農

村景觀之整體性、友善高

齡者的生活環境建置、基

礎設施維護與管理、環境

清潔維護等。 

30 

    
一、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農村區域亮點計畫 

二、 環境保護署/環保局：□社區環境改造計畫 

三、 其他(                                                 )  

6.文化保存

與活化 

保存、修繕與形塑具農村

風貌或地方特色之住宅及

建築物、農村文化或地方

技藝傳承與推廣的積極作

法、在地特殊農業文化遺

產（如各類農業景觀、村

史調查與推動、土地利用

系統、農具、農業動植物、

農業知識、農業技術以及

地方農業民俗等）的保存

與維護等。 

    

一、文化部：  

□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計畫 

□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補助計畫 

二、其他(                                                     )  

7.青年參與 
青年人力或團體參與農業

或農村發展等之具體作
    

一、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大專生洄游農村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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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大專院校農村實踐共創計畫 

□青年回留農村創新計畫 

二、環境保護署/環保局：□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人 

三、教育部青發署： 

□青年社區參與行動 2.0 Changemaker」計畫 

□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 

四、文化部：□扶植青年藝術發展計畫。 

五、其他(                                                )  

8. 長者照顧 

農村在長者照顧之具體作

為，如綠色照顧及零飢餓

推動、健康關懷、生活照

顧、休閒活動等。 

    

一、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農村社區綠色照顧計畫  

二、衛生福利部/社會局/衛生局：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畫 

□長期照顧計畫 2.0-C 據點  

三、其他(                                                    )  

生態 

9. 生態系統

恢復 

生態保育行動及維護農村

生物多樣性之具體作為，

如生態點位營造、棲地營

造及特有生物保育計畫

等，建立在地生態系統之

保育及恢復管理機制。 

30 

    
一、環境保護署/環保局：□環境教育場域認證 

二、其他(                                                    )  

10. 永續價

值鏈發展 

農村在市場機制與價值鏈

上之永續實踐作為，如促

進永續生產及資源利用，

如生態體驗遊程、具生態

價值之在地手工藝品，以

及循環經濟相關之資源或

廢棄物再利用等，即透過

維護生態系所衍生之惠

益。 

    一、其他(                                                   )  

11.知識共

創、管理與傳

遞 

生態保育相關知識之培

力、教育及資料建構之具

體行動，如生態導覽解說

及生態調查等人員培育、

環境教育之具體作為，以

及相關生態調查資料之建

  
一、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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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與運用等，以確保生態

保育相關知識之在地方活

用。 

12.淨零減碳 農村對於節能減碳及其他

友善環境之具體行動，如

推動綠能 (小水力發電及

太陽光電等)、雨水回收、

儲能設施及其他促進節能

減碳作為。 

  
一、環境保護署/環保局：□環境教育場域認證、□綠生活種子講師認證 

二、其他(                                                    ) 

 

未來性 
13.未來願景

與實踐方法 

在地組織之運作與協調、

居民參與農村發展之積極

性與主動性、區域公共資

源整合與共享(如與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或公所之合

作)等，地方具備未來發展

願景，以及具體落實機制

與規劃。 

10     一、其他(                                                   )  

       

13.曾經獲選哪些各部會

獎項之肯定? 

一、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金牌農村(年度/屆/類別：                                                  )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農村領航獎(年度/屆/類別：                                   ) 

二、衛生福利部 

□社區金點獎(年度/屆/類別：                                                ) 

□「街坊出招」社區防暴創意競賽(年度/屆/類別：                              ) 

□社區發展工作選拔(年度/屆/類別：                                          ) 

三、環境保護署：□國家環境教育獎(年度/屆/類別：                               ) 

四、文化部：□社區營造獎(年度/屆/類別：                                       ) 

五、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家永續發展獎(年度/屆/類別：                           ) 

六、其他(年度/獎項                                                                                                               )  

14.近期一年內有無規劃

參加各部會社區之相關

競賽? 

 

□有，                                                                                                      

 

□無 



第20頁，共 20 頁 

15.近期一年內有無規劃

申請各部會社區之相關

計畫資源? 

 

□有，                                                                                                      

 

 

□無 

16.近 1-3年內社區發展

目標概況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