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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及目的 

為促進本區與其他鄉、鎮、市、區之政治、文化、經濟、教育等多面向之

良性互動，共同發展地方特色，依據本所 108 年度施政計畫辦理；透過參訪臺北

市以外鄉鎮市區公所，就行政措施、為民服務、災害防救及地方文化特色活動

與觀光產業結合之各業務經驗分享，互相觀摩學習，提昇業務服務品質；並加

強本市觀光旅遊推廣，同時增進本市經濟效益發展；持續與交流之機關或團體、

組織互訪、互助，深耕雙方情誼，吸取彼此行政經驗，並促進兩地經濟、文化

及各項產業等資源之共存與共榮。藉由交流，除了針對本所的相關業務，與交

流對象進行業務上之心得交換，藉機學習其他單位為民服務及其他相關業務成

效，強化並提升本所服務品質；並能由參訪中吸取他機關、社區對地方文化傳

承、觀光產業行銷等之經驗及創新做法，以期增進本區推動成效，邀請外縣市

機關團體參觀花博公園及各項藝文活動，感受友善城市之內涵。 

貳、交流活動規劃 

本（108）年本區針對原住民鄉鎮特別歸納出 2 個對於地方文化保存推動、

農產品行銷、藝文活動、社區營造等等，均有獨特及創新的做法，且已獲得一

定成效的鄉鎮（市）進行交流參訪，在參訪前的聯絡過程中，獲得交流鄉鎮（市）

公所同仁的鼎力協助，提供本次行程所需資料及參訪行程安排相關事宜，得以

順利完成事前規畫作業。本年交流時間如下表： 

交流時間 交流對象 備註 

108 年 7 月 1 日 宜蘭縣南澳鄉公所  

108 年 7 月 2 日 宜蘭縣大同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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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擷取自宜蘭縣政府全球資訊網) 

宜蘭縣南澳鄉 

 

宜蘭縣大同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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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交流對象簡介 

一、 宜蘭縣南澳鄉簡介 

（一） 歷史沿革 

清代南澳地區，隸屬「後山」範圍之內，清廷為杜絕洋人覬覦之謀，

特命提督羅大春開築北路，以便清政府勢力進入。同治十三年（西元１

８７４年）八月，軍隊進駐南澳北岸，南澳泰雅人以清軍入侵其生活領

域，故以出草抵抗。光緒十六年（西元１８９０年）二月，劉銘傳派兵

討伐，攻入塔壁罕（原東岳村舊部落）等社，焚燒部落，奪獲糧秣、械

彈等，南澳泰雅族遭受空前浩劫。日治時期大正三年（西元１９１４

年），日人在討伐太魯閣群泰雅人之際，也進入南澳地區收銃器，完全

控制了南澳群泰雅人。日昭和年間（西元１９２６－１９３８年）日人

進行大規模的移住計劃，先後成立東澳部落（現東岳村）鹿皮與柑子頭

部落及現今南澳村、碧候村等，推行水田、旱田的定地耕及技術。光復

初期，國民政府推行「生活改進運動」、「定率農業運動」、「育苗造

林運動」，並繼續辦理部落的移住工作。南澳地區於清嘉慶十五年（西

元１８１０年），設置噶瑪蘭廳收入版圖。台灣光復－民國三十五年隸

屬台北縣南澳鄉，民國三十八年正式劃為宜蘭縣南澳鄉。 

（二） 地理位置 

南澳鄉位於宜蘭縣東南境，地處東經 121 度、北緯 24 度間。東以

省道台九線與蘇澳鎮的東澳里、南強里、朝陽里為界，面臨太平洋；南

以和平溪（大濁水溪）與花蓮縣秀林鄉為界；北與蘇澳鎮、冬山鄉相鄰；

西臨南湖大山，與大同鄉接界。 

「南澳」因位在蘇澳的南邊，長久以來，大家就這麼習慣的稱呼它。

它是由東澳溪、大南澳溪、和平溪（大濁水溪）及大元山（海拔 1,489

公尺）、十六分山（海拔 1,817 公尺）、三星山（海拔 2,551 公尺）、

南湖北山（海拔 3,535 公尺）、南湖大山（海拔 3,740 公尺）等溪流與

高山的組合。因此，從住民的領域與地形來劃分，東澳溪、大南澳溪、

和平溪（大濁水溪）等河川中上游山地，為南澳泰雅族人的原居地；東

澳溪、大南澳溪、和平溪（大濁水溪）等河川下游及出海口處所沖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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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三角洲平原，則為我泰雅族人的移住地，與漢人、噶瑪蘭、平埔族

人分別建立聚落的所在。 

南澳泰雅族人進入南澳，從南湖大山逐漸遷移下來；高山峻嶺下的

子民只有聚落，高山就是我們的道路，山野是我們的牧場，縱谷台階地

是我們的溫床，部落間毫無阻礙，只是一趟往返，往往以數個晝夜計算

而已。 

進入南澳的漢人、噶瑪蘭人、平埔族人、日本人、洋人，有的從海

路而來；也有動員大量人力物力，開山築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開

通道路，代表 著更多的族群，對南澳的憧憬；政治勢力的介入，意涵著

泰雅族人除了必須順服大自然的偉大力量，更必須在悠遊自然天地與延

續未來發展開做一抉擇。 直到蘇花公路、北迴鐵路通車，「南澳」真的

蛻變了；但它依然是為宜蘭縣 內面積最大(740.65 平方公里)，人口密度

最小(平均每平方公里 8 人)，自然資源最豐富，最有開發潛力的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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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口結構 

 

 

 

 

 

 

 

 

 

 

 

                                              (107 年 12 月) 

    

 

（四）行政組織 

1. 行政組織架構圖 

 

項 目 南澳鄉 

面 積 740.65 平方公里 

村 里 數 7 村 

鄰 數 51 鄰 

戶 數 1,979 戶 

人 口 數 

男 3,101 人 

女 2,91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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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課室業務職掌 

課室名稱 業務職掌 

民政課 

自治行政；兵役行政；禮俗宗教；協辦民防；社區發展；

社會福利(中低收入戶、殘障、老人生活津貼、全民健保) ；

墓政管理等。 

財經課 
財務及出納管理；稅務管理；公產管理；土木工程；水利

工程；建築工程；都市計劃；路燈管理等。 

農政課 農業推廣；農政業務；畜產業務；水產業務；林政業務等。 

行政課 
服務台；收發、檔案業務；研考業務；事務管理；調解業

務；民防業務等。 

文化觀光課 
觀光行政；工商管理；各項慶典活動；體育活動；文化、

生活輔導等。 

秘書室 襄助鄉長管理及處理相關事物。 

主計室 歲計業務；會計業務；統計業務等。 

人事室 
組織編制；任免遷調；考績；獎懲；差勤進修；退休、撫

卹；待遇；福利；人事資料管理等。 

幼兒園 教學活動方面；充實內部設備方面；行政業務方面等。 

圖書館 圖書館業務；推廣行動 DOC 等。 

清潔隊 
環保業務暨督導；外勤(含臨時人員)工作；社會勞動人督

導；家戶垃圾稽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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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鄉政建設觀光景點 

泰雅文物館 

泰雅文物館，建物外表的圖案與內部裝飾，採用泰雅族特有圖騰，突

顯原住民文化特色，內部將分為文物展示區、手工藝教室及多媒體會議廳

等三個區段。 

文物館亦規劃地方特產展售部，讓遊客能就近買到當地土產及傳統手

工藝品。 

 

莎韻紀念公園 

西元一九三八年秋，本鄉泰雅族發生一起可歌可泣的事蹟，利有亨社

少女沙韻．哈勇，為送老師出征，遭遇暴風雨，不幸失足掉落於南澳南溪

殉難，當時台灣總督為表彰莎韻的事蹟，頒贈了一只鐘給利有亨社，以資

紀念，這只鐘就稱為「莎韻之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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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海岸自然保護區 

「觀音海岸自然保護區」一片岩石和沙灘交錯形成的海岸地形，若要

觀看遠處由海水浸蝕岩壁而成的海蝕洞，而這一帶的地質有縱向和橫向交

錯的情形，為地層相互擠壓做見證。而綠色的岩石則是過去附近有火山爆

發運動，火山灰噴到海岸邊堆積而形成的。 

 

 

枇杷專業區 

圓嫩豐厚的批杷果實，每年盛產約在三、四月（約清明節前後一個

月），在澳花村的枇杷專業區，經縣府農業課輔導與協助，現在枇杷區已

成為來南澳必經之地，歡迎周休二日時，來此一遊，享受那肉甜多汁的美

味枇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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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菇栽植區 

東岳村裡因為天候的關係，種香菇的形式是半天然型，利用大自然和

人工的力量，孕育出又香又好吃的香菇。。 

 

 

     (以上資料來源：宜蘭縣南澳鄉公所網站) 

 

二、 宜蘭縣大同鄉簡介 

（一） 歷史沿革 

    本鄉聚居原住民均屬泰雅族山胞，居於蘭陽溪兩岸山坡地或台地及

平地，日據時代與台灣光復初期至民國五十年代初期之間，全鄉總人口

數為九、八七三人左右，戶數為二、四九九戶左右，與之人口與戶數相

比，人口數已減少四、○三一人，約百分之四十以上，戶數亦減少七七

五戶，約百分之三十一左右，究其原因係太平村、土場村（現已廢村合

併於太平村），伐木及墾植林木最盛時期遷入之員工居多，近因林務局

蘭陽林區管理處（現已改名為羅東林區管理處）遵奉中央之新林業政

策，造林重於砍伐的決策之下，伐木作業於六十六年七月撤除，原有之

員工紛紛遷移其他林區工作，形成本鄉人口驟減，應屬社會減少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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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大。目前該村人口總數僅不過是六十八人廿五戶，比起三、四十年前

近七千人時有天壤之別。至於山胞人口，五十年初期有三、三○○人左

右，至八十年增加為四、○○○人左右，成長有百分之十七．五，但近

年來因就業、就學原因，人口外流的情形勢所難免。 

 

（二） 地理位置 

    大同鄉位居宜蘭縣之西南方，東鄰員山鄉、三星鄉、西北接桃園縣

復興鄉，新竹縣尖石鄉，南與南澳鄉及台中縣和平鄉為界，北接台北縣

烏來鄉，為一由西南低向東南方之狹長山地區域。境內之主要河川及其

集水區也由西南流向東方注入太平洋，鄉人各村散居蘭陽溪，羅東溪兩

岸之山腰、台地及沖積平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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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口結構 

 

 

 

 

 

 

 

 

                                              (108 年 6 月) 

 

 

   （四）行政組織 

1. 行政組織架構圖 

 

 

項 目 大同鄉 

面 積 657.54 平方公里 

村 里 數 10 村 

鄰 數 74 鄰 

戶 數 1,942 戶 

人 口 數 
男 3,310 人 

女 2,8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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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課室業務職掌 

課室名稱 業務職掌 

民政課 

1. 村里業務：含村鄰長健保、村里長事務費、村鄰長訓練、

地方建設座談會及村里業務考核等。 

2. 自治業務：鄉鎮施政成果、辦公室維修、設備維護及相

關自治選舉行政業務。 

3. 調解業務：辦理民眾糾紛之排解，以疏減訟源。 

4. 禮俗宗教：推行公民生活教育，端正禮俗及宗教管理。 

5. 環境保護：由清潔隊報告。 

6. 公共造產：公共造產業務。 

7. 國民教育：辦理國語文競賽、學齡兒童業務、強迫入學

業(中輟通報專線:03-801004*114)。 

8. 體育業務：辦理鄉運、縣運、鄉長盃籃球賽、鄉長盃壘

球賽等體育行政業務。  

9. 家政：輔導各村家政班業務。 

10. 兵役行政：辦理征集、勤務及管理等業務。 

11. 原住民生活輔導：輔導都市原住民子女學前教育、辦理

中低收入戶原住民建購、修繕住宅補助。 

12. 民防業務：辦理防護器材購置、參加組訓及防災等業務。 

財經課 

1. 財務及出納管理：歲入預算之編擬、策劃調度庫款收

支、臨時經費之發放、核定各項支出案、簽開專戶支票、

收入款項之繳存…等事項。 

2. 稅務管理：遺產及贈與資料之調查及審核、查定稅額之

通知及催繳、綜合所得稅申報之輔導及匯轉、原住民保

留地租金收繳…等事項。 

3. 公產管理：房地出租出借案件之核定、房地租借契約之

訂定等事項。 

4. 工商管理：營利事業登記證照總校正之處理…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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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木工程：各項工程調查測量、各項工程興建及設計預

算之核定等事項。 

6. 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測量，設計施工、監工、驗收，有

關河川堤防防汛搶修工程、水權登記公告之轉發…等事

項。 

7. 建築工程：調查測量及設計施工監督、違章建築之處

理…等事項。 

8. 路燈管理：路燈設施計畫及經費之編擬、有關路燈裝設

勘查施工監工驗收、零星損害修復…等事項。 

9. 都市計劃：都市計畫之擬議與擬辦、都市計畫外自用農

舍建築執照核發、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之管理、違建

案件之查報及擬議、違建執行命令之轉發…等事項。 

農業課 

1. 農業推廣：農產業文化活動、產銷班活動、輔導原住民

民宿村莊營運管理業務、原住民部落生態旅遊發展計

畫、辦理本鄉封溪、野生、水生動物保育業務、多元就

業開發方案業務、國家公園、其他與農業推廣業務。 

2. 農業行政：農村新風貌及休閒農業業務、種稻及稻穀收

購業務、禽畜業務、農業機械、農產業創業貸款、特用

作物推廣及茶業展售中心管理、農業用地容許農業設施

使用申請、其他與農政有關業務。 

3. 林政業務：各項造林推廣、原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計

劃、原住民保留地全民造林、山坡地保育利用業務、土

石流防災疏散業務、林地可限度利用查定異議複查、其

他林政相關業務。 

4. 地政業務：原住民保留地地上權耕作權設定及所有權移

轉登記業務、非原住民租用原住民保留地業務、機關學

校土地撥用相關業務、原住民保留地核配協調及協助土

地權利審查會業務、原住民保留地及轄內一般土地變更

更正編定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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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課 

1. 社會福利：天然災害戶收容及救助調查、社會救濟貧戶

調查及審核、編製社會救助名冊、核發救濟金及低收入

戶證明、獨居老人及孤兒協助轉送安養院及孤兒院、全

民健保申請、發證、協調聯繫。 

2. 社會行政：好人好事表揚業務、審核模範母親及孝悌家

庭、辦理敬老活動及模範父親之表揚。 

3. 文化發展：推動泰雅文化傳承及社區型技藝訓練（辦理

文化活動、蒐集泰雅文物及傳統手工藝訓練）、輔導原

住民部落文化發展（結合在地觀光資源促進泰雅編織及

傳統手工藝產業）。 

4. 公墓管理：墓地使用許可之填發、公墓管理及改進工作

之推動。 

5. 社區發展：推動社區發展計劃之擬議、社區發展業務協

調聯繫、社區所需財源協助籌措。  

6. 國民年金 

觀光產業

發展課 

1. 旅遊服務推廣  

2. 觀光服務品質之整合及推動  

3. 觀光活動規劃與執行  

4. 觀光及產業發展輔導業務  

5. 觀光行銷規劃與執行  

6. 創意產業行銷及推廣  

7. 觀光遊憩設施業務  

8. 水域遊憩業務 

秘書室 

服務台： 

  1、申請代書服務 

  2、查詢服務 

  3、洽辦服務（可親自或電話洽辦） 

 

收發業務：文書收發、印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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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考業務：文書稽催、管制、計劃列管、法制、國家賠償、

便民服務。 

 

法制 

 

事務管理：廳舍管理、車輛管理、物品採購。 

 

檔案管理：公文歸案、文書調閱。 

人事室 人事管理。 

主計室 

1.歲計業務 

2.會計業務 

3.統計業務。 

鄉立幼兒

園 
幼教業務。 

清潔隊 

1.一般行政。 

2.環保業務。 

3.環境綠化美化業務。 

鄉立圖書

館 
圖書館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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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鄉政建設及觀光景點 

泰雅生活館 

宜蘭縣大同鄉由於地理位置優越，擁有多處著名的風景，而泰雅生活館

就位於大同鄉崙埤社區，是目前全台唯一使用原住民母語所展示的文物

館。常態展以泰雅族編織技藝為主，並於週末假日安排鄉內手工藝老師

DIY 現場教學，藉此做為活絡部落產業的窗口，並發揮文化傳承與產業

創新的功能；特展則以多元化主題系列呈現，豐富生活館『藝術與人文』

呈現，不僅活絡本館運作更讓美育融入部落與生活。來到大同鄉遊玩，

本館提供當地熱門遊憩資訊，讓愛玩、會玩、懂得玩的遊客不虛此行；

此外館前的長崙步道，是最適合民眾平日健行、假日親子踏青、觀察自

然生態的最佳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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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寮溪自然生態步道 

九寮溪原名為破襠溪，泰雅語稱之為 Gaba 溪，是大同鄉公所及崙埤社

區發展協會致力推動的生態溪流，這一條未遭污染的原始溪流，上游

有兩座處女瀑布，水量充沛溪水清澈，是苦花與溪哥最佳成長處所，

沿溪週邊盡是豐富的植物林相，此區域屬典型的亞熱帶森林，旺盛的

蕨類植物和地被植群、高聳的闊葉樹及樟科植物浸在眼簾，沿途還可

見到各式昆蟲、野生動物及早年的歷史遺跡，再來當您走完 4 座別具

意義德吊橋之   後，美麗雄偉的戈霸瀑布即在眼前展開，讓人身心舒

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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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園區 

為能延續並傳承小米文化，所以泰雅族人們結合公部門的指導協助，

在蘭陽溪畔建立了小米生態園區；另外配合部落推展觀光休閒產業的

推廣，園區於休耕期間，也進行景觀花卉種植、辦理年度櫻花祭活動，

並在北邊區塊建置生態池，讓園區景觀、功能趨於精緻及多元，值得

您來此駐足品味一段屬於山村田野的悠然美麗。 

 

 

 

 

崙埤池 

崙埤池位於雪山山脈主要稜線的南側，崙埤部落與哈盆部落之間的原

住民中嶺越嶺古道附近，海拔高度約 835 公尺。此處屬於中海拔區域，

生態種類繁多，崙埤池濕地是一處自然保護區，也是台灣少數幾個兼

具森林及湖泊濕地生態系特色之保護區 

 

 

 

 

 (以上資料來源：宜蘭縣大同鄉公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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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交流活動內容及過程 

一、 交流模式 

（一） 業務觀摩學習：藉由實地參訪觀摩，吸取地方機關為民服務、觀光產業

行銷、文化推廣及社區營造等創新做法，作為本所業務推動之標竿。 

（二） 交流座談會：與參訪之鄉鎮市(區)公所就雙方業務互換意見，以作為業

務策進之參考。 

二、 參訪人員 

本次參訪由鄭區長裕峯領隊，率領民政課、人文課同仁隨行，另為提升

地方對社區營造、觀光產業及文化推廣等之意識，特別邀請地方領袖包括文

山區里長聯誼會會長、文山區垃圾焚化廠回饋經費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本

區各大宮廟主任委員及部分里長代表等併同參訪交流，藉此建立地方各界對

區里未來發展之共識。 

三、 交流議程 

（一） 雙方鄉長、區長致詞及介紹。 

（二） 受訪鄉公所簡報。 

（三） 雙方意見交流。 

（四） 互贈紀念品。 

（五） 業務、主題地區參訪觀摩。 

四、 交流過程 

（一） 宜蘭縣南澳鄉公所 

本次參訪南澳鄉公所，主要進行為民服務相關業務交流、 防災準

備、 拓展觀光產業為交流方向，並透過此次交流活動，與南澳鄉建立

良好友關係，分享業務互助資源，最後由鄭裕峯區長及李勝雄鄉長代表

相互致贈交流紀念品，建立友好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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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澳鄉鄉長李勝雄致詞暨介紹與會代表 

 

2. 鄭區長致感謝詞暨介紹與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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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山區里長聯誼會吳會長致詞 

 

 

4. 聽取南澳鄉鄉政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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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雙方互贈城鄉交流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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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南澳鄉公所派員於泰雅文化館進行導覽 

   

   

7. 參訪南澳鄉多必優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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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宜蘭縣大同鄉公所 

本次參訪宜蘭縣大同鄉，主要以為民服務業務交流、環境生態及發

展觀光產業為交流方向，會中播放大同鄉委由專業影視團體製作之大同

鄉簡介微電影，影片內容深度介紹鄉內各景點並顯示鄉內原住民好客及

熱情個性。 

1. 大同鄉何勝立鄉長致詞 

 

 

2. 鄭區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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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雙方互贈城鄉交流伴手禮 

   

 

4. 本所參訪人員於大同鄉公所及泰雅生活館合照 

   

5. 於大同鄉泰雅生活館觀賞大同鄉微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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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泰雅生活館內參觀導覽，本所參訪團體驗泰雅族傳統服飾 

   

 

   

 

伍、預期效益 

一、 藉由本次城鄉(跨域)交流、吸取其地方文化特色、史蹟導覽、行政措施、為

民服務、文史資源整合及其與地方觀光產業結盟、發展觀光等相關經驗，以

作為本區日後業務推動及發展文化特色之重要參考。 

二、 藉由實地參訪交流，邀請外縣市機關、團體率隊參觀各項藝文活動，感受友

善城市之內涵，同時增進本市經濟效益發展。 

三、 經由彼此雙方之意見交流，分享相互的行政經驗，建立良好之跨域情誼。 

四、 經由此次參訪交流原住民鄉之原民文物及在地歷史等相關展示，深入了解原

住民部落與社區發展協會的合作方式，共同規劃原住民文化特展內容，提供

族人展演的場域，藉由辦理地方產業、藝文活動及節慶活動等推廣原民傳統

文化，尊重原住民族群對自身文化的詮釋，使原住民族群優良的傳統文化能

在這塊土地上繼續深根發展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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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參訪心得 

一、 宜蘭縣南澳鄉公所參訪心得 

(一)  南澳鄉慢壘運動推廣 

    棒壘球運動在台灣接受度頗高，尤其慢速壘球文化對南澳鄉民來說非常熱

衷，南澳鄉公所於 107 年 7 月 28 日及 29 日首度舉辦南澳鄉鄉長盃「全國原住民

族慢速壘球賽」，透過這次賽事，提供原民同胞們一個體育文化交流的平台。鄉

公所首辦全國原住民族壘球錦標賽目的，在於凝聚慢壘球員們之心力，也能透過

比賽強化選手的球類技術，讓提升自我實力，也透過比賽過程讓慢壘運動文化更

加茁壯。 

 

南澳鄉鄉長盃「全國原住民族慢速壘球賽」(宜蘭縣南澳鄉公所提供) 

 

(二) 整合跨機關業務服務 

    宜蘭縣南澳鄉公所與公路監理機關跨機關聯合服務，統合行政機關資源，

提供多元便利在地服務，提升民眾滿意度。 

    因南澳鄉位於宜蘭縣最南端，距離宜蘭縣監理站(位於五結鄉)約 20 公里路

程，鄉民如需辦理監理業務往往舟車勞頓、路途不便。鄉公所增設「監理自助

櫃檯」舉凡增設通訊地址、變更車(駕)籍地址、路考報名、繳交違規罰款、汽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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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查詢監理業務、法規，以及補印稅費單等業務，南澳鄉親可就近在南澳鄉

公所內辦理簡易的監理業務，節省往返監理單位的時間及降低行車安全的風險。 

 

公路監理自助櫃檯啟用照片(宜蘭縣南澳鄉公所提供) 

 

二、 宜蘭縣大同鄉公所參訪心得 

(一) 拍攝微電影宣傳地方之美 

    大同鄉公所特邀請原住民女導演陳潔瑤，拍攝微電影「Yaba 的約定」，透過

型男外國遊客賈斯汀的眼，看到美麗的大同鄉風光，還有溫馨的泰雅人情味。 

    導演陳潔瑤拍攝多部電影和紀錄片，其中「不一樣的月光」在南澳鄉取景，

「只要我長大」獲今年台北電影節多項大獎，大同鄉公所為推動觀光旅遊，邀她

為大同鄉拍攝微電影，陳潔瑤親自撰寫劇本，推出大同鄉首部微電影。 

    「Yaba 的約定」。這部電影的主角，是一名外籍背包客，在尋訪父親住在大

同鄉的友人過程中，經過熱情的泰雅族朋友，帶領看到大同鄉美景，也順利找到

父親的友人。陳潔瑤說，除了看到九寮溪美景、四季平台高麗菜、玉蘭茶園品茗

風光，寒溪吊橋七夕煙火的大同之美外，最讓她感動的就是泰雅族人的人情味，

包括王清正等傳統技藝耆老們的配合，也讓她有機會記錄下泰雅傳統編織技藝，

過程中還拍攝到國寶櫻花鉤吻鮭，讓這部微電影更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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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鄉微電影「yaba 的約定」(宜蘭縣大同鄉公所提供) 

(二) 結合當地泰雅部落辦理部落活動 

     為推廣鄉內泰雅族傳統生活文化，鄉公所舉辦各項泰雅族傳統文化節慶活

動，例如泰雅祖靈祭、泰雅播種祭、泰雅收割祭、泰雅寒溪七夕情人節、泰雅櫻

花季等。 

其中七夕情人節及櫻花季活動亦開放一般民眾參加，順便帶動鄉內崙埤公園

展區、九竂溪生態園區及泰雅生活館等景點旅遊觀光人潮。 

   

泰雅寒溪七夕情人節及泰雅櫻花季(資料來源：大同鄉隱山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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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具體建議及作法 

在參訪過宜蘭縣南澳鄉及大同鄉後，對於參訪對象推動相關事務，融合建議及

作法如下： 

一、 整合跨機關服務 

    本市各行政區皆規劃各區行政大樓，舉凡民眾洽公欲辦理區政、戶政、社

會救助、地政甚至於稅務相關業務都可就近於居住地行政區辦理，可免於四處

奔波造成時間浪費；唯監理業務目前仍需至各地監理站辦理，臺北區監理站位

於松山區，距離文山區至少 30 分鐘以上車程，故本區民眾辦理監理業務平均需

花費一小時以上時間。參考宜蘭縣南澳鄉公所作法，建議於本所為民服務區設

置「監理自助櫃檯」，爾後本區民眾辦理增設通訊地址、變更車(駕)籍地址、路

考報名、繳交違規罰款、汽燃費、查詢監理業務、法規，以及補印稅費單等業

務，可就近於自助櫃檯透過觸控螢幕自行操作。本所為民服務區於上班時間皆

有同仁輪值服務，如民眾有操作上問題亦可協助處理。 

 

 

「監理自助櫃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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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故事行銷」推廣本區茶筍節活動 

    本區結合貓空「臺北市鐵觀音包種茶研發推廣中心」及木柵綠竹筍辦理「文

山茶筍節」系列活動，目的為整合本地觀光資源、地方產業及藝術人文，積極

推動藝文活動『在地化』、『產業化』外，發展『國際化』。希望讓更多國內

外旅客看見文山、走進文山，讓文山區蓊鬱的山林美景和醇厚甘潤的茶香，成

為他們臺北之旅最美好的回憶。 

    每次「文山茶筍節」活動，事前宣導方式除透過本區鄰里系統、各里公布

欄及各相關網站張貼活動訊息。為加強宣導力道、建立「文山茶筍節」品牌意

象，擬參考宜蘭縣大同鄉製作微電影方式，藉由外國觀光客到大同鄉尋找父親

多年前友人故事，建立大同鄉美景及豐富特產，另外泰雅族原住民熱情及好客

本性也藉著故事內容深刻體現。故本區可委由專業行銷團體，利用微電影或短

片方式，以故事性方式行銷茶農辛勤種茶及製茶過程、大廚利用綠竹筍，搭配

各種新鮮食材，巧手變化出一道道令人垂涎的佳餚。有豐富影像的故事比簡單

文字稿及海報更能使民眾對「文山茶筍節」系列活動留下深刻印象，更能吸引

民眾參與活動。 

 

尪公巡田園 

 

花現文山 

 

文山茶筍節 

 

採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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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策進展望 

    今年城鄉交流目的除文化傳承交流、推展城市旅遊、推廣農特產品開展雙

贏及建立救災合作機制之外，還可藉此了解各區域的當地歷史、環境保護及為

民服務業務。透過本次城鄉交流活動，本區參加代表與交流鄉鎮互相觀摩、交

流分享學習，提升彼此為民服務品質。 

    另外本次參訪成員有本區里長聯誼會會長及部分里長，以後年度城市交流

將持續邀請本區里長代表參加，藉由交流活動增進本區里長對於交流鄉鎮認識

與興趣，於辦理里鄰長自強活動及里內旅遊活動將以交流鄉鎮為優先行程。另

本區辦理各項研習活動宣導品，可優先選購交流鄉鎮之優質農特產品，例如南

澳鄉剝皮辣椒、大同鄉高冷蔬菜等，藉此向本區民眾推廣交流鄉鎮農特產品。 

    未來本所辦理城市交流除優先與原住民鄉鎮辦理交流活動，交流方向仍注

重當地文化傳承、環境保護及為民服務品質為目標，對於交流鄉鎮推廣當地藝

文、體育等活動及城市旅遊行銷策略作借鏡及學習，並在交流過程中展現臺北

熱情友誼，增進未來交流之效益。 



 
108 年城鄉交流成果報告 

 

 

34                                                                                        
 

附錄一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108 年度城鄉交流活動行程表 

交流單位：宜蘭縣南澳鄉公所、大同鄉公所 

活動時間：108 年 7 月 1、2 日 

日期 時間 行程內容 

7 月 1 日 

星期一 

06:50~07:00 文山區公所前集合出發(備有早餐) 

08:00~08:10 中途休息小憩 

09:30~10:30 宜蘭縣多必優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導覽 

11:00~12:00  宜蘭縣南澳鄉公所參訪交流 

12:00~13:30 
南澳清谷園餐廳午餐(與南澳鄉公所代表一同餐敘交

流) 

15:00~16:30 蘇澳南天宮金媽祖廟 

17:30~ 晚餐及入住礁溪溫泉會館 

7 月 2 日 

星期二 

08:00~09:30 早餐 

11:00~12:00  宜蘭縣大同鄉公所及泰雅生活館參訪交流 

12:30~13:30 
大同鄉田媽媽風味餐(與大同鄉公所代表一同餐敘交

流) 

14:30~15:30 道教總廟三清宮 

16:00~17:00 梅花湖 

18:30~19:30 深坑舜德農莊晚餐 

20:00~20:30 返回文山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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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108 年度城鄉交流參訪成員名單 

編號 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1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區長 鄭裕峯   

2 文山區里長聯誼會 會長 吳祚榮 萬和里里長 

3 興昌里 里長 吳融昊   

4 興豐里 里長 余鴻儒   

5 焚化廠回饋經費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紅木 萬祥里里長 

6 木柵集應廟 主任委員 張進福   

7 財團法人台北市木柵忠順廟 董事長 陳欽賜   

8 指南宮 主任委員 高超文   

9 樟山寺 主任委員 陳金圳   

10 指南里 里長 張佳南   

11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民政課課長 高真   

12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人文課課長 高珮芬   

13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里幹事 黃偕文   

14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里幹事 郭順尹   

15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約僱 石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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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來源： 

1. 宜蘭縣南澳鄉公所 

http://www.nanao.e-land.gov.tw/home.php 

 

2. 宜蘭縣大同鄉公所 

http://www.datong.e-land.gov.tw/rwd/datong/ 

 

3. 宜蘭縣政府全球資訊網 

https://www.e-land.gov.tw/Default.aspx 

 

4.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https://wsdo.gov.taipei/Default.aspx 

http://www.nanao.e-land.gov.tw/home.php
http://www.datong.e-land.gov.tw/rwd/datong/
https://www.e-land.gov.tw/Default.aspx
https://wsdo.gov.taipei/Default.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