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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同區公所推動城鄉交流成果報告 

一、前言： 
          本所為嚮應本府推動與本市以外之鄉鎮（市）公所或團體組織就
文化活動、觀光、教育、醫療及農特產品展銷等業務層面進行交流，以達到
平時互相協助學習，遇有緊急危難時相互支援救助，使交流雙方提昇彼此業
務品質，朝向互惠共榮的目標發展，本所自94年起即辦理「城鄉交流」活動，
此次為本所的第5次出訪，參訪的對象為臺南縣柳營鄉。 
    臺南縣柳營鄉於去年首度辦理「牛奶產業文化節」活動，廣受各界好評，
也成功吸引大量的觀光人潮擁進柳營鄉，為推廣文化觀光產業締造佳績，儼
然成為臺灣新的節慶活動，對於柳營鄉能以「酪農業-牛奶節」出發，再次繁
榮地方經濟並與國際接軌的創新作為，實引人想一窺其堂奧。 
    而臺北市大同區則是臺北市早期發展的古城區之一，區內擁有許多歷史
悠久的寺廟古蹟、別具特色的東、西方代表建築，除了大稻埕碼頭可以一窺
早期河街貿易的商業遺跡外，現有的四大商圈（臺北地下街、後火車站華陰
商圈、迪化永樂歷史街區及寧夏夜市商圈）更是臺北市眾多批發商、零售商
的聚集地。每年的年貨觀光大街更讓全臺民眾印象深刻。 
    此次，本所城鄉交流活動選定臺南縣柳營鄉最主要是希望以兩所皆曾辦
理「新節慶活動」之經驗，彼此交流、吸取辦理此類大型活動之心得，並分
享成功經驗，進一步思考雙方互助合作之可能，作為本所規劃大同區特色的
外援參考，更希望在人人拚經濟的同時，能喚起民眾對傳統文化的重視，凝
聚地方共識，為地方文化觀光產業盡一分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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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流對象簡介： 
(一) 地理位置及面積：   

 

柳營鄉位於台南縣中北
方，北以急水溪及龜重溪會流
本鄉北端，與新營市、東山鄉
成為天然界線；南接龜仔港與
六甲、下營兩鄉為鄰界，東西
約十六公里，南北約四公里，
總面積為 61.292平方公里，地
勢為東西長方形，東之尖山、
鳥湖、山豬陷、麻埔等地帶多
有丘陵起伏，果毅後以西地帶
概為平野，海拔在十五公尺之
間。   

  
柳營鄉屬於嘉南平原與山地交界地帶，西半部地勢平坦，東半部則屬丘

陵地形，急水溪、龜重溪流經鄉境北端，氣候屬熱帶季風氣候區，平均最高
溫為攝氏31.8度，平均最低溫為攝氏11.1度。產業以農業、畜牧業為主。 

 
柳營鄉為典型農漁畜業鄉村，土地面積約 62平方公里，其中農地面積

3,988公頃，林地面積1,289公頃。而耕地中台糖土地大約有500公頃。道路
總面積約 770公頃。主要農產有稻米、甘蔗、洋菇、特產為菱角。八翁重溪
酪農專業區，現有乳牛約9656頭。工商及服務業六十餘家。大新營工業區245
公頃位於本鄉腳腿與果毅後之間，由台糖公司開發，第一期開發面積 246公
頃，業已於94年6月正式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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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區 
項目 

大同區公所 柳營鄉公所 

地理位置 臺北市西部 台南縣中北方 

地    形 

臺北盆地中心地帶，舊時區內有兩個
相連的小湖泊，耆老稱「雙連陂」（讀
為ㄅㄧ），日治時期因為市區發展及修
建淡水線鐵路而被填平。 

柳營鄉屬於嘉南平原與山地交界地
帶，西半部地勢平坦，東半部則屬丘
陵地形。 

現有面積 
5.6815平方公里(臺北市 12個行政區
中面積最小） 

61.292平方公里 

區界四極 

東-捷運淡水線與中山區為鄰 
南-忠孝西路與中正區、鄭州路與萬華
區銜接 

西-淡水河與臺北縣為界 
北-中山高速公路與士林區為界 

北-急水溪及龜重溪會流，與新營市、

東山鄉成為天然界線 
南-龜仔港與六甲、下營兩鄉為鄰界 

開發過程 

大龍峒、大稻埕（現今的大同區包含
上述二個地區）與艋舺（萬華）是臺
北盆地淡水河東岸地區最先開發的三
個區域。 

柳營昔時稱謂「查畝營」，顧名思義據
傳於鄭成功時代設官衙於此。查測田
畝故命名為 查畝營，屬於鐵線橋堡，
日治時代為柳營庄，光復後改為柳營
鄉。 

行政區劃 現有25里，516鄰。 現有13村，262鄰。 
人    口 126,516人(96年4月） 23,322人(96年4月） 

松山區松山區松山區松山區松山區

信義區信義區信義區信義區信義區大安區大安區大安區大安區大安區

中山區中山區中山區中山區中山區

中正區中正區中正區中正區中正區

大同區大同區大同區大同區大同區

萬華區萬華區萬華區萬華區萬華區

文山區文山區文山區文山區文山區

南港區南港區南港區南港區南港區

內湖區內湖區內湖區內湖區內湖區

士林區士林區士林區士林區士林區

北投區北投區北投區北投區北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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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流對象簡介： 
（二）歷史背景： 

       柳營昔時稱謂「查畝營」，顧名思義據傳於鄭成功時代設官衙於此。

查測田畝故命名為 查畝營，屬於鐵線橋堡，至日本統治後，嫌為不雅之稱，

遂將大多數居民劉姓之劉字音韻日音謂柳，故譯改為柳營。 

1920年台灣地方改制，在此地設置「柳營庄」，劃歸台南州新營郡管轄，戰後

改設台南縣柳營鄉至今。本鄉鄉公所原辦公廳於民國 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庄役場廳舍落成時啟用（士林村102號）至民國六十四年。及至民國六十四

年十月二十七日新建辦公廳舍（柳營路二段59號）落成啟用迄今。而辦公廳

增建三樓工程於八十六年七月動工，八十七年七月完工。 
柳營鄉計有13村，以下分別記述各村地名之沿革。 

篤農村  
清初舊名「小腳腿」，區域包括現今篤農與重溪兩個村，其地名由來有二說，
一為清康熙年間，先民入墾，斫榛拓荒，跋山涉水，因小腿酸痛，暫歇於此，
故而得名；二為「小家屯」之弱音誤稱。光復後，取樸實農民戮力農耕之意，
特命名為「篤農村」。  
 
神農村  
該村原屬「果毅後堡」之部落，係明鄭時期屯田營盤「果毅後鎮」之舊跡，
為漢人開發較早之地。荷蘭時期的西元一五八九年，先民自福建泉州奉請「神
農聖帝（五穀王）」入墾該地，並建「鎮西宮」為共同信仰之中心。光復後，
即以該地住民奉祀全台首座神農大帝廟宇之因緣，特命名為「神農村」。  
 
重溪村  
原名「五軍營」，為明鄭參軍陳永華駐兵之地，與「篤農村」合稱「小腳腿」。
光復後，「小腳腿」一分為二，以此地位居急水溪與龜重溪之交會處，故稱
「重溪村」，唯村民至今仍沿用「小腳腿」之名。 
 
果毅村  
該村與「神農村」，同為明鄭時期「果毅後鎮」之屯墾地，清代名為「果後」，
日治時期稱之「果毅後」。光復後，命名「果毅村」。  
 
東昇村  
該村因位於本鄉最東邊，古名「東勢頭」，日治時期，稱之為「四堡」，光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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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政府以其地在柳營東邊，取旭日東昇之意，乃改稱「東昇村」。 
 
旭山村  
該村庄名「山仔腳」，住民多自六甲鄉、東山鄉，分別以竹筏擺渡或行走山
路移入。最初形成零星疏散狀的家庭式小部落，如「山仔腳」、「新吉庄」、「匏
仔園」、「桶頭腳」、「尖山」、「山豬陷」、「鳥湖」、「麻埔」、「瓦?」、「老葉」、
「埤越」、「土? 口」等部落。由於旭山山麓亦有一小部落，鄉人慣以「山仔
腳」呼之，久而久之，乃得此名。該村座落鄉境東側，正是旭日東昇之處，
光復後，因以名為「旭山村」。 
 
光福村  
日治時期，該村稱「二堡」，昔時係柳營劉家之土地，劉家為使庄頭興旺，
無償提供外庄人氏建屋居住，乃奠定今日該村人口聚居之基礎。光復後，以
自來村民供奉信仰土地公「福德正神」之緣由，改稱「光福村」。  
 
太康村  
清代舊名「菜公庄」，昔年該地多女性，個個健碩耐勞，日治時期取其「太
太特別健康」之意，改稱「太康村」。縱貫鐵路東側屬該村之地者，有一以
「路東」為名的小部落，早年可能亦有「路東庄」之稱，至今其地雖已屬太
康村，但居民仍自稱「路東庄」，以別於太康村。 
 
中埕村  
日治時期，該村名為「三堡」，光復後，以該村位於本庄（查畝營庄）中心，
為各項活動之集會場所，故改稱「中埕村」。該村原住戶，係來自東昇村東
邊三角堀仔的十三個羅漢腳，婚後陸續遷入柳營庄內，故柳營庄起先有十三
姓人家，因繁衍傳續，方有柳營現有之四村（士林、光福、東昇、中埕）。 
 
大農村  
庄名「大腳腿」，其地名由來有二說，一為相傳係日治時期航空照相時，飛
行員於空中俯視村落宛若「美人腿」而得名；二為該地住民勤於耕作，以致
腿部粗壯，乃獲此名。光復後，以該地有一頗具規模之大農場，乃與「大腳
腿」各取一字，合稱「大農村」。 
 
士林村  
清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本鄉劃屬鐵線橋堡，日治時期分本鄉為四堡，該
村即為當時之「一堡」，光復後，以清代當地望族劉家才士輩出，八世孫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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焜煌與劉神嶽取秀才，劉圭璋與劉澧芷則中舉人，且蒙咸豐皇帝特頒賜六兩
銀，更豎立「舉人杆」示眾，書香濃郁，乃命名「士林村」，以資彰顯。 
 
八翁村  
庄名「八老爺」，地名由來之傳說，有三：一說為明鄭時期，有福建湄州人
氏陳八老先生遷入該地，並安奉中壇元帥太子爺，因而漸成部落；二說為清
代劉家中舉者有八人，於該地建有八老爺花園；三說為該地於清代曾出現八
位一百二十歲之老者，後人便以「八老爺」稱之。昭和七年（民國二十一年，
一九三二），更名為「八翁村」。  
 
人和村  
舊名「火燒庄」或「火燒店」，其名稱由來，舉其大要者，有： 
（一）在往新營太子宮的路途中，有一專賣碗粿、肉粽的小吃店，由於味美
頗受好評，被稱為「好吃店」（以前路邊攤無店名），但其後外省人卻訛傳
為「火燒店」。 
（二）日治時期，台糖小火車路經該地，火苗常掉落蔗田引發大火，故稱「
火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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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流對象簡介： 
（三）組織編制： 
【柳營鄉公所】 
置有鄉長、秘書，並設有5課3室1隊1所1館，即民政課、財政課、建
設課、農業課、文化課、主計室、人事室、政風室等課室，及清潔隊、鄉
立圖書館及殯葬管理所等單位，分別掌理一切行政措施、地方建設、社會
福利等工作，鄉公所行政組織系統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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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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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區公所】 
置有區長、主任秘書，並設有 5課 4室，即民政課、社會課、經建課、兵
役課、健保課、秘書室、會計室、人事室、政風室等課室，及調解委員會
、25個裏辦公處等附屬單位，分別掌理一切行政措施、地方建設、社會福
利等工作，區公所行政組織系統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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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流對象簡介： 
（四）景點介紹：自然景觀 
 
1.義士路-太康綠色隧道 

由新營副產至重溪國小，長度4472公尺，芒果樹700餘棵，樹齡在60年以
上胸徑超過30公分，此道81年（1992）經省府列入珍貴行道樹之保護範圍，
當時每棵樹都掛名牌，是本縣最長的行道樹，芒果樹排列成行、蒼翠碧綠，
樹蔭遍地，故「綠色隧道」之美譽，在晨曦薄暮漫步其
間，頗有桃花源意境。 義士路  

自柳營路（南95線）至大農村（南165線交接點）全
長7479公尺，經省府編定為南108線。在50年，為迎
接自韓國（韓戰期間）歸來的反共義士陳永華返鄉，當
時縣議員侯文成，倡議命名為義士路，該路經評「南瀛八景之一」。  
義士路（南 108線）原路寬 12-18公尺，路面狹窄，車禍頻多，鄉長黃國安
於83年5月偕同縣議員劉桂妙暨鄉民代表會主席施丙鴻、副主席黃其士、鄉
民代等人，向省主席宋楚瑜及縣長陳唐山請求協助改善，義士路終於拓寬為
廿四米大道。 

2. 尖碑山水庫 

座落柳營鄉旭山村60號，面積280公頃， 水庫新建於昭和11年（民國25
年）10月，昭和13年10月完成，為台糖公司新營總廠所管理之水庫，原屬
農地灌溉股，於64年成立水管課，現為尖山埤水庫管理中
心。 
目前尖山埤水庫風景區內有：停車場、收費站、服務中心、
販賣部、餐飲中心、青少年體能活動場、親子樂園兒童碰
碰車、露營區、烤肉區、木屋住宿區、景觀花園、森林浴
步道、健康步道、蓮花池、植物園、公廁、會議室、涼亭、無論是開會或休
閒活動老少咸宜，是一大好去處。  
尖山埤水庫素有音樂家吳晉淮先生雕像，吳君係本鄉人和村火燒店人，早年

留學日本，民國五年元月八日出生，民國八十年辭世，享
年七十五歲。生平製作名曲有：關仔嶺之戀、暗淡的月、
冰點、講什麼山盟海誓、恰想也是你一人．．．等二百多
首膾炙人口之名曲。他的學生有：良山、蔡一紅、郭金發、
丁黛、蕭麗珠、黃乙玲．．．等人。 雕像於民國八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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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四日由縣長陳唐山先親自主持揭幕典禮。 
尖山埤水庫自然觀優美、湖光山色、景色怡人。自80年營業後，81年榮獲台
灣省旅遊局頒發遊樂區標章，並於82∼86年連續五年在台灣省公民營風景區
遊樂安全維護與經營管理督導考核競賽中，獲評審為特優等及優等獎，82∼
86年榮獲優良觀光事業單位。85年台南縣觀光協會辦理「新台南縣八景十勝」
選拔尖山埤水庫與柳營鄉太康綠色隧道雙雙入選，實為本鄉與台糖公司之光
榮。 

3. 南元休閒農場 

座落柳營鄉果毅村南湖25號，隔著台174線（六甲鄉往曾文水庫）與六甲鄉
比鄰。面積 25公頃，有六個天然湖泊，供遊客餵金鋰魚、
渡船。園內種植600多種樹木，總數在10萬株以上樹林，
每種樹木都有中英學名的對照牌，對有毒植物更特別標示，
提供遊客認識樹名，富有植物園的教育的功能，星期假日，
常見父母陪小孩散步在林蔭之間，吸收不同的芬多精，這對
我們的身心健康有莫大的裨益。 
 

4.乳牛的家 
位於全台規模最大的酪農區內，因為
是平地牧場，只有飼養乳牛的房舍和
一些活動空間，較為狹小，不像在山
區有廣大的視野、草原和綠地，為了
帶動地方城鄉發展，地方產業轉型與
提供觀光閒場所；於西元2003年十月
成立乳牛休閒園區，也在縣府、公所、
村里、社區鼎力爭取及台糖公司配合
下，終於在2003年11月29日台糖五分車正式鳴笛啟動。 
台南縣柳營鄉八翁酪農區設立於民國六十三年，由紐西蘭進口二百四十頭乳
牛，為發展精緻酪農業，三十餘年來不斷擴大，目前乳牛已達二萬餘頭，成
為全國最大的鮮乳產地，也是統一、光泉、味全三大廠的鮮乳來源。 
為因應台灣加入世界貿組織（WTO），外來乳品的競爭壓力，政府推動酪農區
轉型，八翁酪農區亦將酪農產業結合文化觀光，為了讓國人更了解台灣乳品
的優質、美味，身為酪農戶特開闢乳牛的家休閒園為轉型成功最佳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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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流對象簡介： 
（四）景點介紹：節慶活動 

柳營王醮 

? 營鄉信仰中心「代天院」位於東昇村東方，落
成於民國六十年，舉行首科繞境；並由隔年起，
每逢子、卯、午、酉年的農曆十月中旬，農忙到
一段落之際，舉行三年一科之王醮祭典，家家戶
護豎燈篙，備祭品及「殺豬公」叩謝神恩，連續
兩天故稱「二朝醮」。 
柳營代天院主神為「遊王公」。依該宮沿革誌記
載，其來源為昔日庄民在今庄東「三角堀仔」一
地，發現一鼎署名「代天巡狩」的香爐後，即由當地十三家民宅共同安座祭
拜。俟後，又分成東、中、三等「三甲內」輪流祭拜，直到民國四十年，始
由地方士紳劉明哲倡議，經「擲杯」神示而為全庄所奉祀，成為查畝營庄（柳
營鄉舊名）的庄頭廟。 
民國五十七年擇地建廟，名為「代天院」，廟貌金碧輝煌。爾後信徒日增，不
但廣及鄉內五軍營、橋南、太康、八老爺、火燒店等村庄，還擴至新營市的
越仔、姑爺、鐵線橋、角帶圍、莿桐腳、五間厝、新吉庄、 秀才庄、鹽水鎮
下林、＊頭港、蜈蜞坑、南竹子腳與六甲鄉龜仔港等村庄。 
依據代天院的說法「王醮祭典已有三百餘年悠久歷史」。而「二朝醮」舉行於
十月中旬，是一定期不定日之廟會，整個祭典大致仍在西南沿海王爺信仰範
疇內，至少有四個屬於地域性特色： 
  一、王醮：一般醮期多在三至七天，像代天院僅行兩天的情形，誠屬少
見，或與當年庄小有關。 
  二、燈篙：登篙是招降鬼神信物，有陰竿與陽竿之分，陽竿是請神之用，
陰竿則是係招鬼之用，一般均設在一起，既使分設也升降同時。但代天院不
僅分設廟左陽竿，廟右陰竿，還設計出「陽竿在天，陰竿在地」的特殊祭儀，
此種佈置全台少見。 
  三、普渡：普渡是宴請十方孤魂野鬼的祭儀，一般都規模盛大，代天院
轄域卻僅行簡單祭拜，這應是政府鼓勵節約拜拜的結果。 
  四、王船：「燒王船」原始意義是「送瘟」，係王船最後祭儀，通常都送
至溪河或海邊空地焚化，主要取近水之意。代天院廟前正有一條小河，王船
也就在祭拜處的廟左空地上燃燒，此種不必拖行「相送」的廟前燒王船，台
灣僅此一家。柳營地區二朝醮最大的特色，是醮典期間會聘請名師建造一艄
王船，供作民眾祭拜與添載用。「燒王船」是整個活動的高潮，每每於王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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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凌晨舉行。「燒王船」即恭送啟駕往天庭覆旨，把在巡狩地區所見的事實情
況，向更高層的天宮作一番簡報，以為降災賜福的依據。善男信女為始王爺
多美言幾句，添載的物品（就是送給王爺的禮物）當然就越多越好，王爺在
接受庄民的「盛情款待」後，自然會多說幾句好話，這就是「迎王送王」習
俗的由來。 
柳營代天院三年一科的王醮祭典，特殊風格獨步全台；屆時敬請蒞指教！ 
 
二、交流對象簡介： 
（五）名產介紹：  

88鵝莊燻茶鵝 

燻茶鵝風行全台各地，而以「U營燻茶鵝」最有名，但燻茶鵝的原創地卻在柳
營鄉，原創人是林國珍。 
林國珍的理念是，要不失鵝肉本身的鮮美和質感，要如蜜汁腿般能為多數人
接受，要像香腸、臘肉般可大量製作與銷售，更要有兼具烤雞、烤鴨般令人
垂涎欲滴的香味。 
就在「阿國鵝肉店」裡，林國珍認識了香料行的老闆謝榮宗先生，在謝老闆
的鼓勵及提供香料下，林國珍開始了一連串的試驗。在不斷更改燻製技巧及
香料配方後，終於在民國七十九年八月，決定了燻茶鵝的口味，製作出全台
第一隻燻茶鵝。 

柳營肉丸 

「柳營肉丸」雖僅有二十多年的販賣歷史，但其製作精緻，材料考究，口感
好，味道佳，且以健康、衛生、食客滿意為經營理念，在柳營街面贏得好口
碑，是柳營鄉親爭相品嘗的特色小吃。 

小腳腿羊肉店 

「小腳腿羊肉店」所販賣的羊肉料理，均是一些適合大眾口味的菜肴，其中
較有特色的是羊肉三層肉、羊肉蒜頭及羊油拌麵線。 
羊肉三層肉是用羊隻的小排，先將六隻排骨取出，然後整塊帶皮下去燉煮四
十分鐘便可熟，食客點食時，再切盤上桌。現任老闆岩憶錚表示，製作羊肉
三層肉的羊隻，年齡不可超過一年，肉質較細嫩，也才不會有羊腥味，且油
脂亦必先切除一部份，才不會太油膩，口感才會好。 
羊肉蒜頭，是將蒜頭先煮得爛熟，才倒進羊肉炒熟，蒜香肉鮮美，是岩老闆
的拿手菜。至於羊油拌麵線，鄉間咸信具有治胃酸過多的物理療效，因此每
位食客，均會先點食，再吃其他菜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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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目的或效益： 
柳營鄉發展背景主要是基於農業結構的變遷、都市化社會出現、國

民所得的提高、消費結構的改變、休閒時間的增加、以及道路交通的改
善等因素促成。整體表現的是突破農業發展瓶頸，利用田園景觀、自然
生態及環境資源，結合生產、生活與生態三生一體的農業，在經營上更
是結合了農業產銷、農產加工及遊憩服務等三級產業於一體的觀光產
業。近年來發展的新型態是將農業生產主體及其環境和休閒觀光遊憩活
動相結合的一種活動型態，是親近自然、體驗自然的活動。   
    此次，本所參訪的目的是為瞭解柳營鄉如何以「牛奶節產業文化」
作為定位，用在發展地方觀光休閒經濟的同時，又能結合傳統文化，落
實「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的行銷目的。就參訪的效益而言，本所
希望能達到下列之功能：  
（一） 社會功能：讓本所參訪同仁體驗柳營鄉農業生活文化及乳牛的家源 

          起，增進與柳營鄉鄉民的接觸，拓展人際關係，同時達 
          到行銷大同區的目的。 

（二） 教育功能：提供機會讓生活都市的本所同仁認識柳營鄉農業特色、 
                瞭解一群酪農有感加入 WTO後，開放牛乳進口的衝擊，

為了將產業升級，追求更加永續、優質、專業的形象、
由改善牧場環境、美化、綠化社區，以營造出優質產業
的新契機。 

（三） 文化傳承功能：藉由瞭解柳營鄉維護自然生態、傳承在地歷史文化 
              及將生活融入周遭自然環境的態度與用心，反思本 
              所應如何規劃、維護、推廣大同區特有的歷史產業 
              文化及許多慶典習俗、民間技藝，使其繼續延續與 
              傳承，從而找到大同區新時代的定位，創造出具有 
              特殊風格的文化。 

（四） 產業互惠功能：希望藉由此次交流，研商農產品展覽行銷的管道方 
              式，達到異業結合的可能進而繁榮地方經濟，共造 

雙贏。 
（五） 遊憩功能：提供、介紹本所同仁正當的休閒場所，從事健康的休閒 
                活動。 
（六） 醫療功能：提供本所解除工作及生活的壓力正確方式，透過觀光旅 
                  遊達到舒暢身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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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訪人員：區長等共計19人(如附件1)。 
 

五、參訪日期：96年4月25、26日(星期四、五)，計2天。 
 

六、參訪過程： 
（一）行程概要：石門自然生態、產業文化參訪 

【二日遊】 
4月25日 
臺北集合準時出發嘍！    國道風光一路歡唱     拜訪柳營鄉公所    
拜訪柳營鄉民代表會    活力午餐    參觀林鳳營古蹟級車站 
殯葬管理所    太康綠色隧道    江南渡假村（宿）  

        4月26日 
        晨起—活力營養早餐時間    拜訪柳營? 農會    劉家古厝參訪 
        活力午餐    乳牛的家參訪   國道風光一路歡唱   臺北甜蜜的家 
 
（二）參訪古蹟及景點： 
      【林鳳營古蹟級車站】簡介 

走台一線省道往南過新營後，看到 
往林鳳營牌子，向左前直走就可以 
到車站。林鳳營火車站建於1943  
年。站房建於高台上，洗石子基座 
四週環境相當乾淨，站前不遠處的 
小圓環樹下常有老人下棋，實在是 
太悠閒了。 

 
 

 
 【殯葬管理所】簡介 

    設立祿園園區〈包括殯儀館、火化場、納骨堂〉穩定地方財源，及有一流
的環境，更是有專業的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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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宗旨  

台南縣柳營鄉殯葬管理所－祿園，以提供現代化最新式的設施，和最專業最
用心的服務，是以達到『靈回九玄七祖歸、原納陰陽循原籍』的境界。  

  

 

服務中心  
守靈室  

  

禮廳 冷凍櫃  

   

（二）作業流程 
殯儀館 
遺體進館→地下室→請出示證明文件並登記相關資料→冷藏或往生室→至服
務中心登記申請使用設備並繳交各項證件→使用各項設備→繳清規費→告別
式。 
納骨堂 
至納骨堂選定櫃位→選定好晉塔日→準備資料至服務中心、申請晉塔事宜→
繳清規費→晉塔→領取晉塔證明 。 
火化場 
準備資料至服務中心，申請火化事宜→繳清規費→火化→簽名領回骨灰→領
取火化證明。 
公墓 
準備資料至服務中心→申請使用墓基→管理員會勘 (確認埋葬點) →繳清使
用費→核發埋葬許可證→開始墓基施工→管理員會勘 (確認使用範圍無誤)。 



 健康臺北 生活最美  

 17 

 



 健康臺北 生活最美  

 18 

 



 健康臺北 生活最美  

 19 

 



 健康臺北 生活最美  

 20 

 



 健康臺北 生活最美  

 21 

【太康綠色隧道】 
由新營副產至重溪國小，長度 4472公尺，芒果樹 700餘棵，樹齡在
60年以上胸徑超過30公分，此道81年（1992）經省府列入珍貴行道
樹之保護範圍，當時每棵樹都掛名牌，是本縣最長的行道樹，芒果樹
排列成行、蒼翠碧綠，樹蔭遍地，故「綠色隧道」之美譽，在晨曦薄
暮漫步其間，頗有桃花源意境。 義士路  

自柳營路（南95線）至大農村（南165
線交接點）全長7479公尺，經省府編定
為南108線。在50年，為迎接自韓國（韓
戰期間）歸來的反共義士陳永華返鄉，
當時縣議員侯文成，倡議命名為義士
路，該路經評「南瀛八景之一」。 

 

 

 

【江南渡假村】 

位於柳營鄉旭山村東境的尖山埤江
南渡假村，原為台糖新營廠專用水
庫，建於民國二十七年(西元1938
年) ，迄今已有超過一甲子的歷史。
尖山埤集水面積約有 一千餘公頃，
水庫面積則約有76公頃，可蓄水達
3074 470立方公尺，如此浩渺的湖

景，再加上水庫週遭靜 謐秀麗的山水景緻，直可媲美為「福爾摩沙
的小江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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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參訪模式： 
1. 互相結盟成為友好城市：  
大同區公所與柳營鄉公所為鞏固友好關係，並為了兩城鄉間的理
解和增進友誼，訂立友好交流意向書；且以互惠平等為基礎，就
相關領域方面一起實現未來遠景。交流之事項有： 

（1）促進兩城鄉藝文活動、體育之交流 
舉辦各種藝文活動時，相互參與傳統民俗文化公演 
相互派遣優秀選手並在現地指導練習體育競賽 

（2）促進兩城鄉間農特產品之展覽行銷 
致力推廣對方城鄉之農特產品 
積極辦理農特產品的展覽與行銷 

（3）置運作兩城鄉的網頁上之桌面標旨 
（4）推展兩城鄉的友好交流之紀念工程 
 

        2.有關訂立城鄉友好交流之同意書，請參照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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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訪談人物： 
1. 臺南縣柳營鄉公所：黃國安鄉長 
黃鄉長是第四次擔任? 營鄉鄉長，充份掌握? 營鄉的整體情形，一
直以來為人口外移到都市的狀況憂心，因此全力推動地方產業發
展，為? 營鄉引進好的工業與商機，不僅帶動地方繁榮，增加就業
人口，進而穩定地方財源；此外，將增設文化課，提昇鄉民生活品
質，維護地方文化資產。黃鄉長更期許自己依照計畫、政見，逐步
將? 營鄉帶入更嶄新的里程。 

        

2. 臺南縣柳營鄉民代表會：鄭國添主席 
 

3. 臺南縣柳營鄉農會：向勝一理事長 
 

4. 臺南縣柳營鄉農會：王慶隆總幹事 
 

七、參訪心得： 
（一） 

1.組織編制與業務職掌之差異： 
柳營鄉公所與大同區公所在編制上有許多不同之處，例如：柳營鄉
公所的役政業務及社會福利服務業務皆劃屬於民政課業務權責範
圍，民政課可說是整體行政業務推動的大支柱；另設有殯葬管理
所，提供殯儀館管理、火化場管理、納骨堂管理及公墓管理等業務，
讓以往容易被殯葬業者任意剝削的情況得以改善，民眾得以寬心為
所愛的家人料理後事。此外，地處嘉南平原之上有廣大的農牧田
地，透過農業課來提供農林漁牧、農業推展、管理及生態保育等相
關服務。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柳營鄉有不少地方名人，知名歌曲創作
大師-吳晉淮、旅日知名藝人-翁倩玉、畫壇大師-劉啟祥等，都使
柳營鄉各角落充滿著藝文氣息，所以特別設置文化課，以助地方藝
術、文物、古蹟及所有文化資產之保存。 

2.結合地方資源的觀光旅遊事業： 
 ? 營鄉公所雖沒有設立旅遊相關的單位，但大多的觀光活動除了原
本既有的觀光資源，更積極發展當地產業與觀光結合的旅遊活動，
「白玉苦瓜節」、「柳營牛奶節」，就是最好的例子。此舉有利於整
合地方資源，推動及規劃整個? 營鄉的觀光事業，牛奶節更塑造出
柳營專屬的旅遊意象-「台灣乳牛的故鄉」，因此較之單一景點行銷
方式，更容易吸引外來觀光人潮，帶動商機。以「鄉村體驗」的方
式為主題，將酪農業相關的知識推展到各地，讓更多想要親近農村
生活的都市人可以藉此沉浸在這乳鄉世界裡。柳營鄉有效的結合在
地的生態產業，讓觀光旅遊事業升級，使更多人願意到柳營來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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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區總體營造，提升柳營之美： 
  城市與鄉鎮的不同，最明顯處是從轄區範圍內的綠地的面積及尚待
開發的空間即可看出。在? 營鄉有被列入南瀛八景之一的太康古
道，充份可以感受到滿滿的綠意，古味洋溢的劉家大厝訴說著百年
的傳奇，種種美不勝收的景緻讓? 營的美映入我們的眼中。但更令
人值得一提的是透過社區總體營造，使柳營鄉完全煥然一新，再造
地方價值。營長牧場(乳牛的家)現已成為酪農產業轉型休閒觀光牧
場成功之典範。閒置空間綠美化、髒亂點綠美化、農村新風貌等建
設，讓? 營鄉四處的景觀有了新的一面。? 營鄉雖然是很早期就開
發的鄉鎮，古意盎然，但是經由社區總體營造的結果，我們可以感
受到? 營鄉的美在鄉長及鄉民的共同努力下，如今結下纍纍的果實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