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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在山海的土地上～花東青年在地發展的想像 

計畫執行時間：2017.5~2017.9 

緣起 

從 2011 年地球公民基金會設立花東辦公室以來，長期在花東地區關心縱谷與海案的土地

議題，其中佔最大宗的開發類型為觀光、交通開發，例如：東海岸的美麗灣渡假村、棕

櫚濱海渡假村開發案、沸沸揚揚的蘇花高及近期的縣道一九三拓寬案等等。 

觀光與交通開發的背後，隱含著花東發展的命題，這兒沒有蓬勃的工商產業、科技園

區，有的是縱谷中的農地及海岸山脈隆起後堆積至太平洋畔的狹窄平原，然而近年務農

人口持續下降，加上老齡化、少子化的人口變動，農業逐漸沒落，全台如此，花東也不

例外，農業式微、又不像西部可以靠科技園區、大小工廠撐起整個產業經濟重擔，於是

觀光產業短時間帶來大量顯而易見利潤的特性，成為一時之選，觀光產業因此遍地開

花，搶佔海景第一排的飯店、民宿如雨後春筍，金針山、鯉魚潭，只要有山有水有風景

的地方，就有纜車、飯店的開發計畫。因此觀光相關的各式土地開發與環境永續的拿捏

及取捨，成為開發派與環境保護團體長期對峙的核心。 

花東的發展，難道只能朝西部看齊？建構便捷普遍的各式道路、設立大型的觀光園區，

就能從此翻轉花東後山的命運嗎？人口結構、產業結構一直是這些問題背後的關鍵，如

果年輕人願意留下，花東能找出環境永續與經濟發展不相衝突的可能，那麼這些衝突、

不得不的選擇，是不是就有可能有些改變？ 

本營隊目標為陪伴花蓮地區學子及有志深入了解花蓮地方脈絡的學生、社會人士，透過

體驗部落文化、踏查產業經營現況，打破固有生命經驗，思考花蓮發展的多元性。同

時，也邀請到深耕花蓮的青年們分享各自經驗，藉由深度對談的方式，讓營隊參與者理

解在地經濟、政治、社會等面向的課題。 

計畫目的 

透過營隊的規劃，帶領營隊參與者探討土地議題、花蓮特殊的地理及文化特性、地方產

業發展的想像與可能、並從企業參訪的過程中認識農、漁業到觀光服務業的轉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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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環境永續與產業兼容之可能，增進學子思辨能力，並邀請返鄉創業青年分享生命故

事，企圖讓在地參與者看見留在家鄉發展的可能藍圖。 

活動對象 

花蓮地區高中生／高職生（優先錄取）、大學生、社會人士 

活動營隊時間 

2017.07.04～2017.07.05（兩天） 

計畫工作內容 

1. 流程 

7/4 活動內容 時間 主持人／講者 備註、地點 

報到 08:30~09:00 工作團隊 洄瀾窩青年旅社 

認識彼此 09:00~10:00 黃靖庭 
火車站前廣場 

（洄瀾窩移動至車站 20 分鐘） 

移動的本質 

花蓮發展脈絡 
10:20~11:37 彭昱融 

移動教室：*410 自強號，花蓮"富里 

（富里車站"四維分校 30 分鐘） 

午餐：部落共食 12:10-13:30 

吉拉米代部落青

年 

豐南四維分校 

從有限到無限 

吉拉米代參訪 
13:30-16:50 

吉拉米代部落 

（豐南"富里"瑞穗生態館 100 分鐘） 

晚餐＋盥洗 18:30-20:00 

全體隊輔 瑞穗生態館 綜合討論 20:00-22:00 

熄燈 22:30 

 

7/5 活動內容 時間 主持人／講者 交通／地點 

起床梳洗用早餐 08:00-08:40 全體隊輔 
瑞穗生態館 

（生態館"青農館 20 分鐘） 

青年擂台 

沒有選擇與選擇 
09:00-10:30 

彭偉翔、黃彥

儒、顧允剛 

瑞穗青農館 

（青農館"光復糖廠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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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 DIY 

社會企業參訪 
11:00~13:00 彭伯華/美珍 

啄木鳥 CASA 

（光復糖廠"環保科技園區 15 分鐘） 

產業東移的 

前世今生 
13:15~13:30 黃靖庭 

鳳林環保科技園區 

（環保科技園區"立川漁場 30 分鐘） 

從土地長出的 

百人企業 
14:00~15:30 蔡國華 

立川漁場--產地到餐桌(生活消費合作社) 

（立川漁場"花蓮溪出海口 30 分鐘） 

綜合討論 16:00~18:00 全體隊輔 花蓮溪出海口國姓廟前廣場 

返回花蓮火車站 18:30 全體隊輔 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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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隊海報宣傳～張貼/郵寄海報及報名簡章至花蓮 11 所公私立高中高職布告欄。 

全開大海報：花蓮高中、花蓮女中、慈大附中、海星中學、花蓮高商 

A3 小海報：上騰中學、花蓮體中、光復商工、玉里高中、四維高中 

 

 

 

3. 網路宣傳 

a. 地球公民基金會官方網站 https://www.cet-taiwan.org/events/3020 

b.地球公民基金會官方 FB 粉絲專頁 https://goo.gl/tydlR0（粉絲數 91,723） 

c.花蓮台東地區 FB 社團（花蓮人、東部一群人、、、）（粉絲數

101,510+2,176） 

d.EDM 發送至花蓮高中高職、CET 花東志工、捐款人及活動群組 

  

https://www.cet-taiwan.org/events/3020
https://goo.gl/tydl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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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實體宣傳 

A. 拜訪學校老師：至花蓮 11 所公私立高中高職拜訪學務處，說明營隊主旨、活動內

容及招募對象。 

B. 到校演講：至花蓮高中、花蓮女中進行環境議題演講，並宣傳營隊活動。 

C. 通訊宣傳：張貼/郵寄海報及報名簡章至花蓮 11 所公私立高中高職布告欄。 

場地現勘 

1. 吉哈拉艾部落（從有限到無限） 

百年水圳 
 

有機梯田 碰碰車 

2. 瑞穗生態館（住宿） 

外觀 大廳 
走廊 

3. 生活起居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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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堂（瑞穗國中） 

 
用餐空間（生態館） 

 
小組討論空間（生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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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青年擂台場地、社會企業拜訪、錯誤公共政策場域 

 

瑞穗青農館 

 

啄木鳥 CASA 

 

 

環保科技園區 
 

立川漁場 

活動效益 

1. 參與人數：學員+工作人員 42 人 

2. 成功培訓組織長期志工、實習生：5 人 

3. 透過營隊活動，讓花蓮地區更多人認識地球公民基金會、台灣主婦聯生活消費合

作社。 

4. 獲得其他青少年公益旅行和教育相關組織的關注和座談機會，使其他青年學子有機會

認識地球公民以及地球公民長期關注的議題，促進公共討論空間。 

5. 營隊報名學員中有 3 位高中老師，分別為花蓮高中、高雄中學、慈大附中，3 位老師

能將營隊兩日見聞與討論，融合於未來的地理科、公民科和國文科中，讓環境議題的

思辨觸及更廣，從教育紮根。 

6. 參訪甫被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2016 全球百大綠色旅遊地選拔」殊榮的吉哈拉艾，也

就是花蓮豐南-吉拉米代部落，讓學員與工作人員一同參與農事體驗拔花生、沿著日

治時期的水圳了解土地與人相互存續的歷史，搭著農用碰碰車，站在微風輕拂波動的

翠綠梯田旁一覽吉拉米代層巒疊嶂的山形，族人熱情分享傳統文化知識、與土地的情

感連結。吉拉米代擁有如此美麗的地景文化資源，卻能夠保留在地居民生活的面貌─

吉拉米代部落讓大家見證─最好的觀光資源是自然人文景觀和在地生活的體現。讓學

員認識第一級產業與觀光服務業的產業融合經營，思辨環境永續與產業兼容之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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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吉拉米代 

 

 

 

 

 

 

 

 

 

 

 

 

部落梯田：友善土地 稻米自產自銷 

 

 

 

 

 

 

 

 

 

 

 

 

巡水圳，守護祖先留下來的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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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拉米代部落高鐵：坐碰碰車去巡水圳                          

 

 

                                                                                                 有機花生採收體驗 

 

 

 

 

 

 

 

 

 

獵人陷阱教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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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樹~與大自然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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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透過花蓮返鄉創業青年分享生命故事，讓在地高中生看到留在家鄉發展的可能藍

圖。 

                        

 

 

 

 

 

 

 

 

 

 

            年輕茶農分享分辨茶葉的方式 

 

                                                                                                            試味道 

 

 

 

 

 

 

 

 

 

                                               聞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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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教室：火車上花蓮創業青年經驗分享                               吉米代部落青年返鄉服務分享 

8. 透過公共事務各角色、情境的模擬、辯論與競賽，讓學員思辨公共事務各種面向。 

 

 

 

 

 

 

 

 

 

                 

小組討論角色任務中                                                                    小組把握時間討論 

 

 

 

 

 

 

 

 

 

 

具體執行策略成形中                                                   花蓮溪口發展想像具體策略討論  

 

 

 

 

 

 

 

 

 

 

假如我是縣長…                                                                             街頭抗爭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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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認花蓮溪口地理環境                                   探訪不當政策下的蚊子館(環保科技園區) 
 

9. 讓在地青年認識合作社的花蓮生產者，瞭解產地到餐桌，友善土地與糧食安全的重

要性，請青年學員將心得投稿於綠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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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作食物 PIZZA DIY                                                                      立川黃金蜆 

 

10. 營隊會場刊登貴單位贊助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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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支出 

在山海的土地上/花東青年在地發展的想像 

106/05/01-106/09/30 

主婦聯盟合作社補助款 

日期 明細 補助款 支出 餘額 

106/08/31 主婦聯盟-在山海的土地上/花東青年在地發展的想像 70,000   70,000 

106/07/01 主婦在山海的土地上-北辦/花東暑期營隊(去)交通費/阿娥   440 69,560 

106/07/01  主婦聯盟在山海的土地上/花辦/花東暑期營隊旅遊平安險(42 人)6/24    1,722 67,838 

106/07/02  主婦在山海的土地上/花辦/花東暑期營隊睡墊載至瑞穗生態館-油資   880 66,958 

106/07/03   主婦在山海的土地上-北辦/寄花東暑期營隊企畫書給主婦聯盟公益   67 66,891 

106/07/03  主婦在山海的土地上-花東暑期營隊(去)交通費/瑋隆   670 66,221 

106/07/03  主婦在山海的土地上-花辦/花東暑期營隊文具、防蚊液/小男   370 65,851 

106/07/03  主婦在山海的土地上-花辦/預購花東暑期營隊移動 36 人-台鐵   3,096 62,755 

106/07/04  主婦在山海的土地上-花辦/花東暑期營隊公務車 1 移動-油資/小男   785 61,970 

106/07/04  主婦在山海的土地上-花辦/花東暑期營隊晚餐/小男   3,110 58,860 

106/07/04  主婦在山海的土地上-花辦/花東暑期營隊移動 36 人(花蓮→富里)8316   3,562 55,298 

106/07/04  主婦在山海的土地上-花辦/花東暑期營隊講師費/彭昱融   1,600 53,698 

106/07/04  主婦在山海的土地上-花辦/花東暑期營隊豐南接駁車/小男   4,000 49,698 

106/07/05  主婦在山海的土地上-花辦/花東暑期營隊工作人員+志工餐敘 6589   6,296 43,402 

106/07/05  主婦在山海的土地上-花辦/花東暑期營隊公務車 2 移動-油資/小男   815 42,587 

106/07/05  主婦在山海的土地上-花辦/花東暑期營隊午餐(pizza DIY)/小男   5,875 36,712 

106/07/05  主婦在山海的土地上-花辦/花東暑期營隊立川漁場餐費/小男   1,200 35,512 

106/07/05  主婦在山海的土地上-花辦/花東暑期營隊講師費/黃彥儒   1,600 33,912 

106/07/05  主婦在山海的土地上-花辦/花東暑期營隊講師費/彭偉翔   1,600 32,312 

106/07/05  主婦在山海的土地上-花辦/花東暑期營隊講師費/顧允岡   1,600 30,712 

106/07/06  主婦在山海的土地上-花東暑期營隊(回)/瑋隆 670+22   692 30,020 

106/07/07  主婦在山海的土地上-小男 7 月薪資   17,125 12,895 

106/07/07  主婦在山海的土地上-小海 6 月薪資   2,977 9,918 

106/07/07  主婦在山海的土地上-北辦/花東暑期營隊支援(回)車資/阿娥   242 9,676 

106/08/08 主婦在山海的土地上-花辦 7 月推廣專員小海薪資   9,676 0 

  合計 70,000 70,000   

地球公民基金會自籌款 

日期 明細 自籌款 支出 餘額 

 
自籌款 22,924 

 
22,924 

0106/06/29 教推/花辦暑期營隊藥品/小男 
 

589 22,335 

0106/06/29 教推/花辦暑期營隊垃圾袋/小男 
 

180 22,155 

106/07/03  推廣-北辦/花東暑期營隊支援(去)車資/雅晶   440 21,715  

106/07/03  推廣-北辦/花東暑期營隊支援(去)車資 /小胖 128+130   258 21,457  

106/07/04  推廣-花辦/花東暑期營隊茶水/小男   500 20,957  

106/07/04  花辦/花東暑期營隊移動 36 人(花蓮→富里)8316   1,035 19,922  

106/07/05  推廣-花東暑期營隊/根政 440+440   880 19,042  

106/07/05  推廣-花辦/花東暑期營隊遊覽車司機茶水/小男   20 19,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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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05  推廣-花辦/花東暑期營隊遊覽車司機午餐/小男   80 18,942  

106/07/05  推廣-花辦/花東暑期營隊借用場地國姓廟香油錢/小男   600 18,342  

106/07/05  推廣-花辦/花東暑期營隊結束後工作人員+志工餐敘 6589   293 18,049  

106/07/07  推廣-北辦/花東暑期營隊支援(回)車資 / 雅晶 209+26   235 17,814  

106/07/07 推廣-花東暑期營隊-壹雯 7 月薪資   16,375 1,439  

106/07/18  推廣-北辦/花東暑期營隊支援(回)車資 /小胖   209 1,230  

106/08/15  推廣-花辦/花東暑期營隊學員洗澡(借用瑞穗國中宿舍澡堂)   1,230 - 

 
合計   22,924    

 

 

 

 

 

 

 

 

歷年與消費合作社互動事項說明 

時間 內容 

2009.1~2009.12 主婦聯盟合作社環境教育專案 

2010.1~2010.12 主婦聯盟合作社環境教育專案 

2011.1~2011.12 主婦聯盟合作社環境教育專案 

2012.1~2012.12 主婦聯盟合作社環境教育專案 

2012.03~04 以「環境教育藝術宣導計畫」申請公益金，獲得 10 萬元補助。 

2013.01~2013.12 主婦聯盟合作社環境教育專案 

2014.06.21 2014 合作綠學堂蔡卉荀主任擔任「伸進農村的開發怪手」講師 

2015.02 以「廢核。重生~2015 南台灣廢核大遊行」申請公益金，獲得 10 萬元補助。 

2015.04 
以「如何省下一座核電廠？因應氣候變遷的城市節能課題」申請公益金，獲得 98,754

元。 

2016.10 以「公民的力量決定國土未來 動身打造美好家園」申請公益金，獲得 99,640 元。 

2017.03 南臺灣廢核空污遊行，獲得 1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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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簡介 

地球公民基金會是推展環境保護的公益團體，2010 年由 174 位捐款人捐助基金登記

立案為財團法人，是台灣第一個透過大眾募款成立的環保基金會。在此之前，已累積 12

年環保運動經驗。1998 年，李根政先生與一群關懷環境保護的教師，在高雄市教師會成

立一個分支機構--「生態教育中心」；2007 年，李根政、蘇振輝先生集結高雄地區 40 位

環保人士，創辦了地球公民協會持續這項使命，主要關注保護山林、水資源，減緩與改

善工業污染等環境議題。台灣環境行動網為 1998 年在美國成立留美學人組織的網絡，

2006 年正式回台灣立案，致力於推動責任科技、氣候變遷等議題。兩會於 2011 年 1 月

合併為地球公民基金會。 
 

宗旨 

提升人民環境意識並採取行動，善盡地球公民之職責 
  

願景 

透過積極的行動，重建台灣人與土地的和諧關係，建立一個永續的社會，善盡台灣做為

「地球公民」的責任。 
  

工作業務 

§促進法令制度、政策、生活方式的改變，以滿足當代基本需求，保留未來世代的生機。 

§以和平方式實踐守護地球的公民行動，促進公民參與與環境決策。 

§透過調查研究、揭露環境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發行刊物、專書，舉辦活動、講座等，以普及環境教育。 
 

多年來，地球公民在台灣本地長期耕耘，關注下列四大項議題： 

一、「保護山林」：揭露台灣水泥 1/3 外銷，西部關西復礦，在氣候變遷劇烈下，國土保

安受到嚴重威脅，推動修改礦業法要求政策環評，請參考

修改特權礦業法，拒當財團提款機、撤銷亞泥違法展延  立即修改礦業法。揭露『砍大樹、

種小樹』的毀林歪風，促成政府訂定《獎勵造林審查要點》，出版出版

【我們吃掉多少森林？台灣伐木養菇議題之調查研究】、【保護天然林 

復育國土是我們唯一的選擇】。 

 

http://www.cet-taiwan.org/info/news/2384
https://www.cet-taiwan.org/info/news/3002
http://www.cet-taiwan.org/node/1948
http://www.cet-taiwan.org/node/1982
http://www.cet-taiwan.org/node/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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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降低工業污染」：促成政府修訂《石化業放流水標準》，列管含氯致癌物及塑化劑。

反對大林燃煤電廠，減少 800 多萬噸 CO2 增排。與友團共同推動推動化學物質源頭管

理與資訊公開，推出民間版《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在立院三讀通過。推動高屏空污總量

管制這杯滿水豈容再倒？回顧空污總量管制推動歷程。

【產業轉型、低碳永續，儉樸正義新社會】【美好生活少不了它？台塑仁武廠和PVC的故事】。 
 

三、「守護花東」:串聯花東社區、團體，成功刪除「國有土地財團化」條款，並監督 400 億

基金運用。出版「我們海在一起」折頁，舉辦「太陽的孩子」電影放映全台巡迴講座，邀

請民眾共同守護花東好山、好水。 

 

四、「建立非核家園」:主辦南台灣廢核大遊行、協助北部廢核大遊行，締造全台 22 萬人

上街廢核紀錄。 

 

http://www.cet-taiwan.org/publication/issue/content/2260
http://www.cet-taiwan.org/node/1478
http://www.cet-taiwan.org/node/1477
https://www.cet-taiwan.org/category/303
https://www.cet-taiwan.org/category/2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