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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地方創生東區輔導中心 

縣市及地區性地方創生經驗交流學習工作坊 

活動簡章 

 

一、 活動名稱：東區創生 ING－地方創生工作坊(宜蘭場) 

二、 活動時間與地點： 

(一) 時間：113 年 5月 29 日(星期三) 上午 13:45-17:00 

(二) 地點：宜蘭人故事館多功能視聽教育館(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二段426

號) 

三、 活動目的： 

地方創生經驗交流學習工作坊為促進地方創生經驗交流，鼓勵更多縣

市鄉鎮地方創生團隊參與投入地方創生創新落實，持續協助執行中、提案

中及在地創生單位與團隊，拓展延伸地方創生網絡連結，增加學習與共享

地方創生資訊及經驗交流的機會。 

以此，2024 年邀請地方創生夥伴，從公部門、青年團隊、地方企業等

多元面向，與我們一起探討與創造更多元的地方創生成果，透過案例學習

創生策略提案、執行等地方創生課題與解方；另一方面，共享與瞭解地方

創生資源和資訊，讓創生支持網絡更進一步強化，與夥伴一起讓東區地方

創生的行動越發精彩。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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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 

(二) 執行單位：地方創生東區輔導中心(雅比斯國際創意策略股份有限公

司) 

五、 活動對象： 

本次工作坊以對於地方創生計畫具興趣、有志投入地方創生事業之公

私部門、青年團隊、地方企業等為主。歡迎縣政府、鄉鎮市公所之地方創生

業務相關承辦人員、青年團體、地方企業、在地組織及對地方創生計畫有

意願及興趣者踴躍報名。 

六、 活動議程： 

時間 主題 說明 

13:45-14:00 報到 - 

14:00-14:30 

地方創生 

計畫對應 

資源說明與

區域案例 

經驗分享 

透過說明區域創生計畫概況，讓地方創生夥伴瞭解推動現

況、輔導資源等及未來可共同參與或者提案的契機與地方

事業推動目標。 

由地方創生東區輔導中心主持進行： 

1. 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對應部會資源 

2. 東區地方創生計畫及事業提案之案例分享 

3. 提案重點策略及輔導資源 

14:30-15:10 

跨區地方 

創生計畫 

案例分享 

案例分享一【魚青共創】 

七股交流道青年匯流計畫 

-魚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廖宜霈創辦人 

透過四大面向活絡在地經濟、增加就業機

會：結合七股在地農漁民、藝術家及特色地

景，形塑魚藝漁村形象；透過與在地青年合

作打造共享空間及推廣「食魚教育」課程，

吸引青年返鄉；鼓勵漁民以環境友善方式

養殖，營造環境永續經營模式；成立第三方

服務平台，作為綠能單位與在地傳統漁業之溝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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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說明 

15:10-15:25 中場休息 - 

15:25-16:05 

跨區地方 

創生計畫 

案例分享 

案例分享二【街區活化】 

村落新生活實驗室─一座讓人人安居樂

業的村落博物館 X美術館-練習曲文創

有限公司胡文偉執行長 

由陪伴棒球隊孩童的初心，發展到希望

培養孩童具備一技之長可以留鄉創業，

計畫以教育陪伴逐步發展為育成及創業

協助，並以練習曲書店為核心，將新城

村打造為具吸引人潮的觀光亮點，協助孩童留鄉就業。 

16:05-17:00 提案諮詢 
針對地方團隊有提案或執行中之相關問題，提供建議及諮

詢。 

17:00- 
活動結束-

賦歸 
- 

七、 報名方式：  

(一) 活動採報名制，以 SurveyCake 網路報名表單為主。 

報名網址連結： https://www.surveycake.com/s/a363g 

 

(二) 活動辦理當日 7 日前截止報名，採線上報名，經主辦單位審核後，

email 通知報名完成始完成報名。 

八、 聯繫窗口 

地方創生東區輔導中心(雅比斯國際創意策略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電話：林小姐 (02)2312-2202、蘇小姐 0920-977173 

E-mail: eastyht@gmail.com  

https://www.surveycake.com/s/a363g
mailto:eastyh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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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其他事項  

(一) 全程參與本場次活動，核給認證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時數 3 小時。 

(二) 請參與者務必完成報名程序，並準時出席。  

(三) 本場次活動全程內容免費，參加者需自行負擔抵達活動現場之交通等

相關費用，無補助交通費及住宿費。  

(四) 為響應環保愛地球，鼓勵自備水壺、餐具。  

(五) 本場次活動如遇天候不佳等因素 ，主辦單位保有終終改、、更更、活動

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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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地方創生東區輔導中心 

縣市及地區性地方創生經驗交流學習工作坊 

活動簡章 

 

一、 活動名稱：東區創生 ING－地方創生工作坊(花蓮場) 

二、 活動時間與地點： 

(一) 時間：113 年 5月 23 日(星期四) 上午 09:45-13:30 

(二) 地點：豐田大同戲院(花蓮縣壽豐鄉豐山街 28 號) 

三、 活動目的： 

地方創生經驗交流學習工作坊為促進地方創生經驗交流，鼓勵更多縣

市鄉鎮地方創生團隊參與投入地方創生創新落實，持續協助執行中、提案

中及在地創生單位與團隊，拓展延伸地方創生網絡連結，增加學習與共享

地方創生資訊及經驗交流的機會。 

以此，2024 年邀請地方創生夥伴，從公部門、青年團隊、地方企業等

多元面向，與我們一起探討與創造更多元的地方創生成果，透過案例學習

創生策略提案、執行等地方創生課題與解方；另一方面，共享與瞭解地方

創生資源和資訊，讓創生支持網絡更進一步強化，與夥伴一起讓東區地方

創生的行動越發精彩。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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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 

(二) 執行單位：地方創生東區輔導中心(雅比斯國際創意策略股份有限公

司) 

(三) 協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五、 活動對象： 

本次工作坊以對於地方創生計畫具興趣、有志投入地方創生事業之公

私部門、青年團隊、地方企業等為主。歡迎縣政府、鄉鎮市公所之地方創生

業務相關承辦人員、青年團體、地方企業、在地組織及對地方創生計畫有

意願及興趣者踴躍報名。 

六、 活動議程： 

時間 主題 說明 

09:45-10:00 報到 - 

10:00-10:30 

地方創生 

計畫對應 

資源說明與

區域案例 

經驗分享 

透過說明區域創生計畫概況，讓地方創生夥伴瞭解推動現

況、輔導資源等及未來可共同參與或者提案的契機與地方

事業推動目標。 

由地方創生東區輔導中心主持進行： 

1. 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對應部會資源 

2. 東區地方創生計畫及事業提案之案例分享 

3. 提案重點策略及輔導資源 

10:30-11:00 

跨區地方 

創生計畫 

案例分享 

案例分享一【青年返鄉】 

山下線─青年減壓支持系統建構 

-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

會楊富民文化組長 

建立以青年為核心的地方創生實

踐支持系統，藉由閒置空間的活化

再利用，建置創生藝文基地並提供

托育服務，並推廣原民食農文化，建立與在地農人合作的商

業模式，進行產業串連，從而激發青年族群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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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說明 

11:00-11:30 

案例分享二【農村共享】 

雲林水林農村共享創生扶持計畫 

-微醺農場黃衍勳創辦人 

透過智能農業研發創新推廣，帶

動產業價值提升，並呼應減碳排

放議題研發農作碳收支，創造青

年與婦女在地就業機會，亦藉由

農業的生產與整合行銷為農村社

區永續發展核心，並建置共享基

地作為在地青年創育中心，補足偏鄉產業教育空間之不

足。 

11:30-12:00 

案例分享三【流域收復】 

北勢溪流域創生計畫 

-臺灣藍鵲茶黃柏鈞創辦人 

以「茶」為主要經濟推動目標，結合

古道文史及環境特色、打造科技茶

園，跨域整合擴大整體流域優勢，藉

由串聯北勢溪流域上、中、下游，以

友善生態環境及人才培育等方向，發

揮地方生態、人文及產業特色。 

12:00-12:30 提案諮詢 
針對地方團隊有提案或執行中之相關問題，提供建議及諮

詢。 

12:30-13:30 餐敘交流 - 

13:30- 
活動結束-

賦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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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名方式：  

(一) 活動採報名制，以 SurveyCake 網路報名表單為主。 

報名網址連結：https://www.surveycake.com/s/owdr2 

  

(二) 活動辦理當日 7日前截止報名 ，採線上報名，經主辦單位審核後，email

通知報名完成始完成報名。 

八、 聯繫窗口 

地方創生東區輔導中心(雅比斯國際創意策略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電話：林小姐 (02)2312-2202、吳小姐 0963-247177 

E-mail: eastyht@gmail.com  

九、 其他事項  

(一) 全程參與本場次活動，核給認證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時數 3 小時。 

(二) 請參與者務必完成報名程序，並準時出席。  

(三) 本場次活動全程內容免費，參加者需自行負擔抵達活動現場之交通等

相關費用，無補助交通費及住宿費。  

(四) 為響應環保愛地球，鼓勵自備水壺、餐具。  

(五) 本場次活動如遇天候不佳等因素 ，主辦單位保有終終改、、更更、活動

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  

 

 

https://www.surveycake.com/s/owdr2
mailto:eastyh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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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地方創生東區輔導中心 

縣市及地區性地方創生經驗交流學習工作坊 

活動簡章 

 

一、 活動名稱：東區創生 ING－地方創生工作坊(臺東場) 

二、 活動時間與地點： 

(一) 時間：113 年 5月 21 日(星期二) 上午 09:45-12:00 

(二) 地點：臺東藝文中心 B1會議室(臺東縣臺東市南京路 25號) 

三、 活動目的： 

地方創生經驗交流學習工作坊為促進地方創生經驗交流，鼓勵更多縣

市鄉鎮地方創生團隊參與投入地方創生創新落實，持續協助執行中、提案

中及在地創生單位與團隊，拓展延伸地方創生網絡連結，增加學習與共享

地方創生資訊及經驗交流的機會。 

以此，2024 年邀請地方創生夥伴，從公部門、青年團隊、地方企業等

多元面向，與我們一起探討與創造更多元的地方創生成果，透過案例學習

創生策略提案、執行等地方創生課題與解方；另一方面，共享與瞭解地方

創生資源和資訊，讓創生支持網絡更進一步強化，與夥伴一起讓東區地方

創生的行動越發精彩。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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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國家發展委員會 

(二) 執行單位：地方創生東區輔導中心(雅比斯國際創意策略股份有限公

司) 

五、 活動對象： 

本次工作坊以對於地方創生計畫具興趣、有志投入地方創生事業之公

私部門、青年團隊、地方企業等為主。歡迎縣政府、鄉鎮市公所之地方創生

業務相關承辦人員、青年團體、地方企業、在地組織及對地方創生計畫有

意願及興趣者踴躍報名。 

六、 活動議程： 

時間 主題 說明 

09:45-10:00 報到 - 

10:00-10:30 

地方創生 

計畫對應 

資源說明與

區域案例 

經驗分享 

透過說明區域創生計畫概況，讓地方創生夥伴瞭解推動現

況、輔導資源等及未來可共同參與或者提案的契機與地方

事業推動目標。 

由地方創生東區輔導中心主持進行： 

1. 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對應部會資源 

2. 東區地方創生計畫及事業提案之案例分享 

3. 提案重點策略及輔導資源 

10:30-11:00 

跨區地方 

創生計畫 

案例分享 

案例分享一【農村行動】 

高雄市旗山多元徵案農村實驗室 

-尊懷人文活水協會王繼維執行祕書 

聚焦於旗山區香蕉產業，整合人才、空間、

事業與生活四個面向，以發展創新、傳統

文化、地景保存，以「農村實驗室」為概

念，與在地團隊共同合作，開設專業工作

坊課程、輔導員生活陪伴、定居農村與土

地、居民產生連結，為農業帶來新契機外 ，

並達到保存農村生活之目的及吸引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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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說明 

進駐農村。 

11:00-11:30 

案例分享二【傳藝與事業】 

臺南市學甲地方創生計畫 

-鼎農村試驗教育基地陳胤丰負責人 

透過傳統民俗文化串聯居民參與文化觀光

及產業活動，開設傳統民俗技藝培力、食

農教育、在地特色飲食開發等課程，打造

地方創生示範基地，孕育地方創生人才，

並導入商業模式，扶植青年返鄉穩定在地

事業，加速地方創生推動量能，活絡地方發展。 

11:30-12:00 提案諮詢 
針對地方團隊有提案或執行中之相關問題，提供建議及諮

詢。 

12:00- 
活動結束-

賦歸 
- 

七、 報名方式：  

(一) 活動採報名制，以 SurveyCake 網路報名表單為主。 

報名網址連結：https://www.surveycake.com/s/3zgN6 

 

(二) 活動辦理當日 7 日前截止報名，採線上報名，經主辦單位審核後，

email 通知報名完成始完成報名。 

八、 聯繫窗口 

地方創生東區輔導中心(雅比斯國際創意策略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電話：林小姐 (02)2312-2202、李先生 0936-263643  

E-mail: eastyht@gmail.com  

https://www.surveycake.com/s/3zgN6
mailto:eastyh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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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其他事項  

(一) 全程參與本場次活動，核給認證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時數 2 小時。 

(二) 請參與者務必完成報名程序，並準時出席。  

(三) 本場次活動全程內容免費，參加者需自行負擔抵達活動現場之交通等

相關費用，無補助交通費及住宿費。  

(四) 為響應環保愛地球，鼓勵自備水壺、餐具。  

(五) 本場次活動如遇天候不佳等因素 ，主辦單位保有終終改、、更更、活動

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