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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目標： 

    透過深度了解高雄市林園區地方特色，進而發展地方產業，人才回

流以落實「地方創生」。計畫將透過公民參與方式，提出濕地公園活

化、人口回流及在地青年創業方案，藉此完成「林園親子養生美粧創生

計畫-黃金水母一條街」地方創生公民參與前導計畫。 

 

貳、 計畫內容: 

    行政院政策 108年為「台灣地方創生元年」，「中介城鎮」林園區

的特色符合「設計翻轉，地方創生」之資格。此外為落實「高雄市政

府 108年度公民參與計畫」的「公共政策」面向，而洐生出本計畫「林

園親子養生美粧創生計畫-黃金水母一條街」地方創生公民參與前置計

畫。內容主要挖掘在地文化並將其轉化成為地方生機的產業資本，並

透過「公部門」，「學術單位」，「不同產業」及「在地組織」進行

跨界合作，並透過多元的盤點創生地區之「地、產、人」特色資源，

再以「創意、創新、創業、創生」策略規劃來帶動地方文化提升產業

發展。 

 

參、 地方創生公民參與前置計畫執行方式 

一、地方創生共識座談會 
(一)林園區創生團隊整合 

    林園位處鳳山林木茂盛之邊，故稱「林仔邊」。林仔邊街的街市發

展與繁榮就是現在興濟宮到福德廟這一條福興街，林園人稱為『舊

街』，在清領時期這條街道稱為『林仔邊街』，所以老一輩的人要到林

園街上都稱去「林仔邊街仔」。近年來空氣污染、人口流失及地方產業

的外移已造成林園區漸漸失去光環。因此本計畫將透過座談會及在地公

民參與工作坊，來整合高雄市政府、林園區公所，地方創生在地團隊、

地方旅外能量、及大學輔導團隊來一同完成林園區地方創生計畫。 

 

(二)地方創生計畫方針討論 

       透過此次公民參與計畫制訂 1.林園區地方創生緣起、發掘 DNA、願    

   景及策略，2.單位合作形成共識願景，3.推動林園區地方創生事業提

案，期望藉由「林園親子養生美粧創生計畫-黃金水母一條街」地方創

生公民參與前置計畫來進一步向行政院國家發展委會爭取更多資源來創

造林園區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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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 

時間:2019/9/23 下午 2:30 

地點:林園區公所六樓大禮堂 

 

 

 

 

 

 

 

 

 

 

 

 
第二場 

時間:2019/11/07 下午 2:30 

地點:林園區公所六樓大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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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地特色活動工作坊 

林園區地方創生公民參與工作坊主要讓民眾可以了解高雄市林園區

地方特色，進而發展地方產業，人才回流以落實「地方創生」。此次活

動在林園海洋濕地公園舉辦，在此非常感謝高雄醫學大學、逆風鈴樂

團、林園夢工廠、林園中學、華山基金會 林園愛心天使站、一起共襄盛

舉完成此次林園區地方創生公民參與。 

 

    公民參與活動內容可分為「地」、「產」、「人」活動與民眾分享 

(一)「地」方特色：林園海洋濕地公園是全國唯一「黃金水母濕地公

園」，藉此次活動讓大家可以更了解濕地公園的特色。未來區公所希望

可以把這個公園與高雄醫學大學合作開發成「林園親子養生美粧創生計

畫-黃金水母一條街」，藉此活絡林園區觀光產業，期望有興趣的在地

區民可以熱心參與。 

(二)「產」物分享：本區社區發展協會眾多且多次獲頒社區發展協會獎

項，此次活動設有林園區地方特色分享區，如協會產物及青創餐車，希

望讓參與民眾可以更深入了解林園區在地產物特色。像是每年都會舉辦

洋蔥節可以將洋蔥開發成特色食品及化粧品，讓林園區更具有產業發展

能力。 

(三)「人」才回流： 

本次公民參與工作坊結合林園區在地青年團體，如逆風鈴樂團、林園夢

工廠，一同舉辦此次活動，主要讓在地人才留在林園，並發表更多的藝

文活動與表演，讓更多區民看見年輕人的活力與對故鄉的林園的愛，希

望未來能開發屬於林園人的音樂產業。 

 

期望可以透過「林園區地方創生公民參與工作坊」讓我們一起把

林園區「人」留下來，「物」賣出去，讓林園區成為高雄最有「創意、

創新、創業」的地區。 

 

 

 

 

 

 

 



5 
 

 

 

活動時間： 

108年 10月 19日 

14:00~18:00  

 

活動地點： 

林園濕地公園 

 

 

 

 

 

 

 

 

 

 

 

 

場地配置圖： 
一共分三個區域:表演區&觀眾席、靜態展覽區、美食區 

 

表演區-舞台 音響設備、服務台 

表演區-觀眾席 熱音社、逆風鈴打賞箱 

靜態展覽區 林園高中社團聯合成果分享區、林園夢工廠成果區 

西南瘋音樂季歷年回顧區、林園區地方特色分享區 

美食區 美食攤販、青創攤車 

二手公益交換區 華山基金會林園站、伊甸基金會林園早療站 

打卡牆 在地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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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肆、 地方創生公民參與前置計畫執行成果: 
 

一、 地方創生共識座談會(共兩場) 

 

(一) 交流期程： 

1.第一場時間：2019/9/23 下午 2:30~4:30                          

2.第二場時間：2019/11/07 下午 2:30~4:30 

地點：林園區公所六樓大禮堂 

 

(二) 交流人員： 

出訪交流由林園區區長陳興發率領課室主管、各課室行政人員及高雄醫

學大學顏峰霖教授、林園區愛鄉協會陳俊強、林園區紅樹林保育協會方

家政及各里里長、發展協會等共同進行交流，期能透過不同領域人員之

思維，共同規劃、執行地方創生公民參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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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交流過程及內容： 

 

1. 建立林園區「黃金水母一條街」運作模組及由下而上之公民共識，由

林園區公所領頭，整合地方社區(如：紅樹林協會、愛鄉協會)意識、

建議，共同執行、計畫地方創生。 

 

 
林園區衛星圖 區域 2為林園海洋濕地公園(黃金水母一條街) 

 

 

(1) 農漁產品原料： 

A. 洋蔥將透過農改場改良能夠全年種植，以確保穩定的原料來源。 

 

B. 在地農業、漁業之優良農漁產品，可於林園園區地方發展協會創

客基地舉辦相關活動、展覽。 

 

  (2) 農漁產品原料之加工： 

 

A. 農民販賣後若仍有剩餘的洋蔥，可透過相關企業或屏東科技大學

協助製作成洋蔥餅乾，延長洋蔥銷售期，增加農民收入。火龍果

可透過高雄醫學大學協助開發面膜、化粧品等高附加價值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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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觀光產業： 

 

A. 透過「林園親子養生美粧創生計畫」補助外地人士來林園旅遊、

觀光，了解林園區的農漁業、觀光景點，達到吸引人潮、活絡林

園區之效果。 

 

B. 增設腳踏車站點、觀光工廠等等。  

 

C. 「地方小旅行」與旅行社合作，讓地方社區協會能夠合法的推動

地方小旅行。 

 

 

2.整合林園在地組織與區公所之觀光旅遊媒合平台，林園區公所透過和

春技術學院共同執行「海巡署基地整修計畫」藉此建立林園青年創業

育成中心。 

 

 

 
林園區衛星圖 區域 1為海巡署基地(文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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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園發展協會青創基地(舊第六海巡署基地) 

 

 
海巡署基地衛星圖 (紅色框線區域欲整修成青創基地) 

 

(2) 培力在地年輕團隊來進行此計畫的執行及宣傳。 

 

(3) 固定周期展出地方特色產品、社區結合社團的 DIY 資源、在地風味

餐點等等。 

 

(4) 目前林園區之山線及海線皆無公車、腳踏車路線，交通問題極需改

善。 

 

(5) 培訓基地團隊進行導覽解說之培訓活動，並發表文宣推廣，以提高

可見度及宣傳力。 

 

(6) 與周邊學校合作，透過學校的熱轉印機、空拍機、VR 設備等等，製

林園發展協會 

青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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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創小物。 

 

3. 挖掘在地文化並將其轉化成為地方生機的產業資本，並透過「林園

區公所」，「高雄醫學大學」，「林園區當地農漁觀光產業」及「紅樹

林協會、愛鄉協會等」進行跨界合作，並透過多元的盤點創生地區之

「地、產、人」特色資源，再以「創意、創新、創業、創生」策略規劃

來帶動地方文化提升產業發展。 

 

 
林園區區長 陳興發致詞(第一場座談會) 

 
高雄醫學大學 顏峰霖教授簡報報告(第一場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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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交流簡報說明(第一場座談會) 

 
高雄市圖書館林園分館 李文娟提出問題及建議(第一場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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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園區區長 陳興發致詞(第二場座談會) 

 
座談會與會人員(第二場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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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園區區公所主秘 簡水彬致詞(第二場座談會) 

 

 

二、 在地特色活動工作坊 

 
(一) 活動期程 

 

活動時間：2019/10/19 下午 2:00~6:00  

 

活動地點：林園海洋濕地公園 

 

(二) 活動人員 

此活動為城鄉交流性質，旨在讓林園區的民眾了解林園當地各區

域的歷史、環境保護、觀光推廣、農產品行銷等面向，進行整合式的

城鄉交流活動引以借鏡，相互觀摩交流分享學習，提昇彼此業務品

質、跨域協調運作技巧與合作，精進市政活動辦理品質，增進活動效

益，提升執行成效，提高城鄉交流的效益，創造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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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內容及過程 

    在地特色活動工作坊舉辦於林園海洋濕地公園，參與活動嘉賓包

括林園區區長陳興發、林園區主秘簡水彬、高雄醫學大學教授顏峰霖

及議員王職賢。 

 

    活動當天邀請到逆風鈴樂團、當地學校熱音社團表演，更設有靜

態展覽區如:林園高中社團聯合成果分享區、林園夢工廠成果區、西

南瘋音樂季歷年回顧區、林園區地方特色分享區與民眾面對面互動、

交流，另外還有美食區、美食攤販、青創攤車，二手公益交換區、華

山基金會林園站、伊甸基金會林園早療站，由在地社團製作的打卡牆

供民眾消費、交流、娛樂。 

 

在地特色活動工作坊本次活動參與人次 300人以上 

 

 
在地特色活動工作坊舉辦地點-林園海洋濕地公園 衛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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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特色活動工作坊參與來賓大合照(林園海洋濕地公園) 

 
在地特色活動工作坊地方創生啟動儀式(林園海洋濕地公園) 

(由左至右為)林園區簡水彬主秘，林園區陳興發區長，議員

助理王職賢先生，高雄醫學大學顏峰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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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特色活動工作坊地方創生啟動儀式(林園海洋濕地公園) 

 

在地特色活動工作坊 靜態展覽區(林園海洋濕地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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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特色活動工作坊 美食區、青創攤車(林園海洋濕地公園) 

 
在地特色活動工作坊 表演區-觀眾席(林園海洋濕地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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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特色活動工作坊 楓林園音樂表演區-舞台(林園海洋濕地公園) 

 
在地特色活動工作坊 美食攤車(林園海洋濕地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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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特色活動工作坊 活動照片上傳至林園區公所臉書 

 
 

 

 





  

108年林園區「林園親子養生美粧創生計畫-黃金水母一條街」 

地方創生共識座談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8年 9月 23日(一) 下午 2:30 

開會地點：林園區行政中心 6樓大禮堂 

主 持 人 ：區長陳興發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記  錄：顏峰霖 

一、 主席致詞（略） 

二、討論議題 

案由一：有關林園區地方創生公民參與前置計畫「林園親子養生美粧

創生計畫-黃金水母一條街」，提請討論。 

決議： 

一、林園區設計翻轉、地方創生 

(一) 透過與高雄醫學大學推行產學合作，將結合林園區地方特色的

化妝品、農產品外銷、推廣。 

(二) 獎勵青年創業，營造有利青年創業環境，減少人口流失，創造

整體經濟的發展。 

(三) 在林園區濕地公園「黃金水母」生態街的設立、餐車文化、街

頭藝人、音樂節的推廣。 

 

二、「沙濾海水」水體的運用 

林園區特有的水資源，透過砂層過濾後抽取的水體，清澈且水質

優良，可運用在游泳池、養殖漁業等。 

 

三、林園區魚市場的設立 

林園區沿海捕撈漁業（現撈仔）及高價值精緻養殖漁業興盛、漁

產豐富，魚市場的設立有助於漁業發展及經濟推動。 

 

四、農產品附加價值的提高 

林園區盛產洋蔥，當供過於求時，現今做法往往作為養殖飼料，

因此可研擬與大學或是產業間合作開發洋蔥的新產品，以提高其

附加價值。 

 



  

五、規劃林園濕地公園一日遊 

周末假日遊客較多，平日多為學校或機關團體單位參訪服務，並

希望高雄市政府養工處能配合加強硬體設施的改善，另外培訓濕

地公園的導覽人才，以留住遊客遊玩時間而非走馬看花。 

林園區石斑苗佔全國產量八成，洋蔥等農產品也相當豐富，結合

林園區當地文史、人文、生態，並推出具有林園在地特色的伴手

禮，以推動觀光及在地產業的發展。 

 

六、「在地本位課程」的人文教育訓練 

根據 108年課綱教育部推出的「在地本位課程」，目的在讓孩童認

識在地文化、關懷本土環境，以培養年輕人在地情感、減少人口

流失。 

 

七、設立文創基地整合林園區資源 

林園區各個社區資源豐富，但缺乏整合，因此預設立文創基地，

協助產品開發、整合地方資源、社區利益分配。 

在交通方面，現今只有公車路線，對於一日遊的遊客是一大不

便，自行車路線及濕地公園海線的交通規劃，將會對此一狀況有

所改善。 

 

八、「黃金水母生態街」目前可能的困境 

(一)因水母有其生長環境、氣候水溫的限制，其產業具有季節性， 

無法全年度提供。 

(二)體驗區可容納遊客數 

(三)「市境之南」交通問題，是否增設短程接駁 

 

九、第 2次地方創生共識座談會請擇期召開。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下午 4:20 

                              

 





  

108 年林園區「林園親子養生美粧創生計畫-黃金水母一條街」 
第 2 次地方創生共識座談會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8 年 11 月 07 日(四) 下午 2:30 

開會地點：林園區行政中心 6 樓大禮堂 

主 持 人 ：區長陳興發 

出（列）席人員：詳簽到簿 

記  錄：顏峰霖 

一、 主席致詞（略） 

二、討論議題 

案由一：有關林園區地方創生公民參與前置計畫「林園親子養生美粧

創生計畫-黃金水母一條街」，提請討論。 

決議： 

一、有關活絡地方生計的創生計畫並不是一蹴可成而是需要持續發展

投入並檢討修正的地方政策，原設定「林園親子養生美粧創生計

畫-黃金水母一條街」計畫於 11 月底前定稿，送市政府研考處轉送

國發會審議，經多次與地方公民座談共識會議，未來地方創生計

畫應朝向「林園安居與產業共榮創生計畫」為主軸方向。 
二、有關海巡署基地，初期將以整修第一、二棟及廁所規劃成為青年

創業育成中心為主軸，舊區公所也可規劃加入願景館、地方創生

基地等元素。 
三、下列各項陳述意見，將納入地方創生計畫視經費規模陸續辦理。 

(一) 有關創生計畫部分 
1. 農漁產品原料：洋蔥將透過農改場改良能夠全年種植，以確

保穩定的原料來源。 
2. 在地農業、漁業之優良農漁產品，可配合林園區地方社區發

展協會於青創基地舉辦相關活動、展覽。 
(二) 農漁產品原料之加工：可透過相關企業或屏東科技大學協助製

作成洋蔥餅乾，延長洋蔥銷售期，增加農民收入。火龍果可透

過高雄醫學大學協助開發面膜、化妝品等高附加價值產品。 
(三) 觀光產業部分： 

1. 透過「林園親子養生美粧-黃金水母」一條街的理念，吸引外

地人士來林 園旅遊、觀光，了解林園區的農漁業、觀光景



  

點，達到吸引人潮、活絡林園區之觀光。 
2. 增設腳踏車站點、觀光工廠等等。 
3. 「地方小旅行」與旅行社合作，讓地方社區發展協會能夠合

法的推動地方小旅行。 
(四) 有關地方創生工作坊部分 

1. 10 月 19 日於林園海洋濕地公園舉辦之「林園親子養生美粧創

生計畫-黃金水母一條街，地方創生工作坊」活動參與人數達

三百人以上，民眾參與踴躍。若往後能透過林園區地方發展

協會，以每兩個禮拜為期一次的活動吸引人潮，將有助於活

絡當地、帶動人流進入林園區。 
2. 工作坊若增設一個討論區，提供一般民眾或是公家機關等提

供意見、交流，會更加完善 
(五) 漁會、農會系統的整合：林園區具有豐富的海產資源及農產

品，區公所需整合漁會、農會兩大系統，提供行銷包裝、消息

曝光之管道。 
(六) 有關文史資源部分 

1. 林內石灰窯的推廣、行銷，提高可見度。 
2. 林園老街整合招牌、延長營業時間、補助照明設備等等。 

(七) 有關設立文創基地部分 
1. 文創基地擬定地址包含「海巡署基地」、「舊區公所」、「幸福

公園空地」 
2. 培力在地年輕團隊來進行此計畫的執行及宣傳。 
3. 固定周期展出地方特色產品、社區結合社團的 DIY 資源、在

地風味餐點等等。 
4. 目前林園區之山線及海線皆無公車、腳踏車路線，交通問題

請積極改善。 
5. 培訓基地團隊進行導覽解說之培訓活動，並發表文宣推廣，

以提高可見度及宣傳力。 
6. 與周邊學校合作，透過學校的熱轉印機、空拍機、VR 設備等

等，製作文創小物。 
(八) 實驗教育：實施「實驗教育」，由高雄醫學大學協助培育林園子

弟，畢業後可回歸林園區服務民眾、就業等等，以留住在地人

才，減少年輕人口外流。 
(九) 青年創業育成中心：將舊區公所及海巡基地整修成「青年創業

育成中心」，優待辦公室租金，吸引林園在地年輕人或外地人士

創業，並邀請和春科技大學加入規劃本區地方創生計劃之協力

伙伴。 

三、臨時動議：無 

四、散會：下午 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