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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陀區地方創生公民參與前置作業計畫 

壹、 背景說明(行政院「地方創生計畫」概述)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2018 年 8 月公布之中華民國人口推估

報告顯示，我國總人口將於 3 年至 10 年間轉為負成長，相較於 2017 年的 2,357

萬人，2065年總人口數推估將減少為1,735萬人，人口減少幅度將超過四分之一。 

在人口結構方面，新生兒出生數將從 2017 年 19 萬人減少為 2065 年的 9 萬人，

減少幅度超過五成，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則將由 2017 年的 13.9%增加為 2065

年的 41.2%，成長超過六成。此外，在人口分布方面，2017 年六都人口占總人口

比率 69.2%，依現有情境推估，未來將持續微幅成長，至 2065 將超過七成，區

域人口分布不均的問題將更形嚴重，加上青壯勞動力不斷往大都市集中，造成鄉

村產業勞動力不足，城鄉差距日益擴大。(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行政院，

2019.01) 

面對我國總人口減少、高齡少子化、人口過度集中大都會，以及城鄉發展失

衡等問題，行政院於 2017 年 12 月之年終記者會宣示「安居樂業」、「生生不息」

及「均衡臺灣」等三大施政主軸，其中在「均衡臺灣」方面，要根據地方特色，

發展地方產業，讓人口回流，青年返鄉，解決人口變化，積極推動「地方創生」

政策。該計畫由中央部會、地方政府及關心地方創生領域的民間產業負責人與學

者專家組成，並由國發會負責統籌及協調整合部會地方創生相關資源，落實推動

地方創生工作。 

圖 1  地方創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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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行政院，2019.01 

行政院 107 年 5 月 21 日及 11 月 30 日兩度召開「地方創生會報」，訂定 2019

年為台灣地方創生元年，並定位地方創生為國家安全戰略層級的國家政策，未來

將以維持總人口數不低於 2000 萬人為願景，逐步促進島內移民及配合首都圈減

壓，達成「均衡台灣」目標。 

上開計畫中所推動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主要集中於中南部、東部等非六 

都，土地面積占全國 66.5%，人口數僅占全國 11.6%，倘人口持續減少，未來在

地基本生活設施及功能維持困難，同時並考量資源運用優先順序及地區居民經濟

弱勢情形，將其中 134 處鄉鎮區列為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地方創生優先推動

地區依其資源特性及發展情形，可區分為下列 3 種類型，農山漁村、中介城鎮與

原鄉。 

圖 2 高雄地區優先進行地方創生的區域 

 

資料來源：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行政院，2019.01 

貳、 彌陀區地方創生的適切性 

彌陀區，座落於台灣省西南部，在高雄帄原的邊緣，西邊距離海約有二公里，

東邊距離岡山街大約五公里左右，中間是岡山空軍機場，南面一公里有漯底山，

山的高度約為五十二公尺和梓官區連在一起。北傍阿公店溪和永安區為界。該區

在地圖形狀南北大約等長，東邊距離較短，西邊海岸線很長，看起來好像梯形。

地理位置非常險要，是龍蟠虎踞的地形。彌陀區早年引進藺草種植及草蓆編織技

術，使得草蓆編織工業在彌陀庄蓬勃發展，曾經讓彌陀地區的草蓆在南台灣風光、

輝煌了三、四十年的歲月，是區內當年的經濟命脈之一。如今，隨著替代草蓆的

用品逐漸出現，加上大陸產品低價衝擊，使得彌陀區草蓆碩果僅存一家，即陳旺

昌先生及所經營金信昌的竹、草蓆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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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傳，三百多年前，皮影演師阿萬師隨著鄭成功的軍隊來到台灣，最後定居

在彌陀區，把皮影戲的表演藝術傳給了五個弟子，從此台灣便有了皮影戲。彌陀

是台灣皮影戲的重鎮，有「皮影戲窟」之稱。而隨著社會結構的轉變，新興娛樂

媒體取代了傳統戲劇的發展空間，台灣皮影戲也迅速沒落，目前僅剩五個傳統戲

團仍在高雄市內活動，分別是大社的「東華」與「合興」，岡山的「福德」，以及

彌陀的「永興樂」與「復興閣」。 

除了上述兩項較有特色的地方文化外，彌陀僅能透過靠海的漁業文化來支撐

地方的經濟，因此，彌陀區符合上開行政院創生計畫中的「主要分布於中南部山

區及沿海地區，農漁業雖蘊藏豐富，但人口規模過小且青壯人力不足，致產業發

展不易」。因此，在地方創生對策上，不僅應朝輔導青年返鄉創業，發展產業六

級化，改善聯外交通，強化高齡照護設施，完善地方基本生活機能等方向辦理，

亦應考量協助地方發揮特色，吸引產業進駐及人口回流，繁榮地方，進而促進城

鄉及區域均衡適性發展，故而，地方創生要超越社區總體營造、文化創意、甚至

農村再生的層次。也因此，國發會亦核定本區為第一優先進行地方創生的區域。 

至於導入地方創生的推動，要有經濟產業發展的思維結合地方的 DNA 與科

技導入，進行跨域整合，並帶動人口的成長及生活環境的優化，形塑幸福城鄉的

均衡發展面貌。 

參、 地方創生的共識型塑 

國發會對於地方創生之進程，有下列之規範，期透過各階層的共識，來架構

地方的 DNA(如下圖)，觀之彌陀地區的地方創生大抵可朝下述三大方向為之，然

為因應地方原有的特色與文化基源，爰將透過共識座談會機制，邀集地方機關、

學校、民意代表、營利與非營利機構，農漁會組織與地方仕紳等等，經由會議討

論，激盪出彌陀區適用的創生構面，並暫以下述為題。 

圖 3 行政院地方創生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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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產經濟面：增加在地經濟活動 

配合在地具歷史淵源的產業，以及現代化相關產業，生產具彌陀代表性之產

品，以創造經濟價值。 

二、生活文化面：尊重在地想法尊嚴 

讓在地居民特有的生活文化，有更合適的展現管道，並使文化資產得以保存，

傳承具有特殊風格的在地漁村文化。 

三、生態自然面：保護在地自然資源 

維持在地生物的生產量、調節氣候、提供乾淨的空氣和水、提供合宜的休閒

觀光漁業資源，推廣並保護在地自然資源。 

肆、 地方創生座談會之舉辦 

一、 活動名稱：高雄市彌陀區地方創生構想交流座談會 

二、活動目的：擬透過公民參與模式之研習，讓在地公民能發揮其個人之能力投

入創生計畫，以便於 2020~2021 年完成彌陀區之地方創生計畫。  

三、活動方式：辦理兩場共識營，邀請 2020~2021 年有機會參與彌陀區地方創生

計畫之各單位或組織的主要管理者參與共識營。 

四、活動時間：本活動辦理兩場，每場次四個小時，暫訂時程說明如下。 

（一） 2019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五）上午 9:00~13:00。 

（二） 2019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9:00~13:00。 

五、活動地點：餘香咖啡二館 (彌陀區漁產品展示中心)。 

六、參加人員：有機會參與彌陀區地方創生計畫之單位，包括「高雄市議員」、「彌

陀區公所」、「農會」、「漁會」、「彌仁里」、「彌陀里」、「舊港里」、「南寮里」、

「樹德科技大學」、「彌陀國中」、「彌陀國小」、「南安國小」、「彌羅港文史協

會」、「彌靖社區發展協會」、「國際產業翻譯協會」、「金信昌實業有限公司」、

「福星烘焙」、、「永興樂皮影劇團」、「竹田竹編」、「笙竹工坊」、「餘香咖啡

創辦人張博仁」、「松鼠與魚」、「megao 大雄誌」、等單位的代表人士，以及

有意參與彌陀區地方創生計畫的在地人士，每場次 20 名。 

七、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 

八、主辦單位：高雄市彌陀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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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承辦單位：樹德科技大學。 

十、活動流程：  

 2019 年 11 月 15 日 2019 年 11 月 29 日 

8:50~9:10 報到 報到 

9:10~9:30 長官致詞 長官致詞 

9:30~10:30 地方創生概念說明 地方創生概念說明 

10:30~11:00 地方創生成功經驗 地方創生成功經驗 

11:00~12:00 座談與互動 座談與互動 

12:00~13:00 餐敘與交流 餐敘與交流 

13:00~ 賦歸 賦歸 

十一、 活動內容： 

（一） 長官致詞：邀請指導上級高雄市政府官員致詞。 

（二） 地方創生概念說明：由承辦單位樹德科技大學派員說明彌陀區創生

計畫執行的規劃方向與做法。 

（三） 地方創生成功經驗：11月15日邀請樹德科技大學廖冠傑教授分享；

11 月 29 日邀請義守大學研究發展處陳俊益研發長分享經驗。 

（四） 座談與互動：由樹德科技大學派員主持，並邀請食漁、食農及文宣

合作廠商一同探討創生計畫之推廣方式。 

（五） 餐敘與交流：備有中餐供參與者食用，同時進行意見交流，形成共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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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2019/11/15 地方創生構想交流座談會會議記錄： 

 

地方創生構想交流座談會(第一場)—與會人員共同合影 

 

彌陀國中校長邱侶文： 

1. 交通路線問題，在特定路口應該有各

景觀或名產商店的標示。 

2. 宮廟文化的統整與介紹。彌陀有三個

主要宮廟，活動都各自舉辦。特別是

全台特有的齊天宮，應特別介紹。 

3. 過去曾有「微涼海岸」的業者，提供

露營、看海的活動，也沒有持續發展。 

4. 本地還有小欖仁、蘭花園、醬油…都

可以規劃導覽行程。 

5. 可採用慢活的概念。 

 

彌陀國小校長謝律生： 

1. 以虱目魚的諧音「思目愚」設計特色

課程 

思：在地宗教、人文、古厝、文化等。 

目：景觀、碉堡等。 

愚：實作，如烘焙、草蓆、牽罟等。 

2. 可和其他港口一樣做假日市集。 

3. 培養小小解說員。 

4. 規劃遊學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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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國小校長李安世： 

提出一個旅遊套裝行程 

1. 漁貨拍賣體驗。 

2. 文創課程體驗。 

3. 用餐地點的體驗。 

4. 漯底山健行。 

5. 空軍官校飛行員不同機種練習觀賞。 

6. 海岸光廊觀景。 

7. 民宿與桌遊體驗，或加入機器人學

習。 

8. 鳥菘文化館參觀。 

9. 皮影戲演出及 DIY。 

 

彌陀區漁會總幹事林子清： 

1. 漁會可協助培育導覽人員。 

2. 目前漁會正進行前瞻計畫的環境改

造。 

 

福星烘焙負責人徐雅伶： 

1. 人才需要對地方有感覺才行，導覽人

員可由在地老人家培訓。 

2. 在地文化教育必頇從小培養起。 

3. 在地經濟若能提升，就能吸引人進

來。例如真善美戲院可做為文化參觀

地點。 

4. 先以推廣為主，營利為輔的態度運

作。 

 

竹田竹編陳冠霆老師 

30 歲時曾推動籃球協會，曾從事美髮

業，從事竹編藝術三年。 

建議可以從竹林砍採原料開始，到自己

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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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員代表也是前市議員翁瑞珠表

示，推動並爭取海岸線交通建設。 

 彌羅港文史協會創會理事長張哲男： 

1. 要先愛土地，才會愛國家。 

2. 皮影戲、醬油製作…等的參觀。 

3. 可重建竹編顧雞寮做為民宿，在漁塭

邊或上面興建。。 

4. 紅樹林需要復育，可成為景觀。 

5. 農作物的採摘，如蕃茄，佔全台灣

80%。 

6. 草蓆、竹編的教學與 DIY。以前曾辦

過文化列車：路線經過復興閣、永興

樂，再到媽祖廟、再到漯底山、然後

再做斗笠彩繪 DIY 體驗、參觀鳥菘文

物館等。 

 
笙竹工坊陳詠笙老師： 

1. 應考量資源是否符合年輕人到此創

業。 

2. 政府可先補助給年輕人能度過創業

初期，並媒合空屋供其開店。 

3. 應研擬出短中長期計畫。 

4. 可以文化觀光的角度進行，建立三

年、五年、七年所應達成的文化觀光

指標進行。 

5. 應研究目標客群。 

6. 以體驗教學的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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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2019/11/29 地方創生構想交流座談會會議記錄： 

 

地方創生構想交流座談會(第二場)—與會人員共同合影 

 舊港里吳風慶里長： 

1. 彌陀區很小，遊客停留的時間不長，

各景點的基礎建設並不好，多年來所

辦的虱目魚節都只有熱鬧兩天而已。 

2. 建議海岸線風景旅遊可以規劃；加工

產品的包裝可以進一步規劃。 

3. 舊港里有規劃路跑的路線，因三面環

水（海、鹽埕大排、阿公店溪）景觀

優美，如果能把鹽埕大排與阿公店溪

加以整治，更能成為路跑或自行車的

好去處。 

4. 阿公店溪口有很多釣客，但同時帶來

很多垃圾，這一方面也需要多考量。 

5. 部份三合院的空屋未來可以協調屋

主是否可提供出來加以利用。 

6. 建議可以辦理路跑或是牽罟活動。 

7. 舊港里有七處綠美化，也有規劃露營

區的構想。 

 

彌陀區漁會總幹事林子清： 

1. 創生計畫的參與單位必頇是對此計

畫有興趣與熱忱的單位。 

2. 導覽人員的特質必頇符合目標客群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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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周政德教授： 

1. 行銷的諸多觀念都可以用來行銷彌

陀區，如病毒行銷、感動行銷等。 

2. 可透過微電影的拍攝行銷彌陀，例如

漁港的一天。 

3. 推廣旅遊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如交

通或是環境的維護，可由公所負責處

理。 

 
義守大學陳俊益研發長： 

1. 在申請創生計畫時，應考量科技如何

導入。 

2. 創生計畫的KPI要聚焦於就業人數的

成長及人口的回流。 

3. 送件後，需到國發會簡報，有必要時

國發會需要到現場瞭解，再來是輔導

會議提出修改建議。 

4. 每一個子計畫都要能對應目前各部

會現有的計畫。 

 
餘香咖啡負責人張博仁： 

1. 年輕人為何會選擇回鄉服務，主要的

原因是回到兒時的記憶。 

2. 老人有資源與經驗，年輕人有體力。 

3. 彌陀有山、海與人才。 

4. 當初規劃微涼海岸是借鏡微熱山丘

的想法，規劃了海邊露營地。 

5. 彌陀有文化寶藏，有捕撈業、養殖業

與農業。 

6. 餘香咖啡開幕至今已有 6,000 人次進

到店來，如此才得以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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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產業翻譯協會薛美玉理事長： 

1. 可以安排中小企業主來參訪，讓他們

瞭解彌陀在地經濟，大家共好。 

2. 全球通路，語言帶路。九月份已協助

高雄市政府國際處將全市道路的英

文名稱全部修正過。 

3. 透過語言可以傳遞彌陀美景給外國

人，吸引他們到彌陀觀光旅遊，也可

以推廣會展事業來彌陀開會與旅遊。 

 
彌羅港文史協會吳皇奇理事長： 

1. 大學畢業回到鄉里時的感覺是景色

依舊，只有人變老，也就是環境都沒

有變化，等於沒有成長。 

2. 漯底山的美是閒靜之美，可讓人感受

先民的心境。 

3. 面對不同的客群，8 歲到 88 歲都要有

不同的安排，要能提供帶狀觀光的連

結。 

4. 吳家古厝是燕尾古厝，相當特殊。有

關產權與修復方式，則有待 

5. 結婚的傳統儀式，如拜堂程序中的請

神與送神的儀式，都可以是文化傳承

參訪的項目。 

6. 藺草的編織較竹藝品好保存，可以開

發新的課程。而構樹的剝皮、打漿、

造紙等過程的體驗，更有在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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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專業共識結論 

一、彌陀 DNA 

 

二、結論與建議 

1. 地方創生計畫之執行單位，除區公所外，尚包括在地企業、社區協會、私

人企業、個人，以及大專校院，一起共同攜手合作，創造地方就業機會，

以吸引在地青年留鄉。 

2. 透過傳統產業的轉型（如斗笠、草蓆、皮影戲等）的復興與扶植、水產加

工技術的精進，以及結合養殖、捕撈與休閒觀光產業之新興事業，發展得

以創造產值的產業結構。 

3. 金信昌公司已計畫將草蓆製作的傳統工藝做歷史回溯，帶領遊客以手工收

割藺草，並以半機械的方式 DIY 編織草蓆，可再結合養殖業、漁產加工品、

咖啡店等各項產業，並解決交通與都更問題，即可營造地方魅力。 

4. 盤點出來的 DNA，舉凡養殖生產漁業、傳統草蓆、斗笠文創、漯底山自然

公園、南寮漁港等，都是近程目標要項；中程則以精進漁產品加工技術、

相關生技事業、推動觀光休閒產業為目標；遠程則在有盈餘的情況下，提

撥回餽金執行社福工程，並達永續發展為目標。 

5. 具體創生計畫項目可包括：愛情產業鏈之規劃與實施、漯底山自然與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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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之盤點、整建與行銷、一日及二日遊程之規劃與軟硬體建置、觀光產

業地圖與 APP 數位地圖之開發、農漁產品之衍伸產品之開發、在地文創商

品之開發、彌陀行銷計畫、生產無刺虱目魚技術訓練與自動化研發、彌陀

區交通接駁與串接規劃、青年創業計畫、虱目魚養殖區觀光體驗規劃、銷

顧問諮詢團隊之建置。 

6. 漁會可配合的項目包括休閒教育活動及美食行銷等。漁業署對於硬體設備

已有相關補助，但交通不便的問題應協調上級單位積極改善。 

7. 全台目前僅存 4 個皮影戲團，彌陀就佔了 2 個，可持辦理巡迴式文化列車，

串聯魚丸 DIY、皮影戲表演、彌壽宮介紹、斗笠彩繪、惡地形導覽等，吸

引人潮。此外，還有濱海遊樂區的黑森林、漯底山自然公園、蔦松文物館、

草蓆及斗笠等在地文化產業，足以規劃吸引遊客。 

8. 漯底社區發展協會預計成立斗笠展示館，可列為文化列車之其中一站；另

以無毒方式栽種有機蔬菜製成黃金泡菜，可供青年創業。 

三、構想 

 

四、預期效益 

1. 彌陀傳統文化產業(斗笠竹編技藝、草蓆、皮影戲)與技藝得以保存、記錄

與推廣； 

2. 學生習得傳統文化產業之相關技藝及問題解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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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場域到餐桌，食魚教育讓學生更了解虱目魚的一生； 

4. 彌陀區具有更吸遊客之文化觀光景點，提升彌陀區之知名度； 

5. 學生具有多樣性遊程規劃能力，提供遊彌陀更多樣的遊程選擇； 

6. 漁村之風味餐更多樣化精緻化，學生廚藝更強化。 

7. 學生習得並實作網路行銷之方式，提升彌陀區之知名度； 

8. 彌陀傳統文化產業，研發出文創商品，提升經濟效益； 

9. 為彌陀區創造更多學生見習、實習、就業或創業之機會。 

 

 

五、預期績效 

• 人口成長率：2020 年～2021 年之總人口數維持不變，不再下降。 

• 新創產品 

• 草蓆周邊文創產品設計 10 件、DIY 活動設計 5 件。 

• 斗笠周邊文創產品設計 10 件、DIY 活動設計 5 件。 

• 皮影戲周邊文創產品設計 10 件、DIY 活動設計 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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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影戲新式劇本 1 部。 

• 食漁教育新式菜單 10 件、體驗課程 10 件。 

• 食農教育新式菜單 10 件、體驗課程 10 件。 

• 旅遊套裝行程 5 件。 

• 新創品牌：旅遊事業品牌 1 項、食漁教育與食農教育產品新創品牌 1 項。 

• 創造就業機會：2020 年增加 20 名就業人數，2021 年新增 40 名就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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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高雄市彌陀區 

地方創生構想交流座談會 

 

 

 

會議手冊 

 

 

 

 

 

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 

主辦單位：彌陀區公所 

承辦單位：樹德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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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流 程 表 

（一）長官致詞：邀請指導上級高雄市政府官員致詞。 

（二）地方創生概念說明：由承辦單位樹德科技大學派員說明彌陀區創生計

畫執行的規劃方向與做法。 

（三）地方創生成功經驗：11 月 15 日邀請樹德科技大學 廖冠傑教授分享；

11月 29 日邀請義守大學研究發展處 陳俊益研發長分享經驗。 

（四）座談與互動：由樹德科技大學派員主持，並邀請食漁、食農及文宣合

作廠商一同探討創生計畫之推廣方式。 

（五）餐敘與交流：備有中餐供參與者食用，同時進行意見交流，形成共識。 

2019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五) 

時 間 會 議 內 容 與 人 員 

8:50~9:10 報到 

9:10~9:30 

開幕式 

  長官致詞：歐劍君（彌陀區公所 區長） 

            高雄市政府各部門官員 

  主 持 人：曾宗德（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院長） 

9:30~10:30 

地方創生概念說明 

  【分享主題】：地方創生•高雄向上提升 

    主講人：廖冠傑（樹德科技大學 教授） 

10:30~11:00 

地方創生成功經驗 

  【分享主題】：彌陀六級產業創生計畫初步構想 

    主講人：廖冠傑（樹德科技大學 教授） 

11:00~12:00 

座談與互動 

  邀請食漁、食農及文宣合作廠商一同探討創生計畫之 

  推廣方式 

  主 持 人：曾宗德（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院長） 

12:00~13:00 
餐敘與交流 

  備有特色 buffet 餐點享用，同時進行意見交流 

13: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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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會 單 位 名 冊 

序 號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01 彌陀區公所 區 長 歐 劍 君 

02 樹德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學院院長 曾 宗 德 

03 樹德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廖 冠 傑 

04 立法院 立法委員 邱 志 偉 

05 高雄市議會 副議長 陸 淑 美 

06 高雄市議會 議員 方 信 淵 

07 高雄市議會 議員 高 閔 琳 

08 高雄市議會 議員 宋 立 彬 

09 高雄市議會 議員 黃 秋 媖 

10 彌陀區公所 主任秘書 林 勝 賢 

11 彌陀區公所 秘書室主任 葛 志 蘭 

12 彌陀區農會 總幹事 謝 榮 正 

13 彌陀區漁會 總幹事 林 子 清 

14 彌陀國民中學 校長 邱 侶 文 

15 彌陀國民小學 校長 謝 律 生 

16 南安國民小學 校長 李 安 世 

17 彌靖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高 麗 琴 

18 彌羅港文史協會 創會理事長 張 哲 男 

19 國際產業翻譯協會 理事長 薛 美 玉 

20 megao大雄誌 總編輯 王 倚 祈 

21 金信昌實業有限公司 行銷部設計師 沈 毅 珊 

22 餘香咖啡 創辦人 張 博 仁 

23 福星烘焙 負責人 徐 雅 伶 

24 竹田竹編 負責人 李 冠 霆 

25 笙竹工坊 負責人 陳 詠 笙 

26 樹德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學院計畫助理 王 藝 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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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流 程 表 

（一）長官致詞：邀請指導上級高雄市政府官員致詞。 

（二）地方創生概念說明：由承辦單位樹德科技大學派員說明彌陀區創生計

畫執行的規劃方向與做法。 

（三）地方創生成功經驗：11 月 15 日邀請樹德科技大學 廖冠傑教授分享；

11月 29 日邀請義守大學研究發展處 陳俊益研發長分享經驗。 

（四）座談與互動：由樹德科技大學派員主持，並邀請食漁、食農及文宣合

作廠商一同探討創生計畫之推廣方式。 

（五）餐敘與交流：備有中餐供參與者食用，同時進行意見交流，形成共識。 

2019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五) 

時 間 會 議 內 容 與 人 員 

8:50~9:10 報到 

9:10~9:30 

開幕式 

  長官致詞：歐劍君（彌陀區公所 區長） 

            高雄市政府各部門官員、與會來賓 

  主 持 人：曾宗德（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院長） 

9:30~10:30 

地方創生概念說明 

  【分享主題】：大學如何推動地方創生? 

    主講人：陳俊益（義守大學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10:30~11:00 

地方創生成功經驗 

  【分享主題】：論義守大學之社會參與 

    主講人：陳俊益（義守大學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11:00~12:00 

座談與互動 

  邀請食漁、食農及文宣合作廠商一同探討創生計畫之 

  推廣方式 

  主 持 人：曾宗德（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院長） 

12:00~13:00 
餐敘與交流 

  備有特色 buffet 餐點享用，同時進行意見交流 

13: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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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會 單 位 名 冊 

序 號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01 彌陀區公所 區 長 歐 劍 君 

02 樹德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學院 院長 曾 宗 德 

03 義守大學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陳 俊 益 

04 樹德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廖 冠 傑 

05 樹德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周 政 德 

06 彌陀區公所 主任秘書 林 勝 賢 

07 彌陀區公所 秘書室主任 葛 志 蘭 

08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

局—彌陀分駐所 
所長 曾 益 國 

09 彌仁里 里長 梁 天 賞 

10 彌陀里 里長 林 煌 陸 

11 舊港里 里長 吳 風 慶 

12 南寮里 里長 吳 宏 桂 

13 彌羅港文史協會 理事長 吳 皇 奇 

14 國際產業翻譯協會 理事長 薛 美 玉 

15 餘香咖啡 創辦人 張 博 仁 

16 永興樂皮影劇團 團長 張 信 鴻 

17 松鼠與魚 負責人 劉 上 銘 

18 樹德科技大學 計畫專案經理 邱 弘 政 

19 樹德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學院計畫助理 王 藝 霖 

20 彌陀里 里民代表  

21 舊港里 里民代表  

22 南寮里 里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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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地方創生構想交流座談會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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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地方創生構想交流座談會邀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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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生構想交流座談會宣傳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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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方創生構想交流座談會宣傳標語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