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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青扎根石光迴廊（點線面資源凝聚，青創老石安） 

公民參與前導計畫成果報告書 

一、 前言 

近年來隨著政府施政效能感的低落，公民意識更加的抬頭，現今

的代議式民主已難以滿足所有公民對參與公共事務的需求，除了被動

的接受上對下的政策外，更渴望能夠有近一步參與的可能。然而過往

開放參與的模式卻多為被動的政令宣導，如：多數公聽會的舉辦，往

往只是傳達政令，而非聽取居民建議。因此近年來興起了一股新的參

與模式：運用「審議式民主」（又稱：公民審議）參與社造。1
 

社區營造推動多年，為更落實由上而下的精神，同時也期待公私

協力有更好的效益產生，近年公民參與的各種模式，變成參與社區的

方法之一。 

公民參與模式中，居民作為社區主體，有權利提出自己想要什麼，

但也有義務要進一步的提出具體方案來實現。而行政和政治的任務在

於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專業的協助和資源，以支持居民的方案能夠

具體落實。居民不只是被動的政策接受者，而是積極的主導公共事務

的內容與方向。2
 

守護人民安全、建構永續國土是內政部重要的施政願景，而這些

願景的落實，必需奠基於健全的「公民參與」環境上，經由程序正義

                                                      
1
 參與社區的新可能：公民審議導入社區  文化部台灣社區通 

https://communitytaiwan.moc.gov.tw/Item/Detail/%E5%8F%83%E8%88%87%E7%A4%BE%E5%8D%8
0%E7%9A%84%E6%96%B0%E5%8F%AF%E8%83%BD%EF%BC%9A%E5%85%AC%E6%B0%91%E5%AF%
A9%E8%AD%B0%E5%B0%8E%E5%85%A5%E7%A4%BE%E5%8D%80 
2
 公民參與與地方治理。周睦怡、吳勁毅，https://www.hisp.ntu.edu.tw/news/epapers/28/articles/85 



  

蓮青扎根石光迴廊（點線面資源凝聚，青創老石安） 2 

 

的落實，方能使內政部各項政策措施更臻周延完善。因此，促進民眾

參與，活絡市民社會發展，是內政部持續努力的施政目標，在都市計

畫、都市更新、土地徵收及社會住宅等重大政策的推動過程中，內政

部將致力於完備相關公民參與機制，並將持續推動公民參政相關法制

改革，確保民主政治參與，及建立政黨良性競爭機制，促進政黨政治

健全發展；並將鬆綁人民團體管理相關法制，打造公民社會優質發展

環境。3 

 

內政部明訂公民參與為政府施政願景的基礎，藉由公民參與的機

制，將重要的議題做更好的民眾參與機制，近年各地方政府也以此精

神積極推動，而區公所作為第一線基層公務機關，扮演促進公私協力

角色最適合不過，阿蓮區公所近年來在區域發展中，積極推動福利社

區化、社區營造、地方創生等工作不遺餘力，積極的與地方社區、社

團的協力合作，為求更多政策在制訂或實施之前可以更貼近民眾所需，

也善用此精神作為工作方法，去年為國發會宣告的地方創生元年，阿

蓮區為優先區域之一，阿蓮區公所便由高雄市政府研考會的指導下，

加上在地活絡的社區組織，進行不同面向的參與推進，也符合培力民

間團體、活絡市民社會精神。 

阿蓮區復安里的再興新村，是早年被稱為「大陳義胞」所居住的

                                                      
3
 中華民國內政部重大政策 https://www.moi.gov.tw/chi/chi_ipmoi_note/policy_index0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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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近年來透過在地的社區經營和文化記錄，成為阿蓮重要發展區

域之一，也在 2019 年阿蓮區公所提出的地方創生計畫當中，重要的

實踐點，2020 年提出公民參與前導計畫，希望促成在地居民更活絡

的參與各項計畫，讓在地的發展更符合公眾的需求。 

過去社團法人高雄市小鄉社造志業聯盟與區公所在社區的培力

和人才培育工作中有許多協力經驗，本身也在高雄推動社區參與工作

多年，對於阿蓮區的地方資源掌握充分，從 2020 年在阿蓮區復安里

再興新村的經驗出發，嘗試擴大誘發更多青年社區參與，擇定阿蓮區

石安社區作為場域，利用本計畫做為青年與社區組織間的橋樑，從區

域調查、空間改造工作坊的進行，促成社區作為後盾，青年發揮的參

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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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計畫執行目標與策略 

今年度本計畫主要目標除了促進在地居民的公民參與意識及實

踐外，亦嘗試導入世代參與永續傳承之嘗試，過去公民參與實行大概

以討論及觀念傳達為主。自109年阿蓮再興新村公民參與前導計畫經

驗後，深感找出社區居民有感的議題或需求，再進行討論與實作工作

坊更有效益，藉此達到共學共融實踐公民參與的真諦。 

石安社區人口外移嚴重，老年化指數超過18%，或許是這樣的因

素，古厝保存相當完整，堪稱阿蓮區保有早期聚落特色的社區。時代

變遷，近幾年古厝因環境問題快速拆遷，居民雖然不捨，卻迫於現實

只能感嘆。所幸，近年石安社區透過計畫執行與活動辦理，例如：坔

土運動會、暑期夏令營、大學生根計畫等，讓社區重新動員起來，創

造世代交流的機會，亦喚起居民對於年輕活力的注入擁有更多期盼。 

因此本計畫主軸以石安古厝聚落的盤點紀錄及年青人返鄉駐村

發展作為出發點，與在地居民與年輕人實地的討論和實作，在這些討

論過程中引導居民與年輕人積極的參與所有過程，進而瞭解居民對於

聚落未來發展的期待，以及年輕人於社區發展的未來，同時也促使社

區發展工作得以更深化與共創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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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阿蓮區石安社區概況說明 

1. 聚落特色 

阿蓮區共有 12 個里，而石安社區目前是阿蓮區裡保留最

完整早期農業聚落文化及記憶，社區內仍保留有相當多的古

厝老屋、閒置空間的存在足以顯現在地的脈絡歷史，且老屋

及閒置空間的整理再利用也是指日可待，且社區的柑仔店文

化仍保持營運，也是居民凝聚力的元素之一，而純樸民風及

人心凝結的氛圍亦為石安社區聚落特色。 

2. 人文概況 

目前石安社區總人口數為 1,443 人，而 65 歲以上的老人

271 人，佔總人口高達 18.7%屬高齡社區。主要產業結構以務

農為主，由於社區內的工作機會不多，使得青壯年需至外地

就業，造成青壯年人口籍在人不在的問題。但近年，在社區

開始發現有青年返鄉從事農務工作，耕作方式也從主流的「慣

行農法」，嘗試為「友善耕作」。 

文化信仰亦為凝聚石安居民元素之一，境內大小廟宇很

多，每到宗教慶典都會看到石安居民大家共同一起慶祝跟服

務的氛圍，這也是石安聚落在人文上的凝聚團結共好的信念

及特色。除此之外，社區自籌辦理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落實

照顧長輩，使離鄉背井的長輩子女很安心，為此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用不一樣的方式支持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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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石安社區近年社造與公民參與概況 

103 年由阿蓮區公所積極投入在地社區營造工作，結合高雄市政

府社會局與文化局等局處資源，推展各社區組織與社區間的協力工作，

當中除了以社區福利照顧為軸線外，也善用阿蓮區地理地形特色，抓

出了大崗山沿線、二仁溪流域的探查軸線，逐一踏訪兩路線的地方文

史特色，構築阿蓮區域的發展基礎。 

104 年，阿蓮區公所透過高雄市社會局【旗艦阿蓮，幸福蓮蓮-

社區協力結盟互助計畫】，協助區域內尚未開辦社區福利服務的社區

至據點發展成熟的社區參訪觀摩，進而透過計畫的社區協力進入石安

社區培力試辦照顧關懷據點，也是石安社區發展真正起步的契機。 

105 年，延續開辦社會福利長輩照顧的服務，石安社區及阿蓮區

公所共同持續推動在地的老舊的活動中心廣場的美化及改造，營造

「石安客廳」的溫暖氛圍。同時，社區也開始嘗試跨局處推動社區營

造，申請都發局綠美化專案來營造早期蔗埕集貨站，進而保存早期糖

廠鐵路經過的歷史痕跡，將其小公園成為【石來運轉】，亦藉由草地

音樂會辦理象徵石安分享、開放、凝聚的精神。 

106 年，石安社區持續參與阿蓮區公所辦理社區協力的小旗艦計

畫，其中青少年社區參與服務活動開啟世代共融的契機。高雄市社區

願景培力中心亦透過社區幹部培力課程，號召社區幹部及在地居民一

起參與社區空間桌椅木工自造計畫，鼓勵在地人參與在地事。同時，

社區運用古厝特色辦理古厝音樂會，三奶宮廟埕辦理中秋營火烤肉晚

會，讓社區更加活耀，並邀請鄰近社區共襄盛舉。此時的石安正在蛻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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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至 109 年石安社區參與衛福部福利社區化旗艦型計畫，主

責活化多元福利空間及青少年社區參與的計畫，辦理暑期夏令營、獨

居長輩據點圍爐、青少年到社區煮飯及竹編共學，讓社區因為青銀共

融的計畫，創造年輕人進入社區服務之場域，而社區居民也看到石安

不一樣的未來發展。 

108 年石安社區申請農村再生計畫，透過計畫課程號召更多社區

居民的投入，為此發想充滿在地特色的「坔土運動會」，藉由活動的

規劃、分工與參與，創造在地更多不同年齡層居民的加入，產生高度

社區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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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執行成效 

1. 石安聚落空間調查工作坊（一） 

老屋聚落盤點行前討論說明會 

執行日期 

2021 年 7 月 22 日 09:00~11:00 

參與人員 

阿蓮區公所、石安社區發展協會、阿蓮在地青年、社團法人高雄市

小鄉社造志業聯盟（以下簡稱小鄉）  共 27 人（詳見附件簽到表） 

工作坊討論紀錄 

(1) 針對今年度公民參與計畫的推動，先由阿蓮區公所說明並給予

鼓勵，並由小鄉跟社區民眾細說接下來計畫執行安排，並邀請

社區居民和青年提供更完善的需求與想法。 

(2) 工作坊中由每位參與者自我介紹，並說明本身與石安社區的關

係為何，並在介紹中發覺不同的年齡世代，對於石安的記憶有

不同的描述，同時對於在地老屋的凋零，各有不同見解，長者

雖然感到惋惜，但覺得這是時代進步的必須，年輕世代覺得可

惜，想進一步運用，但會在產權與資金上面臨困頓，如何異中

求同，會是未來慢慢需要更多討論的。 

(3) 共同檢視老屋盤點的調查表格，並討論如何修正，更符合青年

與居民的運用。調整表格以勾選項目為主，方便居民的使用。 

(4) 石安社區在地耆老沈太平引領與會者，至鄰近老屋嘗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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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效益 

(1) 本次工作坊中實際走訪五間老屋，並由青年團隊進行表格記錄

實作，同時檢視表格填寫難易度。 

(2) 青年團隊與居民協力分組與分工，持續進行調查。 

(3) 全體參與者對於本計畫推動產生初步共識。 

執行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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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石安聚落空間調查工作坊（二） 

老屋聚落走踏紀錄及彙整 

執行日期 

2021 年 7 月 29 日  09:00~11:00 

參與人員 

阿蓮區公所、石安社區發展協會、阿蓮在地青年、社團法人高雄市

小鄉社造志業聯盟（以下簡稱小鄉）共 28 人（詳見附件簽到表） 

工作坊討論紀錄 

本次工作坊延續石安聚落調查工作，首先先檢視目前手頭上的

調查表，討論實際使用後的情況，並做表格的調整，同時也發現石

安社區幅遠廣大，但居住與生活有具體中心，外圍多是耕作用地。 

依據這樣的觀察，邀請社區志工與青年，共同繪製石安的生活

地圖，從志工的兒時記憶開始闡述，目前社區主要公共區域，早期

為三奶宮，廟宇祭祀空間在二樓，而一樓為市集，所以人聲鼎沸，

整個社區最繁榮的階段在此時，後期三奶宮搬遷，二樓轉為活動中

心空間，一樓仍為市集，但在環境變遷，生活樣態轉型後，一樓市

集攤位減少，逐漸變成停車空間，後來幾年前社區組織開始活化，

在此空間推動社區照顧，又重新回到公共使用。 

繪製討論地圖時，居民多以廟宇為標的，很快的可以指出位

置，同時也指繪出許多麵攤與小吃店的位置，居民表示石安早期有

許多餐飲攤，打趣的說我們是一個愛吃的聚落，以後可以推動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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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效益 

(1) 挖掘集體記憶做為未來社區發展重要根基，同時也藉此提高居

民凝聚力。 

(2) 指繪地圖的產出，為爾後多元發展與參與提供更多具體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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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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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指繪生活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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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指繪生活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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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安社區老屋空間與生活地圖 

地圖背景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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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蓮青基地台實作工作坊（一） 

蓮青基地台空間運用規劃討論 

執行日期 

2021 年 7 月 24 日 13:00~17:00 

參與人員 

阿蓮區公所、石安社區發展協會、阿蓮在地青年、社團法人高雄市

小鄉社造志業聯盟（以下簡稱小鄉）  共 26 人（詳見附件簽到表） 

工作坊討論紀錄 

本次邀請大川文創產業有限公司執行長陳宗卿為講師，他同時

為旗山區圓富社區前理事長，有社區經營豐富經驗，同時也具備了

空間改造的實作經驗，本次工作坊以居民和青年共同討論，從早期

此空間的角色和情況做回顧，並彙整社區居民與青年團隊的空間期

望，初步規劃空間的功能性，並保留未來調整之彈性。 

初步規劃空間內一樓為未來青年團隊的會議及行政作業使

用，同時兼具在地物產展售功能，二樓可提供社區照顧的多元服務。 

    在初期有限資源以及定位滾動調整的情況下，決議使用社區內

既有材料，輔以協力自製精神，為一樓空間製作簡易桌椅與物產

架，同時外觀牆面清理和綠化為本次計畫目標。 

    石安社區與青年團隊展開廢棄木棧版募集與整理行動，作為空

間未來使用的材料，不足部分由本計畫資源添購材料製作。同時，

也為空間做量測，檢視空間水電安全，並藉此挖掘在地相關專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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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期待接下來實作過程，有更多的在地捲動。 

執行效益 

(1) 確認蓮青有為基地台的空間功能。並依照功能所需討論出具體

改造方向。 

(2) 對於空間改造與後續計畫推動所需人力與材料在工作坊中確

認。 

執行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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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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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蓮青基地台實作工作坊（二、三） 

空間營造素材資源及工具募集、素材資源整理與分類 

執行日期 

（工作坊二）2021 年 8 月 09 日  08:00~12:00 

（工作坊三）2021 年 8 月 16 日  08:00~12:00 

參與人員 

阿蓮區公所、石安社區發展協會、阿蓮在地青年、社團法人高雄市

小鄉社造志業聯盟（以下簡稱小鄉）（詳見附件簽到表） 

8 月 09 日 28 人 

8 月 16 日 26 人 

工作坊記錄 

在地青年透過社群媒體募集二手木棧版，在地居民也一起協助

清理閒置空間擺放材料及工具，並連結到在地的資源回收廠開放讓

團隊收集合適物品，同時阿蓮在地許多公司行號也協助載運等工

作。 

整個工作由青年和在地居民分工，整理及較有危險性工作以青

年為主，二手棧版的拔釘和打磨則有居民協力。整體工作坊主要為

安全提示與分工，主要實作則在 8 月份疫情嚴峻下，每日分流進行，

過程中也善用社區內閒置空間，妥善存放材料，居民和青年在協力

實作中，也逐漸培養出默契和夥伴關係。 

執行效益 

(1) 透過二手木棧版的募集，也是擴大更多民眾的參與機制，讓不

同人有不同角色的進到社區。 

(2) 社區可用材料的整理與放置，提供計畫結束後持續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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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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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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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蓮青基地台實作工作坊（四、五、六） 

共同實作空間改造 

執行日期 

2021 年 09 月 15 日  08:00~12:00  13：00～17：00 

2021 年 09 月 16 日  08:00~12:00  13：00～17：00 

2021 年 09 月 17 日  08:00~12:00  13：00～17：00 

參與人員 

阿蓮區公所、石安社區發展協會、阿蓮在地青年、社團法人高雄市

小鄉社造志業聯盟（以下簡稱小鄉）（詳見附件簽到表） 

09 月 15 日：21 人 、 09 月 16 日：26 人 、 09 月 17 日：27 人 

執行成果記錄說明 

三個整天的實作工作坊，已完成空間內部陳設用具為目標，經

過之前工作坊的量測與討論，利用二手棧版處理後的材料作為角

料，輔以講師購買的松木作為面，預計產出至少會議桌、置物櫃、

長凳與椅子為主，並粉刷空間牆面，同時為空間製作門簾，以及水

電插座的重整，外牆的綠美化工作。 

工作坊中透過講師講解工具的安全使用方式，以及彼此分工完

成構件逐步進行，並先已完成桌椅為主，而後續工作則陸續由在地

居民和青年團隊完成，所以實質上整體進行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在施作過程中，桌椅的穩定度和調整是一個關卡，但也因為這

樣的關卡，反而擴大了社區參與，鄰近有居民從事裝潢工作，本來

因為工作較少參與社區事務，但看到我們進行的工作是他的專業，

捲起衣袖，回家搬了更多工具，一同投入，解決了我們的難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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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作品質感提升不少。 

施作中總會有許多居民路過和觀看，我們也都會趁此機會詳加

介紹本計畫與空間目標，實作或許是以產出空間物件為主，但這樣

的過程也讓社區更多外圍居民參與進來，逐漸的恢復以往熱絡的景

象。 

執行效益 

(1) 具體產出空間發展所需的木桌兩張，置物箱六個，壁掛置物箱

三個，置物櫃一組等物件。 

(2) 與居民共同規劃實作外牆綠美化及裝置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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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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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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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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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影像紀錄拍攝 

執行日期 

2021 年 10 月 7 日 

參與人員 

阿蓮區公所、石安社區居民、蓮青有為團隊、社團法人小鄉社造志

業聯盟、貳參玖柒映像團隊共 30 人（詳見附件簽到表） 

執行成果記錄說明 

透過這支影片想傳達的有石安社區的人文特色、在地人對於古

厝保存不易的感嘆、但未來透過年輕人的在地駐點去發掘社區的可

能性以及夢想跟現實的矛盾困境，但對於年輕人願意堅持不放棄社

區絕對相挺到底的共同參與精神，石安社區 x 蓮青有為將會共創在

地無限的可能。 

片頭設計 

基地台仍在籌備中的狀態，蓮青有為團隊就接到來

自各界的電話關心，並透過座談方式小鄉團隊、蓮

青有為團隊、社區理事長、志工及貳參玖柒影像記

錄團隊一起開始聊聊社區的現況及年輕人駐村想要

做的事情，年輕人進駐到社區希望透過影像紀錄聚

落古厝勘查的過程讓大家可以重視古厝的價值及保

存(場景 A)，並一起聊聊盤點空間後的後續運用及矛

盾困境(場景 B)，社區也表示願意協助年輕人並扮演

與屋主溝通的橋樑，社區也表示對於年輕人的駐村

發展其實抱持著相當支持及有很多期待，社區也會

跟著活絡(場景 C)，也提到在地社區很會料理的婆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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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需要被記錄(場景 D)，面對青年返鄉的困境蓮青

人也想嘗試辦理青年創業諮詢來解決(場景 E)，不管

遇到什麼困難青年跟社區都會一起努力和面對(場景

F)。 

場景 A 

年青人穿梭在在地廢墟古厝探查紀錄，透過有點恐

怖又詼諧的拍攝手法，在探險古厝時遇到仍住在古

厝裡的阿嬷突然探頭說話，嚇得年青人連忙道歉而

離開。 

場景 B 

在一處閒置空間的角落布置成青年創業咖啡廳，但

談到老屋運用的溝通困境時，鏡頭後拉滿地的廢棄

物與夢想的咖啡廳形成強烈對比，拍攝出夢想與現

實的矛盾無奈。 

場景 C 

利用偶像劇邂逅手法拍攝，正在盤點紀錄的年青人

不小心把筆滾落與從柑仔店買東西出來的在地青

年，因為撿筆而認識與巧遇，想要傳達有更多年青

人返鄉加入不孤單的情感。 

場景 D 

利用霸氣出場的手法拍攝社區婆媽穿著廚師服霸氣

陣型，切菜、洗菜及炒菜的畫面，但也透露在地有

很多文化沒有被看見的惋惜。 

場景 E 

場景佈置成幽默的算命攤位為青年返鄉給予指點跟

諮詢，也將基地台布置成已開始營運招募更多年輕

人的狀態下去呈現年輕人與社區對基地台未來發展

的期望。 

場景 F 畫面藉由年輕人持續古厝勘查紀錄畫面、老農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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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一起打手機遊戲的共融畫面、有很多外客來到石

安並且年青人返鄉協助推廣在地伴手禮以及小鄉正

在為社區居民、蓮青人上培力課程的畫面來營造出

石安社區及年青人未來有無限可能可以發展。 

最後透過會議結束各自解散後，與大家道別完走回

基地台內的年青人落寞著看著仍需要努力營造的空

間後收拾著椅子走出戶外，緊接著畫面是四面八方

走來在地居民、返鄉青年匯集在一起的畫面，營造

出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會一起走下去的永續精神。 
 

執行效益 

(1) 影片拍攝過程幾乎全社區參與，達到社區凝聚的效益。 

(2) 腳本規劃與實際拍攝過程中，三方的討論讓社區清楚掌握實際

發展困境和應對方式。 

(3) 影片成果獲得在地居民高度認同，清楚呈現目前困境與努力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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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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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成果發表會 

執行日期 

2021 年 10 月 17 日 

參與人員 

阿蓮區公所、阿蓮區各里里長、理事長、居民、蓮青有為團隊、社

團法人小鄉社造志業聯盟、貳參玖柒映像團隊、受邀嘉賓..等共約

90 人（詳見附件簽到表） 

執行成果記錄說明 

成果展於石安社區活動中心辦理，現場也有來自阿蓮區在地小

農、青年創業、在地社區、文創藝術家等來擺攤匯集成小市集，石

安在地居民也都帶著自己的家人親臨現場參與石安的蛻變，播放紀

錄影片之前先感謝在這過程中共同參與的里長、理事長、志工及在

地居民，最重要就是撥放用心拍攝出的紀錄影片，雖然影片過程大

多是屬於幽默風趣的讓大家開心的去了解在地未來的發展，但在最

後從落寞到團結的畫面出現依然讓來賓紅了眼眶並給予熱烈的掌

聲，特別是片中有參與拍攝的居民，更是開心的與大家分享當天的

拍攝心得，以及對於年青人進駐石安的支持，居民也都表示近幾年

老屋逐漸被拆完，人口老化跟外移也讓社區感覺冷清，但自從蓮青

人進駐籌備的時候，大家對於石安社區的未來似乎看到一道曙光，

里長跟理事長也表示無條件的全力支持年青人，在地世代間的溝通

及情感也跟著活絡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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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效益 

從成果發表會可見，大家對於基地台未來的發展都充滿好奇及

信心，甚至當天還有中國時報及自由時報的記者看到網路宣傳活動

消息親自來報導，也有其他社區或是縣市的夥伴對於年青人願意駐

村發展也前來加油打氣，特別是在地居民不分年齡都樂觀其成，甚

至活動時間結束，仍有外客或在地人來到基地台坐坐，或是在活動

中心不斷的看著影片的重播，藉此發掘本計畫的執行成功，在於擾

動在地的參與與關注，也為蓮情有為在石安扎根開啟永續好的開

始。 

執行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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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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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語 

雖然計畫結束了，但社區的力量也逐漸活化，世代間的共融情感

也透過共同參與的歷程更加緊密，蓮青基地台透過 FACEBOOK 粉絲

團去傳遞阿蓮有一群年輕人駐點在石安，憑藉著身為在地人而去做點

在地事的態度去永續營運這個基地台，而石安社區的居民也因為這樣

共同參與的過程，擾動了居民的心，甚至來到基地台開始與年青人討

論可以一起做點不一樣的嘗試，或是更願意說出自己的期望希望透過

在地及年青人的力量去達成，進而引發更多在地人加入蓮青有為的團

隊，運用自身的專長能力為在地家鄉做些貢獻與服務，甚至有年青人

已經開始在基地台開設課程或是越來越多小農或年青人也主動跟基

地台接洽上架推廣事宜。甚至理事長也一起討論著基地台二樓未來想

要營造親子休閒或課程空間，來創造更多元的福利服務。 

老屋聚落盤點仍然持續進行及與屋主進行空間運用溝通，甚至嘗

試尋找跨域資源來及時保留及規劃老屋的修繕及利用規劃，期待能整

理出更多空間讓返鄉青年或是想要創業的青年可以有一個開始的契

機。本次計畫更證明不做不會怎樣，做了肯定很不一樣的信念，活動

雖然落幕，但蓮青基地台會與石安社區會攜手走向永續，發展更多不

可能，甚至未來可以拓展到整個阿蓮的每一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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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聚落盤點紀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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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聚落空間盤點統計表 

 

 

附錄 4：石安聚落空間與生活記憶線上地圖 

https://ppt.cc/fTByax

https://ppt.cc/fTByax


  

蓮青扎根石光迴廊（點線面資源凝聚，青創老石安） XI 

 

 

 

 

 

 

 

 

 

 

 

 

  



  

蓮青扎根石光迴廊（點線面資源凝聚，青創老石安） XII 

 

附錄 5：粉絲專頁行銷與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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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 https://reurl.cc/kL8rxb 

 

 

 

 

 

 

 

 

 

中時新聞網  https://reurl.cc/43bj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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