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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名稱： 

高雄市政府 112年度深化社區特色參與式預算計畫 

二、計畫範圍： 

高雄市茄萣區 

三、主辦機關：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高雄市岡山社區大學、茄萣國中 

四、協辦機關：茄萣區公所、茄萣各里及社區 

五、計畫期程：112年度 

六、計畫內容： 

主題 場次 內容 

說明會 1 邀請居民、社區團體及在地學校機關舉辦宣傳說明

會。 

參與式預算工作

坊 

3 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學校機關、在地居民，蒐集各

方意見，共同討論在地特色意象，作為後續蟯港內

海文化館的特色主題依據，預計辦理 3場次。 

提案審議工作坊 1 提案執行評估、說明提案並公告。 

方案公開展覽 1 經過說明會議及提案審議工作坊後提出可執行的計

畫方案，公開展示一週徵詢意見並爭取支持。 

投票票選 1 實體投票搭配線上 i-voting，邀請民眾投票表決具

在地文化特色的方案，入選方案提供 3萬元執行費

用。 

執行方案 3 入選方案執行，讓民眾更加認識茄萣蟯港的內海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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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執行內容： 

(一) 說明會 

1. 辦理時間：5/2 

2. 辦理地點：茄萣國中 

3. 參加人次：34人次 

4. 會議內容： 

 

時間 主題 講師/主持人 

14:00-14:10 開場 岡山社大主秘/李瑤 

14:10-14:20 校長致詞 茄萣國中校長/王東進 

14:20-14:40 計畫說明與期程安排 岡山社大專員/趙玉珍 

茄萣國中主任/鄭寶猜 

14:50-15:30 在地社區歷史資源簡介 在地文史工作者/蘇福男  

5. 活動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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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活動照片說明 

說明會 

  

說明：茄萣國中校長向社區居民打招呼。 說明：主任向老師及在地居民說明社大

這次在茄萣辦參與式預算的契機。 

  

說明：介紹茄萣聚落分布樣貌。 說明：介紹茄萣在地社區地景。 

  

說明：透過大陳島義胞撤退來台的歷史脈

絡了解在地社區居民的組成。 

說明：閱讀以往的相關新聞報導，了解

社區發生過很多奇聞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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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與式預算工作坊 

1.辦理時間：5/23上午場、5/23下午場、5/30上午場 

2.辦理地點：茄萣國中 

3.參加人次：5/23上午場 34人次、5/23下午場 34人次，5/30上午場 34人次， 

共計 102人次 

4.會議內容： 

■5/23上午場 

時間 主題 講師/主持人 

09:00-09:10 開場 岡山社大主秘/李瑤 

09:10-10:10 在地產業發展、漁村文化 自由時報記者/蘇福男 

10:20-11:50 烏魚文化與生態 陳志鵬老師 

 

■5/23下午場 

時間 主題 講師/主持人 

14:00-14:10 開場 岡山社大專員/趙玉珍 

14:10-16:20 走訪地方耆老、廟宇 自由時報記者/蘇福男 

李天財校長 

16:20-16:50 每組分享社區資源盤整結果 自由時報記者/蘇福男 

 

■5/30上午場 

時間 主題 講師/主持人 

09:00-09:10 開場與分組 岡山社大專員/趙玉珍 

09:10-10:10 社造案例分享 自由時報記者/蘇福男 

10:20-11:20 世界咖啡館-凝聚在地共識 自由時報記者/蘇福男 

11:20-11:50 每組分享社區資源盤整結果  

5.活動照片說明 

■5/23上午場 

  

說明：說明茄萣產業的過去與未來 說明：提問大家對茄萣的漁村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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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漁業在地方上的發展與政策息息相

關。 

說明：介紹烏魚的季節及來源地。 

■5/23下午場  

  

說明：分享社區田調的大陳義胞居民造冊

成果。 

說明：陳述不同族群在當地融合共處的

陳年往事  

  

說明：觀察茄萣的人口外流現象與背後代

表的經濟壓力。 

說明：當地居民與廟宇之間的情感連結

強烈，廟宇的慶典盛事總能號召凝聚在

地居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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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上午場 

  

說明：盤點透過閱讀地方刊物、新聞及老

師上課內容後，對社區資源做分類歸納。 

說明：分享各組世界咖啡館的討論內

容。 

  
說明：以社區地圖觀察茄萣各社區分布了

解目前的社造成果。 

說明：分享茄萣的特色產業文化脈絡。 

 
 

說明：從以往的新聞稿中了解地方年度盛

事的浩大陣仗。 

說明：欣賞之前在地社造階段性成果─

烏魚的模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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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案審議工作坊 

1. 辦理時間：5/30下午場 

2.辦理地點：茄萣國中 

3.參加人次：34人次 

4.會議內容： 

 

時間 主題 講師/主持人 

14:00-14:10 介紹諮詢委員 岡山社大 

14:10-14:30 組別一提案報告 諮詢委員： 

茄萣國中校長/王東進  

岡山社大主秘/李瑤 

14:30-14:45 委員提問及建議 

14:45-15:15 組別二提案報告 

15:15-15:30 委員提問及建議 

15:40-16:30 綜合座談 

 

5.活動照片說明 

  

說明：介紹諮詢委員對提案的期待。 說明：提案者以在地漁業文物館裡珍藏的

竹編漁具如何復興及活用為提案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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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提案者以在地聚落發展為劇本背

景，提案以社區劇場模式重現讓年輕人知

道在地的歷史故事。 

說明：提案者希望以培力公民記者在地的

模式去了解當地烏魚產業。 

  

說明：校長感謝各位提案者的付出，希望

這些提案未來能加入推動蟯港內海文化館

成立的力量之一。 

說明：委員對各提案給予修正建議，並期

望這些提案也能透過教育影響在地的學子

更認識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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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方案公開展覽 

1.辦理時間：6/5~6/14 

2.辦理地點：茄萣國中穿堂 

3.參加人次： 170人次 

4.會議內容： 

時間 主題 講師/主持人 

08:00-08:20 投票規則方式說明+網路

投票 i-voting平台介紹 

茄萣國中教務主任 

  

5.活動照片說明 

  

說明：提案海報及說明展示於學校布告

欄。 

說明：主持人說明實體投票及網路投票機

制，邀約學生及家人一起加入投票行列。 

  

說明：在地學子以投票行動展現對提案的

支持。 

說明：學生們對感興趣的提案內容討論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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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實體暨線上投票 

1. 實體投票統計結果 

第一案 第二案 第三案 廢票 合計 

57 60 53 0 170 

2.線上 i-voting投票提案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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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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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執行入選方案 

1. 公民記者培力工作坊 

(1) 辦理時間：7/10(一) 09:00-16:00、7/11(二)09:00-16:00 

(2) 活動內容： 

方案主題 公民記者培力工作坊 

方案簡介 

 

在專家講者帶領下，學習如何採訪及撰寫的

技巧、梳理在地人文、歷史地理、宗教信

仰、討海文化等面向，共同討論在地特色意

象，最後一起共筆地方文化。 

活動地點 茄萣國中社區共讀站、興達港 活動人數 20人 

時間 主題 地點 

7/10 

9:00-12:00 
蟯港內海及產業文化概述 茄萣國中社區共讀站 

7/10 

13:00-16:00 
採訪+撰寫技巧 茄萣國中社區共讀站 

7/11 

9:00-12:00 
烏魚子與漁船文化實地踏查 興達港 

7/11 

13:00-16:00 
共筆地方文化 DNA 茄萣國中社區共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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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動照片 

  

說明：親自踏查專門捕烏魚子的漁船。 說明：訪問當地船隊的船長老闆。 

  

說明：體驗捕魚的操作流程。 說明：社區中常見的曬烏魚子日常。 

  
說明：演練採訪中的技巧。 說明：透過社區雜誌認識當地聚落。 

  
說明：講烏魚產業與氣候數據的關聯。 說明：茄萣海岸公園了解海岸線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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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採訪成果展線─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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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竹編培力課程 

(1)辦理時間：7/4(二)9:00-16:00、7/5(三)9:00-16:00 

(2)活動內容： 

方案主題 竹編培力課程 

方案簡介 

 

結合對地方文史及產業發展脈絡的認識，設

計文化展品製作，透過展品呈現在地共同生

活記憶 

 

活動地點 茄萣國中專科教室 活動人數 34 人 

時間 主題 地點 

7/4 

9:00-12:00 
認識竹編產業 茄萣國中專科教室 

7/4 

13:00-16:00 
竹編基本技法 茄萣國中專科教室 

7/5 

9:00-12:00 
製作竹製生活用品 茄萣國中專科教室 

7/5 

13:00-16:00 
製作簡易農漁具 茄萣國中專科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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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動照片 

  

說明：介紹漁村文物館收藏的竹編品。 說明：介紹漁筌架構。 

  

說明：介紹漁村文物館收藏的竹編品。 說明：動腦思考需要的竹片數量。 

 
 

 

說明：會後與成果作品大合照。 說明：老師以設計圖講解漁具的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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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區劇場 

(1)辦理時間：7/3(一) 9:00-16:00、7/6(四) 9:00-16:00、 

          7/7(五) 9:00-16:00 

          (2)活動內容： 

方案主題 社區劇場 

方案簡介 以社區劇場概念，滲入同理心體驗的生活

劇場操作，並分組進行當地社區口訪調

查、撰寫劇本及道具製作。 

活動地點 茄萣國中、南田新村社區 活動人數 21 人 

時間 主題 地點 

7/3 

9:00-12:00 
口訪調查 南田新村社區 

7/3 

13:00-16:00 
撰寫劇本 茄萣國中表藝教室 

7/6 

9:00-12:00 

道具製作及表演課 茄萣國中表藝教室 

7/6 

13:00-16:00 

彩排對台詞 茄萣國中表藝教室 

7/7 

9:00-12:00 
排練 茄萣國中表藝教室 

7/7 

13:00-16:00 
彩排及成果演出 

茄萣國中表藝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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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動照片 

 
 

說明：認識長輩童年步行上學的途徑。 說明：分享大陳義胞海外打工的盛況。 

  

說明：從遺址觀察以前生活條件困苦。 說明：演出大陳義胞撤退來台的情勢。 

  

說明：參與社區劇場人員分享心得。 說明：全劇大合照 

  

說明：演出中劇照。 說明：合力製作演出道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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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區劇場原創劇本 

─飄洋過海 70載大陳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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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執行成果與未來推動建議： 

(一)執行成果 

為推動 112年度公民參與實施計畫，藉由此計畫激發社造新紀元的發展，提升公

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並凝聚出社區居民對在地的認同感，首先藉由公民參與基礎培

力課程以提升民眾參與公共事務之認知與素養，建立審議民主之在地公民培力經驗，

並建置基本經驗架構。 

本計畫籌備期恰逢茄萣區的地方人士正在討論有關茄萣國中內爭取經費及想法，

欲將校內的漁村文物館改造為蟯港內海文化館，因茄萣區內雖有興達港情人碼頭、觀

光漁市場、茄萣濕地公園及二仁溪紅樹林生態體驗步道，但尚缺一處展示空間，供本

地學子及外來遊客深入了解茄萣在地人文、歷史地理、宗教信仰、討海文化等特色，

因此茄萣國中擬在校園設置一座「蟯港內海文化館」，對內作為鄉土地方學教學教室，

另一方面也可開放給外來遊客參觀，作為深入了解蟯港內海在地文化風情的窗口。 

依此計畫辦理結合社區、在地團體及學校資源，共同討論在地特色意象，針對後

續館內展物設計及整體意象規劃，推動民眾透過世界咖啡館與多場參與式預算工作坊

的滾動，了解推動蟯港內海文化館對地方的意義及影響。活動中邀請在地耆老及社區

工作者經過實地田野踏察，進行深度的引導及經驗分享，希望透過工作坊的設計，能

夠鼓勵社區青年參與社區推動文化創意活動，協力社區永續發展地方特色產業。 

本年度計畫前期公民審議及主題培力工作坊共辦理 5場次，方案公開展示及投票

表決與執行方案共辦理 5場次，整體計畫共計 691人次參與培訓。對於提升民眾參與

公共事務之認知與素養有具體的成效，並有助於未來地方籌備建設蟯港內海文化館之

雛型方向更加明確。 

 (二)未來推動與建議 

本年度計畫參與者可分為三類，包含社區團體、一般居民、在地學校機關，透過

共識會議、培力工作坊…等大家互相交流彼此觀點及想法，共同擾動在地人深入討論

了解家鄉文化，提升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性，並在未來有助於提升社區產業發展及觀

光方面的效益。在執行計畫中發現了因為茄萣地處高雄最西北一隅，生活圈更靠近台

南市區，因此在地就業人口及學生都大量被拉力拉向台南，造成茄萣地區居民對社區

印象多為偏僻生活不便，缺乏競爭力及發展。但透過每場工作坊老師的帶領爬梳、走

入社區口訪，了解到農漁村在聚落發展的脈絡與信仰的力量下，地方庄頭的情感連結

及凝聚力極強，只要是社區高度認同的公共事務，由下往上的執行力及團結相當驚

人，這可從過往每次都聲勢浩大的王醮祭典儀式窺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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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參與計畫培力的成員有在地的社區志工及學校老師，大家都很關心在地學子

的學習資源及對自己家鄉的認識及歸屬感，得知提案內容若成功爭取到入選，會有方

案經費能實際執行辦理提案，皆磨拳擦掌躍躍欲試，在方案進行的過程中，很多學校

老師甚至是因為參與這個計畫，第一次深入接觸社區並了解到屬於在地聚落發展的鮮

明歷史。也有民眾回饋提到，本來想到要跟一群完全不認識的人在短期內磨合共演一

齣社區的故事，覺得挑戰非常嚴峻，是基於想支持學校老師的立場鼓起勇氣報名，沒

想到最後成果這麼精彩，生動傳神的劇情演出甚至讓有經驗的過來人鼻酸起雞皮疙

瘩。參與的民眾、家長志工等人也希望這些田調資料及在地史實寫成的劇本，將來能

透過融入在學校課程設計中，不斷地帶給在地學子對家鄉有不同層面的認識及感動。 

社區大學以促進公民素養提升為社會實踐的任務，在近幾年面臨社造新紀元及農

漁村人口老化、人口外移等議題時，希望透過不斷地引進資源及捲動地方人士關心自

己的社區，並以自身的參與去意識到切身相關的公共議題，落實公民公共參與精神。 

(三)參與培力民眾心得與回饋 

工作坊後向參與此計畫的民眾進行訪談回饋，以下為訪談對話內容節錄： 

茄萣區只有一所國中，但每年還是面臨招生不足有可能要減班的處境，很多家長為

了給小孩更好的學習資源，大多都大老遠地將孩子送往台南市區跨區就讀，但其實

茄萣國中的校長與老師很用心，希望像這樣的活動多辦應該能留住更多的應屆畢業

生吧！ 

茄萣不是只有廟宇建醮時才能吸引大家目光，我們的內海文化、烏魚子生態、紅樹

林、還有可以賞黑面琵鷺的情人碼頭，這些都是地方特色，希望能讓更多只是為了

買海鮮遠道而來的朋友，有機會了解茄萣不同的風貌不同的美。 

在我們小時候，大陳人的小孩跟我們在生活中常容易有衝突，雖然我個人是沒有跟

他們有過實質上的衝突，但確實因為對彼此文化背景的不了解，容易在團體生活中

產生隔閡感。其實，以前大家的生活都不好過，一直到出社會憑著吃苦耐勞的精神

小有成就，但退休後還是會想回來故土，我們社區的廟很多都是大家生活條件改善

後，一起籌資修建到現在的規模，只要是廟裡的事情大家也都會出錢出力相挺。 

因為宗教信仰的關係，我跟社區的廟宇文化不熟，但透過這次活動的參與，我重新

了解了烏魚子的產業文化，也才明白為什麼烏魚子會被稱為烏金。 

雖然上課有時候很無聊，但是老師說採訪跟寫新聞不是在寫作文，而且訪問漁船船

長先生時，我才發現閩南語不夠好真的滿吃力的，但是第一次有機會能上到要價好

幾百萬的捕烏魚子漁船上拍照，很印象深刻的回憶！ 

在茄萣教書的這幾年裡，常常聽到大家會說要把愛念書的孩子往市區送，留在本地

念書升學的都是比較不愛念書的，但其實這次活動我們看到很多孩子，他們擁有很

多的天然地理環境資源，可以在第一線了解到海洋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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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件 

附件一、成果執行方案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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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公共意外險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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