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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顧 2020 到 2022 年，台灣地域振興聯盟（以下簡稱聯盟）藉由「創生人才培育」、「輔導資源導入」、
「創生經驗傳承分享」，以籌辦台灣地方創生年會、訓練創生人才等不同形式的學習及培力機制，
逐步讓更多臺灣地方創生團隊養成運作能力，讓越來越多臺灣鄉鎮地方創生人才養成。

數位發展部部長唐鳳認為，現代的年輕人相當具有社會責任的概念，想創業或投入家鄉產業，若不
能為社區創造意義，將很難引起他們的動機。隨著網路媒體的興起形成群體的力量，夥伴因共同理
念而產生行動力，亦是地方創生所體現的特點。凝聚共識、傳承文化，正是地方創生重要的一環。

地方創生團隊積極參與在地實踐之際，對於地方創生的機會與挑戰通常有更進一步感受，藉由倡議
能凝聚更多在地共識、增加更多地方共同參與，強化地方創生的深度。

地方創生團隊創立初期，在地方多有單打獨鬥的困境，如何抱團作戰集結力量一起成長？從過去聯
盟活動參與者回饋的分析可得知，夥伴想透過參加年會接觸更多相關資訊，並且結識更多創生圈的
好友。

新的產業型態因為地方創生團隊的發展重新定義中，聯盟希望能透過此互助共好的平台，建構官方資
源與民間力量引入橋樑，齊力實踐「生存、生產、生態」 三生並存的創生圈，重新檢視人與人之間
的關係、人與土地之間的聯繫，建立創生團隊間的合作循環，以利他共好的理念勾勒地方、環境及
國家三贏願景，邁向臺灣地方創生的永續。期待今年藉由地方創生年會，進一步提供各界交流資訊，
探討人和地方連結的可能，成就臺灣城鄉更多元的發展。

台日攜手共好，連結地方創生跨域合作

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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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地方創生年會

根據調查得知，地方創生團隊在「萌芽期階段」平均要花上 4.1 年時間蹲點耕耘，「成熟期」則需要花上 9.8
年時間，更發現地方創生團隊長期面臨人才招聘、資金週轉、經營管理等困境。

為了加速地方創生團隊在經營上的成長，聯盟透過「台灣地方創生年會」進行夥伴間的創生交流與主題學
習，以不同形式學習與培力機制，整合社會上各式資源，針對不同成長階段與需求之創生團隊，提供相對
應的支持及輔導。建立與各城鄉地方創生夥伴互動之關係，聚焦地方創生相關議題，促進資源交流與創造
合作觸媒，除了增進地方創生團隊經營能力，進而解決臺灣鄉鎮產業經營問題，同時也培養更多臺灣地方
上的產業人才。

辦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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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早在 2016 年因為少子化及高齡化的人口社會結構影響下，地方鄉鎮陸續出現「極限村落」狀況，意
即未來數十年，日本部分地方長期人口負成長，最終不再有人居住，地方文化及產業也隨之消逝。為此，
日本從 47 個都到府到鄉鎮展開名為地方創生的地域振興工作，祭出種種措施，號召熱血公務員、組成地
方振興隊、建立地方關係人口、提供住宿移居方案等等，降低都會區的人口吸力，誘發人才投入地方，返
回家鄉或到鄉鎮就業與創業。

從日本人口問題的前車之鑑，臺灣在 2019 年將地方創生作為國家安全策略政策，以人為本，透過地方創
生與新創結合，復興地方產業、創造就業人口，促使人口回流，促進島內移民、都市減壓，達成「均衡台灣」
目標。鼓勵相較偏遠地區的鄉鎮，從「人、地、產」地方特色 DNA 元素，找到屬於適合地方的地方創生之道，
在政策推動 3 年過程中，臺灣各城鄉已有顯著的成果案例。

2023 年第四屆「台灣地方創生年會」在新北市舉辦，於疫情緩解逐漸回歸日常生活後，以「跨」作為本屆
年會主題，探討人和人及人和地方連結的可能，從臺灣與日本各地區發展出的創生類型，以「跨世代」、「跨
領域」、「跨文化」、「跨越」等面向的分場論壇進行深度討論，展開跨國的台日創生經驗交流，為台日
跨域合作的未來開啟新頁。同時，藉由年會相關活動發起倡議行動，讓地方創生不只是旅遊、不只是體驗，
更是大家共好生活的願景。

辦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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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台灣地域振興聯盟

大會指定飯店 ( 洽談中 )：板橋凱撒大飯店、趣淘漫旅

共同宣傳單位 ( 洽談中 )：中原大學、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

縣市政府人員：預計邀請全臺 22 個縣市政府人員，約 50 人

2023/9/8( 五 ) ~ 2023/9/9( 六 )，共二日

年會主會場：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

年會晚宴會場：新北市政府六樓大禮堂

企業：預計邀請 50 組企業單位參與

地方創生團隊：預計邀請 200 組地方團隊，約 400 人

媒體：預計邀請合作媒體從業人員，約 20 人
（備註：地方創生年會整場活動規模約 500 人以上）

合作媒體 ( 洽談中 )：天下雜誌微笑台灣、社企流、聯合線上倡議家、MOT TIMES 明日誌……等。

協辦單位 ( 洽談中 )：社團法人台灣城鄉永續關懷協會、財團法人台灣地方創生基金會、財團法人漣漪
人文化基金會、財團法人台灣文創發展基金會、社團法人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B 型企業協會、家樂
福文教基金會、合作社照顧聯盟……等。

贊助單位 ( 洽談中 )：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嘉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信義
房屋股份有限公司、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股份有限公司（KPMG）、黑松股份有限公司……等。

協力單位（聯繫中）：文化部、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內政部、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等。

共同發起單位：甘樂文創、伯拉罕共生照顧勞動合作社、林 事務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台青蕉、旅
庫彰化、好食機、茶籽堂、廢墟餐廳。

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

年會票券：售價 2,800 元 / 每位（享有參與二日年會全程活動之資格）

收費說明：活動經費由參加者共同負擔，票券收入將用於支付部分籌辦年會活動之經費開銷（請詳見
「肆、預算規劃」），活動包括開幕論壇、分場論壇、見學課程、二日年會餐食茶水、交通接駁等年會
相關費用。

籌畫單位

參與人員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參與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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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饋及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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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揭開年會活動序幕。開幕式將邀請總統及副
總統、行政院院長、國發會長官、新北市市長、中央
部會長官、企業代表等（規劃邀請中），就「從政府
投入到地方實踐」以及「從回饋地方看見企業價值」
的角度，跨界與現場地方創生夥伴相互勉勵。

活動地點：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如右圖）。

活動細流規劃

《開幕式》



年會主場《論壇》打造跨域創生舞台，由聯盟發起人之一林承毅執行長為與會者進行引言。林執行長過去
以地域活化傳道士、體驗設計顧問、路上觀察家，趨勢研究家及政府計畫評委等身份走遍全台；現場更有
新北市政府大家長侯友宜市長，為與會者分享新北市各區多元創生文化的發展，以及中央部會機關代表為
與會者分享未來政策方向的意見，還有從日本來台進行跨國交流的日方夥伴，為與會者分享有關日本地方
創生的經驗看法，相信能進一步激盪出夥伴找尋到屬於自己的跨域創生舞台。

第一天午餐準備營養美味、充滿臺灣風情的特色便當，邀請來賓和與會者共進午餐，營造輕鬆愉快的氛圍，
讓大家享用午餐的同時，認識彼此，聊聊彼此對地方創生的想像，交換意見與想法，為接下來下午的分場
論壇的工作坊儲備活力。

活動地點：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

活動地點：希爾頓會議室圓滿 AB 廳 

餐點規劃：（如下圖示意）

《論壇》打造跨域創生舞台

《午餐》

活動細流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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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新板希爾頓酒店會議室 3F 圓滿 AB 廳《創生攻略論壇》(1)

場次Ⅰ：跨時代產業轉型解方

場次Ⅱ：穿越時空，高齡共生社會跨域設計

地方創生團隊類型眾多，有不少返鄉接手家業轉型經營者，世代經驗的傳承為部分地方創生團隊奠定創業
的基礎。延續上一代的知識技能，下一代因應時代潮流調整營運方針，在產業轉型過程中跨時代的經驗，
成為產業持續壯大的養分。更從傳統工藝產業的發展趨勢可見一班，工藝技術的精進加上營業策略的遠見，
讓部分地方創生團隊因時代的改變找到產業轉型的解方。
本場次論壇，預計邀請台方團隊「新旺集瓷」為創生夥伴進行經驗分享及心得交流，日方團隊規劃邀請「櫻
井木芥子店」，專家學者預計邀請臺灣藝術大學范成浩教授。以下簡介參與者背景。

地方創生團隊隨著營運規模的逐步擴大，多有從單一事業擴大營運到其他事業，更有從原本專業領域跨足
到另一專業領域的脈絡。跨領域的結合，為部分地方創生團隊帶來另一波推動產業成長的力量。隨著臺
灣逐步邁入超高齡化社會，長者照護等社會議題逐漸為部分地方創生團隊所關注。如何突破年齡限制，營
造高齡共生的社會氛圍，透過不同專業間跨域設計的方式，將是長照產業發展的趨勢。本場次論壇，預計
邀請台方團隊「伯拉罕共生照顧合作社」為創生夥伴進行經驗分享及心得交流，日方團隊規劃邀請「百年
草」。專家學者規劃邀請中。以下簡介參與者背景。

》台方團隊「伯拉罕共生照顧合作社」：理事長林依瑩投入社福與高齡服務已超過 20 年，致力推動高
齡友善社會，在達觀部落催生「伯拉罕共生照顧勞動合作社」，以部落長照屋為服務發展基地，成為部
落長照網絡育成中心，使長照互助基地成為長照服務提供者和家庭的生活圈，建立原鄉居家 / 社區照顧
模式。

》台方團隊「新旺集瓷」：許氏家族四代都在新北鶯歌燒陶。在地經營陶瓷商品設計製造，獲得日本
GOOD DESIGN BEST 100；並成立新北鶯歌第一家評鑑通過觀光工廠，整合地方陶瓷產業能量、投入在
地文化產業教育活動。2023 年，更進一步與鶯歌青年成立『新北市陶次瓦代代合作會』，推動地方創
生產業升級。

》專家學者－范成浩博士：日本千葉大學自然科學研究所設計科學領域工學博士，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助
理教授，曾任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文創處處長、台灣創意設計中心研發組組長、日商忠創公司研究員，
目前為日本 GOOD DESDIGN AWARD 在台總籌顧問。范教授有深厚輔導工藝設計創業精業，長期推展
GOOD DESDIGN AWARD 設計精神，並擔任經濟部、文化部、客委會專案計畫審查委員。

》日方團隊「櫻井木芥子店」：「櫻井木芥子店」位於日本宮城縣鳴子町，自江戶時代末期開始，「鳴
子木芥子」作為祈求兒童健康成長的吉祥物而廣為人知，在大正和昭和時期成為流行的工藝品。目前由
第六代櫻井尚道承襲前人的精神和技術，結合新的表現形式不斷發展，同時推崇森林經營，種植針對製
作木芥子的木頭。將以前職人過世因而荒廢使用的工房，翻新成一家咖啡館。在咖啡館可享受到鳴子町
的自然風光及獨特的日本木芥子文化。此外，而其他已不使用的工房亦有改造，翻新為適合觀光客體驗
的木芥子工房。

》日方團隊「百年草」：「百年草」位於日本愛知縣豐田市足助町，以銀髮族為主要工作人員的社福機
構，是一座旅館及餐廳，同時也是麵包店及火腿店，也有居民休閒交流的空間。核心理念是希望將社福
機構結合觀光，一般人對社福的印象是被動、資源的需求者，但是百年草努力翻轉前述印象，讓民眾能
夠感受到老人家也能帶給人歡樂、創造性，以及服務他人。
》專家學者－陳東升教授：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博士，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研究領域
專注組織社會學、經濟社會學、都市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研究興趣關注地方公民社會的形成、社群治
理與社會創新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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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細流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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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新板希爾頓酒店會議室 3F 圓滿 AB 廳創生攻略論壇 (2)

場次Ⅰ：跨海扎根打造混血城市

場次Ⅱ：跨域整合，打造永續藍圖

地方創生團隊本身帶有其原生族群文化特質，部分地方創生團隊與非其原生族群的夥伴合作推動特色文化，經
營起跨族群的跨文化事業。團隊投入深度觀察並與另一族群合作，以非原生族群角度細膩闡述另一族群的故
事，更容易觸動民眾的感受，讓人深刻體會在地社群專屬的特色文化。其中不乏有超越國界，異國文化跨海扎
根，不同國家民族之間的文化融合，更為城市增添多元文化的風情。
本場次論壇，預計邀請台方團隊「鳴個喇叭！緬甸街」為創生夥伴進行經驗分享及心得交流，日方團隊規劃邀
請「地域・魅力化平台」，專家學者規劃邀請天下雜誌資深媒體人廖雲章老師。以下簡介參與者背景。

地方創生團隊的創辦，出於與社會共生、與環境共存、與地方共榮的願景，然而在行動成立到組織成熟的過程
中，常會遇到技術障礙、營運行銷、人才招募、民眾參與等難題。透過跨域整合的協力運作，持續在地方上深
耕各類型的社會及環境議題，克服其營運障礙，達到永續生活及環境保護等目標，部分地方創生團隊確有其獨
到之處。本場次論壇，預計邀請台方團隊「洄遊吧 Fish Bar」為創生夥伴進行經驗分享及心得交流，日方團隊
規劃邀請「北三陸 Factory」，專家學者規劃邀請綠藤生機共同創辦人鄭涵睿。以下簡介參與者背景。

》台方團隊「鳴個喇叭！緬甸街」：新北中和的華新街被稱作緬甸街，短短一條街充滿著南洋風的餐飲跟
氣息，交錯著緬甸的語言文字，對緬甸華僑及緬甸人來說都是家鄉記憶。不只美食，緬甸街上還有著阿叔
阿孃們飄洋過海來臺灣打拼的各種歷程。「鳴個喇叭！緬甸街」紀錄這個社區的共同記憶，從在地人的角度，
透過地方刊物及導覽，成為台灣與緬甸社群的文化橋樑。

》台方團隊「洄遊吧 Fish Bar」：以食魚教育及海洋永續為營運核心，提供「洄遊鮮撈」、「洄遊平台」和「洄
遊潮體驗」三個面向的服務。藉由三個新式食用野生漁獲的服務，「洄遊吧 Fish Bar」試著連結消費者、漁
業人員和學術單位等三方的交流及反饋，讓海洋資源的利用及海洋環境，達到相互平衡發展。

》日方團隊「地域・魅力化平台」：島前高中是位在日本海士町與西之島、知夫村這三小島上唯一的高中，
2015 年獲選為全日本的「超級全球化高中」（Super Global High School）。但過去這所學校其實面臨學生
僅剩 88 人的廢校危機。日本島根縣隱岐郡海士町展開「提升島前高中吸引力」大作戰，為地方的未來與持
續發展培養人才。2010 年，曾在阿富汗創立學校、擔任索尼（Sony）人力資源工作的岩本悠，開始在島前
高中推動「島留學」計劃，由地方政府補助食宿費，招募外地學生前來就讀。培養「全球本地」（Glocal）
人才，除了有國際視野與在地關懷，更有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是海士町教育革新的目標。海士町也與最國
際化的小島新加坡，做島與島的交流，培養學生全球化的視野。

》專家學者－ One-Forty 創辦人陳凱翔：台灣 NGO 工作者，非營利組織 One-Forty 共同創辦人，國立新
竹高級中學、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畢業。陳凱翔是台灣著名的 NPO 創新創業青年，大學期間因赴菲
律賓接觸東南亞，進而開始關注東南亞移工議題，返台後創辦 One-Forty

》日方團隊「北三陸 Factory 下宇坪之典」：近年來，日本藻場消失的「岩焦」現象成為一個問題。「岩
焦」是指沿岸部分的大型海藻枯死的現象。「岩焦」可能有多種原因，包括地球暖化導致自然環境改變等，
其中之一是有所謂的「食害」，即海膽等生物吃光海藻。為了阻止「岩焦」現象惡化，日本對海膽進行驅除，
帶驅除的瘦弱海膽因沒有商品價值被廢棄，從而導致海膽的漁獲量減少。「北三陸 Factory 下宇坪之典」致
力將因「岩焦」導致食物不足而變得瘦弱的海膽轉變為美味的商品，而不讓其被廢棄。

》專家學者－鄭涵睿共同創辦人：在三位青年的共同願景下，綠藤生機於 2010 年正式誕生。綠藤生機堅
信，生活永遠有更好的選擇。永續、純淨、科學 — 更多知識、更多透明、更多表裡如一、更多更好的選擇。
環境永續必須與企業商業模式息息相關，必須充分融入品牌、產品、行銷，甚至內勤。積累十年的磨練，
綠藤生機於 2021 年重新審視永續理念，讓品牌進一步「選擇想成為的那個自己」，回應純淨保養（Clean 
Beauty）的國際美妝保養趨勢，在產品成分上避免使用超過 2700 個非必要成分，瓶器也以業界最高比例的
再生玻璃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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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細流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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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新北市政府六樓大禮堂《地域振興大賞獎頒獎典禮》

評委名單：（規劃邀請中）

為了激勵各地方創生團隊創意發想，培養更多臺灣鄉鎮地方創生人才，台灣地域振興聯盟自 2021 年起舉
辦「地域振興大賞」，聘請各界賢達擔任評委，表彰獨具特色的地方創生團隊。
聯盟以大賞獎項，嘉許接手地方、發揚在地的團隊與個人，凸顯地方創生能量綿延不斷的可貴。期盼透過
鼓勵每位獲獎者，持續為地方創造價值。以利他共好的理念勾勒地方、國家及環境三贏願景，邁向臺灣地
方創生的永續。
頒發之獎項包含「年度大賞」（地域振興大賞獎、地域振興新秀獎）、「特色大賞」（產業創生獎、創意
事件獎、地方深度旅行獎、風格旅宿獎、風格餐飲獎、風土物產獎、最佳世代傳承獎）、「評審團獎」（特
殊貢獻獎、臺灣水牛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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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細流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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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新北市政府六樓大禮堂《創生晚會，人生百匯》

在下午分場論壇的主題工作坊及地域振興大賞頒獎活動後，與會者勢必充滿各種對地方創生的想法，希望
和來自全臺各地及日本的夥伴能有更多相互認識及交流的機會，因此規劃以新北市在地當季農特產為餐點
主題的《創生晚會》，透過晚會活動讓夥伴於體驗新北市農特產風味之際，彼此有更進一步的深入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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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是臺灣人口第一大城市，全境環繞臺北市，東北三面環繞基隆市，東南鄰宜蘭縣，西南鄰桃園市；
其所轄石門區富貴角地處臺灣本島最北端，貢寮區三貂角地處臺灣本島最東端，在這幅員廣闊的土地上擁
有豐富的人文地景樣貌，跟著在地人來場創生小旅行，透過山海間的創生見學路線，一覽新北多元的樣貌，
感受最真實的新北文化。

活動地點：新北市各區
活動時間：08:30-16:00
活動內容：以新北市區域劃分，目前綜合規劃 12 條路線（備註：將依實際洽談情形及路程考量安排），
分別為：三芝路線、金山路線、中和路線、瑞芳路線（猴硐礦工）、瑞芳路線（山城美館）、雙溪路線、
鶯歌路線、三峽路線、烏來路線、石碇路線、貢寮路線以及坪林路線。由新北各區創生團隊擔任領路人，
聯盟協力規劃見學路線，帶領大家實地走訪新北多元的創生社區，開啟各種經驗交流。

《探索新北始於足下》：新北山海線見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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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芝路線》：走跳北海岸街道，感受山海味！

《金山路線》：漫遊金山，金光閃閃

》新北三芝－「三芝街角巷弄」

》新北金山－「北海創生發展有限公司」

「三芝街角巷弄」除了提供各類型設計服務，並以服務在地生活及其建構地方認同價值為方向，
將人群和地方的資源連結在一起，構築人與地方相互支持，建構友善共生的社區網絡。對「三芝
街角巷弄」來說，三芝不僅只有筊白筍及櫻花，更有著一群認真生活、創造許多文化資產的人們
在社區中默默耕耘著。

金山漫遊是一個由在地青年創生組織所推動的地方品牌，以地方 DNA 為核心基礎，發掘人、文、
地、景、產等元素，透過食、宿、遊、購、行、湯等六大面向，以觀光為載體，透過觀光產業與
在地元素串接，推動地方發展，推廣地方魅力，讓更多在地色彩得以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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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中和路線》：鳴個喇叭！漫遊城市

》新北中和－「鳴個喇叭！緬甸街」
1960 年後，許多緬甸移民因排華事件來台，定居中和華新街。街上這些跨境移動的故事，和迷
人的南洋美食，承載著在地移民的習慣、鄉愁與日常。「鳴個喇叭！緬甸街」想要紀錄的正是這
個社區的共同記憶，透過滇緬料理、街區走讀、深度體驗、podcast 與地方誌《緬甸街》，挖掘
緬甸街，從在地人的角度帶大家一起探索屬於這條街的生活文化。

《瑞芳路線》（猴硐礦工）：走入瑞芳，走入礦工記憶

》新北瑞芳－「猴硐礦工文史館」
由一群真正在坑裡工作過的老礦工組成的團隊，目前努力推動礦業文化。為了保存重要的產業歷
史，組成了礦工文史館，礦工們去上課、辦展覽、帶導覽，而留在現地的產業遺構，也因為這些
礦工們將煤礦的產業設施串成了一條路徑，走在從前的軌跡上，聽著礦工們娓娓道來那段時間的
酸甜苦辣，對這塊土地就有了更多的瞭解。有二條文化路徑和一個文史館的導覽解說。



2023 第四屆地方創生年會

26

《雙溪路線》：嘿，來雙溪尋找綠寶石！
Come and Discover ‘Emerald’ Here! ～ 

《瑞芳路線》（山城美館）：尋找生命的寶藏 

》新北瑞芳－「山城美館」

》新北雙溪－「雙溪注腳工作室」

「山城美館」常駐水湳洞已有 10 餘年的時間，一直與在地藝術家及在地居民協同努力，舉辦各
式藝文展覽，以藝術進入社區，與居民共同踏查在地地理環境及人文歷史，並以在地人文為基礎，
持續發想地方小旅行和文創產品。

2013 年從一篇論文研究到實地介入慢遊慢動社區的雙溪女兒，2018 年以「注腳雙溪」品牌在新
北市雙溪區創立雙溪注腳工作室，串聯雙溪地區有機友善小農、良品店家，以創生飯包、點心及
風土餐桌，開箱雙溪四季綠食料理，結合地方文化路徑、綠色走讀，創建雙溪的綠色永續品牌，
引發遊客感動與支持在地。「注腳雙溪」以低碳永續的實踐，2022 年起連續兩年獲得 GTS 綠色
旅行標章國際認證兩顆星。以多年來在雙溪社造創生實績，通過國發會、文化部多元提案，目前
以「山海金地氣香」地方創生文化人才培力計畫，串起地方綠色產業上下游合作，創生低碳綠食，
也提升雙溪綠色旅遊地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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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鶯歌路線》：漫步鶯歌小鎮，傳遞美好

》新北鶯歌－「陶次瓦代代合作會」
2023 年由一群熱愛鶯歌陶瓷產業窯場二代夥伴共同創立「陶次瓦代代合作會」。從鶯歌在地創
生的浪潮中，深入挖掘鶯歌這塊寶地所蘊藏的魅力素材，陶次瓦代代合作會，由安達窯、傑作陶
藝 - 台灣工藝之店、Tao ju 陶聚、新太源轉寫印刷陶瓷印花藝術工坊、台華陶瓷有限公司、新旺 . 集
瓷 The Shu's Pottery/ 集瓷 Cocera 聯手推動成立，攜手鶯歌在地業者共進，以全新的方式再次
塑造鶯歌的形象，迎接嶄新的時代。懷抱著「產地觀光」、「互助合作」、「代代相傳」的未來
期許，致力於推動產地觀光，並透過精心設計的導覽行程和活動，讓遊客們能夠身臨其境地體驗
鶯歌陶瓷的工藝魅力，深入了解鶯歌產地，感受這片土地孕育的能量。

《三峽路線》：甘之如飴，樂在其中的三峽之旅 

》新北三峽－「甘樂文創」
一群熱愛土地的返鄉、下鄉青年，在三峽老街旁經營起古厝藝文食堂、手工豆漿店、課後陪伴基
地，在三峽老街旁經營起古厝藝文食堂、手工豆漿店、課後陪伴基地，串連工藝職人、社區夥伴，
點燃三峽的地方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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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來路線》：Lokah Su ！前進部落

》新北烏來－「忠治（桶壁）部落（大桶山泰雅藝術館）」
「忠治（桶壁）部落（大桶山泰雅藝術館）」位於新北市烏來區是本市唯一的原住民區，由在地
桶壁部落泰雅族人所創立，希望透過在地泰雅族生活結合山林知識與生態保育等概念，發展出獨
特的生態文化導覽與體驗，豐富本市多元的旅遊景點同時也振興原住民區域部落經濟，並串聯部
落各產業相互合作的媒介及平台。

《深坑石碇路線》：螢火蟲的約碇

》新北石碇－「螢火蟲書屋」
你是誰？活在那？是否對於兒時出生地感到陌生呢？長大後的工作地與生活地的分野，是否需要
有如日本地方創生的極限分野？沒有銀行沒有醫院的石碇，其特殊地政城鄉紋理，充分揭露了非
山非市偏鄉命題，提供了一個台灣版本地方創生的出口與指引，可用為實踐人生理想的美學駐村
好去處，美學學美的生活，看清楚自己也學會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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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寮路線》：享受東北角海的寬闊和山的寧靜

》新北貢寮－「鮮物本舖」
「鮮物本舖」創立於 2010 年，在貢寮致力於產業的發展。主要營業內容是貢寮鮑養殖，純海水
白蝦殖海葡萄的種殖，同時也經營九孔養殖生態體驗小旅行，「鮮物本舖」相信，在地方要能永
續發展，必需建立在產業的基礎上，唯有產業發展根基穩固，才能支撐地方發展的更多可能性。
近年來「鮮物本舖」結合了一些地方伙伴，創立了品味貢寮的品牌，希望藉由彼此的串聯，讓貢
寮被更多人能夠看見，讓更多人來體驗貢寮的好山好水好精彩！

《東北岸路線》：坪一種感覺在地生活

》新北坪林－「坪感覺」
故事開始於 2013 年的夏天，來自外地的青年試著在坪林這片美好的土地上扎根，透過設計與美
學，串連人文產業與自然，用推廣深度體驗的方式為地方創造新的價值，2019 年我們想用一個
更完整的空間與你見面，「坪感覺」用料理、茶、選物、小旅行等各種充滿能量的方式，讓更多
人一起愛上這塊美麗的淨土，分享我們在坪林的感受與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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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幕式》

由主持人進行開場，總結並回顧地方創生交流會活動，感謝所有與會者及指導、協辦單位；接著由指導單
位長官發言，並邀請各分場論壇中擔任領航員的指導老師分享這次活動的觀察，說明不同主題論壇的內容
及感想；最後由主持人描繪對於地方創生未來的願景，替為期二天一夜的交流活動畫下完美句點。

活動地點：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
活動時間：16:00-17:00

活動細流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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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賓住宿規劃

台灣地方創生年會為二天一夜的活動，聯盟將協助安排來賓當日住宿事宜，預計與交通便利且距離年會主
場地鄰近之飯店業者以「地方創生年會指定飯店」洽談協力合作，期盼共同帶動城市觀光經濟效益。



2023 第四屆地方創生年會

32

籌備時程規劃

》第一階段籌備

》第二階段籌備

》第三階段籌備

第四屆台灣地方創生年會從 111 年 12 月啟動，112 年 1 月至 2 月成立籌辦小組，規劃值年城市年會活動
流程及課程，進行值年城市年會主題、活動形式討論，相關講師與來賓邀約規劃，3 月與新北市及發起單
位、協辦單位等合作洽談，洽詢適合辦理場地。

112 年 3 月至 4 月與新北市政府進行年會活動內容討論，包含年會流程、場域規劃、舞台設計、參與者動
線安排等，開始邀請年會重要來賓與長官。112 年 4 月至 5 月，著手辦理地域振興大賞報名。

112 年 5 月至 6 月進行年會行銷推廣工作，包含主視覺設計及行銷宣傳活動規劃，進行活動新聞稿發佈及
媒體邀約，訂於 6 月 21 日舉辦年會記者會。112 年 6 月上旬開放年會活動報名，聯盟官方網站及臉書粉
絲專頁進行第一波宣傳。112 年 7 月上旬串聯聯盟 9 位發起人臉書進行第二波宣傳，預計 112 年 8 月 25
日售票報名截止；112 年 9 月 1 日前發放報名通知。

112 年 9 月 6 日及 7 日，進行場地佈置與彩排，包含長官、來賓接待、參與者進場程序、會場服務等細節
確認，確保活動期間流程的順暢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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