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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地方創生「地方 SDGs 永續與實踐」交流工作坊 

報名簡章 

一、目的緣起 

為營造文化環境並充實地方團隊創生地方之核心能力，文

化部委託推動地方創生文化環境營造專案輔導中心籌辦各式交

流工作坊，聚集地方創生團隊相互觀摩交流、吸收新知，以實

務演練，提升在地經營能量，進而針對共同課題，共思解決之

道，最終希望達到發展地方創生文化環境、促進人口回流、保

存並活絡在地文化資源的目的。 

二、主辦單位：文化部 

三、承辦單位：文化部推動地方創生文化環境營造專案輔導中心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四、辦理時間、地點及對象 

(一)活動時間：113 年 02 月 27 日(二)09:30-16:30 

(二)集合地點：頭城休閒農場多功能教室(位於服務中心 1F) 

              【宜蘭縣頭城鎮更新路 125-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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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象：已獲文化部地方創生計畫之團隊、文化部輔導中或欲

對接文化部資源之團隊、文化部及所屬機關(生活美學

館、工藝中心、文資局等)、其他對地方創生議題有興

趣者。 

五、報名方式 

請團隊於 02/19(一)前填寫報名表單，回傳文化部地方創生專輔

中心。https://forms.gle/MqKSvoCsLYgDmeR6A 

六、活動簡介 

時間 內容 講師 說明 

09：30 

-09：45 
報到時間 

09：45 

-09：50 
開場 

09：50 

-10：50 

主題講座 

人文關懷與

環境永續 

絲田水舌永續

生態 

孫崇傑執行長 

引導學員思考 SDGs 在地方創生中的

實踐方法，從其核心價值-「不棄任何

人於不顧」切入。分享老師自身如何

以協助弱勢學童學習(SDG4 優質教

育)成立家鄉俱樂部(SDG17 多元夥伴

關係)、生態農法(SDG 11 永續城鄉)、

生態飲食(SDG 12 責任消費及生產)

等概念實踐 SDGs 目標。 

10：50 

-12：10 

農場簡介與

導覽 

農場裡的永

續生活物語 

頭城休閒農場 

林宏達經理 

巡訪頭城休閒農場，感受農場中的循

環經濟，包括林業循環、食物循環、

生態循環等。以及走訪頭城農場的林

蔭步道，探尋森林所孕育的多層次動

植物生態。(SDG4 優質教育、 SDG8

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 SDG11 永續

城鄉、 SDG 12 責任消費及生產)。 

12：10 

-13：30 
自助式午餐 

文化部地方創

生專輔中心 

1. 享用農場栽種的有機蔬果製成的

鄉村料理。 

2. 說明下午開放空間會議流程。 

13：30 

-14：30 

主題講座 

廢墟餐廳的

創生故事 

廢墟餐廳 

廖誌汶負責人 

分享如何號召一群青年回鄉將具有 60

年歷史的眷村廢墟「仁愛新村」改造

成餐廳的故事，並且不定期的舉辦跨

https://forms.gle/MqKSvoCsLYgDmeR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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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講師 說明 

界餐飲、藝術活動，成為著名的文化

創生案例(SDG8 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

長、 SDG11 永續城鄉、SDG17 多元

夥伴關係)。 

14：30 

-16：30 

開放空間會

議 

地方創生×

SDGs 實踐 

1. 人口×環境

永續 :孫崇

傑執行長 

2. 產業×經濟

永續 :林宏

達經理 

3. 文化×農村

永續 :廖誌

汶負責人 

1. 以開放空間會議的四大原則和雙

腳法則，鼓勵學員盡情移動雙腳到

子議題參與討論。 

2. 分 3 區討論 3 類議題，學員可自由

選擇各類議題參與討論，待討論結

束後，請學員就自己認同且重視的

觀點進行票選。 

3. 就票選結果進行總結，完成每個議

題的想法和紀錄，也留下可供地方

實踐的 SDGs 行動方針。 

七、講師介紹 

單位 姓名 介紹 

絲田水舌 

永續生態 

孫崇傑 

執行長 

 經歷： 

擔任過埔里紙教堂的工程建築師，曾任職於台大建

築與城鄉研究所、阿罩霧文化基金會、新故鄉文教

基金會等，最後在霧峰成立「絲田水舌生態」。長

期擔任文化部的社區營造和地方創生陪伴業師。同

時也在暨南大學的通識課程、合樸市集、樹合苑等

單位講授生態農法與生態飲食課程。 

 推廣理念： 

該機構以推廣「細活」的態度來實踐稻田的耕種，

讓認同其理念的「榖東」們，有機會藉由試驗田的

活動設計，像是插秧、施肥、鋤草及收割，及藝術

創作、探索週遭生態等，領悟人與土地、環境之間

的關係，進而瞭解農業生產可以生態農法的方式進

行，減少對自然的破壞。該機構亦透過在合樸農夫

市集販售產品，達成自己自足及友善環境的目標，

並藉由課程教導大學生和社區居民使用在地小農

的食材結合在地風土文化、文史脈絡、節氣文化、

環境元素等，創作有生命故事的料理，透過食物啓

發大衆讓台灣的國土永續的觀念，並且建構綠色產

銷模式。 

頭城 

休閒農場 

林宏達 

企劃經理 

 經歷： 

頭城休閒農場企劃經理暨環教專職人員、新港澳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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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介紹 

閒農業區發展協會總幹事。頭城休閒農場是全台灣

第一家取得聯合國全球永續旅遊委員會(GSTC)的

永續旅遊旅館，另以「森林餐桌」獲得第一屆亞洲

生態旅遊聯盟國際生態旅遊遊程最佳創新獎。 

 推廣理念： 

延續頭城農場創辦人卓陳明女士理念，致力於永續

旅遊推動。頭城休閒農場成立於 1979 年，整體面

積高達 120 公頃。園區內提供自家農場生產，不使

用農藥、化肥的健康食材。並且以林業循環、食物

循環、生態循環等三者一體，落實循環經濟。 

廢墟餐廳 
廖誌汶 

負責人 

 經歷： 

曾經是「稻田裡的餐桌計畫」創辦人，現在是宜蘭

壯圍廢墟餐廳負責人，擅長把「荒煙漫草變成一個

人見人愛的打卡點」。 

 推廣理念： 

認為「越是偏鄉、越是戰場」，號召年輕人回鄉創

業，希望讓年輕人做有興趣的工作，還能賺到不錯

的收入。現已摸索出一套商業模式，協助年輕人讓

想做的事情被社區的人與消費者理解；與社區的人

建立關係，並且讓社區同意年輕人來做活化社區的

事情，推動壯圍的地方創生，讓在地青年可以有更

多機會回流發展，為農村續寫動人故事。 

八、交通方式及住宿 

(一)自行開車 

導航定位點：頭城休閒農場(宜蘭縣頭城鎮更新路 125-1 號) 

1. 經雪山隧道：國道 5 號穿過雪山隧道後即靠外線，由頭城

交流道下後向右轉往頭城、基隆方向(台 2 庚線)行至頭城

銜接(台 2 線濱海公路)，沿途經過烏石港、梗枋，請在跨

越梗枋橋約 129.5 公里處後即刻左轉，由橋墩旁道沿指標

前進就能到達農場。 

2. 經濱海公路：從濱海公路可由中山高向北往基隆方向行駛，

由八堵瑞芳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後，沿著 2 號省道(及濱海

公路)往宜蘭方向，途經福隆、大里、大溪、北關、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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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枋約 129.5 公里處即可看到梗枋橋，由橋墩旁道路沿指

標前進就能到達農場。 

3. 經北宜公路：從北宜公路可由新店往宜蘭方向行駛，途經

新店、坪林、礁溪、至頭城接 2 號省道(即濱海公路)經梗

枋(129.5 公里處)，請在跨越過梗枋橋後即刻左轉，由橋墩

旁小巷沿指示牌前進就能到達頭城休閒農場。 

(二)大眾運輸 

1. 台鐵：頭城休閒農場最近的對號列車停靠站為頭城車站

(停靠班次較不密集)，車站有排班計程車，從車站搭計程

車跳表到頭城休閒農場單趟約 270 元至 320 元。 

2. 接駁車(由專輔中心負擔，將視報名狀況調整)： 

(1)去程接駁地點(若有調整將個別通知)： 

  A.接駁點一：台北車站東三門集合，於 8:10 發車。 

B.接駁點二：頭城車站集合，於 9:10 發車。  

(2)回程接駁地點：頭城休閒農場大門口集合，於16:50發車，

第一站停頭城車站，第二站停台北車站。 

(三)住宿(需自費) 

1. 前一日住宿：如前一日抵達需住宿者，頭城休閒農場提供

優惠方案。 

(1)二人一室：含一泊二食，2000 元/人。 

(2)單人住宿：含一泊二食，3000 元/人。 

2. 前一日接駁：如前一日抵達需接駁者，頭城休閒農場提供

統一時間接駁方案。 

(1)龜山車站：於 16：30 接駁，50 元/人。(建議搭乘北上

4193 班次，16：22 抵達；南下 4198 班次，16：15 抵

達) 

(2)頭城車站：於 17：35 接駁，100 元/人。(建議搭乘北上

423 班次轉 653 班次，17：26 抵達；南下 4208 班次，

17：27 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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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注意事項 

(一) 本活動採線上網路報名，已獲本部補助之地方創生計畫團隊

享有優先報名權利，剩餘名額則依報名之優先順序，主辦單

位將於報名截止後，回覆報名結果及相關資訊至所填報之電

郵。公務人員報名者，將協助申請上課時數認證。 

(二)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或修正，將以最

新公告為主，並同步更新於報名連結；主辦單位保留最終解

釋與變更之權利。 

十、聯絡窗口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文化部推動地方創生文化環境營造專案

輔導中心(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02)2586-5000#197   

d34811@tier.org.tw 鄭小姐 

mailto:d34811@tier.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