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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地址：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

號

承辦人：黃立佳

電話：05-5523410

傳真：05-5330895

電子信箱：ylhg68162@mail.yunlin.gov.

tw

受文者：本府社會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7月4日

發文字號：府文推二字第111381470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11YS09113_1_04104724874.pdf、111YS09113_2_04104724874.pdf)

主旨：檢送本府辦理「111年度雲林縣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發展

計畫－跨領域交流共識工作圈（七月份）及公民審議工作

坊」報名簡章各1份，請轉知所轄單位，踴躍參加，請查

照惠辦。

說明：

一、依據本縣社區營造中心工作計畫辦理。

二、雲林縣的社區營造工作推動至今，累積豐碩成果，為延續

過去操作經驗、強化社區資源整合及提振公民參與意識，

於7月份規劃共2場主題討論工作圈，邀請社區參與學習。

三、【公民審議工作坊】

(一)時間：111年7月13日（三）上午9時至下午4時。

(二)地點：虎尾鎮安溪社區活動中心（虎尾鎮安溪里安溪6

號）

(三)報名連結：以下方式擇一，並以電話確認

１、填寫線上表單：https://reurl.cc/ZAL1jl。

檔　　號:
保存年限:

1
雲林縣政府 111/07/04

111263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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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填寫紙本報名表，並傳至電子信箱：

noah1030505@gmail.com。

四、【社區劇場與社區遊程的串聯】

(一)時間：111年7月20日（三）上午9時至中午12時。

(二)地點：西螺鎮廣興社區活動中心（請搜尋：七崁雕塑公

園）

(三)報名連結：以下方式擇一，並以電話確認

１、填寫線上表單：https://reurl.cc/7DzpOk。

２、填寫紙本報名表，並傳至電子信箱：

noah1030505@gmail.com。

五、其他資訊請詳閱附件簡章，並於期限內儘速報名。

六、本案聯絡窗口：社造中心沈小姐（05）533-4233。

正本：本府社會處、本府城鄉發展處、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本府文化觀光處(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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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雲林縣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雲林社區巷仔內˙社造夥伴作伙來 

社造主題工作圈經驗分享 

Part 1~【社區劇場與社區遊程的串聯】 

    社區力量的凝聚，常常是透過居民共同的記憶來堆積，因此常會設計

能號召大多數居民共同參與的活動，進而引發居民相互理解的情感，例如

社區標誌、社區歌曲、社區故事繪本，甚至是社區制服等，這些讓居民擁

有共同性的物件，都有助於社區意識的力量凝聚。近年來，雲林境內的多

數社區更是積極推動「社區劇場」創作，透過「社區劇場」能夠了解在地

歷史文化演進，也挖掘社區展演人才、服裝製作、舞台設計等等技能，劇

場創作過程中活力的展現，更不失為社區共同參與最實質的證明。 

    許多社區的「社區劇場」經由多年的推動與操作，相信已累積足夠的

在地資源與創作能量，若能運用規劃為社區的特色體驗或深度旅遊，讓遊

客在參訪過程中，對於社區的認識不僅僅是外在環境的視覺參訪，也融入

更多在地深層的自然資源與人文特色，更或許是參與一齣戲的演出，更能

加深旅行回憶的五感體驗。 

 

 共識工作圈目標： 

1. 延伸上月共識圈主題，學習如何進行跨領域的結合運用。 

2. 社造點跨區域合作，期待社區彼此間有更在地的深度旅行。 

3. 透過工作圈討論，參與者能夠提升知能、交流經驗、互相學習成長。 

 

 參與對象： 

1. 本年度社造點推動社區劇場創作與社區遊程規劃項目為優先對象。 

2. 公所推薦單位。 

3. 其他局處社造計畫單位：如 PK 賽、農再社區、環保小學堂等 

 



第二次交流會議來囉！請往下看： 

 時間：7 月 20 日（三）上午 9 時至 12 時 

 地點：西螺鎮廣興社區活動中心（請搜尋：七崁雕塑公園） 

 流程： 

時間 主題 主持人 

09：00-09：20 報到 亞洲大學 

09：20-09：30 長官及來賓致詞 亞洲大學 

09：30-10：20 【社區劇場創作發想】 廖彥輝 老師 

10：20-10：30 中場休息  

10：30-11：20 【跨領域、跨區域合作交流】案例分享 黃世輝 教授 

11：20-11：40 社區報報—說說心得與建議 社區夥伴 

11：40-12：00 綜合座談、分組時間 縣府長官 

黃世輝 教授 

廖彥勳 老師 

王志華 老師 

12：00- 賦歸  

（如因疫情影響，將改採線上方式辦理） 

 報名連結：以下方式擇一，並以電話確認 

（一）填寫線上表單： https://reurl.cc/7DzpOk               報名 QRcode 

 

（二）填寫以下報名表，傳至電子信箱： noah1030505@gmail.com 

社造主題工作圈-經驗交流報名表 

單位(個人)名稱  

報名類型 □本年度社造點 

□公所推薦單位    □其他局處社造計畫單位 

參加者（每單

位最多 2 人） 

姓名 1  圈選 姓名 2  圈選 

電話 1  葷素 電話 2  葷素 

報名後請電洽：雲林社造中心 05-533-4233 沈小姐 

 

https://reurl.cc/7DzpOk


111 年度雲林縣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雲林社區巷仔內˙社造夥伴作伙來 

公民審議工作坊 

    雲林縣的社區營造工作推動至今，累積相當豐碩的成果，隨著公民意

識抬頭，民眾對於參與公共事務的需求益發增長，在這個時代轉捩點，身

為最能照顧到民眾的社區單位，除了被動地接受由上而下的政策，更期望

能夠傳達民眾最直接的心聲。 

    近年來，許多單位透過「審議式民主」（又稱：公民審議）參與社造，

公民審議又以「參與式預算」為進入社區的方式之一，根據文化部出版的

《推展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全民來參與》所提及操作流程：(1)進入社

區→(2)訂定時程→(3)宣傳→(4)志工培訓→(5)公民大會→(6)方案規劃→(7)

表決大會→(8)方案執行。 

    然而，「審議式民主」的推動並不只有一種模式，文觀處希望能夠支持

雲林社區在原有的主題特色下，發展出專屬地方獨一無二的審議模式，因

此本次特別邀請到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永續發展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陳

思安老師及洪士育老師，帶領社區認識公民審議的優點，並透過討論工作

坊思考自己的計畫，如何在未來各種社造操作時，融入公民參與的精神與

實質過程，比方說：善化區公所透過參與式預算的推動，由地方媽媽出點

子，打造親子成長體驗區，不只翻轉了公園的硬體建設，更培育了一群願

意協助維護公園環境的地方志工，因為民眾的參與，更能激起社區願意後

續的投入。本次工作坊，邀請您一起來認識，公民審議在雲林社區~可以

怎麼玩！ 

 公民審議民主工作坊目標： 

1. 了解甚麼是公民審議，提升知能與素養。 

2. 透過工作坊，讓參與者熟悉公民審議操作技巧。 

3. 透過不同介面的參與者，讓各種操作模式思考更多元化與串連的可能。 

4. 適時回饋與困境反應，政府部門能夠更了解在地的需求。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1123004601-260405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1123004601-260405


 參與對象： 

除本年度社造點外，其餘需事先向社造中心報名，單位報名一次，身分保

固一年；可持續參與，且可轉讓他人。 

1. 本年度社造點 

2. 公所推薦單位 

3. 其他局處社造計畫單位：如 PK 賽、農再社區、環保小學堂等 

 時間：7 月 13 日（三）上午 9 時至下午 16 時 

 地點：虎尾鎮安溪社區活動中心（虎尾鎮安溪里安溪 6 號） 

 流程： 

時間 報到內容 講師 

08：45-09：00 報到 

陳思安老師 

（及洪士育

老師） 

09：00-10：50 
【社區的公民審議】 

公民審議基本概念認識 

11：00-12：00 
【社區的公民審議】 

案例分享 

12：00-13：00 中午休息用餐 

13：00-14：00 
【屬於雲林社區的公民審議玩法】 

創意提案構想分組討論 

14：00-16：00 
【屬於雲林社區的公民審議玩法】 

原來可以這樣做大家來分享 

（如因疫情影響，將改採線上方式辦理） 

 

 報名連結：以下方式擇一，並以電話確認 

（一）填寫線上表單：https://reurl.cc/ZAL1jl                                 報名 QRcode 

（二）填寫以下報名表，傳至電子信箱：noah1030505@gmail.com 

公民審議民主工作坊報名表 

單位(個人)名稱  

報名類型 □本年度社造點 

□公所推薦單位    □其他局處社造計畫單位 

參加者（每單

位最多 2 人） 

姓名 1  圈選 姓名 2  圈選 

電話 1  葷素 電話 2  葷素 

報名後請電洽：雲林社造中心 05-533-4233 沈小姐 

 

https://reurl.cc/ZAL1jl


 參與對象： 

除本年度社造點外，其餘需事先向社造中心報名，單位報名一次，身分保

固一年；可持續參與，且可轉讓他人。 

1. 本年度社造點 

2. 公所推薦單位 

3. 其他局處社造計畫單位：如 PK 賽、農再社區、環保小學堂等 

 時間：7 月 13 日（三）上午 9 時至下午 16 時 

 地點：虎尾鎮安溪社區活動中心（虎尾鎮安溪里安溪 6 號） 

 流程： 

時間 報到內容 講師 

08：45-09：00 報到 

陳思安老師 

（及洪士育

老師） 

09：00-10：50 
【社區的公民審議】 

公民審議基本概念認識 

11：00-12：00 
【社區的公民審議】 

案例分享 

12：00-13：00 中午休息用餐 

13：00-14：00 
【屬於雲林社區的公民審議玩法】 

創意提案構想分組討論 

14：00-16：00 
【屬於雲林社區的公民審議玩法】 

原來可以這樣做大家來分享 

（如因疫情影響，將改採線上方式辦理） 

 

 報名連結：以下方式擇一，並以電話確認 

（一）填寫線上表單：https://reurl.cc/ZAL1jl                                 報名 QRcode 

（二）填寫以下報名表，傳至電子信箱：noah1030505@gmail.com 

公民審議民主工作坊報名表 

單位(個人)名稱  

報名類型 □本年度社造點 

□公所推薦單位    □其他局處社造計畫單位 

參加者（每單

位最多 2 人） 

姓名 1  圈選 姓名 2  圈選 

電話 1  葷素 電話 2  葷素 

報名後請電洽：雲林社造中心 05-533-4233 沈小姐 

 



111 年度雲林縣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雲林社區巷仔內˙社造夥伴作伙來 

公民審議工作坊 

    雲林縣的社區營造工作推動至今，累積相當豐碩的成果，隨著公民意

識抬頭，民眾對於參與公共事務的需求益發增長，在這個時代轉捩點，身

為最能照顧到民眾的社區單位，除了被動地接受由上而下的政策，更期望

能夠傳達民眾最直接的心聲。 

    近年來，許多單位透過「審議式民主」（又稱：公民審議）參與社造，

公民審議又以「參與式預算」為進入社區的方式之一，根據文化部出版的

《推展公民審議及參與式預算—全民來參與》所提及操作流程：(1)進入社

區→(2)訂定時程→(3)宣傳→(4)志工培訓→(5)公民大會→(6)方案規劃→(7)

表決大會→(8)方案執行。 

    然而，「審議式民主」的推動並不只有一種模式，文觀處希望能夠支持

雲林社區在原有的主題特色下，發展出專屬地方獨一無二的審議模式，因

此本次特別邀請到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永續發展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陳

思安老師及洪士育老師，帶領社區認識公民審議的優點，並透過討論工作

坊思考自己的計畫，如何在未來各種社造操作時，融入公民參與的精神與

實質過程，比方說：善化區公所透過參與式預算的推動，由地方媽媽出點

子，打造親子成長體驗區，不只翻轉了公園的硬體建設，更培育了一群願

意協助維護公園環境的地方志工，因為民眾的參與，更能激起社區願意後

續的投入。本次工作坊，邀請您一起來認識，公民審議在雲林社區~可以

怎麼玩！ 

 公民審議民主工作坊目標： 

1. 了解甚麼是公民審議，提升知能與素養。 

2. 透過工作坊，讓參與者熟悉公民審議操作技巧。 

3. 透過不同介面的參與者，讓各種操作模式思考更多元化與串連的可能。 

4. 適時回饋與困境反應，政府部門能夠更了解在地的需求。 

 



第二次交流會議來囉！請往下看： 

 時間：7 月 20 日（三）上午 9 時至 12 時 

 地點：西螺鎮廣興社區活動中心（請搜尋：七崁雕塑公園） 

 流程： 

時間 主題 主持人 

09：00-09：20 報到 亞洲大學 

09：20-09：30 長官及來賓致詞 亞洲大學 

09：30-10：20 【社區劇場創作發想】 廖彥輝 老師 

10：20-10：30 中場休息  

10：30-11：20 【跨領域、跨區域合作交流】案例分享 黃世輝 教授 

11：20-11：40 社區報報—說說心得與建議 社區夥伴 

11：40-12：00 綜合座談、分組時間 縣府長官 

黃世輝 教授 

廖彥勳 老師 

王志華 老師 

12：00- 賦歸  

（如因疫情影響，將改採線上方式辦理） 

 報名連結：以下方式擇一，並以電話確認 

（一）填寫線上表單： https://reurl.cc/7DzpOk               報名 QRcode 

 

（二）填寫以下報名表，傳至電子信箱： noah1030505@gmail.com 

社造主題工作圈-經驗交流報名表 

單位(個人)名稱  

報名類型 □本年度社造點 

□公所推薦單位    □其他局處社造計畫單位 

參加者（每單

位最多 2 人） 

姓名 1  圈選 姓名 2  圈選 

電話 1  葷素 電話 2  葷素 

報名後請電洽：雲林社造中心 05-533-4233 沈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