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發會地方創生多元徵案提案簡報

斗六舊城永續飲食文化聚落創生計畫

簡報人：三小文創李宜倩、瑪度食品高聖峰

紙農書院黃世豐、蕉您來好康歐孟堅、

雲林縣創新創業協會張光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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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文化、人才多元，交通便利連結產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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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六市為雲林縣市政中心發展重鎮

55

經濟作物 青年創業

文化傳承 人才培育



2.發展優勢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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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警察宿舍

日治時期為雲林地區行政中心，設有「郡役

所」、「街役場」、「登記所」。戰後移轉臺

灣總督府做為警察宿舍使用。83年登錄為歷史

建築，105年雲林縣政府文化處透過促參法以

OT+ROT+BOT 方式，吸引文創產業進駐歷史聚

落。為在地關係人口的核心聚落生活

圈。

【課題一】復興舊城百工文化

生活聚落
舊城工藝匠師

依古坑鄉志指出，古坑鄉東部丘陵山區，竹木密佈，尤

以華南、華山、桂林、樟湖等村落山坡，遍植麻竹、桂

竹及孟宗竹等，是造紙材料的便捷來源，加上水源充足，

因此「紙寮」林立，成為早年優勢傳產之一。然而早期

核心生活聚落設立於斗六，紙品販售據點儼然

轉往市區行銷，逐漸形成斗六舊城紙

業文化。

文化技藝

◼ 缺乏有系統的總體規劃，

文化脈絡認同低

◼ 缺乏文化技藝的保存意

識，職人工藝漸失

◼ 缺乏區域產業形象，地

方品牌識別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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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地多元多樣

雲林縣為台灣農業首都，依農業處報告數據，

全縣農地面積超過8萬公頃，110年農產值高達

854億，農牧戶戶數為6萬6685戶，農牧人口數

為21萬2323人，占總雲林人口數1/3，農業產

值為全台第一，是全台最大蔬果、畜

產中心。

農業首都
全民永續行動

雲林縣為農業大縣，在面臨極端氣候、勞動力

老化、青年人口外移等課題之下，考量「三生」

與「三農」而研擬「加值農業生產、優化

農民生活、友善農村生態」三大對策，

透過行動方案來落實「科技智農、產業加值、

賦權保障、教育深耕、循環農業、友善生產」。

政策方針

【課題二】產地永續消費機制

◼ 缺乏整合具農產影響力

價值的服務平台

◼ 缺乏農產品牌的創意思

維與行銷觀念

◼ 缺乏產地與永續消費的

市場選購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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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三】傳承舊城飲食文化

百年舊城飲食

斗六靠山，建城百年，是雲林市政中心，

也是南北往來的樞紐，族群多元。且有兩

所大學、兩個工業區、一條老街、至少三

個市場及兩個黃昏市場、兩個夜市，飲

食文化多元，累積百年人文歷史，

深入認識雲林農村飲食的起點。

人文薈萃
產地綠色飲食

在永續議題、食農教育立法等趨勢下，

「食」是其中的議題核心，連結到ESG趨

勢與綠色飲食需求，如低碳、低食物里程、

也都與傳統飲食文化當令惜食的精神相同，

讓斗六舊城具備雲林啟動綠色農

業飲食產業串連行動的相關條件。

永續趨勢

◼ 產品服務缺少文化底蘊，

辨識度低淪為價格戰

◼ 傳統顧客群逐漸流失，

面對新市場需轉型思維

◼ 青年返鄉產業傳承，挑

戰重重，無法有效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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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四】活化舊城產業服務創新農產銷售轉運點

SDGs中「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透過

格外品利用、加工研發、人才賦

能，推廣食材永續性，提高消費者農

產認知水平，並提升農村經濟產值與人才

回留，將農業注入食、藝、遊、購、

行，整合行銷。

◼ 農產因篩選機制，產生

大量格外品/惜福品，影

響農民收入。

◼ 格外品須經加工處理與

創新研發，提高價格。

◼ 青年返鄉無領路人，青

創門檻高。
10

斗六市青年聚落

雲林蔬果供應大縣 解決剩食推廣食農

品牌串連多角行銷

雲林為農業大縣，然而面對氣候劇變增加，

農產惜福品/格外品比率逐漸上升，農民

收入受到減損，又加上農村青年大量移出，

留在農村的長輩們年齡漸長，農村產業逐

漸式微，斗六市雖非農村卻扮演著

產地與城市的溝通橋樑，也是生

產者能對接消費者的轉運點。



3.創生願景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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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目標 策略 事業提案/對應計畫 預期效益

斗六舊城

永續飲食

文化聚落

創生計畫

工藝復興

培訓舊城百工技藝

體驗舊城工藝文化

建置農廢商品品牌

【農廢開發設計再造舊城百工創新計畫】

文化部/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地方創生文化環境營造(113年)

物產共感

友善農產加工研發

農產經營人才培訓

連結市場消費橋梁

【永續禮贈賦新與創建共感服務計畫】

經濟部/地方創生中長程個案計畫(114年)

飲食轉譯

盤點舊城飲食文化

鏈結產地友善食材

傳承舊城料理品味

【從舊城小吃到友善食農的裊裊炊煙-雲林醬香、蛋香、米香計畫】

文化部彰美館/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地方創生文化環境營造

(113年)

產業加工

格外品創新研發

農產行銷推廣

農村長者關懷

青年返鄉媒合

【20+1雲林即食救援：綠意共餐與特產創新】
農業部/農村再生第4期實施計畫(113至116年)

產業增能

農產格外品研發

加工人力培訓

舊城旅遊體驗

產業聯盟發展

【創新產銷永續二十鄉鎮加值轉運站】

勞動部/多元培力就業計畫(114年)

12

傳統工藝文化傳承
農產轉型研發創新
農產消費永續環境
地產地消飲食文化
農村經濟轉譯加值



4.地方創生事業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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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農廢開發設計再造舊城百工創新計畫 提案單位 小滿居染織工坊

對應部會計畫 【文化部-文化事業推動】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地方創生文化環境營造(113年)

經費需求 187.5萬 (補助款150萬+自籌款37.5萬)

計畫執行項目 預期效益

1.設計農廢再生產品
使用農業廢棄物再利用，結合傳統抄紙工藝技術，設計日常生
活物件，如：碗、盤、杯、筷架等器具，打造農廢永續品牌。

強化環境永續性，建立品牌商業模式

2.農廢紙藝體驗活動
設計工藝教案，培育傳統技術人才，傳承舊城技藝文化，並繪
製百工地圖，推廣舊城文化體驗活動。

振興工藝文化脈絡

3.農廢紙藝倡議行動
聯合舊城百工匠師，共同創作特色商品，對接舊城商家進行商
品展示與商品試驗，並共同辦理成果展。

提倡舊城綠色永續倡議，塑造藝文慶典，
提升文化永續價值。

工藝
創作

綠色
品牌

舊城
匠師

農廢
利用關

鍵
議
題

發
展
主
軸

品牌
塑造
品牌
塑造

工藝
傳承
工藝
傳承

人才
培訓
人才
培訓

品牌面 應用面
合作面

永續經濟

斗
六
舊
城D

N
A

農村產業

柑橘、稻米、玉米、
竹、藍草、牛糞…等

工藝文化

造紙、裁縫、製刀、
鞋匠、編織…等

觀光體驗

人才培訓、工藝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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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提案一】農廢開發設計再造舊城百工創新計畫 1/5



【事業提案一】農廢開發設計再造舊城百工創新計畫 2/5

執行方法一：設計農廢再生產品，創新綠色產業商業模式

關鍵課題

雲林為台灣農業大縣，
全縣有49.7%人口從事
農業，農地面積超過8
萬公頃，每年貢獻超過
800億元，卻也產生農
業廢棄物高達4萬公噸，
媒合傳統工藝，設計農
廢永續循環利用，結合
品牌策略，創造農廢價
值，持續環境永續力。

斗六市-雲中街、太平老街、行啟紀念館為據點，逐步向外拓展

行動策略

15

農廢纖維
食器設計

技藝傳承

產品研發

模板打樣

包裝設計

行銷推廣

文化傳承

永續倡議

商模經營工藝匠師

創意發想

在地商家

聯盟展示



執行方法二：農廢紙藝活動，傳承百工文化技藝

關鍵課題

身懷守護百年匠師技藝，
記錄舊城產業歷史與傳統
技藝脈絡，卻面臨文化消
失與產業沒落的窘境。

行動策略

情感設計三層次情感設計三層次

• 外在層次(視覺性)
• 行為層次(使用性)
• 無形層次(思考性)

品牌定位品牌定位

• 工藝資料蒐集

• 文物資料蒐集

特色文化(調查)特色文化(調查)

繪製、文字、影
像踏查

調查分析在地生活特色(產業經濟、飲食文化、生活習慣、工
藝技術等)，設計多樣複合媒材教案及記錄區域文史。

文化轉譯文化轉譯

造紙、裁縫
糊紙、藤編

設
計
實
踐

設
計
實
踐

農廢循環
工藝創新
技術傳承
觀光體驗

◼ 城南舊事旅記本：紙布衣+版畫手工書

◼ 家居物類：斗六柚子燈、布花器藤鐘

◼ 餐桌器物類：筷置、隔熱墊、香料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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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提案一】農廢開發設計再造舊城百工創新計畫 3/5



計畫期程與工項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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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提案一】農廢開發設計再造舊城百工創新計畫 4/5

時程（月）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執行項目

執行方法一
設計農廢再生產品，創
新綠色產業商業模式

設計5款食器產品

設計2款工藝伴手禮

布局4處倡議據點

規劃1處品牌概念店

執行方法二
農廢紙藝活動，傳承百
工文化技藝

推動6場農棄纖材工作坊

舉辦6場複合工藝體驗

辦理1場聯合成果發表

◼ 預期效益：從設計農廢再生商品，傳承舊城百工匠師技藝，活化舊城體驗服務與品牌永續經營。

編號 項目 數量 單位 預計達成時間

1 消除農業廢棄物 500 公斤 2024/11/30

2 銷售綠色商品據點 5 處 2024/11/30

3 推動工藝學習人數 600 人次 2024/11/30

4 帶動區域觀光人次 1000 人次 2024/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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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提案一】農廢開發設計再造舊城百工創新計畫 5/5

計畫名稱 農廢開發設計再造舊城百工創新計畫 企業名稱 小滿居染織工坊

申請經費 總經費187.5萬元 (補助款150萬元，配合款37.5萬)

執行期程 113年

經費項目 (仟元） 政府輔導款 企業自籌款 小計 占總經費比例

人事費 531,000 0 531,000 28.32%

業務費 801,560 254,640 1,056,200 56.33%

材料費 167,440 120,360 287,800 15.35%

總計 1,500,000 375,000 1,875,000 100%



【事業提案二】永續禮贈賦新與創建共感服務計畫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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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永續禮贈賦新與創建共感服務計劃 提案單位 瑪度食品國際有限公司

對應部會計畫 【經濟部】地方創生中長程個案計畫(114年)

經費需求 300萬 (補助款250萬+自籌款50萬)

計畫執行項目 預期效益

1.開發產銷履歷永續贈禮 以sdgs指標為主體，規劃永續贈禮客製服務方案，並提升產
履食材應用與加工品創新開發。

在地產履採購數、企業說明會場次、產品開發品項

2.建立消費市場溝通橋樑 導入智能科技應用，成立都市示範共感好店，降低碳足跡及
擴大品牌ESG影響力。

擴大連結城鄉價值，提升地方販售能見度

3.斗六農創產業人才培訓 支持永續產履生產者，串連低碳加工單位，參與加工技術研
發與培訓，並倡議潛力單位凝聚市場規模。

增加多元就業機會、提高地方物產開發多樣性

關鍵課題 行動策略 目標效益

價值賦能

連結城鄉關係人口
創造多元就業

市場導向開發
創造多方採購

利用多元食材
提高轉型產履

多元整合

永續食材加工開發＆
共感智能服務

產履倡議＆
永續贈禮開發

人才培育
創造影響力

<加工轉型>
一二級產業現況規模差異大
國內產履食材加工良莠不一

<消費轉型>
農產加工品添加物複雜多樣
市場不易認識生產加工面貌



【事業提案二】永續禮贈賦新與創建共感服務計畫 2/9

採購產履者原料

持續供貨給品牌方

瑪利亞
社會福利基金會

全台50間門市

年間80,000包

疫情間180,000包

年間20,000包
全台56間門市

共推出8款商品

年間30,000包

品牌O D M服務
企業永續禮贈服務

既有通路販售

市場導向開發生產

客製企業整合需求

To B＆ To C

公信檢驗標章

瑪
度

餐飲店

直營店

EC

結盟合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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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提案二】永續禮贈賦新與創建共感服務計畫 3/9

|採用永續農業食材
支持在地小農，確保建立可永續發
展的糧食生產系統。

|地產地消共好結盟
減少生產碳足跡，0人工添加物，
連結在地文化與產品的永續性。

|選用友善產履食材
促進環境生物多樣化，減少環境破
壞。

雲林地瓜-500kg/年

雲林西螺有機番茄-120kg/年

雲林產履花生-1,000kg /年

雲林虎尾糖-250kg/年

南投鳳梨-500kg /年

花蓮有機米穀粉- 300kg/年

苗栗有機秋薑黃-250kg/年

台東產履晚崙西亞-1,200kg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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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提案二】永續禮贈賦新與創建共感服務計畫 4/9

22

關鍵合作夥伴 關鍵活動 價值主張 顧客關係 目標客群

原料生產者

代工業者結盟

委託通路業者

市場營銷

產品研發

人才培育

永續贈禮整合服

務(食材挑選、多

元加工、包裝設

計)

無負擔蔬食飲食

0添加潔淨食品

低碳永續議題整

合

數位社群、社團

實體市集體驗

To C:

重視健康者、

狀世代蔬食愛好者

喜愛咖啡、茶飲者

To B:

對永續CSR重視、注

重食育推廣、有機

友善需求的企業單

位/通路

關鍵資源

品牌推播管道

專業人才導入

加工設備導入

通路

線上官網、他網

實體直營門市

活動市集

企業禮贈

成本結構 收益流

生產材料費用、設備、加工費用

人事費用、通路抽成費用

行銷設計費用、物流費用

商品買賣收入

商品訂閱制收入

產品代工服務收入

市場端

全
方
位
整
合
服
務

加
工
開
發

風
格
設
計

生產端

永續ESG
贈禮

共感
好店

多元
人才

產履食材 低碳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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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法一：永續贈禮客製服務
預期效益：

目標產值提升 180 萬

合作農家產履轉型 4 家

企業ESG合作 4 家

A、全方位禮贈整合服務

B、企業 /通路 E S G客製方案

C、主題課程倡議導入

23

全方位整合服務企業通路ESG需求

家庭/送禮顧客

CSR報告書 主題採購 員工福利

潔淨飲食食育連結親農體驗

產履
食材

飲食
文化

包裝
設計

多元
加工

改良客家醃物文化

複方穀物茶開發

腸道健康課程

蜜餞/果凍

根莖雜糧

機能性食品

符合多元需求進行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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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執行方法二：設立示範共感好店
預期效益：

目標產值提升 80 萬

推廣展售觸及人數達 800 人

目標企業客戶洽談 10 家

24

共感好店

美味風土、
發覺魅力的風格店鋪

發覺潛在興趣客群
創造Touth Point

無人輔助
智能設備

數位行銷
EC通路

自媒體影像

跨界社團

聯名合作

降低人力

二度就業

彈性空間
可合作展店

|生產農場

|加工廠育



執行方法三：城鄉大使人才養成

預期效益：

社群行銷觸及人數 5,000 人

提升雲林關係人口數 700 人

25

國產雜糧
田野勤學

生機蔬果
林記蔬果

海岸養殖
金湖農業發展

永續ESG
安侯建業

狀世代消費
樹合苑

城鄉連結
小鎮文創

產履生產者

合作企業/通路

在地居民/志工

會員顧客

多元教程 多元受眾

國外專家交流
日本香港

國內城鄉合作
台北台中高雄

跨界領域激盪
設計餐飲藝術

【事業提案二】永續禮贈賦新與創建共感服務計畫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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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永續禮贈賦新與創建共感服務計畫 企業名稱 瑪度食品國際有限公司

申請經費 總經費300萬元 (補助款250萬元，配合款50萬)

執行期程 8個月

經費項目 (仟元） 政府輔導款 企業自籌款 小計 占總經費比例

人事費 680,000 60,000 740,000 24.67%

業務費 1,690,000 355,000 2,045,000 68.17%

旅運費 30,000 60,000 90,000 3%

設施設備建置/購置 0 0 0 -

營業稅 100,000 25,000 125,000 4.16%

總計 2,500,000 500,000 3,000,000 100%

【事業提案二】永續禮贈賦新與創建共感服務計畫 8/9



查核點日期 查核點編號 查核事項

第一年｜第一季 1 媒合 永續採購企業組織 4家

第一年｜第二季 2 結盟 永續產履食育生產者 5位

第一年｜第三季 3 研發 產履食材使用商品 6款

第一年｜第四季 4 傳遞 企業/組織理念倡議 4場

第二年｜第一季 5 媒合 在地生產加工交流活動 3場

第二年｜第二季 6 建立 城鄉價值SDGs、雲林食育教案 4份

第二年｜第三季 7 優化 品牌市場定位設計 1式

第二年｜第四季 8
建置 農創品推廣示範場域 1間

導入 智能無人輔銷模組 1式

計畫期程

預期效益

1.增加在地產履採購數、多元永續產品開發

2.擴大連結城鄉價值，提升地方販售能見度

3.增加多元就業機會、提高地方物產開發多樣性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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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提案三】舊城小吃到友善食農的裊裊炊煙－雲林醬香、蛋香、米香計畫 1/10

計畫名稱
從舊城小吃到友善食農的裊裊炊煙-雲林醬香、蛋
香、米香計畫

提案單位 三小文創有限公司

對應部會計畫 【文化部彰化美學館-飲食文化】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地方創生文化環境營造(113年)

經費需求 187.5萬 (補助款150萬+自籌款37.5萬) / 一年

計畫執行項目 預期效益

1.盤點舊城飲食文化 地方飲食田調資源盤點、地方飲食地圖製作 地方店家開始重視自己的飲食文化價值

2.鏈結產地友善食材 辦理地方分享會、飲食講座、開發飲食體驗服務 透過共創，將飲食文化轉譯成有價服務

3.傳承舊城料理品味 建置服務採購流程、數位內容行銷、辦理企業體驗場次 讓飲食x食農成為企業綠色採購新解方

飲食文化轉譯

1 1 2年 1 1 3年 1 1 4年 1 1 5年 1 1 6年

飲食
文化
田調

飲食
體驗
開發

種子
產品
開發

地方
行動
策展

青年
飲食
指南

老味道新記憶
地方飲食x食農加值

農村
飲食

地域
物產

綠色
飲食

因應現代生活及
國際永續趨勢需
求，轉變的永續
綠色飲食方式

農村家傳料理手
法、地方小吃及
點心的文化脈絡

當地農家食材或
區域職人物產
帶動轉型

中長期發展願景

找到飲食文化結合
永續趨勢，商業模

組的新契機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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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
斗六

圖片來源：雲林縣社區大學

炊仔飯 蕃薯仔炊仔飯

為了讓客人可以熱熱的吃到－有了「炊飯」

蛋飯 老街碗粿

為了快點弄給小孩吃 –有了「蛋飯」

地方物產 x 時空背景 = 斗六農村飲食文化



傳統小吃潛力

點：獨特配方/調味/食材堅持

線：時間所累積的地方故事

面：綿密的在地合作網絡

傳統小吃困境傳統小吃困境

缺工缺工

技術傳承
不易

傳產觀感傳產觀感

利潤低利潤低



傳統小吃潛力

點：獨特配方/調味/食材堅持 -------- 讓店家找回自己的堅持

線：時間所累積的地方故事----------- 讓店家說出自己的故

事
面：綿密的在地合作網絡------------- 讓店家建立自己的網

絡

傳統小吃魅力

常民小吃連結友善食農 凝聚新世代網絡＆賦能 合作開拓新契機

\ 讓更多人願意來到斗六，活絡地方經濟 / 



友善食農

雞蛋

醬油

米飯

非籠飼雞蛋

友善耕作

傳統釀造

舊城小吃



執行方法一：盤點舊城飲食文化
預期效益：

社群觸及人次 50,000 人次

彙整斗六飲食文化脈絡 1 式

從斗六舊城小吃延伸食材

地方店家的盤點調查

33

地方田調

地方飲食地圖製作

盤點斗六符合永續精神的傳

統小吃或點心，製作地圖

從食材出發

從地域出發

從文化出發

市場小吃

傳統產業

週邊飲食

【事業提案三】舊城小吃到友善食農的裊裊炊煙－雲林醬香、蛋香、米香計畫 6/10



執行方法二：鏈結產地友善食材
預期效益：

地方飲食共學參與 135 人次

提升地方店家與生產者對於飲食文化

的了解、近一步促成合作行動

主題 分享者 內容

雲林食物地圖

美食記者陳志

東老師(暫定邀

請)

不只從美味及廚師去

看飲食，而是從產地、

從背後的文化去了解

走讀雲林飲食
作家劉克襄老

師(暫定邀請)

了解地方飲食，從了

解地方人文開始

永續飲食與食

農教育
生態廚師

了解在永續議題中，

食的議題，及在地食

材如何應用發揮

34

在地飲食分享會 飲食講座工作坊 開發食農體驗工作坊

守護水資源

生物多樣性

食材全利用

員工照顧

綠色飲食

綠色採購

企業永續議題需求

【事業提案三】舊城小吃到友善食農的裊裊炊煙－雲林醬香、蛋香、米香計畫 7/10

(以下為暫定主題及邀請對象)

1.傳統釀製醬－台灣黑豆醬油的傳統與創

新｜在地醬油廠

2.非籠飼雞蛋－從一顆蛋出發！友善養殖

行動｜在地蛋農

3.再來一碗！友善耕作的米食智慧｜在地

友善米農

4.來碗醬油炒蛋蛋飯！從小吃到大的家

常｜蛋飯店家

5.炊出地方記憶的炊仔飯｜炊仔飯店家

6.這款不一樣的蛋飯｜青年餐廳店家



執行方法三：傳承舊城料理品味

預期效益：

異業合作媒合 3 家

飲食文化企業體驗場參加者 45 位

日期 主題 活動場地

8月
從地方小吃到雜糧

復興
華山文創園區

9月 水資源 社會創新中心

10月 食材全利用 SOGO百貨

35

宣傳影片

數位內容行銷

實體企業體驗場次飲食文化內容數位呈現

製作2分鐘內宣傳影片1支，介紹
斗六舊城的地方飲食文化，以及
共學與設計的食農工作坊成果

將開發出的服務體驗，透過數位行
銷，完整進行內容介紹及SEO優化
行銷，創造被企業採購、被看見及
進一步採購的機會。

【事業提案三】舊城小吃到友善食農的裊裊炊煙－雲林醬香、蛋香、米香計畫 8/10



計畫期程

時程（月）
2023 2024

11 12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執行項目

A.舊城地方飲食文化盤點

A-1 地方田調

A-2 地方飲食地圖製作

B.地方飲食x食農加值

B-1 6場飲食分享會

B-2 3場講座工作坊

B-3 服務體驗開發

C.跨域合作與服務拓展

C-1 異業合作與數位行銷

C-2 影片製作、媒體曝光、社群行銷

C-3 網站內容行銷

C-4 飲食文化工作坊 - 企業體驗場

一、彙整斗六舊城飲食

文化脈絡及基礎資料

二、連結地方店家及

農家，串連合作機會

三、開拓飲食文化結合

永續發展的新商業契機

36

【事業提案三】舊城小吃到友善食農的裊裊炊煙－雲林醬香、蛋香、米香計畫 9/10



計畫名稱
舊城小吃到友善食農的裊裊炊煙 －雲林醬香、
蛋香、米香計畫

企業名稱 三小文創有限公司

申請經費 總經費187.5萬元 (補助款150萬元，配合款37.5萬)

執行期程 113年

經費項目 (仟元） 政府輔導款 企業自籌款 小計 占總經費比例

人事費 450,000 90,000 540,000 28.8%

業務費 1,050,000 285,000 1,335,000 71.2%

總計 1,500,000 375,000 1,875,000 100%

【事業提案三】舊城小吃到友善食農的裊裊炊煙－雲林醬香、蛋香、米香計畫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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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效益：從市場出發的地方店家飲食調查，整理斗六舊城飲食文化脈絡。

編號 項目 數量 單位 預計達成時間

1 地方飲食店家調查資料 10 家 2024/4/30

2 地方飲食工作坊參與 120 人次 202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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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20+1雲林即食救援：綠意共餐與特產創新 提案單位 蕉您來好康-歐孟堅

對應部會計畫 【農業部】農村再生第4期實施計畫(113至116年)

經費需求 80萬 /年，3年共240萬

計畫執行項目 預期效益

1.格外品加工 收購小農農產惜福品，供應長青食堂共餐、加工成料理包販售。
改善社區長者攝取均衡營養。
提升格外品多元通路，並提高小農收益。

2.農產知識視覺化
將農友簡介、產地食材等資料，搭配地方人文，透過繪本方式
繪製食譜，促進農友與消費者溝通管道。

消除消費者不會料理而購買意願低的疑慮。

3.舉辦課程活動
透過工作坊、食農教育等方式，串聯農友與消費者關係，使消
費者了解食材生產過程。

提高產地資訊透明度，建立消費者信任。

4.建立教育基地
與當地社區建立良好的關係，定期與農民溝通，並根據產銷或
消費市場的反饋，進行策略調整。

凝聚在地共識，持續優化商業模式。

【事業提案四】20+1雲林即食救援：綠意共餐與特產創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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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提案四】20+1雲林即食救援：綠意共餐與特產創新 2/2  

◼ 短期目標：完成產品的開發和試銷，並獲得初步的市場反饋。
◼ 中期目標：擴大市場規模，並與更多的合作夥伴建立合作關係。
◼ 長期目標：實現商業模式的可持續性，並形成一個可以被其他地區參考的成功案例。

年期 113年 114年 115年

計畫目標
開發即食產品：從斗南鎮出發，
將各鄉鎮農特產融合進即食包。

各鄉鎮手路菜：串聯各鄉鎮，將
當地特產開發出具有創意特色的
料理，將食材保存方式、料理搭
配、食材的人文故事寫入燴本，
膾炙人口。

服務基地實體化：強化商業模式，
並作為示範點，提供其他人參考。

量化指標

24道食譜 繪本1本(24道料理) 多功能服務基地1處

6份料理包(送檢驗) 10場擺攤展售活動(50人次) 10場擺攤展售活動(50人次)

10場擺攤展售活動(50人次) 4場交流工作坊(20人次) 媒合食品加工廠2間

4場交流工作坊 1場成果發表會(200人次) 1場成果發表會(200人次)

1場成果發表會(200人次)

經費需求 80萬/年 80萬/年 80萬/年

總計 240萬



計畫名稱 創新產銷永續二十鄉鎮加值轉運站 提案單位 雲林縣創新創業協會

對應部會計畫 【勞動部】多元培力就業計畫(114年)

經費需求 162萬 /年，2年共324萬

計畫執行項目 預期效益

1.格外品產銷多元
格外品種類、據點、產季數量盤點，透過加工品(果醬、抹醬、
果乾等)製作人員培力與研發，提升產品力，並同時以農創展
演形式，跳脫傳統行銷模式，帶動當季商品產地與通路銷量。

推廣「選擇消費改變環境」為主軸，了解購
買格外品永續價值，進而緩解過剩與滯銷的
問題，以達SDGs12之目標。

2.加工品餐點開發
加工完成品50%為青創基地自用，配合夏冬季節之飲品餐點，
進行品項開發(酒水、冷熱食、烘焙等)，培力人員常態出餐。

培力青年投入家鄉產業，具備農產加工轉型、
觀光休閒、餐飲營運管理與開發技能。

3.農創觀旅再升級
開發設計農村旅遊軸線，並以青培基地作為產地與遊客的轉
運站，將產地故事透過食農教育、農事體驗等服務，帶動區
域觀光旅遊發展。

形成青年創業與品牌共創據點，擾動舊城商
業空間活化，同時提升觀光亮點聚集，促使
農業文化與新創藝文融合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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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外
品
盤
點

農產時節

柑橘、柳丁、火龍果、
木瓜、哈密瓜、花生等。

漁牧時節

烏魚子、白蝦、鮮蚵、
酪農、鹹鴨蛋等。

加
工
評
估

果醬
開發
包裝

可應
用性

抹醬

專業加工研發、包裝提升

產
品
開
發

即食
餐點

季節
商品

客製
禮盒

跨域
合作

創
新
行
銷

農創設計
多元展銷

理念推廣

青創共好
舊城活化



執行方法一：格外品產銷多元
預期效益：

解決格外品滯銷農家 2家

開發初級加工品 6款

食農教育推廣 6場

盤點農特產、小農合作開發

研發師資進駐、製程 S O P 化

專職產製人員與對外手作課程

41

因應雲林農漁產季格外品轉化初級加工品

人員培訓

產地收果 初級加工 保存包裝

製程SOP師資培訓農友合作

食材
來源

成本
控管

行銷
通路

產量
評估

20% DIY課程營銷
企業客製化禮盒

50%自產自用
青創基地 / 餐飲直銷

農創展演行銷
(藝文、文創物)

15%
線上通路

15%
實體通路

跨領域
異業合作

初級加工品展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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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創展演、客製禮盒、網路團購



執行方法二：加工品餐點開發
預期效益：

餐飲研發 10 款

課程活動推廣 4 場

異業合作 4 家

42

多元即食餐點 / 飲品 常態商品：氣泡飲、甜點、花果茶、果凍、烘焙類
夏日：雪花冰 / 冬日：厚切吐司果醬九宮格+水果熱紅酒

開發品項、即時調整產銷自用比例

研發師資進駐、製程 S O P 化

專職產製人員與對外手作課程

如柳丁市集及、情人節手作、親子日

餐點產品合作開發

專業顧問 異業合作 行銷推廣

消費者溝通製程SOP師資培訓

人員培訓

異業結合友善消費網美餐點

行銷策略

青年返鄉：甜點師、調酒師、烘焙師、廚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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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方法三：農創觀旅再升級

預期效益：

推廣農遊行程 2 案

農創藝文活動 2 場

43

創新農創結合、提升觀光人次

聯合青創共好、舊城風華再現

現場看、聽分享、動手做、安
心食、快樂遊、聰明買

選擇
消費

農漁
產地

創新
展銷

格外品轉化加工
品、產銷平衡與

永續發展

專業青年共好
創意推廣行銷 通路、餐桌、產地串連

農創提升觀光

產銷
平衡
產銷
平衡

青創
互惠
青創
互惠

人才
培訓
人才
培訓

經濟面 應用面
合作面

永續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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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院草地與空點 室內展演講座空間 藝術家駐村青旅 手作體驗課程

共享工作辦公空間 餐飲烘焙製作場域 在地青創夥伴聯合 食農教育共學

嚮光紀事138 (故鄉的方向，你我聚光成塔)
基地位於市中心距離 斗六火車站步行10分鐘 / 雲中街4分鐘 / 
太平大街2分鐘 / 行啟紀念館 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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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計畫目標 加工品、產品開發 舉辦盛大農遊串連活動 品牌提升跨界合作

計畫內容
盤點雲林縣內格外品與嘗試可加
工產品，並同時尋找適合之廠商
或團隊，共同開發產品與遊程。

與當地觀光景點、農遊場域做串
連活動，將商品進駐通路、課程
推廣到其他據點，並舉辦常態性
市集或祭典活動

口碑行銷，媒介領域進行合作，提
升行銷聲量，增加線上更多買氣、
線下更多人流來到舊城區體驗課程
與走讀，促使舊城區地方創生

工作項目與人力

盤點資源，進行商務開發、與店
家一同研發體驗課程、執行活動、
線下完成推廣，線上將產品、課
程轉為線上販售

第一年的工作項目持續且精進，
並將累積營運資金進行遊程開發
與異業合作，擴大店家合作數量
與增加線上課程行銷計畫

穩定優化、擴大產品線，並與更多
在地青創品牌聯合推出季節性限量
商品，並同時公益反饋在地

產品/服務內容
1. 果醬、抹醬
2. 餐飲餐點
3. DIY課程

1. 果醬、抹醬
2. 餐飲餐點
3. DIY課程
4. 農遊體驗
5. 異業合作

1. 果醬、抹醬
2. 餐飲餐點
3. DIY課程
4. 農遊體驗
5. 異業合作
6. 品牌擴點

行銷計畫
發現格外品的內在美，透過自用
商品的口碑推廣，搭配課程與體
驗行銷，建立品牌的第一步

結合文化走讀與體驗式深度旅遊，
加深品牌印象與消費者黏著度，
透過引導式教育，達成理念推廣
之成效，並有效轉換績效

打群體戰，集合優質在地品牌，跨
領域合作，共創行銷聲量與業務佳
績，並共好共榮永續回饋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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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經費概算表

項目
金額

備註
所需經費

人事費用

進用人員/薪資 658,800
進用人員每月按簽到時數計酬， 183元 * 150小時
=27,450元*12個月=329,400元*2人，共658,800元

專案經理人/薪資 434,304 專案管理人員36,192*12個月=434,304元

勞健保費 139,908
(1)專案經理人每月4,639*12=55,668元
(2)進用人員每月3,510*12*2=84,240元

小 計 1,233,012

其他費用

訓練費用 40,000
行銷費用 60,000
郵電通訊費 5,000
水電、租金 36,000
辦公事務用品 3000
印刷及裝訂費 15,000

材料費 25,952
小 計 184,952 其他經費以人事費用*15%計之

總 計 1,417,964



5.經費需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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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略 事業提案 提案單位
經費需求(萬元)

對應計畫 備註中央
經費

地方
自籌

民間
投資

合計

工藝傳承
農廢開發設計再造
舊城百工創新計畫

小滿居染織工坊 150 37.5 0 187.5
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
-地方創生文化環境營
造(113年)

【文化部】文
化事業推動

產業活化
永續禮贈賦新與創
建共感服務計畫

瑪度食品國際有
限公司

250 50 0 300
地方創生中長程個案計
畫(114年)

【經濟部】

飲食文化

舊城小吃到友善食
農的裊裊炊煙－雲
林醬香、蛋香、米
香計畫

三小文創有限公
司

150 37.5 0 187.5
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
-地方創生文化環境營
造(113年)

【文化部彰化
美學館】飲食
文化

產業活化
20+1雲林即食救援
：綠意共餐與特產
創新

蕉您來好康-歐孟
堅

240/3年 0 0 240/3年
農村再生第4期實施計
畫(113至116年)

【農業部】青
年回鄉行動獎
勵計畫

產業活化
創新產銷永續二十
鄉鎮加值轉運站

雲林縣創新創業
協會

284/2年 0 0 284/2年
多元培力就業計畫(114
年)

【勞動部】

總計 1,074 125 0 1,199

【多元徵案】斗六市地方創生經費需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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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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