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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112年 00月 00日 

雲林縣政府 112年度一般性補助款及縣庫自籌款對 

鄉鎮市公所、機關學校及民間團體之補(捐)助申請表 
申請單位名稱 （全銜） 負責人 理事長姓名 

會(地)址 申請單位地址 
統一 

編號 
申請單位統編 

聯絡人 申請單位聯絡人 
電話 

號碼 
申請單位聯絡人電話 

計畫 

名稱 
○○○○○計畫 

預定完

成日期 
112年 00月 00日 

計畫 

總經費 

新臺幣 000萬元

整 

申請縣府補助 
新臺幣

00 萬元

整 

同案有無向其他局室申請經

費：□無    □有： 

單位名稱： 

其他機關補助 新臺幣 00萬元整 

自籌款 新臺幣 00萬元整 

計畫內容概要 

1.社區資源調查盤點：以人文地景產五組分頭進行。 

2.工作坊：共識營工作坊、社造地圖工作坊、遠景工作坊。 

3.研習：資源調查盤點增能研習、志工培訓資源運用研習。 

4.每月月會及成果展。 

預期 

效益 

1. 辦理社造及村落藝文發展活動場次 000場。 

2. 培育藝文人才 000人次。 

3. 居民投入社區服務時數 000小時。 

4. 周邊社區共同參與：000000000000 

附件 

名稱 
計畫書 

該單位以往補

助經費之執行

效益 

該會過去執行 000000000計畫，成果極佳，獲得肯定。 

審核依據及核

定結果 

1.審核依據「雲林縣政府一般性補助款及縣庫自籌款對鄉鎮市公所、機關
學校及民間團體之補(捐)助原則」第五點及及文化部「補助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推動社區營造及村落文化發展計畫作業要點」辦理。 

2.擬補助新臺幣？萬元整。 

承辦人          科長            副處長           單位主管 



 

 

 

 

 

 

 

 

 

 

 

 

 

 

 

 

 

 

 

 

 

 

 

 

 

 

 

（提案計畫報告書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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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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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名稱：○○○○○○○○○○計畫 

貳、前言： 
此計劃目的在於「農村社造議題拋出，農村體驗活動試辦，

育成農村體驗示範區，提昇社區經營能量，形塑觀光農村文化」，

為農業首都及農業博覽會的目標，奠下基石。 

1.以「新農村運動」概念，整合雲林縣山區、海區、平原區之鄰

近社區組織與文化志工群，並串連成三~四個農村文化體驗示

範區，舉辦農村文化體驗日。 

2.整合雲林縣內之示範社區並運用地方人、文、地、景、產等資

源，於國慶假期前後的週末時間，辦理農村文化體驗活 動，

讓縣內外的社區民眾了解與認識社區文化。 

3.協助示範社區，串連鄰近區域之社區，以社區才藝會香方式，

策畫農村體驗周邊人文動、靜態活動，活絡地方組織交流與合

作，提升該區域經營農村活動之能量。 

4.舉辦農村社造經驗交流討論會，進一步擬定雲林發展的社區營

造共識，整理成冊，記錄社區的人文點滴，以利在地知識累積

與建構。 

5.策略結合各式媒體，達成農村文化觀光等形象行銷，及為農業

博覽會暖身。 

 

箔子寮漁港位於本縣四湖鄉箔子寮村及口湖鄉下崙村之交

界處，是一座純樸的小漁村，曾是本縣唯一不積沙的港灣，

古時是舟船雲集、貿易鼎盛的商港，雖該處海岸受漂砂淤積

影響，盛況不再惟海岸外 2公里處有外傘頂洲為屏障，不受外

海波浪直接衝擊。漁港功能尚稱完備，如今在箔子寮最多的是

虱目魚魚塭，到處是牡蠣養殖的淺水海灘，以及鰻魚與蝦

類的養殖水塘。 

漁港距澎湖龍門港僅 26海浬，航程僅需 2.5～3小時，為

台灣本島距澎湖最近的地方，箔子寮漁港船隻多於本縣近海及濁

水溪口從事淺海牡犡養殖、刺網、巾著網、單船拖網等漁業，航

程約 15～20海浬。漁獲物以烏魚、皮刀魚、白帶魚、肉魚及沿

岸底棲性魚類為大宗，多在本港魚市場拍賣。冬季烏魚汛期以巾

著網漁船寄港居多。 

箔子寮沿海岸邊，有一產業道路向北通至三條崙海水

浴場，寬約四米，靠近箔子寮漁港沿線左側為三米高之海

堤，右側為連綿之溼地生態景觀，接連著左右兩側則為一

片木麻黃、相思林，及雜樹林構成之林地景象，一路連通



至三條崙海水浴場。林地中間也夾雜有為數不少的小通道，

通往海邊蚵田，可透過小道窺得海洋景色。漁村通往港區

的道路兩側設置有自行車專用道，不僅是徒步、自行車最

佳地點，也是運動休閒的好去處，接近黃昏時是很讚的賞夕

陽祕境，箔子寮堤防空間寬闊，還有蚵田作前景，這裡的金色夕

陽有神奇的魔力，浪漫的氣氛下，能讓所有人放空一切，靜靜的

欣賞光線和美麗雲彩的變化，是雲林沿岸亮點大地標。 

 

參、計畫內容： 

(一) 計畫目的： 
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的今日，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成立

了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基金會，開放給各縣市政府單

位或民間單位提案慶祝關於建國百年的各項活動，目的是希望

各單位能展現台灣建國百年現在的成就、歷史的過去，以及未

來的可能，也就是以「鑑往知來」的概念策劃雲林縣建國百年

活動。 

以「鑑往知來」的概念檢視雲林縣之過去，雲林縣無論在

經濟或是文化，在台灣整體發展中，都屬於較落後的農村偏鄉。

近幾年，雲林縣政府期望帶領雲林縣成為「農業首都」，而目

前也正結合水保局所推動的「農村再生計畫」，以及幾項縣府

重要規劃，積極朝著目標前進，並預計在 2013年舉辦國際農

業博覽會，因此雲林縣當前重要議題，是積極改善雲林縣農村

經濟、生活及文化，改變雲林縣落後、偏鄉、文化沙漠等印象，

換言之，這一連串欲改善雲林縣農村議題的行動，可以稱為「新

農村運動」，目的是希望提煉現有農村文化獨有的人文特色，

創新農村經營模式，進而達到改善農村議題。 

（二）活動特色描述： 
目前全雲林縣共計四百多個社區，目前已有一百五十九個

社區參與培根計畫，也就是農村再生的課程培訓計畫，而其中

有四個社區已進入農村再生先期規劃；歷年參與文建會新故鄉

社區營造培力計劃，也已達上百個社區，可見雲林縣大部分社

區對於社區發展都有相當程度的重視，因此雲林縣社區只待資

源整合與專業輔導轉型，即能展現雲林縣的內蘊能量，而此計

劃取名為「百莊爭鳴」，也意即期待這些開始營造的社區都能

共襄盛舉。 

 

活動與一般元旦迎接曙光，大家單純期待日出有所不同，



送夕陽多了一份對過去一年的感恩、禮讚以及對未來的虔誠祝

福！當落日餘暉映照蚵棚，置身其中恍若置身畫裡,其感動更

勝任何一幅巨型油畫,其真實感是任何一部 3D電影遠遠不及的,

如此美景,襯以悠揚的樂音及浪漫婚紗,讓我們流連在 2015年

最後的日光中, 向天邊西沈全台最美的夕陽揮別，擁抱片刻忘

塵離囂的美好時光，同時也祈求 2016新的一年帶來平安的祝

福。 

 

肆、執行內容 
以「新農村運動」概念進行的建國百年活動，預計結合曾

參與農村再生計畫或新故鄉社區營造培力計劃的社區，挑選雲

林縣山區、海區、平原各一至二個農村文化體驗示範社區，並

橫向串連鄰近之社區共同策劃該區活動，期待能育成農村再生

示範點，活絡雲林縣社區彼此之合作，提升雲林農村文化觀光

品質，為 2013年農業博覽會進行暖身。 

（一）5 月 4 日 ─「百莊誓師之誰與爭鋒」記者會活動 

地點：○○○○ 

參加人數：2000 人（國內觀光客與外籍觀光客有 300 人） 

預估產值：100萬 

執行概況： 

於 107年 7月 14日舉辦，邀請縣長、一級首長、

百位社區代表、地方耆老、在地專家學者、文史工

作者…等，宣告兩日後雲林百莊將於大埤鄉三結村

齊鳴爭鋒，展現在地社區豐富的文化藝術能量，藉

由新聞媒體的傳播與發送，替我們的活動帶來一個

好的開始，也宣布此百莊爭鳴嘉年華系列活動正式

開跑！ 

        參與民眾反映或評價： 

雖然系列活動已經全數辦理完成，但活動過後所造

成的迴響與記憶，仍在網站與臉書上持續著。 

（二）5 月 5 日 ─百年文化饗宴--驚豔˙雲林遊活動 

 地點：○○○ 

       參加人數：○○人（國內觀光客與外籍觀光客有   人） 

       預估產值：100萬 

 執行概況： 



105年10月20日舉辦，展現百年雲林的豐富人文、

歷史、社區能量，行銷雲林農業首都品牌，推廣

雲林文化觀光。邀請全台各地民眾前來雲林參觀

雲林社區營造成果、體會雲林在地文化藝術能量，

並且交流社區發展之經驗。  

參與民眾反映或評價： 

雖然系列活動已經全數辦理完成，但活動過後所造成的迴響與記憶，

仍在網站與臉書上持續著。 

 

伍、經費概算表 
總經費新台幣？？元整，其中補助款？元，自籌款？元。 

經費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計算方式及說明 備註 

     補助款 

     補助款 

     自籌款 

     自籌款 

     自籌款 

總計   

經辦人          會計              總幹事            理事長 

 

 

（以下為核銷時檢附） 

陸、自我評鑑 

（一）優點： 

（1）由於本協會已主辦過多場次的客家藝文活動，而在社區學校

東興國小前任校長王賜利先生、現任校長徐敏韶校長、王添福



主任及本協會人員共同籌劃下，本次的七欠傳唱教學及七欠變

目藝活動辦得特別成功。 

（2）本次活動之內容豐富、多元又精采，有獅陣、武術、舞蹈、

客家歌謠等，讓鄉親讚不絕口，嘆為觀止。 

（3）本次之歌謠曲風相當豐富，又有精采的伴舞，讓現場的觀眾

不時拿起相機拍照，對活動之呈現方式讚不絕口。 

（4）本次的重點主戲「詔安過台灣」，真實及逗趣地表現出詔安

先祖渡海來台、勤勞打拚及練武保家護鄉的歷史情境，劇中

的道具如古亭畚、茅屋、耕田、水牛及插秧器具等，處處可

見用心，更是讓觀眾媒體大開眼界。 

（5）首次現身的「豬嬤平安」棋，是古早時期先民守在母豬旁邊

等待母豬生小豬時無聊所下的棋，以打發時間，也引起觀眾

的好奇注目。 

（二）待改進之處： 

（1）由於活動的規劃過程時間有些緊湊，如能活動前再多開幾次

工作會議，討論活動中所需注意事項與工作分派細項，更能

讓活動進行的更順利。 

（2）由於「溪王祭」是深坑社區傳統的客家文化，因此有很多的

禁忌，村裡的耆老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所以在活動當天很

多的程序都與協會規畫的不同，雖然開了多次的工作會議，

亦無法完成每位長輩的意見。在往後辦理相關活動之時，可

做為參考與借鏡，促使後續的活動與相關細節，加強在規劃

討論項目中，也加強與村民協調溝通，讓活動能更順利執行，

本質更具意義深入人心且更有挑戰性。 

 

柒、檢討與建議 

（一）與原訂計畫之落差： 

本次活動由本協會及港尾社區媽媽來規劃辦理，一切事項可算

是相當成功，但誠如待改進之處所述，民眾參與相當多，比預

期還要多，但是 CD 未能及時送出，此於下次辦理時須加以注

意。 

（二）有無製作紀錄供作未來之參考？ 

2016 雲林詔安客文化節活動除成果報告書之外，各單位皆有為

活動記錄，為延續及傳承詔安客家文化精神，可供後續檢討做

參考。 

（三）改進意見： 



（1）本次建國一百年的百莊爭鳴嘉年華系列活動，完成活動並

不困難，但困難的是在極短促的時間、有限的人力、參加

單位很踴躍，要進行與完成這項難度極高的任務，進展更

加艱辛，正因為本團隊想要完成一場藝文的新創作活動，

所以在理想與現實之中拔河、搏鬥與精確評估後，終於以

實際行動完成任務。 

（2）因本次活動，讓雲林有了一次另類、精緻與豐富的農村社造

新體驗，看見每個參加社區、民眾甚至蒞臨活動的嘉賓們，

臉上充滿著好奇、驚訝與快樂的表情，尤其是感謝近百個社

區夥伴的參加與立挺，成為名符其實的百莊爭鳴，此外，亦

感謝關心社區的縣府大家長李進勇縣長，全程參與活動，關

心每個參加的社區夥伴，這令前一天還下著大雨、掛心活動

是否能夠順利聚辦的我們來說，就是最好的回答!更實現了

當初規畫此活動的理想，就是想要舉辦一場讓自己、社區民

眾與雲林，驕傲、開心的百年慶典!  

（四）、建議事項： 

(1)往後辦理相關活動之時，可加強事前規劃及討論，藉此了解

各單位分派工作細項及所需注意事項，方能表現雲林‧詔安

客家文化節的完整性與整體性。 

(2)活動成效可透過“意見反應”機制，聽取各界反應之聲音以

玆改善。 

 

捌、結論 
這次「112 年社區營造點計畫」活動，很高興有文化部的指

導，在為期三週的活動中，各單位為行銷與推廣詔安客家文化都

盡心盡力，相信都有很大的收穫，也期許未來每一年的雲林‧詔

安客家文化節能引起更多人對詔安客家文化的重視。 

有了此次的百莊爭鳴活動經驗，提供了雲林藝文活動的另類

思維，這個思維就是社區營造的本質就是更多社區民眾的參與及

展現社區能量，此外，透過此次活動的舉辦，規劃與設計了一系

列結合社區元素的文創商品，希望提供社區產業另一個發展的方

向與質的提升，以及透過社區教育、社造與文化學習，讓在地的

藝文能量更亮、更耀眼!最後，想說的一句話是:若是想要世界看

見雲林，那得先讓雲林在地人先看見自己的力量；若是想要讓雲

林看見幸福的話，那就得先培想雲林人感受到何謂幸福?還有幸

福是需要靠自己去努力與爭取的，正如此次活動的主訴求:「雲

林社區做主人!」當主人的人需要一定的高度與氣度，如此才能



發現與找到真正的「雲林幸福感」！ 

 

玖、活動圖文紀錄 

辦理○○○○○○○○○○計畫 

成果照片及活動 
活動辦理日期：112年○月○日 

活動辦理地點：○○鄉鎮市○○社區 

 

照片 

 

 

 

 

照片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照片 

 

 

 

 

照片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照片 

 

 

 

 

照片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拾、活動新聞紀錄 
報章媒體名稱 網路連結 標題 

 

照片 

 

 

 

 

 

照片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照片 

 

 

 

 

 

照片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照片 

 

 

 

 

 

照片 

 

 

 

文字說明 文字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