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Yunlin  

Community Seed Program 

-雲林縣社區營造青年基地亮點計畫- 

綠色飛魚．洄游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承辦單位：       雲林縣虎尾鎮北溪社區發展協會 

協辦單位：雲林縣古坑鄉樟湖社區發展協會、雲林縣古坑鄉樟湖國中小、 

          雲林記憶 cool、雲林縣社區營造中心（肆零柒工作室有限公司） 

 

 

 



 

目錄 CONTENTS 
 

 

壹、 緣起 

貳、 計畫簡述 

參、 師資介紹 

肆、 課程重點說明 

伍、 活動流程 

陸、 後續陪伴 

 

 

  



壹、 緣起 

青年種子、熱血壯年 X我的社區、我的家鄉 

 

 

 

    你，對雲林縣的了解有多少？ 

    如果用一句話說出你對雲林的想像，是什麼呢？縣市老年人口

比例全台第二？青年人口外移嚴重？不知道回這裡可以做什麼？除

了劍湖山還有哪裡可以玩？交通超級不方便？ 

    虎尾鎮北溪社區長期推動社區營造，各面向發展均衡良好，近

年來規劃成為「雲林縣社造青年基地」，希望能透過「引動理念」、

「穩定訓練」與「長期陪伴」、「實際走訪社區」等機制，縮短在地

青年和社區間的距離，建立共榮關係，並配合各種專業知識與技能

逐步養成青年回到雲林、守護家鄉的能量，而社區所擁有的珍貴傳

統、記憶與技藝等資源特色，在青年天馬行空的想像中碰撞出新的

火花，帶動雲林縣未來新的發展方向。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在操作社區營造計畫多年後，今年特

別邀約社區營造點的熱血中年們一起來學習，期望已經執行過或正

在執行社造點計畫的社區核心，藉由多角化互動開拓視野，對社區

未來提出更有趣、更具體、更有企圖心的想像。 

    我們很期待三天二夜，可以擦出什麼火花？ 

    你，準備好了嗎？ 



貳、 計畫簡述 

一、活動名稱：雲林縣社區營造青年基地亮點計畫-綠色飛魚．洄游 

二、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承辦單位：雲林縣虎尾鎮北溪社區發展協會 

協辦單位：雲林縣古坑鄉樟湖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樟湖生態國民中小學、雲林記憶 cool、 

          雲林縣社區營造中心（肆零柒工作室有限公司） 

   三、活動時間：109年 8月 28日（五）、8月 29日（六）、8月 30日

（日），共計三天二夜，須全程參與。 

四、辦理地點：虎尾鎮北溪社區、華山教育農園、古坑鄉樟湖國小、古

坑鄉樟湖社區、雲林記憶 cool。 

五、住宿地點：華山教育農園（雲林縣古坑鄉 1之 7號） 

六、召募對象：對雲林縣的發展有期盼、對社區有熱忱、喜歡與人相

處、想要做點什麼的，有意返鄉認識與關懷社區營造的

18~60歲青年種子及熱血中年，採資格審查制，由本年度

社造點推薦者將優先錄取。 

七、參加人數：迷你班制，只收 20人，額滿為止。 

八、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8月 21日（五）下班前截止。 

九、報名方式：填寫 google表單（https://bit.ly/3faTqRR） 

十、聯絡方式：雲林縣虎尾鎮北溪社區發展協會（05）636-6197  姚小

姐 

https://bit.ly/3faTqRR


參、 師資介紹 

講師 簡歷故事 

廖彥勳 105-109雲林縣社區營造中心計畫主持人 

因為文化替代役，愛上雲林、留在雲林… 

陳育正 境堺創意策略總監 

將社區視為待打磨的鑽石 

江炳辛 虎尾鎮北溪社區理事長、總幹事兼社區最忙的那位 

王志華 諾亞文創有限公司負責人 

請直接追蹤臉書，搜尋王志華…要找最帥的那位 

陳清圳 台灣第一所生態學校－樟湖國中小的熱血校長 

力挽狂瀾拯救山村廢校，不放棄任何一雙手 

陳昭宏 小鄉社造志業聯盟總幹事 

因為莫拉克風災，蹲點社區 11年 

只做陪伴的事，點亮山村希望的熱血中年 

林淑娥 台灣公益 CEO協會秘書長 

請直接搜尋臉書：雲林記憶 cool按讚 

許逢麟 台灣公益 CEO協會專案總監 

雲林縣社會創新實驗基地，從他開始 

李漢鵬 台灣公益 CEO協會專案經理 

豐富道地的雲林記憶都在這位說書人的腦海 

 

肆、 課程重點說明 

一、 DAY 1： 

    由執行雲林縣社區營造計畫多年的熱血理事長江炳辛現身說法，引導

種子們了解社造是什麼、社造在做什麼，分享這些年操作的經驗，並選定



社區來進行實地踏查，透過老師的帶領及親身體驗，讓大家學習尋找社區

特色的秘訣，深度訪查社區特色達人，並共同發掘社區新課題，看見社區

未來可以玩什麼，和如何行銷行銷社區。 

二、 DAY 2： 

    邀請《一雙手都不能放》作者－樟湖生態國中小陳清圳校長分享，瞭

解他是如何為了一所快要廢校的孩子，一步步挑戰政府、爭取資源，跨出

學校圍牆，成為社區最好的後援，搶救生態、協助小農、百岳環島、服務

旅行…，聽校長心路歷程的激勵重活一次，從體驗樟湖新亮點－藍染，認

識社區產業成長的關鍵。聽聽因為莫拉克風災重建投入社區 11年的小鄉

社造志業聯盟總幹事阿宏，訴說這些年的學習與發現，用 120公分的角

度、唱一曲伴我一聲、舉一把火點亮木梓遊庄，了解貼近生活與照亮生命

的最動人的社造過程。 

 

三、 DAY 3： 

    雲林記憶 cool的營運團隊－台灣公益 CEO協會，針對社區產

業化和事業化設計「The one page 行動方案工作坊」，帶種子們重

新制訂行動計畫的意義，並發表反饋，啟動日後陪伴輔導平台機

制，讓虎尾一條街上的記憶 cool，成為青年返鄉的夢想實踐基地。 

    返回熟悉、溫暖的雲林縣，可以是人生的另一個選擇。這三天的活

動，縣政府特別規劃好幾門特殊領域的訓練專題，但我們並不希望安排

太多專業知識讓大家卻步，透過實地參與，讓大家深刻反思，從社區瓶

頸到發展產業，從看見需求到發揮資源，從社區的角度出發，發揮一己

之力，開創人生的另一種可能。 



伍、 活動流程 

 

第一天  8/28(五) 地點：北溪社區活動中心 

時間 活動 內容說明 主持人 備註 

08:00-08:30 集合 報到   

08:30-09:00 破冰 猜猜我是誰 廖彥勳  

09:00-11:00 專題 【特色故事包裝實務行銷】 陳育正  

11:00-12:00 專題 【這一條北溪社區之路】 江炳辛  

12:00-13:00 午餐 在地風味餐    

13:00-14:00 專題 【了解自己認識別人】 廖彥勳  

14:00-15:30 

專題 
【少年ㄟ~作伙來做社區營

造】 
江炳辛  

實作 剪紙藝術村動動手指 

15:30-16:30 前往華山教育農園 

16:30-17:00 行李放置、小憩 

17:00-18:00 專題 
【社區特色亮點與經營方

式】 
王志華  

18:00-19:30 星光 晚餐與分享 

江炳辛 

廖彥勳 

王志華 

作業 

 

第二天  8/29(六) 地點：雲林縣華山教育農園 

時間 活動 內容說明 主持人 備註 

09:00-10:00 踏查 華南社區巡禮 陳清圳  

10:00-12:00 專題 【因為在乎，社區動起來】 陳清圳  

12:00-13:00 午餐 在地風味餐   

13:00-16:00 
專題 【尋找社區最珍貴】 陳清圳  

實作 樟湖社區獨一無二的那一張 黃文卿  

16:00-18:00 專題 【小鄉，大力量】 陳昭宏  

18:00- 星光 晚餐與分享 

江炳辛 

蔡明淳 

姚虹飴 

作業 



 

第三天  8/30(日) 地點：雲林記憶 cool 

時間 活動 內容說明 主持人 備註 

08:30-9:30 前往記憶 cool   

09:30-11:00 專題 
【挑戰與行動:從公益 CEO12

堂課出發】 
許逢麟  

11:00-12:00 專題 
【The one page 說明及運用

重新找回初衷的下一步】 
林淑娥  

12:00-13:00 午餐 在地餐點   

13:00-14:00 踏查 跟著說書人虎尾四館找靈感 李漢鵬  

14:00-16:00 實作 擬定 The one page行動方案 

林淑娥 

許逢麟 

李漢鵬 

 

16:00-17:30 實作 
Show Time發表個別組織及策

略聯盟的行動方案 

文化觀

光處 
 

17:30- 珍重 後會有期   
 

 

陸、後續陪伴 

    社區特色需要被挖掘，社區人才也需要被啟蒙，「想多為自己的

社區多做一點什麼」的苗種正在試圖發芽，每個社區的問題或許相

同，但突破點卻不同，需要青年和社區志工們提出，由經驗豐富的社

社區
營造

協助
共學

促進
參與

業師
陪伴

產業
引導



造業師共同參與並深入其中，甚至與鄰近社區青年一同找尋方向，刺

激彼此，成為社造夥伴，青年留鄉不再是個口號，實際作為才是根本

之道。    

    承接課程第三天的大家寫下的 one page 行動方案，也許短短的

時間，簡單的討論，無法讓大家暢所欲言，也無法讓大家把各自面對

的問題講得很清楚寫下來。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大家要採取共同的

行動方案，我們可以做什麼？透過深化討論，並凝聚出共同的問題，

或彼此可以互補相互解決問題的能力，甚至是發展共同願景。 

 因此，我們擬定以下具體步驟，作為後續陪伴與見學的機制。在

這過程中，我們需要三個寶貝：彼此的時間、彼此的真誠與彼此的見

學。 

第一、 建立溝通的平台 

    不用怕，這只是聽起來很威，事實上不過就是建一個

LINE群組，讓我們彼此互通資訊。在這個平台上不問安、

不問好，只問問題、提供解答以及約見學的時間。在這個

平台的群組裡，除了文觀處外，還會邀這次課程的講師一

同加入，作為可以擴大討論的對象。 

第二、 社區聚聚 

    我們將從 one page 的行動方案開始發展，更進一步討

論出具體的目標和做法是什麼？聚會討論目標和做法不是

為了作文比賽，而是透過討論，讓社區的 SWOT一步步浮現

出來。所以講師在這個階段會幫忙，把社區發展的基本

SOP弄出來。每個月一次的聚聚是促進彼此的瞭解，也是



為了檢視 one page 行動方案的做法，從人力、社區資源、

環境條件、願景開始談起，再根據 SWOT規劃我們想做的

事，以及提出具體的行動方法。 

第三、 社區見學 

    開始了行動方案，就會產生成效，社區彼此的見學成

為相互激勵以及支援的基礎。每三個月由一個社區做東，

來邀請大家一起到社區走走，看看三個月的成效是什麼，

具體遇到什麼問題，其他社區的解決方法是什麼。 

    平台依然存在，社區發展遇到的問題也不會太少，所

以有問題還是可以在平台上來談。社區見學的目的是為了

實際瞭解狀況，也瞭解彼此資源、經驗可以互補之處，只

是先不要期待社區見學有政府的經費補助，有這樣的期待

可能就玩不下去了。 

第四、 社區聯合發展 

    當我們走到這一步時，我們都該給自己拍拍手。能走

到這裡，表示我們已經找到共同要解決或發展的目標。也

許你、我的社區都有老人送餐的問題，透過資源的整合，

能讓我們彼此的負擔都降低。也許你、我的社區都有同樣

的產業，但礙於規模經濟與成本，我們無法找代工廠處

理，或許因為聯合發展產業，可以讓我們有一定產量來找

代工協助，擴大彼此的利潤。 

 從 one page是一個想像中的行動方案，還不夠具體與真實。但

是隨著後續陪伴機制的建立，將有可能逐步走向聯合發展。當然前提



不變，彼此要能撥出時間、看到真誠，才有機會走到這一步。 

 社區中或許有豐富的資源，只是因為資訊不足而無法被運用。社

區青年該如何進行有效度地累積，而不是什麼事都要從頭開始，這是

有經驗的社區和社造者必須有系統性地提供知識與經驗，不然這些社

區青年會很快陣亡。 

 尋找以人為出發點的連繫型網絡關係，強化社區網絡，共築學習

型社區，形塑「青年融入社區」的支持系統，讓青年與在地居民知識

交流，並開展社區共同分享的新生活模式，都得從一小步一小步做

起。而後續陪伴的目的就是降低青年進入社區發展的障礙，也是支持

他們在行動上朝向「社區共有財的維持與深化」、「連結社區內外部資

源以創造合作經濟」、「青年跨社區連結與行動」的方向前進。 

 青年出走、環境和產業變遷、社區疲乏都不是單一一個理事長或

社區幹部所能解決的問題。因此定時檢視問題，尋求突破口對社區是

相當重要的，平台、小聚、見學、聯合發展，以及業師適時進場提供

社區經驗分享和正向刺激，是後續陪伴的目的，也是本計畫的終極目

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