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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概述 

一、 前言 

地質公園（Geopark）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從

1997年開始推動的概念，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與交通部觀光局的推動下，

台灣從 2011 年開始宣導與成立台灣地質公園網絡（Taiwan Geoparks 

Network, TGN）。截至 2016年止，台灣地質公園網絡已經有高雄燕巢惡

地、台東利吉惡地、雲林草嶺、澎湖海洋、野柳、馬祖、鼻頭角龍洞、

雲嘉南濱海及東部海岸小野柳等 9 處地質公園。台灣的地質公園推動，

主要包含地景保育、環境教育、社區參與與觀光遊憩四大核心，以在地

保育為基礎、環境教育為方法、社區參與底蘊及尊重在地的生態地質觀

光的模式，稱為一種在地領域經濟發展（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D）為基礎的模式。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所轄範圍

在台灣的地質分區上屬於東部海岸山脈地質區，代表著菲律賓海板塊的

前緣，屬於呂宋島弧的一部分，主要由火成岩及深海沉積相的濁流岩層

所組成，迥異於台灣其他地區的沉積岩與變質岩區，海岸景觀豐富而多

變，是環境教育、觀光遊憩的良好場域。 

依據 2016年「東部海岸地質公園資源調查及推動成立規劃案」調查結

果，位於花蓮縣豐濱鄉的石梯坪、台東市北側的小野柳以及台東外海

的綠島，皆是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轄區內具有發展地質公園潛力之

地；根據三處的地質意義、交通易達性、觀光設施及社區參與等客觀

條件，在東部海岸地質公園成立初期選定台東市富岡里、小野柳地區

做為地質公園推動據點，並於同年 8月以「東部海岸小野柳地質公

園」之名申請加入台灣國家地質公園網絡。2018 年經過小野柳地質公

園內各社區組織共同協商決定更名為「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希望

與北海岸地野柳地質公園有所區隔，發展富岡地質公園的在地特色。 

為推動地景保育與永續發展，本計畫協助社區組織發展結合地景保

育與社區發展的社區型地景小旅行遊程，工作項目包括招募「富岡地質

公園」社區解說員並辦理培訓課程、試營運地景小旅行和社區 DIY活動、

遊程與地方風味餐優化、解說導覽牌示設計、建置行銷平台、提升社區

自主營運能力等，持續辦理地質公園與地景保育觀摩與參訪、帶領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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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參與地質公園保育事務的居民參與地景保育相關研討會以提升地

質公園保育相關知識，深耕地景保育與環境教育的理念，邁向永續發展。 

 

 

二、 計劃目標 

1.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評估報告書製作送審 

依據文資法中關於地質公園劃設之相關規定完成東部海岸富岡地

質公園提報所需資料，送台東縣政府申請設立，並配合台東縣政府審查

作業程序出席相關審查會議、簡報、辦理地方說明會等，協助台東縣政

府完成劃設富岡地質公園之公告劃設。 

2. 地景遊程實際操作與滾動檢討: 

(1) 富岡地質公園社區遊程試營運:依契約規定於 109 年 11 月 20 日前

至少需完成 500 人次以上之遊程試營運操作經驗。過去已針對富岡地質

公園設計有半日遊、一日及二日遊行程，針對過去設計的遊程內容進行

試營運並配合社區導覽員培訓課程的執行。期待未來可延長遊客停留於

東部海岸觀光遊憩的時間，增加再訪意願。藉以提升社區組織在富岡地

質公園社區遊程的實際操作能力建置與專業陪伴。 

(2) 計畫行銷: 建置「富岡地景小旅行」粉絲專頁來增加地質公園宣傳

效果，並配合辦理相關旅遊行銷推廣活動、定期貼文分享關於富岡地

質公園周邊社區相關旅遊活動訊息與台灣其他地質公園相關資訊等，

完成富岡地景小旅遊 FACEBOOK粉絲專頁建置與經營。 

(3) 遊程優化:提升 DIY體驗活動及在地特色餐飲品質：諮詢相關領域

專家協助提升 DIY體驗活動與特色餐飲品質。設計相關遊程解說牌

示：。 

3. 地質公園解說員加強培訓： 

(1) 教育訓練課程:依合約規定加強培訓在地的地質公園導覽員，預計

辦理地質公園種子解說員訓練，辦理 4場次的教育訓練課程。每場次

安排至少 4小時共 16小時的專業訓練課程。 

(2) 編制富岡地質公園解說導覽教育書面教材：蒐集相關解說導覽資訊

製作成解說導覽書面教材，提供種子解說員以提升對相關解說導覽知識

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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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國內案例觀摩活動以及提升社區自主營運能力: 

(1) 參加台灣地質公園網絡會議等學習機會:協助社區居民參與臺灣地

質公園網絡會議及地質公園研討會等增能活動。 

(2) 協助擺攤活動:協助社區組織參與地質公園推動與保育之相關街頭

擺攤活動以行銷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 

(3) 辦理國內案例觀摩活動: 安排澎湖海洋地質公園參訪交流活動，至

少 4 天 3 夜，並參訪 1 個國內地質公園傑出經營團隊，活動至少 20 人

以上參加。 

5. 提升社區自主營運能力 

(1) 成立「富岡地質公園小旅行」:協助在地社區組織共同成立「富岡地

質公園小旅行」營運中心，並提升社區自主營運社區旅遊的能力和能量。 

(2) 媒介相關政府資源以協助社區爭取申請用人經費補助:協助在地社

區組織申請勞動部多元就業方案經濟型補助等政府部門資源發展社區

旅遊及用人經費補助。 

貳、 計劃執行規劃期程 

     本計劃自 108 年 7 月 4 日簽約起算預計執行至 109 年 11 月 20 日

止完成履約，分四個期程(表 2-1)，依契約規定須於 109 年 11 月 20 日

前完成所有工作項目，除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致參與第 18 屆台灣地質

公園網絡會議延期外(於 109 年 11 月 21-22 日執行)，其他工作項目皆

已於 109年 11月 20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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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計畫預定期程表 

重要工 

作項目 

百分比

(%) 
預定進度 

108-109年 

7-8 9-10 11-12 1-2 3-4 5-6 9-11 

1.東部海岸富岡地

質公園評估報告書

製作與申請 

15 
工作內容 資料蒐集 書面撰寫 完成送件 配合審查程序 配合審查程序 配合審查程序 完成公告劃設 

百分比 30 70 100     

2.地景遊程實際操

作與滾動檢討 
20 

工作內容 
計畫行銷 

 

計畫行銷 

遊程優化 

計畫行銷 

遊程優化 

實際操作遊程 

計畫行銷 

遊程優化 

實際操作遊程 

計畫行銷 

遊程優化 

實際操作遊程 

計畫行銷 

遊程優化 

實際操作遊程 

計畫行銷 

遊程優化 

實際操作遊程 

百分比 10 20 30 50 60 80 100 

3. 地質公園解說

員加強培訓 
20 

工作內容 解說員招募 解說培訓 1.1 解說培訓 1.2 解說培訓 2 解說培訓 3 解說培訓 4 實習導覽 

百分比 20 30 40 50 60 80 100 

4.1 辦理國內案例

觀摩活動-社區參

訪活動 

20 
工作內容 

行程安排與規

劃與聯繫拜訪

社區 

行程確認與彙

整參與人資料 

辦理第一次社

區參訪 
行程安排與規劃 聯繫參訪單位 

行程確認與彙整參

與人資料 

辦理第二次社區

參訪 

百分比 20 20 50 60 70 80 100 

4.2 辦理國內案例

觀摩活動-參加台

灣地質公園學會辦

理之研討會等  

10 
工作內容 行程安排規劃 

第一次參加台

灣地質公園學

會相關會議 

行程安排規劃 行程安排規劃 

第二次參加台灣

地質公園學會相

關會議 

行程安排規劃 

第三次參加台灣

地質公園學會相

關會議 

百分比 10 30 50 60 70 80 100 

5. 提升社區自主

營運能力 
10 

工作內容 
協助 109 年提

案、輔導陪伴 

協助 109 年提

案、輔導陪伴 

協助 109 年提

案、輔導陪伴 

協助 110 年提

案、輔導陪伴 

協助 110 年提

案、輔導陪伴 

協助 110 年提案、

輔導陪伴 

協助 110年提

案、輔導陪伴 

百分比 10 20 40 70 85 95 100 

7.撰寫結案報告 5 
工作內容 工作計畫書 資料收集 資料彙整 第二期工作成果 資料彙整 第三期工作成果 完成期末報告 

百分比 10 30 45 60 75 90 100 



 

 

 

參、 期末工作成果彙整 

一、 向台東縣政府申請設立「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並

完成設立之法定說明會或公聽會 

     計劃團隊已完成「東海岸富岡地質公園」之地方級地質公園提報

表及相關參考資料的製作，並依台東縣政府與東管處意見進行修正

(相關書面資料請參考附件一)後送件，並配合修改內容以符合主管機

關要求，現已完成公告劃設，計畫執行期間該工項辦理事項包括: 

1. 108 年 9 月 5 日協助發文向台東縣政府提出劃設「東部海岸富岡

地質公園」提報申請，依文資法相關規定台東縣政府在接到自然

地景提報案後，將依序辦理會勘、召開說明會及自然地景審議委

員會等程序。 

2. 協助台東縣政府向行政院原民會提出認定地方級地質公園劃設

未涉及原住民權益之減損，不屬於諮商同意權之規範項目之請求，

並順利取得原民會明確函釋-地方級地質公園之公告劃設非屬原

住民基本法規範之應行使諮商同意權並取得關係部落會議一半

以上同意之事項。 

3. 108 年 10 月 1 日協助東管處於台東縣台東市富岡里老人文康中

心辦理「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提報劃設說明會。 

4. 108 年 11 月 15 日參與台東縣政府舉辦之「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

園」會勘行程。 

5. 108 年 11 月 28 日參與台東縣政府舉辦之「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

園」劃設地方說明會。 

6. 109 年 7 月 2 日協助台東縣政府辦理自然地景審議會議，會議中

順利通過「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之提案。 

7. 協助台東縣政府增補提報書內容，包括劃設範圍內土地清冊等。 

8. 台東縣政府 109年 11月 20日公告「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 

9. 109 年 11 月 21 日協助東管處辦理「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揭

牌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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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景遊程實際操作與滾動檢討: 

（一） 實際操作遊程 

1. 小野柳遊憩區解說導覽遊程操作 

    受武漢肺炎影響，計畫團隊直到疫情趨緩的 5月才開始重新操作

遊程試營運，利用 109年 5月連續五個周六安排小野柳遊憩區地質解

說導覽員於小野柳遊憩區進行遊程試營運，累計小野柳遊程試營運活

動至 109 年 5 月底止已有超過 500 位遊客(實際人數 581 人)參與遊

程操作。環境教育的推動已成為我國永續發展重要策略，國家風景區

經營管理也應納入環境教育項目，未來可以考慮由社區發展協會的解

說員提供園區的常態性或預約制的地景解說導覽與環境教育活動服

務。建議未來可以考慮學習國家公園系統發展社區旅遊之模式，雇用

當地具有地質公園解說員認證資格的社區導覽員，提供遊憩區解說導

覽服務，或是補助社區組織辦理地質公園體驗遊程。另將協助富岡社

區發展協會參與 110年度小野柳遊憩區環境教育勞務委外案投標，嘗

試讓環境教育與社區參與作連結。 

遊程試營運活動紅布條: 

 

 

活動布條示意圖: 

 

認識「東海岸富岡地質公園」解說導覽活動報到處 
主辦單位:東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承辦單位:台東縣富岡社區發展協會、東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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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遊程試營運各場參加人數統計表 

辦理時間 參加對象 參加人數 

108.09.14 一般民眾 132 

108.09.15 一般民眾 128 

109.05.02 一般民眾 74   

109.05.09 一般民眾 39 

109.05.16 一般民眾 54 

109.05.23 一般民眾 36 

109.05.27 東管處同仁等 38 

109.05.30 一般民眾 80 

合計 581 

 

 

 

 

 

 

 

 

 

 

 

 

 

 

 

 

 

 

 

小野柳遊憩區遊程試營運 1 小野柳遊憩區遊程試營運 2 

 

 

 

 

 

 

 

 

 

 

 

 

小野柳遊憩區遊程試營運 3 小野柳遊憩區遊程試營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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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柳遊憩區遊程試營運 5 小野柳遊憩區遊程試營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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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5.23 109.05.16台東專科學校觀光科實習 

 

 

 

 

 

 

 

 

 

 

 

 

109.05.09 109.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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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富岡社區海神廟+富岡港漁獲拍賣+社區風味餐遊程操作 

    108 年 10 月 26 日富岡社區發展協會利用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經費

補助辦理台東富岡海神祭活動，推廣社區風味餐與獨特的宗教信仰文

化，本計畫利用此機會推動海神廟+富岡港的遊程試營運共計兩梯次解

說 43人次。109年度持續協助富岡社區發展協會獲得農委會水土保持

局和台東縣政府文化處經費補助擴大辦理遊程試營運，推出由富岡地

質公園解說員解說富岡漁港拍賣、海神信仰與大陳義胞遷台發展脈絡，

搭配社區風味餐的小旅行遊程試營運等。 

 

 

 

 

 

 

 

 

 

 

 

 

 

 

 

 

 

 

 

 

 

富岡海神廟的主神如意娘娘 富岡海神廟裡供奉的王船 

 

 

 

 

 

 

 

 

 

 

 

 

 

 

 

 

 

 

富岡海神廟(立面浮雕)3 

 

富岡海神廟(立面浮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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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岡漁港漁貨拍賣 富岡漁港漁貨拍賣 

 

 

 

 

 

 

 

 

 

 

 

 

 

 

富岡社區代表性魚種 1-紅加網 富岡社區代表性魚種 2-鬼頭刀 

 

 

 

 

 

 

 

 

 

 

 

 

 

 

 

 

在地風味料理 1 海鮮番薯溜 在地風味料理 2 魚漿獅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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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風味料理 3 炒寧波年糕(湯) 在地風味料理 4 麻油雞冬粉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社區地景小旅行遊程說明 

   富岡地質公園社區地景小旅行主要特色包括有小野柳遊憩區的

地景解說、在地多元文化與特色廟宇解說以及特色風味料理與 DIY

體驗活動，尤其是世界稀有的倒轉濁流岩地層、全國唯一由空軍興

建主祀如意娘娘的海神廟，風味餐則是以大陳家鄉料理及在地新鮮

海鮮為主打，DIY體驗部分融合了在地農漁特產與文化，有保平安

的海埔姜香包與薏苡珠手環，也有好吃的水果豆腐乳、甜酒釀、魚

丸製作等活動可以選擇。目前共有兩種一日遊行程以及四種半日遊

行程可供選擇，DIY體案部分則有四種活動可以選擇。 

 一日遊行程 A 

壹、 活動辦理說明 

    活動全程由富岡社區發展協會轄下解說導覽人員與志工負責接

待與導覽工作，午餐則由富岡社區廚房製作提供在地風味餐，下午吹

吹吹野餐則由鄰近社區夥伴共同提供餐點。結合微淨灘活動與吹吹風

野餐的行程，甜酒釀製作可以換成鬼頭刀魚丸製作活動。 

貳、 行程內容: 

富岡社區文康中心—富岡漁港—海神廟—文康中心(午餐)—甜酒釀

DIY製作課程—小野柳遊憩區—加路蘭遊憩區—活動結束解散 

活動時間 行程安排 

8:30 - 9:00 報到集合(富岡老人文康中心) 

9:00 - 10:00 富岡漁港漁獲拍賣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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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11:30 富岡海神廟與富岡社區導覽 

11:30- 13:00 享用社區風味餐/午休(老人文康中心) 

13:00- 14:00 大陳奶奶甜酒釀製作課程 

14:00- 16:00 地質與海岸生態解說導覽 

(海埔姜香包/噴霧製作) 

15:30 -16:00 為東海岸的美麗盡一份力-微淨灘活動 

16:00-17:00 加路蘭吹吹風野餐 

17:00-17:20 接駁服務至台東車站、機場等地 

參、 收費 

    10人以上成團，包含午餐、兩場 DIY活動、吹吹風野餐與解說

導覽費(不含交通接駁)，每人收費新台幣 850元，30人以上團體另

有折扣。 

 一日遊行程 B 

肆、 活動辦理說明 

    活動全程由富岡社區發展協會轄下解說導覽人員與志工負責接

待與導覽工作，午餐則由富岡社區廚房製作提供在地風味餐，下午吹

吹吹野餐則由鄰近社區夥伴共同提供餐點。結合當地水稻種植文化導

覽活動的行程，甜酒釀製作可以換成鬼頭刀魚丸製作活動。 

伍、 行程內容: 

富岡社區文康中心—富岡漁港—海神廟—文康中心(午餐)—甜酒釀

DIY製作課程—小野柳遊憩區—加路蘭遊憩區—活動結束解散 

 

活動時間 行程安排 

8:30 - 9:00 報到集合(富岡老人文康中心) 

9:00 - 10:00 富岡漁港漁獲拍賣導覽 

10:00- 11:30 富岡海神廟與富岡社區導覽 

11:30- 13:00 享用社區風味餐/午休(老人文康中心) 

13:00- 14:30 認識水稻與大陳奶奶甜酒釀製作課程 

14:30- 16:30 地質與海岸生態解說導覽 

16:30 -17:00 海埔姜香包/噴霧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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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18:00 加路蘭遊憩區解說與自由行程 

18:00-18:30 前往台東車站、機場等地 

陸、 收費 

    10 人以上成團，包含午餐、兩場 DIY 活動與解說導覽費(不含

交通接駁)，每人收費新台幣 700元，30人以上團體另有折扣。 

 半日遊行程(2.5-3小時) 

柒、 活動辦理說明 

    半日遊行程共有三條路線，由富岡漁港、海神廟與富岡社區、小

野柳遊憩區、加路蘭遊憩區四個導覽據點所組成。 

捌、 收費 

    半日遊行程(ABC)每人收費 100 元(10 人以下包團費 1000 元)，

行程 D每人收費 150元(10人以下包團費 1500元)，搭配享用社區風

味餐者可享每人折扣 50元優待(風味餐每人只要 250元) 

 A行程(富岡漁港拍賣+海神廟導覽) 

※ 該行程限上午操作，須配合漁港拍賣活動，行程中午可搭配享用

社區風味餐，或是安排其他 DIY活動來銜接。 

※ 富岡社區文康中心—富岡漁港—海神廟—活動結束解散 

活動時間 行程安排 

8:30 - 9:00 報到集合(富岡老人文康中心) 

9:00 - 10:00 富岡漁港漁獲拍賣導覽 

10:00- 11:30 富岡海神廟與富岡社區導覽 

 

 B行程(海神廟與社區+小野柳遊憩區) 該行程不論上午或下午皆

可執行，中午可搭配享用社區風味餐，或是安排其他 DIY活動來

銜接。 

※ 富岡社區文康中心—海神廟—小野柳遊憩區—活動結束解散 

活動時間 行程安排 

約 1.5小時 富岡海神廟與富岡社區導覽 

約 1.5小時 小野柳遊憩區地質解說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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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行程(小野柳遊憩區+加路蘭遊憩區) 該行程不論上午或下午皆

可執行，中午可搭配享用社區風味餐，或是安排其他 DIY活動來

銜接。 

※ 富岡社區文康中心—小野柳遊憩區—加路蘭遊憩區—活動結束 

活動時間 行程安排 

約 1.5小時 小野柳遊憩區地質與海岸生態解說導覽 

約 1.5小時 加路蘭遊憩區解說與自由行程 

 D 行程(富岡漁港+海神廟+小野柳遊憩區) 該行程不論上午或下

午皆可執行，下午活動沒有漁獲拍賣解說，中午可搭配享用社區

風味餐，或是安排其他 DIY活動來銜接。 

※ 富岡社區文康中心—富岡漁港—海神廟—小野柳遊憩區—活動結束 

活動時間 行程安排 

約 0.5-1小時 富岡漁港解說導覽 

約 1.5小時 富岡海神廟與富岡社區導覽 

約 1.5小時 小野柳遊憩區地質與海岸生態解說導覽 

DIY活動 

    每種 DIY體驗活動定價都是每人新台幣 150-180元，每人皆可

帶回一份產品，10人以上成團，另有水果豆腐乳製作活動，30人以

上成團。(除親子團外需所有團員報名參加 DIY體驗活動，嚴禁搭便

車行為) 

 活動種類 定價 活動時間 

1 大陳奶奶甜酒釀 150-180 約 1-2個小時，水稻文化解說需 1小時 

2 富岡海魚丸 150-180 約 1.5個小時，包含鬼頭刀生態解說 

3 海埔姜噴霧與香包 150-180 約 1.5-2個小時，包含野地採集活動 

4 水果豆腐乳 150-180 約 2-2.5小時(30人以上成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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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注意事項: 

1. 為鼓勵參加夥伴利用大眾運輸以節能減碳，本社區於台東火車站、

機場提供有收費接駁服務，歡迎利用，自行開車者可將車輛停在

富岡文康中心旁空地。 

2. 請穿著舒適好走的鞋子，注意防曬(台東的太陽很熱情) 

3. 本活動不提供瓶裝水，休息處皆有飲水機，請自行攜帶水壺補充

水分。 

4. 本活動為深度文化體驗行程，非大眾旅遊產品，注重物質享受者

請勿報名。 

行程景點與特色介紹: 

1. 富岡漁港 

    為台東縣境內第二大漁港，是往訪綠島、蘭嶼的主要港口，年漁

獲量約 3百多公噸，漁獲種類豐富從珊瑚礁到深海底棲以及大洋洄游

性魚種皆可捕獲，近年來施行漁貨不落地措施後，大大提高了漁獲交

易價格。來到富岡漁港可以認識許多平常不會出現在餐桌上的特殊魚

種，非常值得一遊，漁港旁設有幾家魚貨銷售攤位與海鮮小吃店提供

代煮服務。 
 

 

2. 富岡海神廟與大陳新村 

    台東富岡海神廟是全台灣唯一祀奉如意娘娘的廟宇，也是全台唯

一由空軍司令部出資興建的廟宇，雖然規模不大但該廟宇的由來與台

東富岡大陳新村發展息息相關，也與台灣西部傳統媽祖信仰有很深的

關連性，透過專業的解說導覽不僅可對近代國共內戰歷史有更多了解

也能夠認識到中國海神信仰的發展脈絡。 

3. 小野柳遊憩區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裡小野柳遊憩區海岸的富岡砂岩是觀察

地球板塊運動的重要證據，也是珍貴的地質遺址，105年時行政院已

將該區域劃設為地質敏感保護區，吸引全世界研究地球板塊運動的學

者專家前來一探究竟。經過大自然的侵蝕作用雕刻出豐富的奇岩怪石，

被人取了「小野柳」的封號，然而去過小野柳的遊客中又有幾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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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地球板塊運動的奧秘? 本次活動不再讓您走馬看花，將透過專業

的解說導覽讓您一探地球板塊運動的重要證據。 

4. 加路蘭遊憩區 

    本處海岸原為堆置台東志航空軍基地興建計畫移除土方的臨時

棄土場，後來被不肖人士非法棄置大量廢棄物。經東部海岸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的巧手經營，涵養草皮、植栽，設置多款大型裝置藝術品，

辦理東海岸大地藝術季、市集、音樂會等活動，搭配上東海岸的藍天

碧海，現在已成為網美打卡拍照的重要據點。本次活動我們將帶您下

到海岸邊來一場 ”微”淨灘和認識潮間帶小生物，淨灘結束歡迎您

和我們一起在草地上來場 ”吹吹風野餐”。 

5. 富岡社區風味餐 

    富岡社區所推出的風味餐融合在地多元族群的料理風格外，更是

注重食物里程與碳足跡管理，所有的食材皆是台東地區種植與生產的

新鮮農漁產品。菜色內容會隨季節物產而有所變化，並不是固定的料

理，在口味上以富岡大陳新村(浙江、福建口味)和家常菜作為口味訴

求，與一般餐廳料理不同強調這是在地媽媽的料理風味，讓來到富岡

的的遊客可以嘗嘗在地的媽媽料理。 

6. 微淨灘吹吹風野餐 

台東地區海岸與台灣其他海岸同樣面臨海漂廢棄物的汙染問題，透過

遊客的微淨灘活動可以讓遊客了解到海洋廢棄物問題的嚴重性以及

改變生活習慣減少各種廢棄物的製造已是刻不容緩的狀況，吹吹風野

餐內容主要以鄰近利吉惡地地質公園所生產的新鮮優質水果搭配社

區媽媽製作的各式小點心為主，讓遊客在正餐外可以吃到不同的台東

物產，深入體驗台東的風土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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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份 300元家常菜菜色參考 

 

 

 

 

 

 

 

 

 

 

 

豬肉飯(油飯) 杏鮑燴虎掌 

 

 

 

 

 

 

 

 

 

 

 

 

 

 

苦瓜紅燒肉 金針花天婦羅 

 

 

 

 

 

 

 

 

 

 

 

 

 

 

 

 

鮮筍五花肉 油嗆糯米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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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埔煎蛋 酥炸鬼頭刀一夜乾 

 

 

 

 

 

 

 

 

 

 

 

 

 

 

 

 

八寶糯米飯 海菜赤嘴羹 

 

（二） 計畫行銷: 建置地景小旅行專頁 

    建置「富岡地景小旅行」粉絲專頁來增加地質公園宣傳效果，

並配合辦理相關旅遊行銷推廣活動、定期貼文分享關於富岡地質公

園周邊社區相關旅遊活動訊息與台灣其他地質公園相關資訊等，完

成富岡地景小旅遊 FACEBOOK粉絲專頁建置與經營。 

 

 

 

 

 

 

 

 

 

 

 

 

108.10.26海神祭 富岡漁港魚貨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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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居民曬魚乾 富岡名人柯受良飛越黃河的用車 

 

 

 

 

 

 

 

 

 

 

 

 

 

 

 

 

 

 

參與第 16屆台灣地質公園網絡交流 富岡社區名人介紹-蔡貴松老師 

 

 

 

 

 

 

 

 

 

 

 

 

 

 

 

 

 

 

108/9/13 解說導覽訓練 108/9/14-15遊程試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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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柳淨灘活動紀錄 張長義老師帶台大碩專班校外教學 

 

 

 

 

 

 

 

 

 

 

 

 

 

 

 

 

慶祝通過自然地景審議之免費導覽訊息 109年 7月導覽分享 

 

 

 

 

 

 

 

 

 

 

 

 

 

 

 

 

 

 

 

 

小旗艦計畫成果發表 漂流木加工課程實作 

（三） DIY體驗活動與風味餐優化 

DIY體驗項目活動為帶領遊客在體驗地質與社區文化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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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參與動手做的一項過程，除了參與地景導覽戶外遊程外，還能

讓遊客製作專屬紀念品與在地特色小物。而地景旅遊導覽 DIY項目

的挑選與設定，歸納以下幾點特性作為發展重點： 

(1) 社區經費與製作之平衡 

  DIY產品之製作涉及社區經費之使用與支出，在社區發展組織

經費有限與經費分配挪用之考量下，DIY產品之設計與擬訂，應考

量社區進行地景旅遊項目時，社區發展協會人事、應酬、舉辦活

動、社區福利、其他支出、活動開支等範圍內作規畫，相關工作人

員之技能培訓等。 

(2) 材料取得難易度與在地性 

  DIY產品為地景旅遊中，發展期間與調整遊程節奏之項目，除

材料需穩定供給外，材質特性與素材的取得，必須要穩定與長期配

合，必須考慮到如使用固定廠商生產之產品做為 DIY原料，或是本

身素材具有易取得及更動彈性大的特性，以做為未來發展 DIY的變

化與修正調整。 

(3) 具主題特色性之產品 

  產品需帶有其獨特性，包含具象性、文化意涵、觀賞價值、易

組合、構造簡單，與遊程主題內容相符等特色性。 

(4) 在地區域相關產業特性 

  DIY產品如與地質公園範圍內之產業作結合，既可以達到推廣

在地產業，也能增加在地消費與其他供給，同時也節省額外開發新

型商品之時間與經費支出。 

(5) 發掘在地高手技藝 

  發掘社區內部參與公共事務者，與社區部落間擁有一身好技

藝，與具有創意發展能力之好手，提供成為未來 DIY項目之發展可

能，同時能讓社區好手有一片舞台可做發揮與教導。 

(6) 進入市場環境測試 

  DIY產品本身並非推出就能獲得極大迴響，先前之評估與規劃

固然能減低風險，唯市場趨勢與競爭性亦會減低遊客及消費者之興

趣，與整體遊憩品質之評價，故初期投入之 DIY項目需作測試及觀

察，並於未來作適當之改變與調整，在社區經費有限與未來的不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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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以漸進式的成長操作為佳。 

(7) 遊客操作簡單容易 

  DIY製作客群包含各種年齡層，材料的製作需簡易，且完成之

品項必須具備一定品質與完成度，使遊客製作時既可擁有在地之紀

念品，並在製作時達成心理之成就感與滿足。通常必須適度的加工

成為半成品以縮短體驗活動時間和難度。 

(8) 適當之成本與收費 

  DIY產品之收費包含獨立收費，以及包含在遊程費用中，其中

如為獨立收費，需考慮其產品之功能性、藝術價值、市場相似商品

價位、材料成本、社區經費運作等….相關評估作為開發考量，而包

含在遊程中之 DIY服務項目，在營業角度上必須適當抓出與營收的

平衡點，同時也能帶給遊客心理層面之滿足。 

(9) 因應市場變化改變性 

  在遊程體驗市場上，DIY產品除了具有實際體驗性外，未來環

境的競爭者加入、與其他地區同質性較高的情形下，或是與市場環

境需求改變的情形下，需要提出多種選擇與因應環境變化，才可適

量掌握庫存與進出貨成本與利潤的效益，並達成顧客期望需求。 

  富岡地區是個族群多元融合的代表性社區，有原居於此的阿美族、

後來移居的漢人和隨著國民政府遷台安置的大陳義胞和墾荒的退伍

軍人以及東南亞新住民所組成的多元社會。地景與社區旅遊皆強調認

識在地文化特質的重要性，遊客來到地質公園當地，除了欣賞獨特的

地質景觀外、品嘗當地美食、體驗常民文化等，透過手做活動的參與

可以加深旅遊體驗的深度和豐富性。 

1. 原住民的平民珠寶—傳統薏苡珠串飾品認識與手作: 

    前期計劃已開發出薏苡珠串飾品製作的 DIY體驗活動，本次品質

提升計劃希望能夠將單純的薏苡珠串飾品製作提升為認識阿美族文

化的體驗活動。富岡社區發展協會原有的薏苡珠手環 DIY製作體驗活

動是利用少量的薏苡珠搭配塑膠珠或玻璃珠以尼龍線穿成的作品，雖

符合現代化對飾品美觀的要求，卻失去了傳統文化意涵和特色，社區

原有的 DIY體驗活動，過去活動執行方式是直接在室內發給參加者材

料，講解製作方式後開始製作珠串，並沒有詳細說明薏苡和薏苡珠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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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阿美族的文化意涵和關係，讓手作課程成為單純的手作課程，失

去其認識在地文化特質的機會。 

    本計劃希望透過重新設計薏苡珠串製作活動，使其成為富岡社區

深度旅遊的重要文化活動，而不只是單純做串珠課程。前人研究發現

薏苡珠串飾品廣泛流傳於整個東南亞地區，台灣地區近幾年來也蓬勃

發展，常可看到有製作薏苡珠串飾品的體驗活動課程的舉辦，可惜的

是這些課程皆以單純製作珠串飾品為主要訴求，並沒有介紹薏苡這種

植物與台灣原住民的生活與文化意涵，薏苡珠被原住民用來製作珠串

其實並不只是具有美觀的功能，還具有趨吉避凶等文化意涵，在阿美

族社會中更是平民的主要飾品，同時也是巫師用來驅邪治病的重要素

材，發生飢荒時更可以煮來吃充當糧食。 

   如何讓富岡地質公園的薏苡珠串飾品手做活動能夠凸顯出地方特

色。本計劃嘗試將阿美族的薏苡珠串製作活動設計為一組阿美族文化

體驗活動，從認識阿美族的傳統農耕文化、認識薏苡等傳統作物、認

識東海岸的環境出發，結合海洋廢棄物(玻璃碎片等)、貝殼碎片、其

他在地植物的種子、香蕉絲纖維製作的編織繩來製作一條有文化意義

的薏苡珠串飾品。阿美族種植薏苡作為糧食和珠串飾品已有至少數百

年的歷史，因其種子外生有一層具砝瑯質光澤的堅硬外皮，從史料和

考古紀錄研判薏苡珠串飾曾被台灣許多原住民族用於製作珠串飾品

之用。16 世紀荷蘭人佔領台灣發展貿易活動後開始大量引進瑪瑙和

琉璃珠，很快地和傳統薏苡珠串結合，成為台灣原住民的主要飾品。

日治以及國民政府遷台初期時曾有大量的原住民珠串飾品被外人買

走收藏，加上薏苡珠屬於植物種子，容易受潮發生蟲蛀與不易保存等

問題，目前只有博物館才能找到歷史較久遠的薏苡珠串飾品。然而薏

苡這種植物廣泛分布在東南亞地區，不只在台灣，在東南亞其他地區

也可以發現民眾佩戴用薏苡珠串成的飾品。 

    對阿美族而言，薏苡種子不僅僅是食物，更具有避邪、驅除惡靈

的作用，佩戴薏苡珠串飾品不僅具有裝飾意義美觀之意義，更具有趨

吉避凶的精神上含義，部分巫師還會使用薏苡珠來治療疾病。根據阿

美族耆老口述表示阿美族的珠串並不只是使用薏苡種子、還會搭配其

他植物種子、外來的琉璃珠、瑪瑙珠(東海岸自產)、玉珠等其他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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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構成，而近代薏苡珠串飾品則是廣泛搭配不同顏色的玻璃珠和塑膠

珠甚至是金工材料作搭配。 

    為了尋訪阿美族薏苡珠串飾的新生，計劃團隊拜訪台東縣海端鄉

瑪斯林恩工作室的布妮老師與東華大學原住民學院李宜澤老師，布妮

老師多次接受史前博物館委託製作原住民傳統器物，對於原住民的民

俗植物利用有其專業，特別請其協助設計 DIY體驗課程，老師雖是布

農族但對薏苡珠串飾和月桃編方面有深入研究。李宜澤老師的媽媽則

是花蓮阿美族，對於阿美族傳統祭儀和文化有深入研究。 

阿美族文化體驗課程之薏苡珠串飾創作 

 活動地點:巴沙哇力聚會所、富岡老人文康中心、社區菜園、加路

蘭遊憩區。 

 講師:地質公園導覽解說員、社區文化講師 

(1) 阿美族史與傳統薏苡珠串介紹(約 30-40分鐘) 

A. 台灣阿美族的起源(參考解說教材) 

B. 阿美族的傳統農耕文化、認識薏苡等傳統作物 

(2) 田裡尋寶去-出發前往田裡認識薏苡和月桃(30分鐘) 

A. 讓遊客認識薏苡和月桃植株的實際模樣 

(3) 製作自己的薏苡珠串 

A. 回到活動中心開始製作薏苡珠串 

B. 講師示範如何處理薏苡果實(利用小型木夾或黏土固定果實)。 

C. 現場提供已穿好洞的果實提供給眼力不好的學員使用，同時提供未穿

洞的果實供有興趣的學員作體驗。 

D. 現場可提供琉璃珠、瑪瑙珠、玻璃珠等其他材料作搭配裝飾。 

(4) 回饋與分享 

A. 請學員分享今天課程的心得。 

B. 準備酒釀薏仁湯(冰/熱)讓學員品嘗，說明當地的族群特色，酒釀

薏仁湯象徵大陳義胞與阿美族文化融合在飲食上的呈現。 

C. 行銷販售社區生產的甜酒釀等商品作結束(可另外提供用果汁機

打碎後酒釀，現場提供給遊客敷臉)。 

社區產業連結: 

1. 每人份阿美族薏苡珠串飾 DIY活動，定價 150-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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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有興趣參與薏苡珠供應的居民，每戶免費提供種子回家種植，

未來將以每顆 1塊錢收購合乎規格尺寸的果實，每戶保證收購至

少 1000 顆。 

3. 有興趣參與薏苡珠穿孔加工的居民，每人至少提供 500 顆果實，

進行穿孔加工，每顆工錢 2-5 元。 

4. 活動現場聘請在地阿美族耆老，協助遊客進行月桃穿繩、薏苡果

實穿孔等工作，並分享生活經驗，作文化交流與分享，一場活動

發給新台幣 500元指導費。 

5. 現場提供社區居民製作好的月桃穿繩和薏苡果實供遊客購買。 

    以該單項 DIY 體驗活動預估其對社區的幫助，年度獲利估算以

1000 人次/年為基礎，預期每年可以為當地社區組織和居民創造至少

新台幣 15-30 萬元的產值。社區居民可以透過參與種植薏苡和月桃、

手工藝材料加工、體驗活動協助與指導三方面獲得經濟收益外，社區

組織本身也可以獲得財源挹注。 

 

 

 

 

 

 

 

 

 

 

 

 

 

 

 

 

台東縣野生薏苡果實 1 台東縣野生薏苡果實 2 

 

 

 

 

 

 

 

 

 

 

 

月桃葉鞘纖維編織的穿繩 利用手工具將果實鑽出約 1.4mm的穿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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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月桃編織的穿繩製作薏苡珠手環 單顆果實的戒指創作 

 

 

 

 

 

 

 

 

 

 

 

 

 

 

國家圖書館(NCL-Taiwan)典藏 / 4252 / 臺

北赤岡商會發行 / 約 1920 年代 / 《世紀容

顏  下》 

王素美. (2011). 民族植物薏苡應用於原住民工藝之探討

與創作研究. 臺東大學進修部美術產業發展碩專 (夜間

班) 學位論文,頁 30。 

 

     因應 DIY體驗活動優化之需求，本計畫考量社區特性、資源、

文化特質等條件另外設計出四種 DIY體驗活動。 

 

 

1. 水果豆腐乳 

    社區曾於 108年聘請老師前來教授豆腐乳製作課程，製作的水

果豆腐乳得到很好的評價，在玻璃罐中排列整齊的豆腐乳就像是小

野柳的富岡砂岩因為侵蝕風化作用所形成的豆腐岩一般，具有發展

成特色商品的機會，遂請教老師是否可以協助發展成為 DIY體驗活

動。社區夥伴可先行加工豆腐，遊客可以體驗曬豆腐、切水果、製

作麴醬、裝罐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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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說明 

 

 

 

 

 

 

 

 

選用台灣宜蘭製作的專用豆腐(特

製) 、富岡種植的鳳梨和香蕉 

製作方式 

 

 

 

 

 

 

 

 

先用 RO水洗去多餘鹽分，再進行曝

曬養菌。 

將本地產的鳳梨和香蕉切碎混合米

麴做成發酵液 

 

 

 

 

 

 

將豆腐與發酵液依順序裝入玻璃罐

中 

成品 

 

 

 

 

 

 

放在陰涼處發酵三個月即可開罐食

用，開罐後須置入冰箱中保存，盡

快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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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時間與成本 

 製作成本：約 60-80元/人 

 製作時間：約 90分 

 預約：14天前；人數：30人以上 

 製作場地:富岡社區文康中心 

 備註：定價 150 元。 

 

2. 大陳奶奶甜酒釀 

    甜酒釀又稱醪醩，是一種可以家庭製作的並廣泛流行於中國各

地及朝鮮半島的小吃，味道甜，有酒味，在陝西、四川、江浙、北

京、雲南等地及韓國深受歡迎，其中朝鮮半島的醪糟稱為甘酒。酒

釀是用糯米飯加入酒藥（由米和食用真菌製成）發酵而成的。富岡

漁山新村的居民們從家鄉撤退來台時帶著家鄉的酒釀一起來到台

灣，過去生活困苦時沒有多餘的錢買米來做酒釀，只能在逢年過節

的時後製作酒釀一解思鄉之情，也成為大陳人的家鄉味之一。富岡

大陳新村的居民還有另外一種吃法，就是把酒釀裡的發酵液過濾出

來當飲料喝，剩下的米渣則是搭配水果、碎花生、雜糧等煮成「臭

酸仔粥」(酒釀粥)食用。 

製作方法:糯米洗淨，將糯米浸泡 12-24小時之後放在蒸籠裡蒸熟。

用一般白米也可以。取一小塊酒藥(酒麴)壓碎成細粉末，加水攪拌

均勻，等到蒸熟的糯米降溫至攝氏 40℃以下時，將酒麴溶液和蒸熟

的糯米均勻攪拌後即可裝瓶，裝瓶後在米飯在中間挖一個透氣和滲

出酒水的小洞後，將容器蓋子蓋上並關緊。依環境溫度，在攝氏 35

度的夏天約一天半到兩天即可食用。若是在涼爽的季節，室溫 3-4

天左右也可完成發酵。發酵環境的溫度不可過高，會影響酒麴菌的

繁殖與作用。做好的酒釀應儘快食用或放入冰箱冷藏，否則過分發

酵會使米粒空虛且酒味過重而影響風味。 

食用方式:酒釀可以直接食用，尤其在河北、東北、韓國等氣溫較低

的省份和國家。由於酒釀中本身已有大量糖分，使用時不用再加糖

調味。較常見的吃法是加入少許桂花調味。或者放入水果丁一起食

用。在中國江浙地區或是長江以南的省份，比較少直接食用酒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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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會搭配包餡的甜湯圓或是水煮荷包蛋(尤其是鴨蛋，是產後婦女

的營養品)一起食用，製作成甜湯料理，或是加入其他豆類和雜糧煮

成甜粥食用。 

體驗活動:全套體驗活動會先帶遊客前往社區夥伴的水田認識水稻，

再回到活動中心發給每人一份蒸熟的糯米和乾燥的酒麴，讓遊客自

行壓碎酒麴並加水喚醒，再拌入蒸好的糯米中，利用熱水消毒承裝

酒釀的容器後裝罐封口，貼上製造日期標籤後完成。活動最後會準

備酒釀相關料理請遊客品嘗。 

材料說明 

 

 

 

 

 

 

選用台灣自產的圓糯米作為原料，先

行蒸熟備用。 

酒麴來自於大陳奶奶 1955年從家鄉

帶來的酒麴繁殖至今製成的乾燥酒麴 

 

製作方式 

 

 

 

 

 

 

先帶領遊客前往社區夥伴種植的水稻

田認識水稻生態 

 

 

 

 

 

 

 

 

 

分組後領取材料，將酒麴碾碎加入開

水使其融化後再拌入煮好的糯米中然

後裝進玻璃罐中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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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 

 

 

 

 

 

 

 

 

放在陰涼處發酵約 3-4天即可食用，

並將酒釀置入冰箱中冷藏，盡快食用

完畢。 

製作時間與成本 

 製作成本：約 60元/人 

 製作時間：約 90分 

 預約：14天前；人數：10人以上 

    除了一般食用外，社區製作的的酒釀還可以進一步用食物調理

機打成泥狀後混合生雞蛋的蛋白製成天然美白面膜。 

3. 富岡海魚丸製作 

    芭蕉旗魚和鬼頭刀是台東富岡漁港的主要漁獲，除了一般的料理方式外，

當地居民還會將魚肉進一步處理成魚漿後再製作成魚丸和魚餅(類似扁狀黑

輪)、魚麵等食材用於料理之中以增加風味和料理的變化，非常適合用來開發

成為 DIY體驗活動。與市場販售的魚丸不同，富岡海魚丸並沒有加入過量澱

粉，魚肉比例高達 95%以上，會比一般市售魚丸有更扎實的口感和魚肉自然的

甜味，在市場上是有錢也買不到的極品。若遊客時間可以配合會先帶遊客參觀

富岡漁港魚貨拍賣、認識魚種等其他活動。 

 

材料說明 

 

 

 

 

 

 

選用富岡漁港捕獲的鬼頭刀和芭蕉

旗魚，利用社區廚房加工成魚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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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方式 

 

 

 

 

 

 

 

先解說魚類和其生態習性後再介紹 

魚丸製作過程、如何調味，以及後

續的分組。 

 

 

 

 

 

 

 

分組後領取材料，開始製作魚丸 

成品 

 

 

 

 

 

 

 

 

外行人手工做的魚丸大小不一，形

狀大小不一，真材實料吃到魚肉的

鮮甜和扎實口感。 

製作時間與成本 

 製作成本：約 90元/人 

 製作時間：約 60分 

 預約：14天前；人數：10人以上 

 製作場地:富岡社區文康中心 

 備註：定價 150-180元(魚貨價格有季節性變動)。 

4. 海埔姜健康套組 

    海埔姜是台東富岡地區海岸生長的常見原生濱海植物，果實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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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材中的埔姜子，過去居民會在中秋節前後去卑南溪口沙洲上收集

成熟的黑色果實，賣給做枕頭的商人或是飼養雞鴨的農戶，海埔將特

殊的香氣經科學實驗證實具有安定神經、幫助睡眠的功效，可以將果

實曬乾後放入枕頭中具有幫助睡眠的功效，過去養雞戶會將海埔姜果

實放在雞窩中據說可以驅趕寄生蟲，改善雞隻健康。海埔姜在台東富

岡的野外族群數量豐富，又具有獨特香氣的特性及適合作為 DIY商品

開發之用，本計畫已先行諮詢過中醫師關於海埔姜的藥性和實用毒性

等，後續將陸續製開發手工皂、茶包、安神香包、鮮食花草茶等商品 

材料說明 

 

 

 

 

 

 

 

富岡當地現採的海埔姜植株、台灣

菸酒公司製作的消毒酒精、噴頭式

化妝噴瓶等 

製作方式 

 

 

 

 

 

 

 

 

 

 

 

 

 

 

1. 爽身噴霧:解說海埔姜的生態、

型態和傳統使用方式後，讓學

員將海埔姜葉片撕碎後和果實

一同放入噴瓶中，再加入適量

的消毒酒精即可。 

2. 安神香包:將成熟的海埔姜果實

與乾燥的葉片放入香包中再進

行封口。 

3. 安神茶:將新鮮的的海埔將葉片

撕碎後與社區種植的其他香氣

花草一同放入花茶壺中沖熱

水，享用新鮮的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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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 

 

 

 

 

 

 

遊客每人可帶回一瓶爽身噴霧和一

個開運祈福御守(香包) 

 

 

 

 

 

 

 

 

可另購海埔姜乾燥葉片與果實補充

香包或沖泡花茶。 

製作時間與成本 

 製作成本：約 90元/人 

 製作時間：約 60分 

 預約：14天前；人數：10人以上 

 製作場地:富岡社區文康中心 

 備註：定價 150-1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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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味餐優化 

    風味餐優化部分除請專業人員協助改善菜色與調味，另外安排風

味餐製作、餐飲衛生管理、膳食營養方面課程以提升社區風味餐品質，

課程講義請參考附件。 

 

 

 

 

 

 

 

 

 

 

 

 

109/9/26 料理營養分析 109/9/26料理營養分析 

 

 

 

 

 

 

 

 

 

 

示範教學 1 示範教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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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課程 1 實作課程 2 

 

 

 

 

 

 

 

 

 

 

 

 

 

 

實作課程 3 實作課程 4 

 

 

 

 

 

 

 

 

 

 

 

 

 

 

實作課程 5 實作課程 6 

 

 

 

 

 

 

 

 

 

 

 

 

成品:家常炒米粉 成品: 冬粉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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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 炒年糕 成品: 魚乾紅燒肉 

 

（四） 10款解說導覽牌設計樣本 

    目前培訓的富岡社區發展協會解說員中有一部分為夜訪小野柳

或富山護漁區的現職解說人員，已具備解說導覽經驗，對於陸生型

寄居蟹生態和濱海植物有基礎了解，但對富岡地區的地質地景、海

神廟和社區歷史的熟悉度相對較低，解說導覽牌設計配合小野柳遊

憩區解說導覽牌更新計畫，共設計區外解說導覽牌 4面，區內解說

導覽牌 1面，並協助更新 5面園區內解說牌。 

一、 小野柳遊憩區外導覽牌示(4面) 

編

號 

牌示名

稱 

尺寸 預計設

置地段

號 

建議設置

位置 

土地所

有權人/

管理者 

取得同

意書情

形 

1 海神廟

1 

115*92.5cm 富岡段

882 

海神廟戲

台(懸掛) 

海神廟/

柯受球 

口頭取得

土地管理

者同意以

懸掛方式

設置，應

無需簽署

土地使用

同意書 

2 海神廟

2 

115*92.5cm 富岡段

882 

海神廟圍

牆(懸掛) 

海神廟/

柯受球 

3 富岡漁 115*92.5cm 富岡段 台東區漁 中華民
口頭取得

漁會同意

以懸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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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893 

 

會拍賣場

牆面(懸

掛) 

國/財政

部國有

財產署 

式設置  

4 大陳新

村 

115*92.5cm 富岡段

878 

富岡社區

文康中心

(懸掛) 

中華民

國/財政

部國有

財產署 

口頭取得

富岡社區

發展協會

理事長同

意以懸掛

方式設置 

 

 

 

小野柳遊憩區外導覽牌示位置示意圖(航照圖為底) 

 

 

 

 

 

 

 

 

 

 

 

 

 

 

 

 

海神廟解說牌設置位置 大陳新村解說牌設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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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神廟解說牌 1(文字說明) 

    富岡海神廟主祀如意娘娘，副祀神明有池府千歲、廣澤尊王、保

生大帝、福德正神等，如意娘娘為浙江省漁山島傳統信仰，屬於福建

地區泛媽祖信仰的一支，現今祀奉的原始神尊是 1955年隨「金剛計

畫」與義胞一銅鉛台，是如意娘娘的本尊。直到 1967年興建志航空軍

基地，並由空軍司令部協助興建現在的如意娘娘廟，成為台灣唯一由

空軍興建的民間廟宇，也是全台唯一祀奉祀奉如意娘娘的廟宇。 

別因為富岡海神廟規模減但就小看如意娘娘的影響力，祂數百年來持

續保佑著信徒平安，留下不少傳奇故事與神蹟，每年農曆 7月初 6娘

娘誕辰，來自於全世界的信徒可是把富岡擠得水洩不通。海神廟每年

的另一個重要節慶活動則是海神季，由富岡社區發展協會與廟方共同

舉辦，時間不固定須向娘娘請示擲筊決定，活動當天除了邀請各方貴

賓參與祈求四境平安儀式外，還會辦理海神廟解說導覽、大陳料理品

嘗會等觀光活動。 

廟宇特色: 

軟身神像:軟身神像是裝置有關節，四肢可活動的木雕神像，盛行於

明朝中期。 

廟前石獅:左右兩側實施都帶有小獅，與傳統形制不同，屬於現代兩

性平權版 

正面浮雕:仔細觀察可以發現正門兩側浮雕的如意娘娘五官近似男性

而不是女性。屋頂雕塑:四方屋簷各有四海龍王，以及風調雨順四天

王，還有不常見的八仙座騎雕塑。 

海神廟解說牌 2 

台灣的女海神-媽祖信仰 

媽祖信仰於自中國南方傳統巫女與道教信仰的結合，相傳林默娘原

為福建省泉州湄洲島人士，出生於唐朝末年(西元 960年)生前是幫

人消災解厄的巫女，傳說她死於海難，死後成為福建泉州地方百姓

祭祀的對象，而「媽祖」則為當地人對女性祖先的稱呼。 

西元 1123年北宋官員允迪出使高麗途中遇海難，女神顯靈救難，船

員稱女神為「媽祖」，允迪返國後上奏請封，詔賜順濟廟額，成為福

建沿海地區民間信仰主流之一。鄭和下西洋時船員多為福建地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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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讓媽祖信仰傳播到東南亞，清朝康熙皇帝則是為去除反清復明

思想，採用施琅的建議敕封林默娘為天上聖母，介意取代明朝官廟

祀奉玄天上帝的習俗，加上鄭成功部將多為媽祖信徒，讓媽祖信仰

在台灣發揚光大。 

台灣的男海神-王爺信仰 

盛行於台灣及福建地區的王爺信仰屬於人鬼崇拜，並不是特定的神

明，而是男性鬼神的通稱，身分來源多樣，用以表達信眾對鬼神的

尊敬或親切，神尊造型大多穿著漢服或唐服，有文官也有武將，有

些被認為有航海守護神的能力，富岡海神廟中祀奉有兩位王爺ㄈ別

是池府和溫府王爺，都是唐太座時期的歷史人物。 

池府王爺本名池夢彪是武將出身，除說他生前偶遇來人間散布瘟疫

的瘟神，為了不讓百姓受害歲設計片有瘟神的毒藥吃下肚，導致毒

發身亡，百姓感念他捨身成仁遂建廟祀奉 

溫府王爺本名溫鴻，曾經官拜山西太守，曾捨身救駕唐太宗與剿滅

盜匪之功，擔任欽差視察地方時溺水而亡，唐太宗為紀念他追封

「代天巡狩」並命工匠造一木船，名為「溫王船」內俸溫王爺之神

位，王船上有御書「遊府吃府、遊縣吃縣」敕告天下，凡溫王船所

到之處，百姓均應殺豬烹羊祭拜，以慰溫王在天之靈。此典故後來

與瘟神信仰結合成無台灣著名的”迎王與送王”相關宗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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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陳新村解說牌 

義胞名稱的由來 

台灣的大陳義胞指的是原居住在浙江省沿海大陳群島上的居民，國

民政府北伐時期大陳居民間入國民政府，成為海上游擊勢力，參與

過抗日與國共戰役，1949年大陸淪陷後仍持續參與軍事行動與共軍

對抗，不願屈服於中國共產黨統治，故稱為「義胞」 

撤退來台的原因 

1955年「一江山戰役」國軍戰敗，大陳群島落在共軍火炮射程內，

同年 2月美國居中協調撤退，史稱「金剛計畫」近 3萬居民撤退回

台灣。其中台東富岡漁山新村是台灣 38個大陳義胞聚落之一，遷居

台東富岡的 485位義胞都是漁山島居民，祖籍為福建同安，主要以

捕魚為生，在遷台前就是相互認識的街坊鄰里，不同於躲避戰亂來

台的外省人，有計畫的撤退讓居民能夠將家中與村裡祭拜的神明一

起撤退來台，形成特殊的村廟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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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岡漁港解說牌 

富岡漁港又名「臺東港」舊名加路蘭港，因鄰近阿美族「加路蘭

社」而得名。早期為萊自於屏東東港、小琉球的漁民在此開墾定

居，並以漁船擔負綠島與蘭嶼的物資補給，日治時期即以舢舨接駁

方式從事海上運輸。1954年 5月 10日以「臺東港」之名開工，

1956年 10月完工，可容納小型舢舨 40艘，除了可供原本定居於此

的漁民使用，也可以安置從漁山島遷台的新住民。 

富岡漁港目前為台東縣第二大漁港，年漁獲量約 300 多公噸，漁獲

量雖不大，但是魚種豐富除了大洋洄游性魚類外，還可以捕獲到數

十種珊瑚礁魚類和深海魚類，台東區漁會近年來推動漁貨不落地措

施，提高了魚貨品質和價格。除了是臺東市民選購海鮮的首選外也

有多家海鮮餐廳可以選擇，同時也是前往綠島、蘭嶼觀光船的主要

港口，每到觀光旺季港口總是擠滿來自各地的觀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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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野柳遊憩區內導覽牌示(6面) 

編

號 

牌示名稱 預計設置位置 尺寸 

1 東部海岸地質公園 海濱步道 90*90cm 

2 大眼蛙 海濱步道 200*90cm 

3 海岸景觀 觀海平台 200*90cm 

4 高位珊瑚礁和海階 六角公廁對面 200*90cm 

5 植物的氣生根 賣店、遊客中心方向

指示牌旁側 

200*90cm 

6 海岸山脈的形成(新設) 遊客中心或咖啡吧外 115*92.5cm 

 

1.東部海岸地質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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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眼蛙 

 

 

 

 

 

 

 

 

 

 

 

 

3. 海岸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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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位珊瑚礁和海階 

 

 

 

 

 

 

 

 

 

 

 

5.植物的氣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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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海岸山脈解說牌 

 

 

 

 

 

 

 

 

 

 

 

 

 

 

 

 

三、 加強培訓解說人員 

    除了針對地方級地質公園解說員認證開辦相關課程外，另外針

對富岡里範圍內各個具有發展成為解說導覽據點的地方進行解說導

覽培訓，希望己說導覽人員不只是具備一般性的地質解說知識外，

還能夠對於富岡里範圍內各據點都能夠有基本的認識，可以帶領遊

客進行解說導覽。 

1. 富岡社區範圍據點解說導覽 

    2019 年 8 月 10-11 兩天於社區老人文康中心、富岡漁港、加路蘭

部落、加路蘭遊憩區等地辦理富岡里範圍各據點的解說導覽培訓。針

對富岡地區有興趣成為社區導覽員的居民做解說導覽培訓，8/10 先針

對社區解說導覽技巧進行室內課程講授。8/11 日帶領參加培訓課程居

民前往富岡里內各據點進行解說導覽培訓，包括加路蘭部落、加路蘭

遊憩區、富岡漁港、小野柳遊憩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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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路蘭部落天主堂外導覽解說圖版 1 加路蘭部落天主堂外導覽解說圖版 2 

 

 

 

 

 

 

 

加路蘭部落天主堂外導覽解說圖版 3 加路蘭部落天主堂外導覽解說圖版 4 

 

 

 

 

 

 

 

 

 

 

 

 

 

 

加路蘭部落雜貨店前導覽 富岡漁港開發歷程導覽 

 

 

 

 

 

 

 

 

 

 

室內解說導覽課程 1 室內解說導覽課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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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野柳遊憩區解說導覽訓練 

    小野柳遊憩區是東海岸富岡地質公園中最重要的地質解說據點，

每年有超過 40 萬的遊客造訪，是加強解說導覽能力的優先項目，108

年 9月 13日先於小野柳遊憩區辦理園區動植物與地質解說導覽訓練，

共有 15 位在地解說員參與培訓課程。培訓課程特別針對小野柳地區

的海岸林生態及海岸富岡砂岩所形成的特殊地景進行解說導覽示範，

並於 9/14、15 兩日針對入園遊客提供免費解說導覽服務，檢視培訓

成果。109 年 5 月連續利用五個周六進行小野柳遊憩區內濱海植被與

地質解說導覽實習課程，配合執行遊程試營運活動 

 

 

 

 

 

 

 

 

 

 

 

 

 

 

 

 

 

 

109.04.25 109.04.25 

 

 

 

 

 

 

 

 

 

 

 

 

 

 

 

 

109.04.25 109.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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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5.27 109.05.30 

 

 

 

 

 

 

 

 

 

 

 

 

 

 

109.05.23 109.05.09台東大學實習 

 

 

 

 

 

 

 

 

 

 

 

 

 

 

109.05.16 109.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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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5.09 109.05.09 

 

 

 

 

 

 

 

 

 

 

 

 

 

 

109.05.02 109.05.02 

 

四、 地方級地質公園解說員認證課程 

    台灣地質公園學會於 108 年 6 月推出台灣地質公園解說員認證辦

法後，地方級地質公園解說員資格認定開始有一套依循標準，依據台灣

地質公園學會訂定的標準，地方級(初級)地質公園解說員需要至少參加

各種專業項目至少 40 小時的專業課程培訓和實習並通過能力測驗後方

能取得。為加強富岡社區解說員的解說導覽能力，從 108 年 9 月 21 日

起陸續安排地方級地質公園解說員培訓課程，統計至 109年 8月底共辦

理 46 小時地方級地質公園解說員培訓課程。計算至 109 年 8 約底止共

有 14 位解說員的上課時數達到可以參加台灣地質公園學會地方級解說

員考試資格，包括:。蘇 OO、林 OO、傅 OO、賈 OO、楊 OO、黃 OO、邱

OO、趙 OO、蘇 OO、江 OO、陳 OO、曾 OO、曾 OO、王 OO 等 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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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地方級地質公園解說員認證課程 

場次 日期 課程屬性 時間 授課講師 課程名稱 

一 
09/07

（六） 
地質公園 13:00-17:00 劉 OO 

臺灣地質公園介紹 

地質公園的理想與實踐 

二 
09/21

（六） 

地質公園/

地質 
13:00-17:00 劉 OO 

地質公園相關理念 

地質學原理 

三 
10/26

（六） 
地質 13:00-17:00 楊 OO 

認識礦物 

認識岩石 

四 
11/09

（六） 
地形 13:00-17:00 齊 OO 

地形學原理 

地表作用 

五 
11/16

（六） 
文化 13:00-17:00 李 OO 

認識文化資產 

臺東縣的文化史蹟 

六 
11/23

（六） 
生態 13:00-17:00 蘇 OO 

認識生態棲地 

本地的生態環境 

七 
12/21 

(六) 
解說 13:00-17:00 邱 OO 

解說員應有的素養 

解說理念、目的與技巧 

八 
2/18 

(二) 
生態 13:00-17:00 江 OO 

植物生態解說 

小野柳地區植物解說實務 

九 
3/28 

(六) 
文史 10:00-12:00 孫 OO 

中國的海神信仰發展 

台東富岡地區民間信仰 

十 
3/28 

(六) 
生態 13:00-17:00 范 OO 

動物解說素材與實務 

野外解說實習 

十一 
4/29 

(三) 
其他 13:00-17:00 吳 OO 社區旅遊發展案例分享 

十二 
8/8(六) 

地質 8:00-12:00 劉 OO 海岸山脈地質與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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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培訓時數統計表(名字粗體者為可實際現場解說人員) 

#NAME? 第一場 第二場 第三場 第四場 第五場 第六場 第七場 第八場 第九場 第十場 第十一場 第 12場 累積參

加時數 編號 名字 劉瑩三 劉瑩三 楊小青 齊士崢 李宜澤 蘇俊榮 邱慶耀 江德賢 孫繼智 范中衍 吳宗瓊 劉瑩三 

 時數 4 4 4 4 4 4 4 4 2 4 4 4 

1 蘇 OO 1 1 1 1 1 1 1 1    1 1 42 

2 林 OO 1   1 1 1 1 1 1 1 1 1 1 42 

3 傅 OO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6 

4 程 OO               1 1 1 1   14 

5 賈 OO 1 1 1 1 1 1   1 1 1 1 1 42 

6 楊 OO 1 1 1 1 1 1   1 1 1 1 1 42 

7 黃 OO 1 1   1 1 1 1 1 1 1 1 1 42 

8 邱 OO 1 1   1 1 1 1 1 1 1 1 1 42 

9 趙 OO 1 1   1 1 1 1 1 1 1 1 1 42 

10 蘇 OO   1 1 1 1 1 1 1 1 1 1 1 42 

11 曾 OO 1         1   1 1 1 1   22 

12 管 OO 1 1 1 1   1   1 1 1     30 

13 賴 OO       1     1 1 1 1 1   22 

14 謝 OO 1               1 1 1   14 

15 葉 OO               1 1 1 1   14 

16 陳 OO               1 1 1 1 1 18 

17 陸 OO 1 1 1 1       1 1 1 1 1 34 

18 江 OO 1 1  1   1 1 1 1 1 1 1 1 42 

19 陳 OO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6 

20 賀 OO   1 1   1   1 1 1 1   1 30 

21 陳 OO 1 1 1 1 1   1   1 1 1   34 

22 曾 OO 1 1 1 1 1 1 1 1  1 1   40 

23 曾 OO 1 1 1 1 1 1 1 1  1 1   40 

24 王 OO   1 1 1 1 1 1 1  1 1  1 40 

25 黃 OO 1 1 1 1 1 1 1    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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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18江 oo老師 小野柳植物解說 109.02.18江 oo老師 小野柳植物解說 

 

 

 

 

 

 

 

 

 

 

 

 

 

 

109.03.28 范 oo老師 動物生態解說 109.03.28范 oo老師動物生態解說 

 

 

 

 

 

 

 

 

 

 

 

 

 

 

109.04.29 吳 oo教授 社區旅遊經營 109.04.29 吳 oo教授 社區旅遊經營 

 

 

 

 

 

 

 

 

 

 

 

11/23蘇 oo:認識生態棲地/本地的生態環境 11/23蘇 oo:認識生態棲地/本地的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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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李 oo:認識文化資產/臺東的文化史蹟 11/16李 oo:認識文化資產/臺東的文化史蹟 

 

 

 

 

 

 

 

 

 

 

 

 

 

 

11/09齊 oo 地形學原理/地表作用 11/09齊 oo 地形學原理/地表作用 

 

 

 

 

 

 

 

 

 

 

 

 

 

 

10/26楊 oo 認識礦物/認識岩石 10/26楊 oo 認識礦物/認識岩石 

 

 

 

 

 

 

 

 

 

 

 

 

 

 

09/21劉 oo 地質公園相關理念/地質學原理 9/21劉 oo 地質公園相關理念/地質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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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7劉 oo 臺灣地質公園介紹/地質公園的理

想與實踐 

09/07劉 oo 臺灣地質公園介紹/地質公園的理

想與實踐 

五、 配合參與台灣地質公園學會辦理之會議與參與地質

公園推廣活動 

1.參與台灣地質公園網絡會議 

    本計畫執行期間共帶領社區夥伴參與 3 次台灣地質公園學會所舉辦

之網絡會議，包括: 

108年 10月 16-17舉辦的第 16屆、109年 6月 13-14日舉辦的第 17屆，

並於會議中發表利用在地原生濱海植物海埔姜所開發的地質公園產品，

反應熱烈。原定於 109年 9月於台東縣辦理第 18屆台灣地質公園網絡會

議，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主辦單位「台灣地質公園學會」延期至 109

年 11月 20-22日於台東縣辦理。 

第 16屆台灣地質公園網絡交流會議活動紀錄 

 

 

 

 

 

 

 

 

 

 

 

 

 

 

 

 

 

 

林 oo 理事長上台分享地景旅遊 林 oo 老師分享地質公園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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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活動 交流活動紀錄 

 

 

 

 

 

 

 

 

 

 

 

 

 

 

 

 

與社區解說員合照 1 與社區解說員合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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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屆台灣地質公園網絡交流會議活動紀錄 

 

 

 

 

 

 

 

 

 

 

 

 

 

 

109.06.14 陽明山夢幻湖 109.06.14 陽明山遊客中心前合照 

 

 

 

 

 

 

 

 

 

 

 

 

109.06.13 林務局會議室合照 109.06.14 野柳地質公園門前合照 

 

 

 

 

 

 

 

 

 

 

 

 

 

 

109.06.14 陽明山寧靜步道合影 109.06.14劉 oo 老師講解陽明山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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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辦理第 18屆台灣地質公園網絡會議 

成果報告 

壹、 活動說明 

    2020年，第十八屆臺灣地質公園網絡（Taiwan Geoparks Network, 

TGN）大會，將於 11月 20日至 22日，在台東舉行，這次的會議主題

為：「翻轉」地質公園。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裡的岩層被「大地」翻轉，使得巨大砂岩

上下倒置，形成最獨特的一塊岩石。2011年台北宣言之後，疫情蔓延

的 2020 是地方級地質公園遍地開花的一年。某些程度上，需要翻轉

地方政府對於公民實踐保育的思維，就是翻轉對地質公園的想像，並

起身實踐。「翻轉」是第十八屆地質公園網絡大會的主題，旨在翻轉

地方政府及公民的地質公園想像(imagination of Geoparks)。這次

會議的主要目的除了增進會員之間的交流外，特別邀請專題演講、論

文發表、社區分享、地質公園產品競賽及野外考察。 

    台東縣富岡社區發展協會身為台灣地質公園網絡台東地區的夥

伴，在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的協助下參與本屆

地質公園網絡會議的辦理。並於 109年 11月 21日上午協助辦理東

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揭牌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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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議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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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加夥伴名單 



 

65 
 

地質公園名稱 姓名 職稱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 蘇 O 芳 社區解說員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 賀 O月 社區解說員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 管 O燊   社區解說員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 程 O珍 社區解說員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 蘇 O媛  社區解說員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 楊 O 震  社區解說員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 賈 O萍 社區解說員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 黃 O珠 社區解說員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 謝 O融 社區解說員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 陳 O平 社區解說員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 葉 O梅 社區解說員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 陳 O仁 社區解說員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 王 O美  社區解說員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 陸 O侯 社區解說員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 邱 O峰 社區解說員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 趙 O民 社區解說員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 曾 O粉 里長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 傅 O嬪  社區解說員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 江 O萍 社區解說員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 林 O麗 社區解說員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 林 O明 理事長 

 

肆、 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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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公園產品競賽獲得最佳創意獎 1091122地質市集擺攤 

  

1091122 富岡地質公園解說導覽 1091122 富岡地質公園解說導覽 

  

1091122 富岡地質公園解說導覽 1091122 富岡地質公園解說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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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21揭牌儀式 1091121揭牌儀式 

  

1091121揭牌儀式 1091121揭牌儀式 

 

  

1091121 論文發表 1091121 論文發表 

  

1091121處長致詞 1091121林務局長官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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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21富岡社區午餐 1091121富岡社區午餐 

 

 

1091121 社區分享 1091120 晚間聚餐 

 

  

1091120 報到 1091120 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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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06行前會議 1091106行前會議 

 

    第 18屆台灣地質公園網絡會議已於 109年 11月 20日至 22日

順利在台東縣利吉惡地與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辦理完畢，除了社

區手作水果豆腐乳參加地質產品競賽拿到最佳產品創意獎外，因應

本市網絡會議主題「翻轉」的概念，特別在社區參與地質公園分享

時採用雙口相聲方式做不同的呈現，有別於其他地質公園單純以口

語報告方式進行，獲得在場夥伴的熱烈掌聲。另一個翻轉做法是導

入在地小小解說員擔任地景小旅行的導覽員，透過事前培訓在地富

岡國小 5、6年級共 20位小朋友，搭配現有解說員進行社區導覽，

小朋友的表現也令遠道而來的夥伴留下深刻印象，社區夥伴的參與

包括巡守隊協助指揮交通、揭牌儀式協助與表演、解說員的解說導

覽、社區志工協助準備午餐和整理場地等，充分展現出在地社區夥

伴在東管處的協助下社區參與地質公園保育事務的投入與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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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質嘉年華活動 

計劃期間帶領社區居民與地景解說員參與 2019與 2020地質嘉

年華活動，參與地質賞析、路跑、地質市集擺攤等活動。 

 

2019地質嘉年華活動 

 

 

 

 

 

 

 

 

 

 

 

 

參觀 921地震展示館 1 參觀 921地震展示館 2 

 

 

 

 

 

 

 

 

 

 

 

 

參訪水資源中心 1 參訪水資源中心 2 

 

 

 

 

 

 

 

 

 

 

 

 

 

 

地質市集擺攤 1 地質市集擺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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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感謝狀 1 頒發感謝狀 2 

 

2020地質嘉年華活動 

 

 

 

 

 

 

 

 

 

 

 

 

 

 

 

 

 

 

 

 

1091025擺攤 1091025擺攤 

 

 

 

 

 

 

 

 

 

 

 

 

 

 

 

 

1091025擺攤 1091025擺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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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24晚宴 1091024晚宴 

 

六、 辦理國內案例觀摩活動以及提升社區自主營運能力 

    國內案例觀摩活動已於 109年 3月 18日至 21日辦理，前往澎湖

海洋地質公園參訪，包括台灣地質公園學會、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

風景區、澎湖縣政府、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等單位提供協助，讓本次

參訪活動順利完成。 

 

 

 

 

 

 

 

 

 

 

 

 

澎湖縣農漁局座談 1 澎湖縣農漁局座談 2 

 

 

 

 

 

 

 

 

 

 

 

 

 

 

蒔里沙灘解說 風櫃玄武岩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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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寮社區解說 東吉嶼解說 

 

 

 

 

 

 

 

 

 

 

 

 

 

東吉嶼大廟唱戲 澎管處參訪 

 

 

 

 

 

 

 

 

 

 

 

 

 

 

望安綠蠵龜保育館參訪 望安花宅參訪 

 

 

 

 

 

 

 

 

 

 

 

 

小門嶼解說 大果葉玄武岩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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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澎湖參訪活動名單 

澎湖參訪活動參加人員資料 

編號 單位 姓名 性別 身分別 

1 東華 劉 OO 男 計畫主持人 

2 東華 孫 OO 男 計畫助理 

3 富岡 曾 OO 女 社區夥伴 

4 富岡 林 OO 男 社區夥伴 

5 富岡 蘇 OO 女 社區夥伴 

6 富岡 黃 OO 女 社區夥伴 

7 富岡 王 OO 女 社區夥伴 

8 富岡 林 OO 女 社區夥伴 

9 富岡 楊 OO 男 社區夥伴 

10 富岡 賈 OO 女 社區夥伴 

11 富岡 管 OO 男 社區夥伴 

12 富岡 蘇 OO 女 社區夥伴 

13 富岡 程 OO 女 社區夥伴 

14 富岡 鄭 OO 治 女 社區夥伴 

15 富岡 趙 OO 男 社區夥伴 

16 富岡 宋 OO 女 社區夥伴 

17 富岡 謝 OO 男 社區夥伴 

18 東管處 林 OO 女 委辦單位 

19 東管處 黃 OO      男 委辦單位 

20 東管處 莊 OO 女 委辦單位 

21 東管處 邱 OO 女 委辦單位 

22 東管處 李 OO  女 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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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申請相關用人經費補助 

    已協助富岡社區發展協會向勞動部提案申請多元就業開發(經濟型)

補助計畫，後續將配合參加勞動部辦理之相關培訓會議並依照審查意見

修改計畫書內容，已完成送件並於 109 年 10 月 28 日舉辦審查會議。 

   富岡社區發展協會所提之多元就業開發(經濟型)補助計畫(110-112

年)，共請專案經理一人以及兩位專案進用人員，專案經理除了負責計畫

執行相關行政業務管控外，還需負責社區旅遊業務經營管理，指揮兩位

進用人員接單生產社區相關產品外，還需管理社區風味餐接單與供應、

解說導覽形成安排，地質公園解說員調度等事務。社區旅遊業務經營所

得之款項扣除必要之成本開銷後須存入社區旅遊專戶中，做為未來營運

資金之用，當政府補助減少時不至於中斷營運，另外每年須提撥一定比

例之金額挹注社區社會福利事務，送審之計畫書請參考附件。 

    遺憾的是 110年度多元就業經濟型補助計畫申請案，在勞動部部審

查會議後並未獲得補助，後續將持續修正與補強計畫書內容，持續申請

111年多元就業經濟型補助計畫。 

    除了協助社區發展協會申請勞動部多元就業計畫補助外，同時也協助

社區爭取其他資源投入社區地景旅遊發展，109年度協助社區爭取到林務局

與水土保持局計畫經費補助。 

(一)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計畫名稱: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友善產業耕作推動計畫 

計畫性質：單一計畫、新提計畫 

執行機關:臺東縣臺東市富岡社區發展協會 

計畫經費：林務局補助：237,000元，台東縣政府 30,000元，合計 

267,000元。 

    本計畫希望利用本地海岸漂流木資源做利用，將富岡地方的產業傳發

展與社區的永續傳承，辦理社區產業創新輔導研習班、木工技藝養成班等

課程。透過辦理社區民眾木工技藝傳承班，由社區民眾學習基本木工製作

技巧，檢拾海岸之飄流木為基本材料，透過專業講師教學並鼓勵社區有興

趣民眾參加，預計辦理 3場次，每場次約估 30人。期能因推動設立東部海

岸富岡地質公園將富岡社區傳統文化技藝永續鼓勵社區部落年輕人回到社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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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項目 

工作數量 
預算金額 

(千元) 

實施地點 

單位 
本年度 

目標 

林務

局 

台東縣 

政府 

辦理社區產業創新輔導

研習班 
場 3 120 20 

富岡里老人

文康活動中

心 

辦理社區民眾木工技藝

養成班 
場 3 117 10 

富岡里老人

文康活動中

心 

都蘭國中木

工教室 

 

 

 

 

 

 

 

 

 

 

 

 

 

 

 

 

 

 

木工課程作品 木工課程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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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工課程３ 木工課程３ 

 

 

 

 

 

 

 

 

 

 

 

 

 

 

木工課程作品２ 木工課程４ 

 

 

 

 

 

 

 

 

 

 

 

 

 

 

 

 

大陳美食課程１ 大陳美食課程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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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計畫種類：生態保育 

計畫名稱： 富岡社區海岸地景生態景點導覽解說培訓計畫 

執行單位： 臺東縣臺東市富岡社區發展協會 

計畫經費：合計 112,000元，包括申請經費補助 100 ,000元，社區自

籌款 12 000元。 

    計畫執行內容以培育本里所屬旅遊解說志工團優秀志工暨在地

生態、人文解說員，厚植生態遊產業人才，並據此做為行銷富岡和

遊客行為管理的尖兵，建立富岡具深度文化內涵的生態旅遊產業，

課程包括: 

1. 聘任熟練富岡之優秀人士擔任講師，透過教學指導深入了解

富岡居民捕魚技術。 

2. 聘任對於富岡文化、生態專精之優秀人士擔任講師，透過學

習進而建立具海洋文化內涵的漁村生態人文體驗行程，提供

國人體驗漁村生態與原住民族人文遊程。 

招募對象為富岡社區居民及臺東市民對地質公園解說有興趣者 30

人。 

第一天課程：學科(共計 5小時) 

時間 地點 課程內容 講師 

10:00-12:00 富岡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套裝行程設計（資料蒐集、導

覽解說設計） 
外聘及內聘 

12:00-13:30 富岡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午餐   

13:30-15:30 富岡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解說員的角色與功能 
外聘及內聘 

15:30-17:30 富岡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解說原則與解說技巧 
外聘及內聘 

     第二天課程：實作(共計 7小時) 

時間 地點 課程內容 講師 

09:00-10:00 富岡地質公園區內 地方自然生態 外聘及內聘 

10:00—12:00 富岡地質公園區內 戶外實地解說與檢討 外聘及內聘 

12:00-13:30 富岡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午餐 
 

13:30-16:30 富岡里。 戶外實地解說與檢討 外聘及內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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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岡漁港解說 加路蘭部落探訪１ 

 

 

 

 

 

 

 

 

 

 

 

 

 

 

加路蘭部落探訪２ 小野柳海岸解說 

 

 

 

 

 

 

 

 

 

 

 

 

 

 

小野柳遊憩區解說 小野柳遊憩區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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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與建議 

一、 結  論 

    地景保育方面成果包括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提報申請成為地

方級地質公園之任務已於 109年順利推動而且進度超前，預計將可

於本年度完成公告劃設，成為我國第五座地方級地質公園。 

    地質公園解說員培訓方面，108與 109年度與農委會林務局合

作辦理地質解說員認證課程，合計共舉辦 46小時的認證課程，統

計共有 14位夥伴已符合參與地質公園解說員認證測驗的 40小時門

檻，由於今年度並未編列經費支付台灣地質公園學會辦理認證考

試，故仍沒有夥伴取得台灣地質公園學會的認證資格，然而充實的

專業課程加上多次的解說導覽實習訓練下讓夥伴們累積了足夠上場

解說導覽的實力，第 18屆台灣地質公園網絡會議在台東舉辦時，

夥伴們將會展現過去辛苦培訓的成果。 

    地景旅遊方面推動除了有能夠上場解說導覽的解說員外，在風

味餐與 DIY體驗活動上也有明顯改善，包括辦理餐飲衛生管理與膳

食營養課程、確認供餐方式與服務流程等，更針對社區媽媽志工們

辦理了大陳料理烹飪實務教學課程，同時另外發展出 4種不同的

DIY體驗行程供遊客選擇，社區發展協會夥伴們已具備發展社區地

景旅遊的初步能量。 

    環境教育方面除了辦理解說導覽課程外，首次與台東縣富岡國

小合作開辦小小解說員培訓課程，培訓 5、6年級共 20位同學成為

富岡地質公園在地小小解說員，亦於第 18屆台灣地質公園網絡會

議在台東舉辦時與其他地質公園解說員搭配進行解說導覽，未來將

朝向縣市層級的地質小學教學中心發展。 

社區參與方面經過東管處多年的扶植，已具備一定的社區參與動

能，未來將會更積極參與地質公園相關業務，預計將會參與未來小

野柳環境教育委外案的投標，擴大參與能量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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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  議 

（一） 地景保育廊道:國家級海岸山脈地質公園劃設推動 

    已協助東管處完成地方級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劃設公告，國家

級海岸山脈地質公園的劃設推動已有初步成果，未來東海岸地質公園

業務推動之重心包括持續經營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推動範圍內其

他地質公園潛力據點劃設成為地方級地質公園(石梯坪、綠島、蘭嶼、

八仙洞、石雨傘等)以及盤點海岸山脈國家公園提報劃設所需之各項

評估項目得分與後續推動工作項目。 

（二） 地景旅遊:營造地景旅遊發展願景與環境 

1. 遊程試營運與優化:未來地景遊程操作場域除了東部海岸富岡地

質公園範圍外，還需考慮連結東海岸其他地質景點與遊憩資源的串

聯，豐富化、精緻化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的地景旅遊服務。 

2. 計畫行銷: 除已建置的「富岡地景小旅行」粉絲專頁外，建議

於東管處官方網站下設立地景旅遊專區提供區內地景旅遊資訊、活

動等，串聯現有大地藝術季、月光海音樂會、運動觀光、部落觀光

等主題，創造第五項觀光主題-地景觀光。 

3. 遊程優化:持續提升 DIY體驗活動及在地特色餐飲品質，並安排

相關培訓課程以提升解說導覽人員的帶隊能力等。 

（三） 環境教育 

地質公園四大目標中所指的環境教育對象包括了在地居民、學

校、社會大眾以及前往地質公園從事旅遊活動的遊客等，近年來已發

展出各種不同的環境教育推廣方案，包括地質特色學校、針對不同對

象開發的主題教學方案、遊憩式學習活動、專題講座等。 

1. 提供校外教學服務 

     公立學校目前校外教學地點選擇上從傳統的遊樂區逐漸朝向前

往具有教育性質的場所，小野柳遊憩區已取得戶外環教教育場域認證

資格，可以考慮編列經費補助各級學校前往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辦

理校外教學活動。 

2. 與在地學校的結合-扶植發展地質小學(台東富岡國小)等 

    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範圍內有富岡國小，多年來學校受限於師

資與教學資源限制，在海洋環境與地景保育方面一直沒有發展出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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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色課程與教學活動，國際上地質公園推動特別強調在地學校的參

與以及在地方教育上的重要角色。建議未來可以考慮協助富岡國小發

展成為以東海岸地景與海洋環境教育為特色的地方特色國小(區域型

教學中心)。媲美新北市野柳國小和雲林縣草嶺國小等以地景環境教

育為特色的地質小學。目前社區發展協會已與學校合作開辦富岡地質

公園環境教育課程，利用周五上午第 3-4節課進行教學。 

除了與富岡國小合作外，社區發展協會目前也與台東專科學校的

餐旅管理科鄭瑋玲老師合作，嘗試讓學生對富岡地質公園有更深入的

了解，進而發展合作教學計畫。 

    東管處轄下共有兩個環境教育場域分別是小野柳遊憩區與成功海

洋環境教室，小野柳遊憩區之環境教育業務目前採用委外方式經營，

由荒野保護協會台東分會承辦。未來可以考慮委外給在地的富岡社區

發展協會來承接環境教育業務，在林務局與東管處經費協助下社區目

前已訓練出一批具有地質解說專業、夜訪小野柳導覽經驗的解說人

員，應足以勝任小野柳遊憩區之解說導覽業務。 

（四） 社區參與 

    社區參與是地質公園的核心發展目標，持續提供在地社區居民

參與台灣地質公園網絡的機會才能有效提升與維持社區成員參與地

質公園發展事務，包括參與台灣地質公園網絡交流活動、辦理國內

其他地質公園等單位經營管理參訪以及提供機會讓居民有機會參與

國際地質公園網絡年會或研討會，讓台灣東海岸的地質公園能夠與

國基接軌與交流學習。 

（五） 地質公園解說員加強培訓： 

1. 辦理教育訓練課程:依合約規定加強培訓在地的地質公園導覽員，

預計辦理地質公園解說員訓練，目前已辦理共 46小時培訓課程，

未來將持續辦理地質公園解說員進階課程。 

2. 編制富岡地質公園解說導覽教育書面教材：持續蒐集相關解說導

覽資訊製作成解說導覽書面教材，提供社區解說員自我學習以提

升對相關解說導覽知識的吸收。 

3. 實習導覽課程辦理：除知識性的教育訓練課程辦理外，並定期招

集學員進行實習導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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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持續辦理國內案例觀摩活動: 

1. 參加台灣地質公園網絡交流活動:協助社區居民、解說員等持

續參與臺灣地質公園網絡會議及地質公園研討會等增能活動。 

2. 協助地質公園擺攤行銷活動:持續協助社區組織參與地質公

園推動與保育之相關街頭擺攤活動以行銷東部海岸富岡地質

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