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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等

蛙蛙田中寶 四季好豐華

負 責 人

聯絡人／職稱

聯 絡 人 電 話

電 子 信 箱

單 位 地 址

單 位 網 址

：陳威良／總幹事

：高云偈／執行祕書

：(03)865-1356

：cauliflower35@hotmail.com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魚塘80號

：https://reurl.cc/MvAGnK

 社區組織介紹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社區發展協會

（下稱豐山社區）位於花蓮縣壽豐鄉中

間偏中央山脈的位置，日治時期日人選

定此處成立官辦移民村「豐田村」（現

分為豐裡、豐坪、豐山社區），採用西

洋規劃城鎮的方式，設計住宅集中、農

地分布外圍的棋盤式村落，當時為了開

墾大量土地，向全臺招募客家及閩籍

移民抵達花蓮後山謀生；34年臺灣光
復後，因本地完整的規劃及豐沛生活資

源，吸引大批宜蘭縣、雲林縣及嘉義縣

人士遷徙至此定居，再加上當地原住民

阿美族等各族，豐山社區成為一個眾多

民族和諧共處的社區。

54年，地質學家在這裡發現全臺唯
一的玉石礦脈，帶動當時整個「豐田

村」玉石產業熱潮，小農村迅速繁榮起

來，街道上各式商家林立，計有旅社、

飯店、戲院等，當時人們稱豐田村為

「東部小九份」，但隨著時間演替，臺

灣開放外國玉石進口，國內採玉成本越

來越高，且基於環境保護、人道及成

本考量，政府將礦坑收歸國有並禁止採

礦，一夕之間玉石產業沒落，豐田村像

作了一場夢，夢醒了又回歸成純樸的小

農村。

豐山社區是由豐山老村長尤江富先

生於81年創立，當時成立目的是為了關
懷社區老人及提供弱勢村民急難救助，

至今已邁入第28個年頭，雖然豐山社區
這幾年增加許多業務，但關懷社區老人

及弱勢村民救助的部分仍持續辦理，未

忘成立社區的初衷根本。93年，花蓮縣
壽豐鄉配合政府政策成為花蓮無毒農業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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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源地，豐山社區也開始向居民推廣無

毒農業，現今無毒農業已轉型為有機農

業及友善農業，而壽豐鄉的有機蔬菜產

量更是全國第一。

近年來，豐山社區為了自我提升開

始尋求轉型，在各單位協助下，將社區

生態旅遊結合食農教育、友善耕作，並

設計成農村深度旅遊體驗課程，尤其每

到春天與夏季來臨之際，社區田邊遍地

青蛙爭鳴，更吸引許多小朋友及愛好者

探訪參觀，證明社區成功示範農業、生

態與收益彼此間如何達到平衡；為了推

廣有機、友善農業，引發國人對農業的

興趣，吸引青年回流農村就業，保存地

方產業與文化，並兼顧生態與環境保

護，達到環境可持續發展之目的，未來

將與周遭社區交流合作，持續為環境教

育盡一分心力。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社區以生態保育、食農教育、友善

環境耕作、文化保存為理念，設計農村

深度旅遊行程，發展社區六級化產業，

以友善環境耕作配合地產地銷促進當地

農業轉型，活化農村資源（年長者及其

休耕田地），並結合休閒旅遊產業（在

地故事、農事體驗、生態導覽解說）創

造加值服務，擴展產業收益，帶動社區

發展，創造生機。

友善產業「豐山好食農」

豐山社區推廣友善、有機農業已有

15年歷史，雖然初期推廣較為困難，但
近幾年因為資訊發達、社會風氣、政府

補助等因素影響，使推廣活動有如倒吃

結合壽豐農業生態館建置生態景觀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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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般漸入佳境，去年更協助5位農友
通過友善耕作審查認證，為社區友善耕

作面積增添4公頃面積，並積極發展與
推廣社區特色農作物，如薑黃、蓮花、

百合、洛神花等，藉以活用社區閒置土

地，整合社區資源活化社區生態。然而

為了將友善、有機農業推廣至更多人，

社區以食農教育結合有機農業設計成體

驗課程，為了就是讓學員貼近生活由

「吃」入門，逐步去瞭解有機農業、友

善環境理念，社區更進一步邀請有機農

友及當地餐飲學校教師擔任授課講師，

每次課程都依據學員年齡作微調，目前

上過課的學員除國民中小學生外，還有

社區長者及大學外國交換學生，教導大

家由採收、洗滌的過程中，瞭解有機食

材的好處，再由烹飪、餐桌禮儀等體會

食農精神。

友善環境「豐山好生態」

豐山社區與國立東華大學相互合作

調查當地生態環境，發現社區範圍內有

14種青蛙（全花蓮縣計有21種）及各式
昆蟲、鳥類棲息，足見社區生態保育逐

漸有成果；為持續觀測當地生態變遷，

社區選定合適地點作為生態導覽基地，

於夜間進行生態觀察導覽，向遊客推廣

生態保育精神，同時觀測紀錄生態指標

設計「又龍又蝦」農村深度旅遊行程

推動國際性食農教育活動 辦理總鋪師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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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變化，以導覽解說費用協助觀測活

動持續進行，且為了提升生態導覽解說

能力及招募人員，社區以青蛙作為教案

主角，研發出「童趣、野趣、蛙寶趣」

環境教育課程方案，使學員們瞭解青蛙

的知識及種類，再以模擬訓練提升野外

調查能力，最終選拔出有志者作為社區

生態導覽解說員。

友善長者「豐山好有愛」

關懷社區長者是豐山社區最早期也

最重視的業務，對社區而言每位長者與

耆老都代表著一段歷史與一個文化，需

要大家的關懷及重視，因此社區每年三

節都會辦理傳統糕餅製作活動，目的就

是邀請長者們出門活動，同時兼具文化

傳承意義，最重要的是讓年長者瞭解個

人對於社區的重要性；此外，豐山社區

更辦理老人共餐、長青旅行團等活動，

鼓勵長者常到戶外活動，常保年輕的

心。

由於社區長者或耆老故事大部分僅

以社區生態場域為基地，推廣生態保育精神 透過生態監測活動，深入瞭解當地生態變遷，

營造與環境共生共處

辦理大專生洄游農村計畫－食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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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口頭講述及保存紙本照片，但隨著時

光流逝，這些無形的寶藏勢必會逐漸消

失，因此展開「文化汗青調查」計畫，

由理事長帶領著志工以口頭訪談的方

式，訪談長者或耆老，並將其內容製作

成逐字稿，至於老舊紙本照片則使用翻

拍新技術予以保存，以及將所有資料都

轉化成數位化，最後再將這些資料整

理成冊，成為豐山社區共同的歷史及文

化，可供後人瀏覽及懷念。

友善穆斯林「豐山好國際」

近幾年響應政府新南向政策，社區

開始以休閒農業為主打，拓展國際市

場，每年皆派人參加國際旅展，已參加

香港及馬來西亞等4場旅展，積極推廣
社區農村深度旅遊行程，並協助社區業

者取得穆斯林友善餐旅認證，目前輔導

業者已第2年取得認證；此外，豐山社
區與國立東華大學外語系相互合作，以

全程英語拍攝豐山社區簡介影片，於影

音平臺向國際介紹豐山社區，去年度社

區外國遊客有大幅度成長，可見豐山社

區已逐漸在國際間嶄露頭角，未來將持

續與大學合作培養外語解說人員，實現

社區全程英語導覽的目標。

 推動心得
早年我們社區產業以一般養殖及慣

行農法為主，畜牧的污水及噴灑農藥造

成當地環境污染，但近年來，在豐山社

區及居民共同努力之下，改善了重度污

染產業及嫌惡設施，取而代之的是生態

復育濕地、友善耕作農田、生態養殖魚

塭等友善環境產業，促使我們社區景觀

環境變得心曠神怡。在硬體部分增加腳

踏車、望遠鏡、觀景臺等休閒農業設施

供遊客使用，而這些改變都要感謝輔導

我們轉型休閒農業的相關單位，以及社

區夥伴無視個人利益盡心盡力的配合。

這次參加國家環境教育獎同樣受益

良多，趁此次機會統整社區文獻資料，

也為當地重新做一次資源盤點，過程中

發掘許多為社區默默奉獻的長輩，也瞭

解他們對社區的重大貢獻與事蹟，多虧

這次參賽，我們更加確立社區未來發展

的方向，最後感謝花蓮縣環境保護局及

輔導團隊幫忙，以及國家環境教育獎評

審委員和相關工作人員，謝謝你們不辭

辛勞來到花蓮鼓勵與鞭策我們，我們會

持續進步回應大家的期待。

 未來展望
99年，豐山社區訂定「長壽豐沛，

樂活LONG STAY」為願景，10年來，
社區將環境教育的理念深根社區每個層

面，嘗試打造一個適宜全年齡生活的永

續社區，以「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

有所長」加上「友善環境」為最終目

標，未來也將會持續規劃各種環境教育

辦理文化汗青調查活動，記錄社區耆老口述歷史 教導學童有機蔬菜烹飪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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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培育環境教育人力、設立環境教

育場域，將服務目標擴大至周遭社區，

甚至全花蓮縣，持續以環境教育的理

念，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力。

短期目標（1年至2年）
●　 規劃營運發展中心運作機制，整合

鄰近周遭自然資源與人力資源，促

使環境教育推廣能更加順遂，並且

積極尋找其他資源，增加環境教育

的豐富性。

●　 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持續

朝向社區永續經營面向發展。

●　 積極培育環境教育人員，增加其對

地方的認識，並加深對地方生態資

源的解說與應用，以利運用在實際

的課程操作。

中期目標（3年至4年）
●　 以產學合作方式，規劃社區嶄新課

程，積極尋找合作單位，並加以整

合資源，豐富環境教育內涵，擴展

環境教育的思考面向，將環境意識

融入日常生活中。

●　 鏈結周邊資源異業結盟，擴展社區

環境教育發展的可能性。

●　 增加環境教育人員及社區解說人員

計畫，以加強社區居民環境意識，

讓社區可持續朝向永續性發展目標

邁進。

長期目標（5年至10年）
●　 以環境教育、食農教育為主軸，建

立多元的環境體驗課程，創造更多

就業機會，促使青年返鄉就業，改

善鄉村人口老化問題。

●　 持續監測社區生態資源，將環境資

源與地方作更完整的結合，並應用

於課程上，作為環境教育推廣與社

區棲地復育的基石。

●　 融入更多環境元素，規劃多元化課

程，藉由新教案的持續產出與舊教

案的改良變化，讓每個教案發揮其

最大效益，並切合不同主題，讓學

習者對於不同面向的環境議題都能

有所瞭解與認識。

積極透過東南亞旅展推廣社區環境營造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