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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農村社區基本資料 

1-1. 農村社區名稱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社區 

1-2. 申請組織或團體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社區發展協會 

1-3. 聯絡人姓名及聯絡方式 

表 1- 1 社區聯絡人資料 

姓名 職稱 電話（含手機） 地址 E-mail 

顏成仁 理事長 
08-7836615 

(0936-556-952)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潭
中巷 83 號 

cjliao6256@yah

oo.com.tw 

洪義鴻 總幹事 08-7836615 
屏東縣萬巒鄉新厝村 12

鄰清安號 3號 

b120285074@y

ahoo.com.tw 

1-4. 社區整合及參與方式 

一、參與社區組織或團體 

 

表 1- 2 參與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之社區組織或團體資料一覽表 

社區組織 負責人 職稱 設立宗旨 
聯絡地址/電

話 
屏東縣泰武
鄉武潭社區
發展協會 

顏成仁 理事長 
推動及執行社區發展相

關事務 
0936-556952 

武潭村辦公
室 劉安生 村長 

推行村、里育樂活動，辦

理社會救助、福利服務及

其他建設事項，代繕各種

申請書表及辦理村、里辦

公處證明事項，分送有關

役政通知單、徵集令及辦

理役男身家調查及兵役

資料之報，辦理村、里例

行會議，並加強鄰長會

議，應按規定召開，並作

0911-917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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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組織 負責人 職稱 設立宗旨 
聯絡地址/電

話 
成詳細記錄，以便查考。

辦理各種公職人員選舉

選務工作。 

守望相助隊 許漢城 隊長 社區治安維護 0919-752704 

武潭儲蓄互
助社 

傅秋義 理事長 非為營利，乃為救助 0933-382777 

排灣族大武
山部落學校 

劉金山 理事長 排灣族文化傳承 0910-843281 

武潭基督長
老教會 

王裕豐 牧師 推動宗教信仰之力量 
08-7830763 
0915-633192 

武潭天主教
會 

陳梅美 會長 推動宗教信仰之力量 0972-860322 

北大武山休
閒農場 

高國興 負責人 農業休閒觀光 0933-287759 

大武山休閒
農場 

傅秋義 負責人 提供民宿、傳統風味餐飲 0933-382777 

觀星咖啡莊
園民宿 

顧智樺 聯絡人 提供民宿、咖啡餐飲 0934-303223 

宿天空 許錦煌 負責人 提供咖啡餐飲 08-7920142 

 

二、社區整合方式 

武潭社區定期檢討社區農村再生推展業務會議，召開農村再生說明會討

論決議未來實施工作內容與優先實作順序，除此之外，每個月最後一週的週

二定期召開志工會議，討論社區運作相關事項。 

本計畫內容之整合乃透過不斷與社區居民訪談、居民共同討論彙整，經

過數次訪談或會議討論，討論議題包含整合未來發展方向、解決既有問題、

如何引動更多人參與、排定優先施作順序、撰擬農村再生計畫內容等。整合

過程可歸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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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民訪談與討論 

為能了解居民的生活與未來發展需求，深入社區對居民進行訪

談，確實聽取居民對本計畫的期許與心聲。 

 

 

 

 

 

 

 

 

 

 

 

圖 1- 1 社區居民訪談 

 

（二）召開座談會 

整合共識的過程中，多次召開社區居民座談會，以收納居民意見。 

 

圖 1- 2 召開座談會 

 

（三）凝聚社區願景共識會議 

為了解居民的想法，不斷進行溝通協調，進而凝聚共識，並透過圖

面標示願景施作點與討論工作內容。為能在農村再生計畫擬訂的過程中，

確實讓社區居民參與其中，社區除了召集協會成員以及地方意見領袖參

與討論外，亦邀請社區組織與團體之重要幹部參與討論，以落實居民參

與、居民規劃的精神。武潭社區所屬主要幹部成員與組織之間合作與配

合，充分擾動並帶動居民參與。且透過培根計畫課程之討論與參與，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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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區共識之凝聚產生莫大的幫助，居民因此討論熱絡，彼此激盪，因

而提出許多寶貴意見。 

此外，協會與其他社區單位團體（如教會組織等）建立深厚的夥伴

關係。只要是社區內有活動、需要協助時，社區內之相關地方團體便會

協助幫忙。 

  

  

 

圖 1- 3 凝聚社區願景共識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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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社區大會 

1. 辦理社區農村再生計畫社區會議。 

2. 辦理時間：民國 106年 3月 14日(星期二)晚上 7時 30分 

3. 辦理地點：屏東縣泰武鄉武潭社區活動中心 

4. 參與人數：應到 40 人，實到 86 人，培根計畫成員 22 人，其他成年社

區居民 64 人（培根計畫 4 階段結訓人數 24 員，屬 C 級 20 人）。 

5. 會議決議事項： 

a. 討論並擬定屏東縣泰武鄉武潭社區農村再生計畫草案內容。 

b. 議決討論並擬定屏東縣泰武鄉武潭社區農村再生計畫草案。 

c. 議決討論並擬定屏東縣泰武鄉武潭社區公約草案。 

d. 推派屏東縣泰武鄉武潭社區發展協會為代表。 

 

 

 

 
圖 1- 5 討論農村再生計畫之內容 

 

  

圖 1- 4 居民舉手表決通過本社區發展協會為代表組織，提送農村再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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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與方式 

行動：發動社區民眾參與社區公共認養維護之工作。並參與農村再

生計畫培根課程，再於 100 年關懷班、101 年進階班、103 年

核心班、104 年再生班分別完成課程。 

表 1- 3 社區居民、組織或團體共同討論農村再生紀要表（由遠至近） 

會議名稱 時間 參與人員 
人
數 

討論內容摘要 

核心班 

前置會議 
103年 7 月 1日 

社區會員與

幹部 
29 

討論推動農村再生計畫之

執行權責與負責單位 

再生計劃 

討論 
103年 7 月 3日 

培根學員與

社區居民 
29 

提報社區施作架構的優先

順序 

實作課程 

討論 
103年 7 月 8日 

組織或團體

代表 
29 討論實作課程之執行計畫 

社區願景分析

及具體行動方

案規劃 

103年 7 月 10日 
發展協會幹

部與志工 
29 

討論農村再生未來施作之

優先順序 

社區產業 

推廣討論 
103年 10 月 7日 社區成員 29 

討論農村再生未來施作之

優先順序 

社區發展 

施作討論 
103年 10 月 8日 培根學員 29 

核心班討論社區公約之內

容及優先順序規劃 

社區發展構想 104年 7 月 9日 培根學員 50 
討論未來農村再生施作之

目標與重點性 

社區發展 

規劃 
104年 7 月 10日 社區居民 50 

與規劃設計團隊討論社區

農村再生計畫之未來願景

與發展方向 

農村再生計畫

及社區公約初

步討論 

104年 7 月 26日 

社區居民、

組織或團體

代表 

50 討論並草擬社區公約 

農村再生計畫

討論及修正 
104年 7 月 27日 培根學員 50 再生計畫草案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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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前推動農村再生相關成果 

  

表 1- 4 社區推動農村再生成果一覽表 

人力培訓計畫 

年度 主辦單位 計畫名稱 
結業人數或 
具體成果 

10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臺南分局 

農村再生培根計畫 

關懷班 
結業人數 33人 

10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臺南分局 

農村再生培根計畫進

階班 
結業人數 44人 

10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臺南分局 

農村再生培根計畫 

核心班 
結業人數 29人 

10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臺南分局 

農村再生培根計畫再

生班 
結業人數 50人 

相關補助案件（工程與活動…） 

年度 補助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內容或 
具體成效 

10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臺南分局 

進階班－社區地圖製

作 
社區資源調查 

10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臺南分局 
進階班－觀摩研習 參訪農村再生績優社區 

10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臺南分局 

社區環境資源調查－

導覽手冊 
社區觀光導覽介紹 

10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臺南分局 

核心班－產業活化活

動 
社區遊程發展 

10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臺南分局 

再生班－產業活化活

動 
社區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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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6 武潭社區培根課程核心班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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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7 武潭社區培根課程再生班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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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8 武潭社區培根課程上課情形 
  

 



11 

 

 

 

 

 

 

 

 

 

 

 

 

 

 

 

 

 

 

 

 

 

 

 

 

 

 

 

 

 

圖 1- 9武潭社區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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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實施地區現況 

2-1. 社區位置、範圍及面積 

武潭社區位於屏東縣八個原住民鄉中間，南北大武山與屏東平原之間的

泰武鄉境內。東以南北大武山與台東縣金峰鄉為界，北以東港溪上游與三地

鄉、瑪家鄉毗鄰，西接屏東平原的萬巒鄉，南隔林邊溪上游接來義鄉。境內

地形高低起伏大，海拔高度在 50至 3000公尺間，地是由東北向西南傾斜，

全鄉面積 11863 公頃，其中山地保留地佔 5986 公頃，佔全鄉面土地面積的

49.7% 其餘的 5967公頃土地中，國有林班地則佔了 4683 公頃。 

 

圖 2- 1 武潭社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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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 武潭社區社區範圍圖 

 

圖 2-3 武潭核心聚落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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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文資源調查 

一、 人口 

根據潮州鎮戶政事務所 2016 年人口統計資料顯示，目前社區共有

7 鄰、309 戶，人口總計 1,164 人。其中男性人口為 597 人，女性人口

567 人。 

 

表 2- 1 武潭社區 105 年 12 月村里鄰戶數與人口數統計表 

村里別 鄰數 戶數 性別 總人口數 
原住民 

人數 

武潭村 7 309 

計 1164 1134 

男 597 585 

女 567 549 

二、 信仰 

1. 天主教會 

天主教會開始於排灣族部落傳道應追溯於 1945 年，當時，

萬金村有位教友潘平生先生，經常出入原住民部落，作物產交易

及聘請工人，因而與原住民部落建立良好關係，又常在物資和精

神上支援急難者，代售山產、助貧濟藥等，久而久之成了原住民

的好朋友，逢年過節又邀請原住民至萬金作客，盛情款待或帶領

參加教會慶典彌撒，並拜訪介紹神職人員。 

西元 1948 年萬金教友潘允漢之父邀請大頭目劉春美女士

(maljevljev)帶領三個弟弟：林耀東(varu)、林義治(ljaljangaran)、林

義良(sasuyu)接受包德良神父領洗聖事。 

西元 1950 年因潘平生先生引介，萬金聖殿包德良神父也獲

得陳若瑟主教鼓勵及大頭目劉春美女士協助，開始在原住民部落

的傳教工作。當時有潘瓊輝神父之母潘林環涼女士(第一位萬金傳

教士)等支持，劉春美女士也常帶領族人前往萬金聖殿並開始研習

天主教要理，原住民望教友逐漸增加。 

西元 1953 年，蘇士郎神父奉派到佳平接續包德良神父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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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教工作，蘇神父邊學習排灣語，以方便與原住民溝通傳教。

並指導眾多原住民望教友如何遵守禮規，介紹聖經。 

1953 年 10 月，大頭目劉春美女士慷慨捐出住宅邊一大塊土

地做為建堂用，高雄監牧陳若瑟及道明會李安斯神父協商允撥經

費囑託蘇士郎神父著手建堂，到了 12 月 8 日竣工，舉行落成感恩

祭典敬奉法蒂瑪聖母作主保，由教廷駐華大使黎培理總主教主持

瞻禮，在彌撒中付洗。第一批原住民，黎大使付洗 170 人、陳監

牧付洗 193 人、蘇神父付洗 67 人，共計領洗者有 430 人。至今教

友人數達四千餘人，是全國天主教會單一堂口人數最多的一個教

會。 

 

圖 2-4 武潭社區天主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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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督長老教會 

本部落基督教長老教會的成立，應從 1952 年舊平和部分居

民移居至舊武潭（apedang）部落開始，由於移住之族人中有部分

為基督徒，在面臨禮拜必須往返舊平和禮拜的窘境下，開始商議

另起新教會的念頭。1953 年武潭部落因生活便利性之需求再度遷

移至現所在地（puceqeljapan）時，信徒考量距離太遠(約一天路程)

不利因素後，在大家商議下決定暫以家庭聚會方式借用顧清旺弟

兄自宅為聚會地，並由莊德永弟兄帶領大家禮拜約有一年時間，

克難延續基督教信仰。 

鍾正來牧師駐牧時，信主人數漸增，顧宅已容不下禮拜的族

人，因此全體信徒議決合力蓋一間草寮為聚會的地方。但為顧及

往後教會的發展，賴光雄接任牧者時，努力尋找地段作為永久的

會址，並於當時用 200 元之價錢購得了教會現址。之後，宋信文

牧師接任，至1958年林泉茂牧師任內信徒急增，禮拜堂老舊又小，

在全體信徒合力奉獻籌足一萬元及奉獻心力的努力下，磚造的禮

拜堂終於 1958 年 12 月 25 日竣工啟用，成為本部落第一座以基督

教為信仰中心的簡易教堂。 

 

圖 2-5 武潭社區基督長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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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特色活動 

表 2- 2 武潭社區傳統文化一覽表 

劇團名稱 表演藝術種類 負責單位 

小米收穫祭 傳統文化祭典 社區發展協會 

大武山部落學校 傳統文化暨樂舞 大武山部落學校 

天主教婦女會 流行樂/原民歌曲 天主教 

長老會 傳統歌謠/詩歌吟唱 長老會 

社區媽媽教室 流行樂/原民歌曲 社區發展協會 

 

小米收穫祭 

小米為原住民部落之重要產物，是排灣族生活與婚喪喜慶之慶典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角色。凡是與小米有關的植物、祭儀等，都蘊含著排灣族深厚的

神話傳統與文化智慧。每年社區在 8月份都會舉辦小米收穫祭來慶祝小米的

豐收。武潭村族人老老少少與青壯年穿著傳統服飾，場面熱鬧並散發慶典的

喜悅，歡歡喜喜舉行收穫祭。這項慶典儀式的規模在突顯出小米於排灣原住

民傳統文化中無以倫比的重要地位。 

 
表 2- 3 武潭社區常民活動一覽表 

農曆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傳統       

宗教   
拜苦路 

(天主教) 

受難週 

(長老會) 

母親感
恩禮拜 

 

社區 過新年  會員大會    

農曆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傳統  
小米收穫

祭 
    

宗教  
父親節感
恩禮拜 

  

天主教
掃墓活
動 

1.聖誕節 
2.天主教
主保活動 

社區   
九九重陽
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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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景觀 

 武潭古道 

武潭舊古道（zinipungan）座落於武潭部落之上方，現今舊檢查哨

右邊的古道。全長範圍自武潭村潭中巷舊入山管制哨起至舊武潭止大

約 3.4 公里。在日據時期，為日人順利將建材運輸、公文往訪、日常往

來通往原鄉地區之轄區行政中心、學校、衛生所等所開設之道路。前

輩先賢在日人高壓統治下分段、分區、分責任區塊，用雙手以血汗開

闢而成。目前，此沿路兩旁均種植相當多的原生植物，具備良好的生

物多樣性。 

 

 

圖 2-6 武潭古道 

 

 天石山 

部落傳統領域地名為稻香(tuasiyan)，其洞穴內因曾居住佳興部落傳

奇人物 palji 而另有 tupaljipalji(有神力之人)之稱號。相傳 palji 是個有神

力之人，只要眼睛直視對方，即能置對方於死地，是個具有神力且危

險的神奇之人。為避免造成佳興部落族人之恐慌與傷亡，因而避居此

地直至死亡。90 年代後期因漢族朋友接受穴內三位神明感召，加上該

巨大石頭彷若天上墜落之神蹟而命名為天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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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本部落仍於現今舊武潭時代，乃至初遷現址時期，本區域主要

為旱稻種植及哺乳動物狩獵區域。50 年代後因政府的鼓勵，改種植芒

果及樹薯經濟作物，直至 80 年代後期因族人爭相投入建築業工作及政

府造林與集水區政策需要之轉變，漸漸變成無人農忙之自然生長區域。

現今動植物自然生態豐富，加上原來的產業道路串聯，是一處值得發

展人文與森林步道之璞玉。若與武潭瀑布群、武潭古道、武潭外環木

棉步道及舊武潭眺望區等景點串聯起來妥善規劃，期望吸引更多外來

遊客。 

限制因素：與古道及產業道路的路面崎嶇。 

 

圖 2-7 天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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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自然環境資源調查 

一、 地形 

本鄉東邊有台灣脊樑山脈的北大武山(高 3090 公尺)及南大武山(高

2841 公尺)，南、北大武山兩側經順向河之谷頭侵蝕的結果，成齟齬狀

陵線。北大武山距屏東平原的直線距離僅有 13 公里，因此地形在短距

離內由三千公尺的高山，下降至接近海平面的平原，地形坡面的比降

相當大，表土易於流失，造成土壤肥沃降低。 

本部落地質除靠近大武山麓的 tautadalj 為千岩、板岩、夾砂岩構

成的新高層外，qapedang 及現在的部落地質均為由硬頁岩、板岩、千

枚岩岩石構成的廬山岩，現就地層分析如下： 

新高層屬於第三亞變質岩，為中央山脈脊樑山脈帶內的始新世深

灰色的板岩與千枚岩，其中夾著一些薄層至中層，成暗灰色至白灰色

的石英岩和石灰質、或灰泥質的凸透體，有時也含不規則的礫岩層，

下部多板岩和石英砂岩所成的互層及淡灰色厚層硬砂岩。 

廬山層屬於第三亞變質岩，為中央山脈脊樑山脈帶內的中新世早

期到中期的黑色至深灰色的硬頁岩、板岩及千枚岩和深灰色的硬砂岩

互層組成，含有零星散布的泥灰岩團塊。 

 
圖 2-8 武潭社區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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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文 

部落境內河川以東港溪支流之佳平溪及武潭溪為主，其他支流之

分支為輔，早期自然河道雖常造成溪水暴漲之困擾，但蜿蜒而美麗的

景象卻讓人印象深刻。舊部落（指 tautadalj）河川水文則以林邊溪上游

之谷瓦魯斯溪為主，其他主支流之分支為輔。境內河川因地勢關係，

水流湍急，造成乾涸期較長的現象。 

鄉內降雨雖豐沛，但年分佈不均，部分山林遭過量砍伐，水源涵

養力不佳，以致地面水源豐枯懸殊大。本部落所涵蓋的山地保留地，

佳平段的全部及武潭段、平和段的大部分地區係屬於東港溪的集水區，

泰武和佳興段的全部地區和武潭、平和段的小部分地區則屬林邊溪流

域的集水區範圍。 

 

圖 2-9 武潭社區水文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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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候 

（一）溫度（統計期間1981-2010） 

泰武鄉山麓地帶十二月至翌年一月、二月的月平均溫度在 20℃之

間，三至四月在 22℃至 24℃間，五月至十一月的月均溫則在 25℃以

上，尤其七、八月月均溫高達 28℃；由此可知無明顯的冬季，一年中

夏季達半年之久。 

 

表 2- 4 每月平均溫度表          單位：攝氏度 

月
份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平
均 

氣
溫 

20.3 20.9 22.6 24.7 26.5 28.0 28.6 28.2 27.2 26.0 24.0 21.3 24.9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淡水監測站 http://www.cwb.gov.tw/V7/climate/monthlyMean/Taiwan_tx.htm 

（二）降雨（統計期間1981-2010） 

每年各月雨量分佈不均，一月至五月約佔全年 15%，六月至九月

約佔 80%，十月至十二月約佔 5%，大部份集中於五至九月間，尤其

七至九月最為豐沛，十月至翌年的四月間為明顯的乾季。夏季雨量以

颱風雨為主，尤其在八月雨量最多；年雨量約為 2300 毫米。山區雨

期則較長，平均年降雨量更達 4300 公釐以上。 

 

表 2- 5 月平均降雨量統計表          單位：毫米 

月
份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平均 

降
水
量 

42.2 44.3 46.4 72.4 192.2 364.4 391.0 429.8 408.7 182.9 82.1 47.3 2303.7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淡水監測站 http://www.cwb.gov.tw/V7/climate/monthlyMean/Taiwan_precp.htm 

（三）季風或颱風 

台灣主要受季風影響，冬季各月(十月至次年三月)東北季風盛行，

為期五個月，因其與東北行風重合，故風力增強。台灣位於颱風路徑

要衝，歷年來受其侵襲而造成生命財產損失不可勝計。但本部落夏秋

如無颱風蒞臨，不僅酷暑難耐且易乾旱成災。依過去侵台的颱風路徑

顯示，行經本縣並對部落造成影響的颱風約為 40%，足見颱風對部落

生活之影響頗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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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景觀 

 武潭瀑布群 

武潭部落因屬山地丘陵地形，部落領域內自然資源自然以山川景

觀為主。部落內常被人提起而小有名氣之自然景觀大致有：武潭瀑布

群、武潭古道、天石山、武潭外環木棉步道及舊武潭眺望區，在尚未

過渡開發前，保有其自然原始之獨特風貌，深受外來客之喜愛。 

若以上景點（武潭瀑布群、武潭古道、天石山、武潭外環木棉步

道及舊武潭眺望區）能夠妥善規劃，有望開發成文化行程。 

 

圖 2-10 武潭瀑布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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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武山 

北大武山為中央山脈南端最後一座海拔超過 3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名列台灣五嶽之一，當地排灣族視為聖山，稱之為「Meli-miligang」，

意為夢幻之美！擁有全臺面積最大的原始林，蘊藏著豐富的生物資源。

沿途行經檜谷山莊、大武祠至北大武山頂，共約 9 公里，海拔變化約

有 1549 公尺，都在南臺灣自然美景的最精華區域「雙鬼湖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內。而最令人驚豔的著名美景則是秋冬季的雲海。 

 
圖 2-11 北大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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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社區生活現況 

一、 土地利用 

表 2- 6 使用分區及用地編定表 

使用分區 編定用地 
面積 

(公頃) 

佔總面積比例 

單一 小計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4.06 0.62% 
0.67% 

 
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 
0.30 0.05% 

鄉村區 

乙種建築用地 6.35 0.97% 

0.98% 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 
0.06 0.01% 

山坡地保育

區 

丙種建築用地 0.78 0.12% 

98.35% 

農牧用地 166.79 25.51% 

交通用地 0.18 0.03% 

水利用地 0.79 0.12% 

墳墓用地 0.69 0.11% 

林業用地 472.92 72.32% 

暫未編定用地 1.01 0.15% 

合計 653.93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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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社區土地利用現況圖 

 

圖 2-13 社區土地分區概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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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7 社區國土利用現況統計表 

 

第一級分類 第二級分類 
面積 

(公頃) 

占總面積比例 

單一 小計 

農業使用土地 
農作 86.32 12.84% 

12.87% 
農業附帶設施 0.23 0.03% 

森林使用土地 

天然林 316.31 47.04% 

82.35% 人工林 236.13 35.11% 

其他森林使用土地 1.37 0.20% 

交通使用土地 道路 14.81 2.20% 2.20% 

水利使用土地 

河道 0.17 0.03% 

0.74% 溝渠 4.64 0.69% 

蓄水池 0.14 0.02% 

建築使用土地 

商業 0.24 0.03% 

1.22% 住宅 6.93 1.03% 

其他建築用地 1.01 0.15% 

公共使用土地 

政府機關 0.11 0.02% 

0.14% 學校 0.72 0.11% 

社會福利設施 0.11 0.02% 

遊憩使用土地 休閒設施 0.11 0.02% 0.02% 

其他使用土地 

草生地 1.18 0.18% 

0.46% 
裸露地 0.33 0.05% 

灌木荒地 1.25 0.19% 

空置地 0.37 0.06% 

合計 672.47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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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8 社區範圍資訊表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社區 

1 是否為漁村社區 × 

2 是否為原住民地區 ○ 

3 是否涵蓋國家公園區 × 

4 是否涵蓋都市計畫區 × 

5 是否涵蓋休閒農業區 × 

6 是否涵蓋農產業專區 × 

7 是否為部落文化重點發展區 × 

8 是否為偏遠地區 ○ 

9 是否為離島 × 

10 是否含跨村里 × 

11 是否與比麟社區重疊/空洞 × 

二、 產業型態 

（一） 一級產業 

1.小米 

小米為原住民部落之重要產物，是排灣族生活與婚喪喜慶之慶典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凡是與小米有關的植物、祭儀等，都蘊含著

排灣族深厚的神話傳統與文化智慧。 

小米為一年生草本；稈粗壯、分櫱少，狹長披針形葉片，有明顯

的中脈和小脈，具有細毛；穗狀圓錐花序；小穗成簇聚生在三級支梗

上，小穗基本有刺毛。小米營養價值高，蛋白質及脂肪的含量均高於

小麥粉及稻米。其中鈣、鐵、磷、胡蘿蔔素每 100 公克含 0.019mg，含

纖維素 8.6%則僅低於燕麥接近糙米。營養豐富，具有相當高的養生作

用。 

小米盛產季節為 8 月，除特殊的風味外，其營養非常豐富，小米

的蛋白質、纖維素、脂肪及維他命等營養成份含量豐富，碳水化合物

含量最少，可作為高品質的健康食品。而小米獨特的風味口感，可用

以炊飯、煮粥、或作為飴及釀酒的原料，又可供作家禽飼料，莖幹可

作牧草或是編製器物的材料，用途十分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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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小米 

 

武潭社區小米目前採灑播(配合部落祭儀文化)及慣行耕作法，主要

生產風險為除草、驅鳥和水源問題。耕作面積約為 10 公頃，年收 2-3

次，目前尚無小米產銷班之運作。銷售方式目前採自產自銷的方式，

消費市場仍以原住民為主軸，除武潭部落之族人自行消費外，也由族

人運至其他屏東縣原住民社區進行販售，小米粥則可普遍見於北方小

吃館，目前市場呈現是供不應求的局面。小米的價格近來日益回穩，

未來並有看漲之空間。三級市場售價各是:產地 180 元/斤，批發 200

元/斤，零售250 元/斤。武潭小米目前有小米真空包裝與小米酒等產品，

也開發出各式小米風味點心小吃，但種類不多，未有精緻化之包裝設

計與品牌行銷。  

小米在部落中總是與日常生活離不開關係，從下列的例子可見一

斑。總統馬英九於 2013 年 4 月 13 日到武潭社區參加排灣族大武山部

落學校開學典禮時，跟著學生們一起到小米田內參與開學第一堂課:種

植小米，可見小米對於排灣族之重要性。當天馬英九跟著部落學生們，

在部落老師高芳逢等人解說示範，走進田間灑著小米，小米灑完後，

拿起耙子，將土挖鬆，讓小米覆蓋在田內避免被小鳥吃掉，因此武潭

小米總以「馬總統播種的小米」來深深自許與勉勵之。 

此外，武潭社區每年 8 月份都會舉辦小米收穫祭來慶祝小米的豐

收。武潭村族人老老少少與青壯年穿著傳統服飾，場面熱鬧並散發慶

典的喜悅，歡歡喜喜舉行收穫祭。這項慶典儀式的規模在在突顯出小

米於排灣原住民傳統文化中無以倫比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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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紅藜 

紅藜，學名為台灣藜，為台灣原生種植物，是台灣原住民耕作百

年以上的傳統作物，排灣語稱為 djulis，為一年生草本植物，植株生長

強健、耐旱性極佳，因其營養價值高，也被稱之為「料理界的紅寶石」。

在台灣，紅藜為原住民傳統的糧食作物 ，多與稻米、糯米或芋頭共煮，

或供作釀造小米酒之用，色彩繽紛的紅藜也常被原住民的婦女作為頭

飾，除外，在原住民的生活習慣裡頭，還有以下之作用: 

1. 紅藜苗，可當作蔬菜食用，或與芋頭粉及肉混搭做成排

灣族傳統美食 cinavu  

2. 紅藜葉片前枝，可以做玩具，睜開眼圈。 

3. 整株的紅藜穗，可以拿來作頭飾裝扮用。 

4. 紅藜果粒，日曬後可存糧，之後再拿出來煮，紅藜粥飯。 

5. 紅藜果粒可磨粉，做成類似甜不辣的餅食用。 

6. 紅藜果粒煮米飯混入，增加其營養價值。 

7. 紅藜果汁渣可以毒魚蝦蟹。 

 

 

 

 

 

 

 

 

圖 2-15 紅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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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芋頭 

在早期傳統部落，處處見到撐著一張張濃綠的葉子，這些宛如

傘的綠色植物，就是早期原住民重要食物之一「芋頭」。聰明的部落

耆老們，把這些山芋從山林野地中取並利用農耕的方式，大量栽種

培植，就成了每年固定收成的糧食。 

芋頭乾在傳統生活中為飢荒期的糧食，以及到山上打獵和田裡

時的備糧，烤芋頭乾的方法是將其放在用磚或石板搭起的爐窯，爐

架上以鐵架做成烤網，經過3小時的高溫，以當地的木材如九芎、相

思樹火烤，烤出來的芋頭特別有香氣，芋頭經過這樣的乾燥過程，

能終年儲藏，在青黃不接的缺糧時節，發揮救急功能，以前獵人上

山隨身攜帶芋頭乾、花生和生薑，就可以解決3餐或作為點心，除外，

芋頭也還有多種的烹煮方式，故也是原住民生活中一項重要的食

糧。 

 

 

 

 

 

 

 

 

圖 2-16 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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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樹豆 

樹豆又稱為木豆，原產於印度，是台灣原住民的主食之一，有的

原民稱它「放屁豆」，更有「原住民威而鋼」的美稱。樹豆並非台灣

的原生種，而是日據時代傳來才開始種植。貧瘠、乾旱的土地上，樹

豆都能開花結豆。每年的開花期自 2 月到 11 月，生產期長的特性，成

為深受族人喜愛的傳統作物。 

傳說有一位獵人到山上打獵，卻一直打不到獵物，正當筋疲力盡

時，找到一棵樹豆，吃了之後頓時精力旺盛。樹豆是典型的原民佳餚，

在原住民生活當中，被認為是幸福物的代表，製作成樹豆椪，能吃到

果核原味的口感，具有清熱解毒、補中益氣的功效，營養強身。樹豆

的各個部位皆有營養價值，如: 

1. 根有解毒、解熱、消炎之效。 

2. 葉片可做蔬菜食用，可治咳、腹瀉、耳痛。 

3. 種子亦有清熱、解毒、補中益氣、利水消食癰腫、止血

止痢之效。 

4. 樹豆的嫩莢果富含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纖維素、

礦物質等，可當毛豆的代用品。 

5. 樹豆還可作為藥引，或將樹豆根燉瘦肉服用以治貧血。 

6. 幼嫩植株可作綠肥，對土壤改良極具價值。 

 

 

 

 

 

 

圖
2-17 樹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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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咖啡 

咖啡樹的品種可追溯到日據時期，品系源自當時所引進之品質較

優的阿拉比卡種咖啡。生產的咖啡豆一度外銷日本作為專供王室享用

的產品，但在殖民時期結束時處理咖啡的技術也跟著消逝；長滿咖啡

樹和紅色果實的園地逐漸被野草取而代之。直到古坑在 2003 年舉辦了

第一屆「台灣咖啡節」，才再度讓泰武地方重新認識這個早已被遺忘

的經濟作物─咖啡，由於地理環境及產業歷史等因素，屏東泰武咖啡

的種苗取得容易，加上泰武地區擁有大片閒置原住民保留地利於產業

的推廣，屏東泰武原鄉咖啡產業開始在泰武地區萌芽成長。而舊武潭

部落為武潭社區舊部落，近幾年發展休閒觀光並配合鄉內產業也開始

大量種植咖啡，目前種植面積約 10 幾公頃，其咖啡農園共組產銷班，

以期結合眾人之力，在咖啡種植、採收後處理、烘焙、產品行銷等方

面相互交流，打造出與眾不同的大武山咖啡品牌，已有品牌知名度。

目前設有咖啡產銷第一班及第二班。 

 

圖 2-18 武潭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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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級產業 

1.小米酒 

小米酒在原住民的生活、祭祀、禮俗上占有很重要的角色。怡情、

祭祖、交誼等不同之場合有其不同的使用方式，可以說在排灣族悠長

的傳統文化中，排灣族人就等同於小米酒。過去原住民在山中生活的

日子裡，食物並沒有那麼富足，小米酒就成了他們生活中主要的飲品，

小米酒對身體有許多的好處，並且在重要祭典中成為不可或缺的儀式

之一。武潭部落舉行祭典之前都先要釀小米酒，以供祭典使用，例如

播種祭是每年在族人在播種前祈求上蒼祖靈能夠保佑如期豐收的重

要祭典，也藉機慶祝跨越新的一年，其中小米酒成了整個祭典中不可

替代之關鍵要素，族人們在祭典最後喝下小米酒，將心靈洗滌清淨，

也象徵人與大自然共存、永續和平發展、向生態學習的謙卑精神，由

此可見小米在排灣族人文化與生活中已經達到了合而為一的境界。 

小米原釀的小米酒酒精含量較低，且含豐富的醣類和維生素等營

養物質，是非常滋補的飲品，對人體相當有益，適量飲用可幫助使動

脈血管擴張、血壓下降、並且有利於促進血液循環。不僅如此，對於

時常有低血壓症狀的朋友來說，飲用溫熱過的小米酒有利於低血壓上

升。而冬天時睡前適度喝一小杯小米酒，有暖身的效果，可改善手腳

冰冷的狀況。 

 

圖 2-19 小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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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共設施壹 

武潭社區景觀與公共建設計有天主教會、基督長老教會、社區活動中

心、武潭國小、社區集會所、武潭鐵馬驛站等重要景點，這些公共設施地

點都是社區經常使用空間，也多半位於核心聚落。 

 

表 2- 9 武潭社區公共設施一覽表 

公共設施名稱 服務範圍 服務性質 

天主教會 武潭部落 信仰設施 

基督長老教會 武潭部落 信仰設施 

武潭國小 武潭部落 社教設施 

武潭社區活動中心 武潭部落 社教設施 

武潭社區集會所 武潭部落 社教設施 

武潭鐵馬驛站 武潭部落 社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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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 天主教會 

 

圖 2-21 武潭國小 

 

圖 2-22 武潭社區活動中心 

 

圖 2-23 武潭社區集會所 

 
 

圖 2-25 鐵馬驛站 

 

 

 

 圖 2-24 基督長老教會 



37 

 

四、 交通運輸 

武潭社區主要道路由縣道 185(沿山公路)為社區對外之聯繫，通常

使用此道路。道路鋪面為瀝青，路況良好，若要去較遠的其他地區，

在 20 分鐘內即可到達 88 快速道路，甚為方便。 

 
圖 2-26 武潭社區對外交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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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住宅使用 

武潭社區內住宅主要集中於部落，武潭村經過幾次的遷村後定居

於現址，近年來因居民居住需求，大多為鋼筋混凝土（RC）式的樓房

住宅。這些建物中，多為永久性 RC 建物，其餘為鐵皮等臨時性建物

及磚造建物。近年來，年輕人往都市移動，而造成社區居民老化，因

此宅院便成老人顧家守住老房。 

  

 

圖 2-27 武潭社區住宅現況 

六、 災害 

台灣主要受季風影響，冬季各月(十月至次年三月)東北季風盛行，

為期五個月，因其與東北行風重合，故風力增強。夏季西南季風盛行，

自五月開始，為期約四個月，惟風力和緩。台灣位於颱風路徑要衝，

歷年來受其侵襲而造成生命財產損失不可勝計。但本部落夏秋如無颱

風蒞臨，不僅酷暑難耐且易乾旱成災。依過去侵台的颱風路徑顯示，

行經本縣並對部落造成影響的颱風約為 40%，有此可見颱風對部落生

活之影響頗鉅。為了應變災害之發生本村除了有屏東縣泰武鄉公所民

防團武潭村分隊編組之外，亦有社區守望相助隊共同維護家園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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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 屏東縣泰武鄉公所民防團武潭村分隊編組人員名冊 

 

編

號 

編

組

職

稱 

姓

名 

性

別 

職

業 

役

別 
聯 絡 電 話 住 址 參加日期 

待 命 服

勤 位 置 

1 

分

團

長 

劉

安

生 

男 
村

長 

除

役 
0911917443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 4

鄰潭中巷 4號 
103.12.25 

武潭村

辦公處 

2 
幹

事 

楊

博

賢 

男 公 
除

役 

08-7830743 

0983183698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 3

鄰潭南巷 14號 
100.04.08 

武潭村

辦公處 

3 
團

員 

潘

志

強 

男 農  0955980929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 1

鄰潭中巷 36號 
103.12.25 

武潭村

辦公處 

4 
團

員 

胡

武

平 

男 農 
除

役 
0912782352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 2

鄰潭中巷 78號 
103.12.25 

武潭村

辦公處 

5 
團

員 

郭

進

發 

男 農 
除

役 
0972812560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 3

鄰潭南巷 36號 
103.12.25 

武潭村

辦公處 

6 
團

員 

華

武

森 

男 農 
除

役 
0927755509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 4

鄰潭北巷 19號 
103.12.25 

武潭村

辦公處 

7 
團

員 

王

裕

明 

男 農 
除

役 
0921030061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 5

鄰潭北巷 125號 
103.12.25 

武潭村

辦公處 

8 
團

員 

胡

武

揚 

男 農 
除

役 
0910114173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 6

鄰潭北巷 43號 
103.12.25 

武潭村

辦公處 

9 
團

員 

章

志

豪 

男 農 
除

役 
0937384581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 7

鄰老潭巷 25號 
103.12.25 

武潭村

辦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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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1 武潭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名冊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名冊 
105.06.01 

編號 職稱 姓 名 性別 職業 住   居   所 聯絡電話 

001 隊 長 許漢城 男 工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5鄰潭北巷125號 0919-752704 
0988-224713 

002 副隊長 胡武楊 男 工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5鄰潭北巷43號 0910-114173 

003 幹 事 顧益彰 男 保全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 5 鄰潭北巷 135-1 號
(0930360566) 

08-7837033 
0928-445790 

004 會 計 王清珠 女 社工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2鄰潭中巷60號 0937-343604 

005 第 一 
小隊長 呂明華 男 司機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4鄰潭北巷1號 08-7830191 

0933-687191 

006 隊 員 王裕明 男 農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5鄰潭北巷5鄰125號 08-7833605 
0919-473762 

007 隊 員 何清良 男 工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1鄰潭中巷20號 0910-840955 

008 隊 員 張新男 男 工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5鄰潭北巷135號 08-7830083 
0937-585524 

009 隊 員 洪秋櫻 女 家管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4鄰潭北巷36號 0972-812505 

010 隊 員 曾福梅 女 家管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4鄰潭北巷10號 08-7830552 
0931-141221 

011 第 二 
小隊長 

郭進發 男 工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3鄰潭南巷36號 08-7834326 
0972-812560 

012 隊 員 潘志強 男 工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1鄰潭中巷36號 08-7830008 
0955-980929 

013 隊 員 杜光明 男 工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4鄰潭北巷4號 08-7837587 
0980-511732 

014 隊 員 黃伯安 男 工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3鄰潭南巷19號 08-783 
0981-726116 

015 隊 員 許榮祥 男 司機 屏東縣萬巒鄉新厝村12鄰清安路30號 08-7831686 
0938-158162 

016 第 三 
小隊長 曾麗美 女 家管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2鄰潭北巷74號 0987-850223 

0934-141163 

017 隊 員 宋梅櫻 女 家管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4鄰潭北巷15號 08-7830156 
0921-598001 

018 隊 員 張淑梅 女 家管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5鄰潭北巷51號 
08-7830804    
0963274300 

019 隊 員 許玉蘭 女 家管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6鄰潭北巷61號 08-7830128 
0919868003 

020 隊 員 莊秀慧 女 家管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5鄰潭北巷136號 08-7830586    
0932-309780 

021 隊 員 吳月霞 女 家管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3鄰潭南巷2號 08-7836792 
0978-119792 

022 顧 問 劉安生 男 村長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4鄰潭北巷4號 08-7837587 
0911-917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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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8 武潭社區防災避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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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農村社區發展願景及課題 

【阿布丹 豐富文化˙產業再現】 

 

武潭村，昔名族人稱為「道塔他勒」(taudadalj)部落，現名族人稱為

「阿布丹」(qapedang，現舊武潭)部落。武潭一詞則在民國 35年 8月 15日

國民政府因行政區域重編、轄區內有一池潭及族語諧音等因素而命名。 

武潭部落起創族人(27戶)原為瑪家鄉佳義部落之一支，於清朝末年向佳

平部落頭目借得居住用地後定居於「道塔他勒」，成為武潭部落的前身。民國

23年間因一場大風雨導致部落地層滑落危機，而於民國 24年由「道塔他勒」

部落遷移至「阿布丹」部落，並於民國 42年再因人口擴增，居住用地不足等

因素由「阿布丹」部落遷移至現居住地，部落名稱仍繼續沿用「阿布丹」

(qapedang)。移居武潭之後，由於地利之便，在不同時期吸引來自佳平、平

和、德文、佳興、馬仕及泰武部落之部分族人陸續移住此地，而造就本部落

成為泰武鄉最多人口之部落，因而在鄉內贏得「聯合國部落」之雅號。 
 

 
圖 3- 1 部落徽章 

現行部落徽章為部落藝術家秦榮輝先生於民國 98 年因社區執行永續部

落計畫撰寫部落誌時所設計，其圖騰意涵充分展現本部落融合部落、多元文

化、團結和諧之精髓。整體設計理念期望部落能在天地人合一的共融氛圍下，

延續傳統並開創新局，營造獨樹一格的新部落文化，孕育才華出眾的新武潭

子孫。 

其中，太陽的九道紅色大光芒代表原住民九大族，黃色底則表示為黃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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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後裔，而白色部分的九個小光芒則表示武潭村是由九個大小不一的部落

所形成的。背景山脈為北大武山和南大武山，象徵在這兩座山的孕育呵護下，

族人過著怡然恬適的生活，延續部落文化與生活命脈。太陽下的甕則象徵頭

目，期許在融合部落內涵裡，互敬互重、合作分工，尊重起源部落頭目的領

導，共創新部落的和諧與茁壯。而外圍的兩束小米除代表部落飲食文化，更

表示部落族人豐衣足食、多子多孫，及對部落文化、生活之深耕與傳承的期

盼。 

3-1. 社區發展願景 

武潭社區擁有多元的排灣族部落文化、豐饒的部落傳統作物、驚

豔的新興咖啡產業、優美的自然生態景觀、精緻的人文藝術資源及優

質的社區營造人力，因此社區以「豐富文化、產業再現」為社區產業

發展願景，定位為「具有排灣傳統色彩共生共享之樂活部落」之優質

型經濟。藉由傳統作物與新興作物商品多元化與精緻化的轉型，結合

優美獨特的地理景觀特色，融合在地排灣文化的獨特元素，並運用數

位科技無遠弗屆的行銷力，塑造出具深度內涵與探索情境的部落產業

經濟體系，促進農村整體環境與住民生活品質的提升。 

 

圖 3- 2 社區發展願景圖 
 

3-2. 社區發展課題 

豐富文化 
產業再現 

文化深
耕與生

活 

文創培
育與行

銷 

生態復
育與觀

光 

產業培
植與行

銷 

環境改
善與營

造 

部落共
生與共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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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潭社區雖有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產業現況，但因長久缺乏扎根與經營，

在推廣進度及層面上面臨瓶頸。如何透過農村再生計畫有效的規劃與執行，

是執行團隊必須正視的重要課題。因此，本節將透過 SWOT 相關分析，發

現社區內部的優勢與劣勢及外部的機會與威脅，藉以羅列本計畫規劃的發

展課題，創造社區永續發展的契機。 

一、社區朝永續發展 SWOT 分析 

經社區農村再生計畫團隊的討論，及輔導團隊的指導，社區朝向永續

發展之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分析如下表： 

 

表 3- 1 武潭社區 SWOT 分析表 

優勢 劣勢 

1. 舊部落環境獨特，日景、夕照、夜景

獨樹一格，高雄 85 大樓、高雄港及

小琉球一覽無遺。光害少，具發展觀

星潛力。 

2. 舊部落民宿、露營區及休閒農場環境

清幽，各具特色。 

3. 舊部落推廣有機栽農業小有盛名，咖

啡、蔬果小有盛名。 

4. 武潭河上游瀑布群環境優美，自然資

源豐富。 

5. 武潭無染原罪聖母堂為天主教會朝

聖地，建築設計令人驚艷。 

6. 傳統作物豐富多樣，小米產量居全縣

之冠。 

7. 隸屬台灣南嶽北大武山麓登山口前

哨站，為登山客爬山必經之地。 

8. 鄰近國道三號高速公路、88 快速道

路及 185 縣道(沿山公路)，造訪部落

所需交通道路便利性高。 

9. 社區活動中心、廣場空間足，有利活

動之辦理。 

10. 社區內設置儲蓄互助社，居民金錢

規劃與借貸能獲協助。 

1. 社區基礎建設不夠完善，排水設施、

汙水處理設施及停車空間影響發展。 

2. 古道及產業道路年久失修，產業運送

及觀光休閒無法連成一氣。 

3. 瀑布景觀區缺乏安全人行步道，上下

景觀區域無法串連。 

4. 部落工作機會少，青壯年人力外流嚴

重，部落老人照護及幼兒托育人力不

足。 

5. 大眾交通運輸不便，往返都會區公車

班次少。 

6. 社區產銷缺乏輔導、整合、再創及行

銷平台，相關產業單打獨鬥，不利市

場競爭。 

7. 部落文化嚴重斷層，語言環境流失，

文化產業逐漸凋零。 

8. 部落文化、生態、產業導覽人才不

足。 

9. 社區環境造景缺乏部落文化元素。 

10. 文化產業及景點少，不易建置部落

文化特色。 

11. 社區居民普遍缺乏農村營造永續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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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設有全台第一所部落學校，文化扎

根相對有利。部落學校野外教學場域

設置露營區，提供文化體驗及探索教

育學習場域。 

12. 設置泰武鄉老人日間照顧中心及文

化健康站，老人照護有一定基礎。 

13. 社區幹部向心力強，組織經營能力

佳，計畫執行相對容易。 

12. 水土保持理念及設施缺乏。 

13. 區域內小部分為土石流警示區。 

機會 威脅 

1. 部落生態資源豐富且有獨特性。 

2. 政府農村再生條例資源挹注。 

3. 原民會部落深耕與發展經費補助。 

4. 縣府 185 縣道觀光發展計畫支持。 

5. 鄉公所咖啡廊道計畫經費協助。 

6. 外部專業團隊輔導與投入。 

7. 高屏地區居民觀光旅遊取向的改變。 

1. 同質性社會競爭。 

2. 農產品受進口威脅。 

3. 專業人才不足。 

4. 部落傳統工藝面臨失傳。 

5. 部落文化自主性不足，削弱對外競爭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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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區發展課題與對策 

因應社區永續發展 SWOT 分析結果，本次農再計畫中本社區發展應正

視並產出對應策略課題如後： 

課題一 社區人口年齡斷層，部落文化面臨消失的危機 

說 明 社區因人口老化及外流，造成文化傳承的問題。 

對 策 1. 進行社區文化資源調查、記錄與典藏： 

由社區幹部引導部落青年、青少年組成文化探索小組，辦理耆老

訪視、文物蒐集、禮俗記錄、實作體驗等學習方案，讓社區的文

化、歷史及語言得以保存傳承。 

2. 建置老幼共學、老老共生、部落共享福利體系： 

透過日間照顧中心、文化健康站長輩與武潭國小的合作學習，建

置老幼共學平台。並結合部落耆老與文化健康站長輩的互助模

式，營造老老共生環境。最後整合社區各階層人口的資源分享，

創建部落共享之福利國生活圈，為未來部落長期照護環境奠基能

量。 

3. 強化部落青年會文化學習、應運與傳承能量： 

結合大武山部落學校專業教師資源，辦理寒暑期部落文化探索體

驗營隊(勇士學校)，體驗實作傳統部落文化內涵，並嘗試將傳統

文化融入青年創意，創造部落獨特文化屬性。 

4. 架構社區公共設施部落風裝置藝術意象： 

透過農再計畫經費及文史記錄成果架構部落入口意象、社區文史

故事牆、青年會所，使部落公共設施成為一項有故事性的藝術創

作，進而創造部落文化自主體系。 

  

課題二 缺乏農特產品收購、再製、整合、經營及行銷規劃 

說 明 農民單打獨鬥，各自經營品牌與販售，無法創造產值。且農產品銷

售資訊及通路建構不明確，以致相關產品與銷售管道無法進一步突

破。 

對 策 1. 架構社區農特產品研發及產銷中心： 

整合部落農特產品收購、再製與品牌管理，提升農特產經濟價

值，為部落農特產營造優質亮麗之專屬品牌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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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置多元化休閒農場與農特產行銷平台： 

結合產業與文化，辦理農副產品創意 DIY 訓練及文化解說導覽員

訓練課程等，直接拉近與遊客的距離，增加居民工作機會。 

3. 建立社區農特產專屬品牌： 

規劃並輔導社區農民定期舉辦主題產業活動，創造武潭的品牌形

象，提高社區競爭力。並設置部落假日市集專區，凝聚社區居民

對社區農特產行銷之向心，增進武潭農民合作經營之團結氛圍。 

4. 推動體驗式休閒農業活動： 

結盟學術、企業單位進行戶外教學，推出體驗式學習課程及員工

旅遊等休閒活動，提高農地與農產品之附加價值。 

 

課題三 社區優質生態環境欠缺經營管理，需進行整合、串連與改善 

說 明 社區古道、文化景點及瀑布溪流周邊設施環境欠缺管理，通行

道路狀況不佳無法串連，豐富多樣性生物資源缺乏調查與善用。 

對 策 1. 進行生態資源調查，建置人物力生態導覽系統： 

透過老幼共學、部落共享機制辦理社區自然資源調查及導覽

系統建置，並透過青年創意與數位資訊能力架構社區完整便

捷的導覽網絡。 

2. 改善生態環境通行道路與設施，提升生態旅遊服務品質： 

規劃並改善社區古道產業道路、瀑布溪流親水棧道，方便遊

客探索體驗與深度旅遊。 

3. 結合景點周邊地主居民，共同開發休閒需求設施： 

針對景點周邊土地概況進行調查，並與地主簽訂合作協議，

共同開發設置停車場、衛浴間、露營區及山林探索區所需設

施，創造社區居民在地就業機會。 

4. 結盟外界資源導入專業人力，引進團進式旅遊人潮： 

透過與學術單位及旅遊社團之策略聯盟，提升在地旅遊導

覽、探索教練知能，蓄積團客規劃與服務能量。 

 

課題四 新舊部落主道路及農路年久失修，不利產業推動與觀光發展 

說 明 社區農民常用的 106縣道及產業道路經過多年的使用及天災的

破壞，目前狀態大多已經不堪使用，不但造成居民出入的不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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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特產品運輸的壓力，更間接影響休閒觀光步道串聯之可能。 

對 策 1. 進行產業道路現況調查，規劃完整便利之農特產運輸動線： 

針對社區農再計畫需求道路進行用路現況調查及土地產權清

查，確切分析實際方案需求，降低道路修繕對自然生態之影

響，間接提高產業道路觀光休閒價值。 

2. 結合民代爭取政府建設經費，改善社區縣道及產業道路： 

透過中央與地方民意代表人脈資源爭取中央部會部落建設經

費，改善 106縣道用路品質與安全，促成佳泰公路升格為縣

道。並積極連結縣府 185縣道觀光發展、鄉公所咖啡廊道等

專案計畫推動產業觀光道路之修繕與美化，以保障社區農民

安全無虞的運輸需求，促進觀光休閒步道、車道品質之提升。 

3. 整合社區農民資源，建置產業道路後續自主管理維護機制： 

藉由社區發展協會產銷班之運作，積極整合農民人物力資

源，建置產業道路管理維護自發性組織，以利農特產業道路

之安全無虞及永久使用。 

 

課題五 社區排水及汙水處理設施欠完善，引發居民安全及衛生疑慮 

說 明 1. 社區部分排水系統設計不良，導致雨季無法順利宣洩水量，造

成居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危險。 

2. 部分排水設施年久失修不堪使用，缺乏擋土牆區域亦嚴重威脅

社區居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3. 舊武潭觀光民宿與餐廳發展迅速，暴增之旅遊人潮及用水衛生

問題凸顯汙水處理設施之不足。 

對 策 1. 改善社區排水系統，增建不足擋土牆，提升居住安全： 

透過農再計畫適度修繕社區排水系統以及擋土牆，暢通排水流

出動線，降低排水溝孳生蚊蟲機率，以維護社區居民生命財產

之安全。 

2. 增建舊武潭生態系統汙水處理公共設施： 

結合農再計畫輔導團隊專業人力規劃設計生態系統汙水處理

設施，避免觀光廢水直接排入山溝，降低社區生活用水源地

水質汙染。 

3. 輔導舊武潭業主進行簡易汙水處理生態池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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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屏科大教授及水保局專業人力，輔導舊武潭景觀民宿及

餐廳業主以自然生態工法自行建置簡易汙水處理生態池，減

少汙水出水量，並進一步達到環境美化與生態永續之目的。 

 

課題六 舊武潭部落發展休閒觀光，缺乏專業導覽人力、設施及系統設置 

說 明 舊武潭部落具有獨特環境優勢，為部落推動休閒觀光產業之基

地，帶動部落族人在地就業之契機。 

對 策 1. 整合舊武潭部落人文、自然環境資源，建置導覽敘事題材： 

透過部落青年文史調查資料，分析並整理舊武潭導覽敘事題

材，使旅遊導覽兼具文化性與生態性，促進在地觀光資源獨特

品牌之建立。 

2. 串聯舊武潭民宿、休閒農場及觀景餐廳能量，激發團隊效益： 

建立舊武潭部落休閒產業異業聯盟組織，整合區域休閒旅遊能

量，激發團隊能量，創造多元且獨特的在地觀光口碑，帶動在

地就業之契機，提升部落居民生活條件。 

3. 設置導覽設施與資訊系統，培植在地導覽解說人才： 

結合農再輔導團隊專業人力規劃建置導覽暨行銷網絡，設置導

覽人才培育專班，培植部落青壯年導覽解說人力，落實青壯年

承擔部落發展責任之目標。 

4. 規劃「專長換宿」人才落點方案，網羅世界多元創意點子： 

引用「天空的院子」創始人何培鈞先生「專長換宿」的創意，

邀請世界各地的人才進駐部落，為部落休閒觀光產業點亮每一

個創意火光。 

 

課題七 排灣手工藝漸流失，文創產業出現瓶頸 

說 明 隨著部落耆老的凋零，青壯年族人受制生活壓力，社區傳統排灣

族工藝文化日漸消失，不利社區文創產業之發展。 

對 策 1. 連結部落傳統技藝與藝術人才，成立文創產業學園： 

運用社區人文、自然資源調查資料，連結部落傳統工藝產業人

才，成立文創產業學園，做為部落文創產業發展之基地。 

2. 辦理傳統工藝工作坊，輔導成立部落傳統工藝工作室： 

藉由農村再生計畫，辦理社區傳統工藝的研習，提供部落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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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就業機會。並由年輕人發揮新世代創意，注入文化新元

素，開創在地特有商品，建立在地優質品牌，行銷全國與世界。 

3. 規劃國內外交流活動，活化部落舊元素，開創文創產業新思維： 

透過過內外交流活動開展部落族人新視野，啟發部落工藝人才

新創點，發展部落文創事業體系新格局。 

4. 規劃「專長換宿」人才留種方案，為部落文創注入活水： 

邀請世界各地的工藝及文創人才進駐部落，為部落文創產業留

下師資種子，注入源源不絕的文創點子新活水。 

三、 社區發展組織架構 

為有效推展農村社區發展願景與課題，整合現有部落會議、社區

發展協會、外部學術機構及民間社團等組織人力進行專案編組與分工，

期能落實計畫願景目標，再創社區產業新生命。組織架構及分組如下

圖： 

 

 

圖 3- 3 社區發展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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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整體發展構想 

本計劃以『阿布丹 豐富文化•產業再現』為農村再生之願景－武潭社區在發展

出屬於武潭的部落文化特色。以『阿布丹 豐富文化•產業再現』為農村再生之願景，

發展以生活、生態、生產，三生一體為核心價值，創造在地就業、文化保存、環境

保育等成效。農村再生，不但要讓生活環境更優質，更要提昇文化創造力與維護力，

展現在地能量與智慧；進而帶動社區經濟成長、讓社區更能夠永續發展經營。 

4-1. 社區整體環境改善（Ａ） 

社區整體環境改善計包含武潭社區外牆美化(A1)、舊武潭鐵馬驛站周邊環境美

化(A2)、武潭入口意象及社區導覽系統建置(A3)、舊檢查哨周邊環境景觀改善(A4)、

舊武潭天主教堂周邊環境整理(A5)、舊武潭入口景觀改善及導覽系統建置(A6)、武

潭鐵馬驛站景觀改善(A7)、武潭外環道第二河堤護欄改善(A8)及武潭戶外文化廣場

周邊設施修繕(A9)等九項，分布區域如圖 4-1。 

 

 
圖 4- 1 武潭社區整體環境改善位置對照圖 

 

一、  (A01)武潭社區外牆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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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再生計畫希望將社區整體作有系統的規劃美化，將部落文化精神

展現於社區住家牆壁上，以複合媒材美化的方式呈現，讓武潭社區能夠呈

現更傳統的部落精神味，也減少社區中髒亂環境。 

 

  

圖 4- 2 武潭社區聚落外牆現況 

 

 

二、  (A02)舊武潭鐵馬驛站周邊環境美化 

舊武潭部落目前已經有設置鐵馬驛站，以便作為從武潭端及佳平

端上山之自行車遊客休憩區域，鐵馬驛站設置景觀良好優美，路面及

排水狀況尚屬良好，平日車流量約 150 輛次、假日可達約 400 輛次，

遊客從武潭端下山也能夠在武潭鐵馬驛站停歇，可惜周邊環境欠缺完

善規劃及導覽設施，希望藉此計畫強化周邊環境文化內涵。 

  

圖 4- 3 舊武潭鐵馬驛站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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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A03)武潭入口意象及社區導覽系統設置 

武潭社區入口處原有規劃設計部落元素，但是經過幾次風災後毀損

相當嚴重，此次目的要在入口處設置入口意象，並修繕原有的部分。 

 

  

圖 4- 4 武潭社區入口處 

 

四、 (A04)舊檢查哨周邊環境景觀改善 

武潭社區舊檢查哨為武潭古道文化導覽必經之處，但檢查哨附近環

境雜草髒亂不堪，需要規畫整理綠美化，並建置古道導覽圖。 

  

圖 4- 5 武潭社區檢查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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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A05)舊武潭天主教堂周邊環境整理 

舊武潭地區既有一間天主教堂，為原先在舊部落時候的主要信仰據

點，因社區遷村後，舊部落教堂幾近閒置，周邊缺少管理導致雜亂不堪，

預計規劃整理綠美化。 

 

  

圖 4- 6 舊武潭天主教堂 

 

六、 (A06)舊武潭入口景觀改善及導覽系統設置 

往舊武潭的路分別為武潭端與佳平端，但兩端卻都沒有完整的指標

系統以及入口意象導覽圖，藉由此次在兩端設置入口意象以及完整的指

標，方便遊客前往。 

 

  

圖 4- 7 舊武潭兩端入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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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A07)武潭鐵馬驛站景觀改善 

武潭社區入口處旁有設置一座鐵馬驛站，以作為從舊武潭鐵馬驛站

下山之自行車遊客休憩，但周邊環境卻沒有整體性規劃，藉由此計畫將

部落元素呈現規劃於驛站周邊。 

 

  

圖 4- 8 武潭社區鐵馬驛站 

 

 

八、 (A08)武潭外環道第二河堤護欄改善 

武潭外環道第二河堤兩側皆須整頓，一側缺乏美化，由社區人員以

部落元素美化，一側護欄需要改善，此外環道為進出社區必經之入，希

望改善後能降低危險性。 

  

圖 4- 9 武潭社區外環道第二河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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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A09)武潭戶外文化廣場周邊設施修繕 

武潭戶外文化廣場為社區重要活動辦理地點，包括了部落學校教學

用地、傳統射箭場以及婚禮立鞦韆場地，但是周邊環境並未完善規劃，

甚為可惜，希望能從此計畫中將此區域做更完善的規劃，還原舊部落的

元素於此作為教學及導覽使用。 

 

  

圖 4- 10 武潭社區戶外文化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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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共設施建設（Ｂ） 

公共設施建設部分區分武潭瀑布至舊武潭生態步道(B1)、武潭瀑布 144地號排

水設施修建(B2)、武潭瀑布親水公園(B3)、舊古道規劃生態步道(B4)、舊武潭區域

路面暨排水設施改善(B5)、社區巷道路面及排水設施改善(B6)、社區古鹽徑道路修

繕及周邊景觀改善(B7)、舊武潭至墓園道路護坡護欄改善(B8)、社區至天石山道路

及周邊景觀及護坡改善(B9)、武潭段 1-1號農路修繕(B10)及舊武潭設置汙水處理

設施(B11)等 11項，相關區域位置如圖 4-2 所示。 

 

 

 
圖 4- 11 公共設施建設環境改善位置對照圖 

 

  



58 

 

 

一、 (B01)武潭瀑布至舊武潭生態步道 

位於武潭社區中的武潭瀑布旁有一條生態步道，但長年無人使用的

情況下已經漸漸消失，藉由此計畫將其生態步道修繕復原至舊武潭，以

利社區居民使用及遊客導覽。 

 

  

圖 4- 12 武潭瀑布舊生態步道 

 

二、 (B02)武潭瀑布 144 地號排水設施修建 

武潭瀑布 144地號原先完成的河堤工程，導致武潭社區溪裡魚類無

法洄游，藉由此計畫希望規畫此區域排水設施，讓魚類可以順利回游復

育生態。 

 

  

圖 4- 13 武潭瀑布排水河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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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B03)武潭瀑布親水公園 

武潭社區中的武潭瀑布廣為人知，有許多遊客會到此烤肉郊遊，但

因此區域缺乏完善的規劃，導致沒有約束力，遊客走後留下許多垃圾，

藉由此計畫將瀑布周邊規劃成親水公園，妥善管理此區域。 

 

  

圖 4- 14 武潭瀑布 

 

四、 (B04)舊古道規劃生態步道 

武潭古道為社區經常帶領的文化及生態導覽路線，此區域路面沒有

妥善整理過，擔憂未來文化及生態導覽中會有危險，希望藉由此計畫完

善的規畫出一條生態步道。 

  

圖 4- 15 武潭古道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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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B05)舊武潭區域路面暨排水設施改善 

舊武潭區域路面暨排水狀況不佳，藉由此計畫將整體改善，以提升

社區居民居住質感，創造優質空間。 

 

  

圖 4- 16 舊武潭巷道路面 

 

六、 (B06)社區排水設施改善 

社區巷道排水狀況不佳，需加強改善，以提升社區居住質感，也降

低社區遭遇天災所損失的狀況。 

 

  

圖 4- 17 武潭社區排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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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B07)社區「古鹽徑」kinivangavan道路修繕及周邊景觀改善 

「古鹽徑」kinivangavan 道路兩旁種植許多木棉樹、苦楝樹以及其

他傳統農作物，有機會發展成社區特色之一，可惜路面崎嶇，周邊環境

景觀髒亂，藉由此計畫將此路線整體規劃，修繕道路美化周邊並可提供

休閒步道。 

 

  

圖 4- 18 往「給你芳賞木棉道」周邊環境 

 

八、 (B08)舊武潭至墓園道路護坡護欄改善 

舊武潭至墓園道路地勢高，但周邊卻沒護坡保護，社區使用上實在

危險，藉此改善加強施作保護，以保障社區安全。 

 

  

圖 4- 19 舊武潭往墓園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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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B09)社區至天石山道路及周邊景觀改善、護坡改善 

社區往天石山道路周邊環境雜草叢生，一旁的護坡也已經斑剝，藉

此計畫規劃完整的修繕。 

 

  
圖 4- 20 武潭往稻香道路 

 

十、 (B10)武潭段 1-1 號農路修繕 

武潭段 1-1號農路地勢甚高，社區居民又經常使用此路，兩側無護

坡，路面也崎嶇不好走，希望藉此改善此路段，提高社區居民的人身安

全，連結古道之串聯。 

 

 

 

圖 4- 21 武潭段 1-1 號農路 

 

 

  



63 

 

 

十一、 (B11)舊武潭設置汙水處理設施 

舊武潭地區目前有需多業者在此經營，但此區域卻無汙水處理等相

關設施，導致廢棄用水都會導入到下游處的武潭社區，藉由此計畫在此

設置汙水處理設施，以保障下游武潭社區飲用水衛生安全。 

 

  

圖 4- 22 舊武潭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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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文化保存與活用（Ｃ） 

武潭部落因為缺乏明顯的部落屬性，在缺乏部落獨特風格下，長期

被列入文化資源貧乏的部落。然而，誠如大中華文化融合不同民族所建

構之多元文化之美，在融合多部落的特殊元素內，武潭部落其實暗藏豐

富的文化資產，只是缺乏族人去正視並行銷而已。 

 設置社區傳統工藝研習，讓有興趣的族人能夠進一步的接觸傳統

工藝，研發出傳統工藝作品，進而達到推廣及傳承的效果。(C01) 

 芋頭乾為排灣族特有的糧食，也是山野狩獵和田裡時的備糧，啃

食它容易有飽足感，而且方便攜帶容易保存，但是建造烘烤芋頭

乾的機器以及製作芋頭乾的過程皆繁複又費時，造成芋頭乾文化

漸漸消失，希望能夠藉由向懂得這項技術的長輩學習整個製作流

程，詳細記錄下來，並且排進部落導覽行程裡，讓更多人親身體

驗芋頭乾的生產得以保存這項技術。(C02) 

 排灣族的傳統祭儀有很多，但就目前祭典僅剩豐年祭了，希望能

透過巫婆、祭司及部落耆老口述並記錄下來以振興其他如排灣族

傳統信仰儀式、生命禮儀及家族祭儀等傳統祭儀文化。(C03) 

 石板屋為排灣族重要建築，深具歷史文化價值，應將其建造流程

以及其所富含之意義詳細記錄下來並推廣。(C04) 

 培育了解或有意願了解傳統故事的人成為文化解說員，透過說故

事的方式幫助族人或遊客了解某些傳統領域或是傳統事物的由

來及價值。(C05) 

 針對部落歷史文化進行深度調查工作，透過文字及影像記錄下來，

編撰成部落誌以及部落地圖，記錄下來的影片檔案上傳至武潭社

區臉書粉絲專頁，提供族人了解文化並將文化傳承下來。(C06) 

 進行社區文化資源記錄與調查，透過訪視耆老、收集狩獵工具、

老照片等方式記錄，讓社區的文化和歷史得以保存傳承。利用農

再計畫，記錄老人家的智慧、祖先的傳統部落文化。(C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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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存與活用分述如下： 

一、 (C01)傳統工藝研發、推廣、傳承 

二、 (C02)排灣族芋頭乾烘乾技術及爐灶保存  

三、 (C03)文化祭典推廣及保存<豐年祭、排灣傳統信仰儀式、生

命禮俗、其他(家族祭儀)> 

四、 (C04)石板屋建設工法保存、推廣 

五、 (C05)文化解說員培育<傳統故事> 

六、 (C06)傳統文化影音記錄及文史資料調查及出刊 

  

圖 4- 23 文化保存與活用辦理相關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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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4 文化保存與活用辦理場域對照圖 

4-4. 產業活化（Ｄ） 

由於武潭社區擁有豐富的原民部落文化產業、景觀、人文及生態資源，

因此社區以「具有排灣傳奇色彩之原民小米樂活天地」為社區產業發展主軸，

定位為「優質型」經濟。藉由小米等其他農特產商品的多元化與精緻化的轉

型，再加上原民文化的結合，塑造出具深度內涵的部落情懷，並以體驗來增

加農產品附加價值，促進農村整體環境與生活品質的提升。 

 社區核心產業 

小米本來就是原住民傳統重要糧食作物，與部落生活文化結合緊密，家

家戶戶需求量大，目前為供不應求的情況，且小米營養價值高值得推廣，因

此武潭社區以小米為核心產業。 

 產業型態定位 

社區小米、紅藜、芋頭等農特產目前仍以原物料的方式做販賣，惟目前

主要由部落耆老在耕種，且耕種方式傳承原住民祭儀文化，以灑播的方式進

行，因此無經濟規模生產。小米的應用較多於原住民，未來可透過各式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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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開發推廣到一般民眾。社區產業型態定位為優質型經濟，以精緻包裝的開

發設計結合部落文化來進行推廣。 

 規畫排灣族美食製作體驗區，讓遊客能體驗排灣族美食製作過程，達到

推廣效果。(D01) 

 增加排灣族傳統美食行銷管道，方便消費者購買，增加購買意願。(D01) 

 社區特色產業推廣活動，利用核心班與再生班學員受訓實作的農特產品，

辦理成果發表會，以推廣社區農特產品。(D02) 

 進行社區產品行銷教育訓練，並且增加農特產品行銷管道，以方便消費者

購買。(D02) 

 開辦農特產品進行加工研發課程，提升農產品的經濟價值，也藉此推展社

區產業。(D02) 

 規劃農特產品文化體驗區，讓遊客親身體驗農特產品的種植過程。(D02) 

 產業觀光行銷網站設置以及培訓社區產業整體發展人才。(D02) 

 開辦特色產業發展課程，針對傳統農特產之生產者進行產業輔導。(D02) 

 有機農特產品行銷推廣：近幾年爆發食安風暴，民眾更加在乎食品原料

及生產來源，在包裝上標示出在地品牌標誌及農民標章，增加消費者購

買信心。(D03) 

 

產業活化分述如下： 

一、 (D01)排灣族傳統美食研發暨推廣 

二、 (D02)傳統農特產業研發、加工、包裝、行銷活動。(小米、紅藜、

芋頭、芒果、咖啡、樹豆) 

三、 (D03)有機產業技術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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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5 產業活化場域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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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生態保育（E） 

 進行特有鳥類記錄、野溪生態復育以及登棧野溪生態的深度調查並且製

作摺頁以及架設網站，方便族人及遊客能夠方便取得資訊。(E01) (E02) 

(E03) 

 招募社區有環保意識之士逐步進行武潭瀑布及生態步道調查工作與資料

蒐集，以了解武潭社區中的生物生態資源，訓練其生態調查與保護專業

人員。(E04) 

 結合社區農產體驗、武潭古道、武潭瀑布、等周邊環境資源及傳統狩獵

文化，調查及教學鄰近學童，自幼開始對部落文化的認同感，及生態保

育觀念，並且培育出小小導覽員。(E04) 

 從武潭瀑布群(圖 4-27 藍線)連接武潭古道(圖 4-27 紅線)上去抵達舊武潭

社區體驗武潭咖啡文化並從屏 106 縣(圖 4-27 黃線)連結回到武潭社區第

三鄰去農田的捷徑(圖 4-27 橘線)，通往給你芳賞木棉道(圖 4-27 紫線)，

重新回到武潭社區。(E05) 

 

 產業活化分述如下： 

一、 (E01)特有鳥類記錄調查及保育(摺頁製作及網頁製作) 

二、 (E02)野溪生態復育、調查記錄(摺頁製作及網頁製作) 

三、 (E03)登棧野溪生態復育調查記錄(生態摺頁製作及網頁製作) 

四、 (E04)生態解說員培育 

五、 (E05)觀光生態休閒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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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6 生態保育相關場域 

 

圖 4- 27 觀光生態休閒路網 
 

 

 

圖 4- 28 生態保育場域位置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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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土地分區規劃及配置公共設施構想 

 

圖 4- 29 計畫整體實施位置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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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後續管理維護及財務計畫 

5-1. 管理維護 

後續維護管理乃以設施權屬來劃分其未來管理者，建設屬於公共部分為社區

發展協會負責維護，如涉及居民私有利用之部分，則由屋主自行負責後續維護管

理，亦訂定社區公約，由社區志工共同維護。 

5-2. 執行農村再生之組織及分工 

表 5- 1 武潭社區農村再生分工表 

職稱 姓名 工作內容 

服務連絡組  劉安生 
統籌協會會議召開之聯繫及活動外賓之聯絡、招

待等相關管理內容  

活動計畫組  顏成仁 
管理活化活動之規劃、執行、檢討等相關管理內

容  

產業活化組  高國興 
負責農產品之加工、高經濟農作物之試植及研發

製造、包裝及行銷規劃等相關管理內容  

會計總務組  韓素妹 
掌管協會出納、營繕、核銷之帳目登記或校對等

相關管理內容  

採購管理組  洪義鴻 
掌管購置本協會、舉辦相關活動及僱工購料之所

需物品等相關管理內容  

維護管理組  王清珠 

負責社區管轄內之資產維護、器機具保養維護、

其他經會議決定有關管理維護事項等相關管理

內容  

工程監督組  涂志雄 
社區僱工購料施作監控及負責社區相關工程案

件執行  

志工管理組 曾麗美 
負責志工管理與調度，確實登錄志工時數與保障

其權益 

文化傳承組 林天來 協調武潭部落文史記載與傳承之聯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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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社區財務計畫表（年度需求軟硬體並重） 

表 5- 2 第一年社區預計施作項目與順序 
年

度 

軟體／

硬體 
實施項目 

建議執行

單位 
實施內容 

維護管

理單位 

社區配合

經費 

社區其他 

投入資源 

優先 

順序 

第

一

年

度 

硬體 

A03 武潭入口意象
及社區導覽系統設
置 

公部門 
增加設置入口意象，

與修繕既有設施 

武潭 

社區 
0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1 

A07 武潭鐵馬驛站
景觀改善 

公部門 鐵馬驛站環境改善 
武潭 

社區 
0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2 

A09 武潭戶外文化
廣場周邊設施修繕 

公部門 

改善此區域還原舊部

落的元素於此作為教

學及導覽使用 

武潭 

社區 
0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3 

B01 武潭瀑布至舊
武潭生態步道 

公部門 修繕復原至舊武潭生

態步道 

武潭 

社區 
0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4 

B04 舊古道規劃生
態步道 

公部門 改善社區文化及生態

導覽路線 

武潭 

社區 
0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5 

B06 社區巷道路面
及排水設施改善 

公部門 
改善社區巷道中路面

及排水狀況 

武潭 

社區 
0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6 

B10 武潭段 1-1 號
農路修繕 

公部門 

改善農路地勢甚高，

兩側無護坡，路面崎

嶇 

武潭 

社區 
0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7 

軟體 

C05 文化解說員培
育<傳統故事> 

武潭 

社區 

文化保存與活用傳統

原鄉文化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8 

E04 生態解說員培
育 

武潭 

社區 

生態解說員培訓，以

延續生態保育觀念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9 

D02 傳統農特產業
研發、加工、包裝、
行銷活動。(小米、
紅藜、芋頭、芒果、
咖啡、樹豆) 

武潭 

社區 
原鄉產業活化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10 

C03 文化祭典推廣
及保存<豐年祭、排
灣傳統信仰儀式、
生命禮俗、其他(家
族祭儀)> 

武潭 

社區 

文化保存與活用傳統

原鄉文化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11 

C06 傳統文化影音
記錄及文史資料調
查及出刊 

武潭 

社區 

文化保存與活用傳統

原鄉文化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12 

D01 排灣族傳統美
食研發暨推廣 

武潭 

社區 
原鄉產業活化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13 

D03 有機產業技術
導入 

武潭 

社區 
原鄉產業活化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14 

小 計 
1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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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3 第二年社區預計施作項目與順序 
年

度 

軟體／

硬體 
實施項目 

建議執

行單位 
實施內容 

維護管

理單位 

社區配合

經費 

社區其他 

投入資源 

優先 

順序 

第

二

年

度 

硬體 

A02 舊武潭鐵馬驛
站周邊環境改善 

公部門 
鐵馬驛站周邊懷境改

善 

武潭 

社區 
0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1 

A06 舊武潭入口景
觀改善及導覽系統
設置 

公部門 
設置兩端設置入口意

象以及完整的指標 

武潭 

社區 
0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2 

B03武潭瀑布親水公
園 

公部門 親水公園設置 
武潭 

社區 
0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3 

B05舊武潭區域路面
暨排水設施修繕 

公部門 
改善舊武潭區域路面

暨排水 

武潭 

社區 
0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4 

軟體 A01 武潭社區外牆
美化 

武潭 

社區 

社區雇工購料以複合
媒材方式美化牆面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5 

A04 檢查哨周邊環
境景觀改善 

武潭 

社區 

檢查哨周邊環境綠美

化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6 

C01 傳統工藝研發、
推廣、傳承 

武潭 

社區 

文化保存與活用傳統

原鄉文化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7 

C02排灣族芋頭乾烘
焙技術及爐灶保存 

武潭 

社區 

文化保存與活用傳統

原鄉文化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8 

C03文化祭典推廣及
保存<豐年祭、排灣
傳統信仰儀式、生命
禮俗、其他(家族祭
儀)> 

武潭 

社區 

文化保存與活用傳統

原鄉文化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9 

C06傳統文化影音記
錄及文史資料調查
及出刊 

武潭 

社區 

文化保存與活用傳統

原鄉文化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10 

D01 排灣族傳統美
食研發暨推廣 

武潭 

社區 
原鄉產業活化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11 

D02 傳統農特產業
研發、加工、包裝、
行銷活動。(小米、紅
藜、芋頭、芒果、咖
啡、樹豆) 

武潭 

社區 
原鄉產業活化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12 

D03 有機產業技術
導入 

武潭 

社區 
原鄉產業活化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13 

E01 特有鳥類記錄調
查及保育(摺頁製作
及網頁製作) 

武潭 

社區 
原鄉生態保存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14 

小 計 
1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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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4 第三年社區預計施作項目與順序 
年
度 

軟體／
硬體 

實施項目 
建議執
行單位 

實施內容 
維護管
理單位 

社區配合
經費 

社區其他 

投入資源 

優先 

順序 

第
三
年
度 

硬體 

B02 武潭瀑布 144
地號排水設施修
建 

公部門 

規畫此區域排水設施，讓
魚類可以順利回游復育生
態 

武潭 

社區 
0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1 

B07 社區「給你芳
賞木棉道」道路修
繕及周邊景觀改
善 

公部門 

通往瀑布路線整體規劃，
修繕道路美化周邊並可提
供休閒步道 

武潭 

社區 
0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2 

 

 

 

 

 

 

 

 

 

 

 

 

 

 

 

 

 

軟體 

A05 舊武潭天主
教堂周邊環境整
理 

武潭 

社區 

綠美化舊武潭天主教堂周
邊環境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4 

B09 社區至稻香
道路及周邊景觀
改善、護坡改善 

武潭 

社區 

社區至稻香道路及周邊景
觀改善、護坡改善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5 

C04 石板屋建設
工法保存、推廣 

武潭 

社區 

文化保存與活用傳統原鄉
文化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6 

C03 文化祭典推
廣及保存 <豐年
祭、排灣傳統信仰
儀式、生命禮俗、
其他(家族祭儀)> 

武潭 

社區 

文化保存與活用傳統原鄉
文化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7 

C06 傳統文化影
音記錄及文史資
料調查及出刊 

武潭 

社區 

文化保存與活用傳統原鄉
文化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8 

D01 排灣族傳統
美食研發暨推廣 

武潭 

社區 
原鄉產業活化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9 

D02 傳統農特產
業研發、加工、包
裝、行銷活動。(小
米、紅藜、芋頭、
芒果、咖啡、樹豆) 

武潭 

社區 
原鄉產業活化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0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10 

D03 有機產業技
術導入 

武潭 

社區 
原鄉產業活化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11 

E02 野溪生態復
育、調查記錄(生
態摺頁製作及網
頁製作) 

武潭 

社區 
原鄉生態保存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12 

E05 觀光生態休
閒路網 

武潭 

社區 
原鄉生態保存 

武潭 

社區 

依規定補
助比例編
列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13 

小 計 
1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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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5 第四年社區預計施作項目與順序 
年
度 

軟體／
硬體 

實施項目 
建議執行
單位 

實施內容 
維護管
理單位 

社區配
合經費 

社區其他 

投入資源 

優先 

順序 

第
四
年
度 

硬體 

A08 武潭外環道
第二河堤護欄改
善 

公部門 
以部落元素美化護欄，一
側護欄改善，降低危險性 

武潭 

社區 
0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1 

B08 舊武潭至墓
園道路護坡護欄
改善 

公部門 改善施作護坡護欄 
武潭 

社區 
0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2 

B11 舊武潭設置
汙水處理設施 

公部門 
設置汙水處理設施改善汙
水處理 

武潭 

社區 
0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3 

軟體 

C03 文化祭典推
廣及保存 <豐年
祭、排灣傳統信仰
儀式、生命禮俗、
其他(家族祭儀)> 

武潭 

社區 

文化保存與活用傳統原鄉
文化 

武潭 

社區 

依規定
補助比
例編列
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4 

C06 傳統文化影
音記錄及文史資
料調查及出刊 

武潭 

社區 

文化保存與活用傳統原鄉
文化 

武潭 

社區 

依規定
補助比
例編列
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5 

D01 排灣族傳統
美食研發暨推廣 

武潭 

社區 
原鄉產業活化 

武潭 

社區 

依規定
補助比
例編列
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6 

D02 傳統農特產
業研發、加工、包
裝、行銷活動。(小
米、紅藜、芋頭、
芒果、咖啡、樹豆) 

武潭 

社區 
原鄉產業活化 

武潭 

社區 

依規定
補助比
例編列
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7 

D03 有機產業技
術導入 

武潭 

社區 
原鄉產業活化 

武潭 

社區 

依規定
補助比
例編列
自籌款 

社區動員人力
協助與配合 

8 

小 計 8 件 

總 計 4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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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預期效益 

武潭社區於 100年至 104年，已完成農村再生培根計畫指導訓練，社區

居民凝聚意識逐漸覺醒，藉此農村再生計畫撰寫過程之居民意見採礦，突顯

農村再生規劃在農村之重要性及凝聚居民對於社區參與更深層的脈動。  

透過農村再生整合跨領域的專業，除了農作物本身的產品產銷之外，農

村社區美學藝術創作和農村地景的變幻、農村生態環境和產銷導覽解說、農

村生活環境的綠美化與景觀美化設計，吸引外來訪客和遊客真正活絡農村經

濟和創造就業機會和居民生活結合一起的高品質居住環境，達到永續經營農

村發展。  

並藉由農村再生計畫組織培訓社區內人士擔任水土保持教育、農村再生

觀念分享、農產生活和生態環境解說員，不僅可藉此促進在地居民參與地方

產業觀光和活絡與外界資源的聯合，亦能創造其就業機會，紓解就業壓力，

讓在外地工作打拼的子弟，打造渡假生活的在地生活居住環境。更可達成預

期效益如下： 

（一） 經濟效益 

 以結合鄰近自然生態、農村體驗、特殊地景等多元化的休閒運動遊

憩設施，提高地區遊憩品質增加遊客收益。 

 建立農特產品品牌形象，提高遊客消費意願，並且增加農特產品的

行銷平台方便遊客購買，擴大農特產品收入。 

 辦理社區傳統工藝的研習，並由年輕人發揮創意，與文化工藝結合

開創特有商品，吸引遊客購買。 

（二） 社會效益 

 增加社區工作機會，吸引年輕人返鄉，改善人口斷層問題。 

 透過部落文化培訓計畫，達到文化保存及技術學習的機會 

 設置導覽系統並培訓導覽解說員，帶動社區休閒觀光產業 

 落實地方實際參與本工作，凝聚地方認同與向心力，使成果能永續經

營管理。 

（三） 環境效益 

 樹立武潭社區獨特的部落文化風格意象，提昇農村新風貌。 

 共同維護部落自然生態，維持地區生態多樣性及平衡性。 

 改善社區整體環境，營造整潔、乾淨、環保、舒適的生活空間。 

我們希望融合自然景觀，達到人與自然和諧。運用生態技術和有機產品

實現經濟效率，在減量、再利用、循環即 3R原則下，提高資源和能源利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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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實施生態經濟效益。生根社區人文，傳承歷史文化，經由生態文化建設，

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滲透社區的意識行為中，達到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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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社區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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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區組織代表之立案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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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區完成完整農村再生培根計畫訓練之證明文件及結訓人員結業證明文

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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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召開社區居民會議通知 

 

 

附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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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區居民會議之簽到、記錄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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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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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審查小組所提後續推動執行建議 

屏東縣泰武鄉武潭社區農村再生計畫（草案）檢視會議 

委員及相關單位審查意見修正情形對照表 

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情形 頁數或附件 

林雅
文委
員 

1. 紅藜、小米為相對高價格農作，另有
芋頭、樹豆(高營養價值產品)以及咖
啡產區之背景，相關之衍伸產品應列
入年度優先項目，積極整合研發，擴
大產業價值鏈。 
 
 

2. 天石山及瀑布群之發展潛力及限制
因素，應切實分析，就休閒遊憩及生
態保育二者，確認應辦理之工作內
容。 

3. 社區公共活動空間再盤點整合，如
「戶外文化廣場」之功能定位，以確
認未來營造之方向。 

4. 「滯流池」依內容描述，應是汙水淨
化池之功能，應整體評估，確認整體
系統化工作項目。 

5. 分年財務計劃之生態調查點 E-01、
E-02及摺頁等為4年均編列可明確區
分其先後工作內容。 
 

6. 請有效編組遊程，再就遊程、路線、
重要地點確認處理項目，編入分年分
期計劃。 
 

7. 既有路底(農路)簡易整理成社區步
道網絡，配合成產業觀光休閒路網是
可考慮的，但仍應有主路網之優先計
劃。 

1.已依審查委員意見修改，
將表格 5-2 第一年社區預計
施作項目與順序中的 D02 傳
統農特產業研發、加工、包
裝、行銷活動。(小米、紅藜、
芋頭、芒果、咖啡、樹豆)優
先順序往前。 
2. 依審查委員意見修改，已
補充天石山及瀑布群之發展
潛力及限制原因。 
 
3. 依審查委員意見修改，已
補充戶外文化廣場之功能定
位。 
4. 依審查委員意見修改，已
將滯流池修改為汙水處理設
備。 
5. 依審查委員意見，已修改
分年財務計畫之生態調查
點，將 E01排至第二年、E02
排至第三年。 
6. 依審查委員意見，已新增
觀光生態休閒路網至生態保
育(E)及並編入分年分期計
畫。 
7. 依審查委員意見，已新增
觀光生態休閒路網至生態保
育(E)及並編入分年分期計
畫。 

P74 
 
 
 
 
 
 

P24、25 p29 
 
 

 
 
P56 

 
 

P64 
 

 
P75 P76 

 
 
 
 
P71P77 
 
P71 P77 

盧圓
華委
員 

1. 建議武潭農村社區發展願景訴求名
號，可就現有文字重新排列組合-將
「豐富文化、阿布丹 產業再現」調
整為「阿布丹 豐富文化・產業再現」。 

2. 再生計畫書中的照片部分建議，從圖
面部分區分出來，以利更適切表達計
畫書寫作的本意。同時在照片、圖面
和表格等三種系統的表示上，能夠以
該章所載為編碼列序。例如:照片
1-1、圖 1-1，照 1-2、圖 1-2；表示
第一章的第一、二張照片和圖面。另
請補強各張照片的序號和精簡具體
文字說明。 

3. P11 圖 9 武潭社區組織架構圖，建議

1.依審查委員意見，已將「豐
富文化、阿布丹 產業再現」
修改為「阿布丹豐富文化•
產業再現」。 
2.依審查委員意見，已將照
片圖片編碼順序標明清楚。 
 
 
 
 
 
 
 
3.依審查委員意見，已將武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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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委員 

審查意見 修正情形 頁數或附件 

進一步區分出社團法人行政組織、任
務編組和會議組織。 

4. 第 6章預期效益，應補強對應第 3章
願景與課題、第 4章整體發展構想和
第 5章後續財務年度計畫項目，從「預
期辦理成果」以推導預期效益。 

5. 附件部分，建議編碼附 1、附 2、附
3…。「社區公約」(P91)本為農村再
生計畫書中，反映地方自治精神和凝
聚共識的重要文件，建議從其它類中
脫離並標定附件序號。 

6. 本農再計畫願景訴求「豐富文化」再
創發的價值倫理，因此建議充分補強
「4-3、文化保存與活用(C)」的資料
內容、分析與計畫作為。 

潭社區組織架構圖重新編排
清楚。 
4.依審查委員意見，已將第 6
章預期效益加強補充。 
 
 
5.依審查委員意見，社區公
約已作為附件。 
 
 
 
6.依審查委員意見，已加強
補充文化保存與活用（Ｃ）
內容。 

 
 

P78 
 
 

P105 
 

 
P65-67 

 

 
消防
局 
楊景
雄科
員 

1. P22 表 9 降雨量統計表之平均降雨量
數值修正為月平均降雨量，或於平均
這一格修正為〝年平均降雨量〞。 

2. P37 災害可納參自主防災社區，並將
社區成員分工編組後加以訓練以因
應社區防災工作，以利社區永續發
展。 
 

3. P46九、終→中。 

1.依審查委員意見，已將平
均降雨量數值修正為月平均
降雨 
2. 依審查委員意見，已補充
屏東縣泰武鄉公所民防團武
潭村分隊編組人員名冊、武
潭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名冊
武潭社區及防災避難圖 
3. 依審查委員意見，已將錯
字修正。 

P28 
 
 

P45P46P47 
 
 

 
 
P56 

農村
再生 
辦公
室 

1. P5決議事項 d，請修正組織代表名稱。 
 

2. P52 B07給你爽瀑布請簡單敘明或於
P23武潭瀑布群中介紹。 
 
 

3. 武潭與舊武潭皆有設置鐵馬驛站，請
評估兩者之使用性，如兩者皆並存，
請社區納入兩站之整體性規劃。 
 

4. 建議相關圖表配合各章節標示。 
 

5. 第四章之 4-3、4-4、4-5章節建議分
項說明執行內容。 
 

6. 社區主要發展產業項目，請簡述相關
產業有無已設立之產銷班或合作
社，以尋求爾後相關共同發展機會。 

1. 依審查委員意見，已修正
組織代表名稱 
2. 依審查委員意見，已將
「給你爽瀑布」名稱修改為
「給你爽木棉道」，並補充說
明。 
3. 依審查委員意見，已補充
說明武潭及舊武潭鐵馬驛站
兩者的使用性及整體規劃內
容。 
4. 依審查委員意見，已將照
片圖片編碼順序標明清楚 
5. 依審查委員意見，已補充
說明第四章 4-3、4-4、4-5
內容 
6. 依審查委員意見，已在武
潭咖啡文字敘述中補充說
明。 

P11 
 

P62 
 
 

 
P53 55 

 
 
 

P65-71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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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泰武鄉武潭社區農村再生計畫現勘暨審查會議委員及 

相關單位審查意見修正情形對照表 

 
審查委
員 

審查意見 修正情形 
頁數或附

件 

水保局 
臺南分
局 
郭哲昆
委員 

一、對於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之文字修正建議： 

1. P.48「3-1、社區發展願景」此章節只見小米產

業願景說明，應針對部落願景"阿布丹 豐富文

化˙產業再現"整理描述。 

2. P.65 文化保存、P.67 產業活化及 P.70 生態保

育之各分項計畫，應詳細說明計畫內容及預期

效益。 

3. P.74 社區財務計畫表內各分項計畫金額應填

寫。 

 

 

 

4. P.70 生態保育，建議加強說明社區既有生態資

源。 

 

1.感謝委員意見，已調整計

畫書 3-1 內文。 

 

2.感謝委員意見，於第六章

呈現預期效益。 

 

3.感謝委員意見，農再計畫

屬願景式規劃，各項經費

需求，逐年依照相關規定

提案辦理。 

4.感謝委員意見，社區範圍

內有 70%的山坡地除了

一般常見的動植物之

外，希望藉由第四章生態

保育需求，記錄調查山林

與溪流周邊生態資源，以

利生態教育傳承。 

 

P43 

 

 

P64.66.69 

 

 

P73-76 

 

 

 

P69 

二、對於本計畫後續推動之具體建議或應注意事

項： 

1. 年度執行計畫及相關硬體設施應注意是否符

合法規，是否位於社區範圍內。 

 

1.感謝委員提醒，社區項目

需求於社區農再範圍內。 

 

P－ 

召集人 
屏東縣
政府城
鄉發展
處 
張桂鳳
處長 

一、對於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之文字修正建議： 

 無 

 

── 

 

P－ 

二、對於本計畫後續推動之具體建議或應注意事

項： 

1. 武潭社區為泰武鄉最近 185 軸線社區之一，且

為泰武鄉很重要入口門戶，也本鄉多元族群

集結地，理事長為部落學校的校長，未來應

可以著重加強文化傳承教育或其他更可以自

明性產業，例如:咖啡。 

2. 部落學校是一個好的平台，未來遊客可以團進

團出方式行銷社區資源特色。 

 

1.感謝委員意見，社區也希

望節由農村再生計畫執

行，展現部落傳承使命。 

 

 

2.感謝委員意見，部落學校

推動搭配各方資源執

行，打造部落亮點，歡迎

遊客探索部落。 

 

P－ 

 

 

 

P－ 

農業處 
鄭永裕
委員 

一、對於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之文字修正建議： 

1. P.65 4-3、文化保存與活用(C)第 5 行「…透過

文字記錄…」，P.70 4-5、生態保育(E)第 8 行

「…記錄本村生態圈…」，請改為「記錄」。 

 

1.感謝委員意見，已調整如

計畫書內文。 

 

P64.69 

二、對於本計畫後續推動之具體建議或應注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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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
員 

審查意見 修正情形 
頁數或附

件 

項： 

1. 整體計畫以發展觀光景點及社區福利營造為

主軸方向，惟文化及社區或原住民部落文

化，故事性不足。 

2. 瀑布區群瀑下游之野溪係由水保計畫施作完

成，平日維護較為欠缺，溪流行水區雜草樹叢

生，應列入平日維護，方有利於如溯溪、攀岩、

觀光事業之推動。→安全設施、露營區為土石

流，安全性 ok? 

3. 農產之產量分析欠缺，全區 70%↑為林業用

地(山坡地)，農地約 170ha，推動二級加工，

以及有機農業雖佳，但品牌建立更重要，商品

化價值方能提升。 

1.感謝委員意見，爾後會對

部落文化故事進行深入

調查。 

2.感謝委員意見，本社區並

無土石流警戒區，爾後會

在部落會議討論出瀑布

安全性問題以及日後維

護問題。 

3.感謝委員建議，社區希望

藉由產業活化【D02 傳統

農特產業研發、加工、包

裝、行銷活動】推展部落

小農產品推廣。 

P64 

 

 

P－ 

 

 

 

 

P67 

觀光傳
播處 
黃國維
委員 

一、對於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之文字修正意見： 

無 

 

── 

 

P－ 

二、對於本計畫後續推動之具體建議或應注意事

項： 

1. 將本部落社區美食、美景、傳統儀式能更系統

化、組織化調查建構。 

 

2. 文化傳統影音記錄調查能提供後續利用方式。 

 

 

 

3. 未來應多表現市集特色。 

 

 

4. 導覽系統要有特色化、符碼化，並能配合導覽

人員及部落故事。 

 

 

 

5. 未來如有相關水域遊憩活動需依規定辦理。 

 

1.感謝委員意見，爾後於第

四章文化保存與活用，逐

年提案執行。 

2.感謝委員意見，執行軟體

調查或相關活動辦理，全

程拍照與錄影記錄，以利

後續傳承。 

3.感謝委員意見，爾後逐年

提案執行產業活動一並

納入執行內容。 

4.感謝委員意見，導覽統實

體建置，依循部落文化特

色設計，並搭配導覽人員

軟體訓練，以提升整體建

置效益。 

5.感謝委員意見，爾後如有

相關水域遊憩活動，洽詢

相關單位，遵照依規定辦

理。 

 

P64 

 

 

P64 

 

 

 

P－ 

 

 

P－ 

 

 

 

 

P－ 

林雅文
委員 

一、對於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之文字修正意見： 

1. 紅藜、小米已成為高價作物，樹豆亦是健康食

品，咖啡是新興高經濟作物，芋頭是傳統農

作...等，武潭農產種類多，務請加強生產與行

銷組織力及產品鏈研發力，以有效發展。 

 

2. 有關水(瀑布)遊憩資源之就勢發展，請評估資

源性質，力道尋出有效之發展點，從安全、方

 

1.感謝委員意見，社區希望

藉由產業活化【D02 傳統

農特產業研發、加工、包

裝、行銷活動】推展部落

小農產品推廣。 

2.感謝委員意見，爾後如有

辦理結合生態環境體

 

P67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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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
員 

審查意見 修正情形 
頁數或附

件 

便、符合相關親水活動為原則，並注重生態資

源保育與環境穩定性之維持。 

 

3. 社區導覽及生態步道網路應系統性規劃，分期

實施，確認主從順序，並配合各據點整理及指

標系統建置，並盤點停車空間策略。 

 

 

 

 

 

4. 社區財務計畫表應就需求經費概估，對於各年

度施作項目優先順序，應軟硬體並重，不一定

以目前先硬體後軟體之方式編列。 

 

 

 

5. 傳統手工藝是社區相對較弱之部分，是否要強

化，如何做?可列入社區工作探討項目。 

6. 聚落內友善環境是未來可進一步思考的部分。 

 

 

7. 溪流的管理可加強社區監看或巡守概念，許多

攔沙壩造成階段式河道，亦有其問題，如部分

溪段汙積，長了青葙、芒草、白飯樹，甚至也

有血桐，嚴重時影響水流，應有處理的策略。 

8. 小部分為土石流警示區，與擬發展中之遊憩點

有如重疊，可於圖面標示界分。 

9. 未來支撐相關發展計劃之人力培育計劃應再

予以細密審視有無遺漏，並加強與在地教育單

位協力，從基層教育連結，以儲備未來人才，

對於現階段的強化教育訓練，可辦理系列培訓

計劃，已達成真正能實戰且後續可形成在地團

隊，而能自我成長為目標。 

10. 「頭目社會福利國」的概念，可再與原住民傳

統生活的共作、共構、共享相互扶持的概念，

是一個可嘗試發展的重要模式，可加以明確其

施行計劃。 

驗，相關水域遊憩活動，

洽詢相關單位，遵照依規

定辦理。 

3.感謝委員意見，導覽統實

體及生態步道網路建

置，依循部落文化特色設

計，搭配社區公共空間做

為停車使用，並搭配導覽

人員軟體訓練與生態相

關資源盤點，以提升整體

建置效益。 

4.感謝委員意見，社區依目

前狀況需求編列項目，以

及四年執行計畫安排，爾

後有待每年執行提案，依

當年執行狀況調整需

求，使資源更能有效整

合。 

5.感謝委員意見，已調整計

畫書 4-3 內文。 

6.感謝委員意見，爾後逐年

雇工購料或是公共建設

納入部落需求參考。 

7.感謝委員意見，有賴相關

單位指導建議改善方針。 

 

 

8.感謝委員意見，本社區並

無土石流警戒區。 

9.感謝委員意見，社區內部

落學校，以原民文化傳承

與教育為目的，強化在地

年輕學子留鄉，搭配推動

各方面軟硬體資源整

合，扎根部落，以利文化

傳承。 

10.感謝委員意見，爾後納

入提案計畫內容參考。 

 

 

 

P69 

 

 

 

 

 

 

 

P73-76 

 

 

 

 

 

P64 

 

 

P－ 

 

 

P－ 

 

 

 

P－ 

 

P－ 

 

 

 

 

 

 

P－ 

二、對於本計畫後續推動之具體建議或應注意事

項： 

無 

 

── 

 

P－ 

盧圓華
委員 

一、對於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之文字修正意見： 

1. 建議將武潭部落的 logo 和名號兩者的義涵表

 

1.感謝委員意見，已調整計

 

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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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
員 

審查意見 修正情形 
頁數或附

件 

述，置入到本農村再生計畫書，亦可和發展

願景相連結。 

2. 本農村再生主題:「阿布丹 豐富文化˙產業再

現」，和 3-1 社區發展願景:「具有排灣傳奇色

彩之原民小米樂活天地」，進一步推導社區發

展定位:「『優質型』經濟」。 

3. 小米→「原民小米樂活天地」的願景訴求，如

何在 5-3.社區財務計畫表/未來的年度執行計

畫，有效的對應連結，以達預期效益。 

畫書第三章內文。 

 

2.感謝委員意見，已調整計

畫書第三章內文。 

 

 

3.感謝委員意見，已調整計

畫書第三章內文。 

 

 

 

P42 

 

 

 

P42 

二、對於本計畫後續推動之具體建議或應注意事

項： 

1. 第 6章預期效益，如何對應到 5-3財務計畫

(P.74-77)/未來年度施作項目的執行成果?

將是後續推動策略，可以深化之處。 

 

2. 武潭探索教育/福利部落/老幼共學/老人部

落/頭目-社會福利國的「再分配」(文化人類

學觀點)，在武潭社區發展協會、部落學校、

武潭國小…等等的連結下，具備知識管理-學

習型組織的農村再生培根計畫理想典範。建

議將現有的計畫論述，深化到計畫書整體架

構。 

3. 上述的武潭社區部落知識管理學習型組織化

規劃內容，後續建議和多元實施項目與相關

政策資源與大學資源相貫串。 

 

 

1.感謝委員意見，農再計畫

為社區願景式整體發展

計畫，第 6章預期效益呈

現整體效益綜述。 

2.感謝委員意見，已調整計

畫書第三章內文。 

 

 

 

 

 

3.感謝委員意見，資源多元

連結為爾後納入推動參

考。 

 

 

P77 

 

 

 

P42 

 

 

 

 

 

 

P－ 

蔣曉梅
委員 

一、對於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之文字修正意見： 

1. 口頭報告中有外牆美化，但財務計畫表 P.76

將該項目置於第三年之 A01，建議可提前至第

二年，有助部落觀光環境之推展。 

2. P.74硬體有生態步道 B01武潭瀑布至舊武潭

及 B04舊古道之改善，惟軟體之文化導覽再

第二年 C05才有，且為文化面向未有生態導

覽面向，建議導覽人才之培訓應提前至第一

年，且應置入生態導覽。 

 

1.感謝委員意見，已調整於

表 5-3。 

 

2.感謝委員意見，已調整與

新增於表 5-2。 

 

P74 

 

 

P73 

二、對於本計畫後續推動之具體建議或應注意事

項：  

1. 武潭國小有溯溪、攀岩的教育，亦可加入導

覽之培訓，結合教育的一環，成為小小導覽

員，永續傳承部落文化與生態。 

2. 一級產業有小米、紅藜、芋頭、樹豆、咖啡，

現勘時有許多鳳梨園，目前咖啡已成社區產

業特色且有產銷班，建議可再找第二特色推

廣。 

 

1.感謝委員意見，於【E04

生態解說員培育】呈現。 

 

2.感謝委員意見，社區希望

集中產業特色，藉由產業

活化【D02 傳統農特產業

研發、加工、包裝、行銷

活動】推展部落小農產品

 

P69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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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
員 

審查意見 修正情形 
頁數或附

件 

 

3. 入口意象及社區導覽系統為第一年的改善，

建議再詳述改善之方式，以及系統設置之主

要地理位置。 

4. 有關社區期望有祖靈屋，並規劃以雇工購料

方式執行，若土地權屬沒有問題應予支持。 

5. 社區未見藝術面向的呈現，多為產業面向之

推廣，由於藝術亦是文化的一部份，故可考

量回復傳統工藝的可能。 

推廣，近一步打造品牌基

礎。 

3.感謝委員意見，以補強

4-1 章，並已標示出 A03

系統設置地理位置。 

4.感謝委員意見，也有賴相

關單位支持。 

5.感謝委員意見，已調整計

畫書 4-3 內文。 

 

 

 

P53 

 

 

P－ 

 

P64 

許中立
委員 

一、對於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之文字修正意見： 

1. 武潭社區之範圍是否達到 3000m之大武山，

請確認。 

 

2. 社區之產業似沒有太多說明，其中財務計畫

似將目標發散開而沒有亮點；另發展願景及

課題以小米樂活天地為主其特性應加強。 

3. 課題七、手工藝流失是很重要的，但未有相

對應內容說明。 

4. 親水設施之增設要以安全為考量，未來增加

安全設施是必要的，如此改善親水設施才有

保障。 

5. 財務計畫內容說明有許多相似部分可再詳加

區分。 

 

6. 阿"不"丹或阿"布"丹請確認。 

 

1.感謝委員意見，社區面積

有 653.93 公頃，於北大武

山範圍內最高約 850 公

尺。 

2.感謝委員意見，已調整計

畫書第三章內文。 

 

3.感謝委員意見，第三章社

區發展課題內文。 

4.感謝委員意見，爾後如有

辦理結合生態環境體

驗，相關水域遊憩活動，

洽詢相關單位，遵照依規

定辦理。 

5.感謝委員意見，社區依目

前狀況需求編列項目，以

及四年執行計畫安排，爾

後有待每年執行提案，依

當年執行狀況調整需

求，使資源更能有效整

合。 

 

6.感謝委員意見，以統一為

阿"布"丹。 

 

P－ 

 

 

 

P42 

 

 

P49 

 

P59 

 

 

 

 

P73-76 

 

 

 

 

 

 

 

P－ 

二、對於本計畫後續推動之具體建議或應注意事

項： 

1. 初步看來社區盤點之農路改善量頗多，對於

道路安全設施也可列入計畫中，以維護人安

全。 

 

2. 農再之經費是有限的，這次社區發展盤點希

望社區能持續往規劃方向走，武潭是個文化

 

1.感謝委員意見，爾後逐年

提案年度執行計畫，一並

加入內容。 

2.感謝委員意見，爾後逐年

提案年度執行計畫，依當

社區當年度需求提送。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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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
員 

審查意見 修正情形 
頁數或附

件 

與生活的重要根據地，未來對社區之發展能

更清楚自己的優點與珍貴之處。 

3. 四年之再生計畫能與願景結合，文化產業與

產業不同，請留意；另私人產業與社區文化

可以結合更佳。 

3.感謝委員意見，社區推動

活動，結合在地特色資

源，整體展現部落文化與

產業活力。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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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它（如社區整合相關資料） 

˙四階段培根計畫結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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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內容類別 

類別 編號 實施項目 

社區整體環境改善(A) 

A01 武潭社區外牆美化 

A02 舊武潭鐵馬驛站周邊環境改善 

A03 武潭入口意象及社區導覽系統設置 

A04 檢查哨周邊環境景觀改善 

A05 舊武潭天主教堂周邊環境整理 

A06 舊武潭入口景觀改善及導覽系統設置 

A07 武潭鐵馬驛站景觀改善 

A08 武潭外環道第二河堤護欄改善 

A09 武潭戶外文化廣場周邊設施修繕 

公共設施建設(B) 

B01 武潭瀑布至舊武潭生態步道 

B02 武潭瀑布 144地號排水設施修建 

B03 武潭瀑布親水公園 

B04 舊古道規劃生態步道 

B05 舊武潭區域路面暨排水設施修繕 

B06 社區巷道路面及排水設施改善 

B07 社區「給你芳賞木棉道」道路修繕及周邊景觀改善 

B08 舊武潭至墓園道路護坡護欄改善 

B09 社區至稻香道路及周邊景觀改善、護坡改善 

B10 武潭段 1-1號農路修繕 

B11 舊武潭設置汙水處理設施 

文化保存與活用(C) 

C01 傳統工藝研發、推廣、傳承 

C02 排灣族芋頭乾烘焙技術及爐灶保存 

C03 
文化祭典推廣及保存<豐年祭、排灣傳統信仰儀式、生

命禮俗、其他(家族祭儀)> 

C04 石板屋建設工法保存、推廣 

C05 文化解說員培育<傳統故事> 

C06 傳統文化影音記錄及文史資料調查及出刊 

產業活化(D) 

D01 排灣族傳統美食研發暨推廣 

D02 
傳統農特產業研發、加工、包裝、行銷活動。(小米、

紅藜、芋頭、芒果、咖啡、樹豆) 

D03 有機產業技術導入 

生態保育(E) 

E01 特有鳥類記錄調查及保育(摺頁製作及網頁製作) 

E02 野溪生態復育、調查記錄(生態摺頁製作及網頁製作) 

E03 
登棧野溪生態復育調查記錄(生態摺頁製作及網頁製

作) 

E04 生態解說員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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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再生計畫提送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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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公約 

為維護管理本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之公共設施、建築物及景觀，提升

本社區整體風貌，特依農村再生條例第二十條規定，共同簽署訂定本公

約條款如下，本公約全體簽署人同意遵守之： 

一、本公約所定公共設施、建築物及景觀之施行範圍等，如同武潭社區    

    農村再生計畫施行範圍。 

二、公約簽署人應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履行下列管理維護事項： 

（一）、社區巷道周邊不可隨意張貼廣告、文宣、及亂塗鴨。 

（二）、社區道路邊禁止大卡車或大貨車停放。 

（三）、社區遛狗的居民，請自行處理狗的大便。 

（四）、活動中心內部禁止聚賭、吸菸、吃檳榔。 

（五）、活動中心外牆不可隨意張貼廣告、文宣、及亂塗鴨。 

（六）、活動中心軟硬體設施及休閒娛樂器材請愛惜使用，嚴禁惡意破壞。 

 三、本公約簽署人間因本公約之執行發生糾紛時，由在地組織及團體邀 

     集雙方當事人進行協調。 

有關本公約之執行發生糾紛時，得由本社區所在之泰武鄉公所調解

委員會進行調解。 

有關本公約簽署人、在地組織及團體或利害關係人間因本公約之執

行而訴訟時，應以本社區所在地之屏東地方法院為第一審法院。 

四、本公約簽署人將施行範圍之公共設施、建築物及景觀土地，以租賃、

轉讓、贈與、互易或其他方式提供他人使用時，應於契約書中載明或

書面告知當事人應遵守本公約之規定，並連帶簽署同意本公約。 

五、本公約所涉公共設施、建築物或景觀土地所有權人，自全體簽署日    

    起生效；修正或廢止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