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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常生活--我們的韌性、挑戰與契機？! 

文化部青村計畫期中線上交流簡章 

 

壹、活動緣起及目的 

文化部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鼓勵青年發揮創新力，實踐公民行動，

因應當代社區或社群議題，透過掌握在地知識，連結在地或社群網絡，提

出解決社區及社群所面臨的各式議題。 

今(110)年度獎勵 64案計畫，青年所關心的社區或社群議題非常多

元，如友善社區空間的建構、用藝術設計行動發展社區、農漁村及海洋生

態的永續發展、在地記憶及知識系統的建構轉化、食安及飲食文化的再生

轉譯、女性賦權、身心障礙族群的扶助與社區產業振興等的文化行動，為

協助青年跨域串聯、引發多元思考、分享執行經驗及困難，並促進青年形

成互相共好支持系統，爰辦理本活動。 

今年度因受疫情影響，許多青年執行計畫過程受到部分阻礙，復因三級

警戒，致原規劃之社區工作項目窒礙難行，故本次交流活動，以「疫常生活 

我們的韌性、挑戰與契機？!」為主題，以各區青年計畫議題與特色為基礎，

並開放外界報名，期待引導更多青年思考在大環境「疫常時代」之下，如何

面對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看見快速變動下的因應能力，擴散正向影

響力，促進分享共學新策略、激盪未來新發展模式。 

貳、活動場次表 

日期時間 主持人 

第一場 10月 5日(二) 13:30-

17:30 

王貞儒/深耕文化工作坊執行長 

第二場 10月 6日(三) 13:00-

18:00 

吳盈慧/台灣城鄉特色發展協會秘書長 

第三場 10月 7日(四) 9:30-

12:30 

李俊憲/拾壹品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第四場 10月 7日(四) 14:00-

17:30 

賴冠羽/齊力創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創

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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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報名資訊 

一、 參加對象：本計畫今（110）年度獲獎勵青年、歷屆獲獎勵青年、想

提青村計畫的青年（111年度計畫提案截止日為 110年 10月 17日）、

對社區或社群議題有興趣之社會大眾。 

二、 報名方式： 

1. 採線上報名，網址：https://reurl.cc/l55V7q 

2. 本活動免費參加，可報名多場次，一場次以 60人為原則，報名

截止日為 10月 1日或額滿為止。 

3. 活動前 2天發送錄取暨行前通知，內含線上會議室網址，因會議

室可容納人數有限，僅開放錄取者參加。 

三、注意事項： 

1. 會議室軟體為 Google Meet，若使用手機或平板，請預先下載

App，並請於各場次開始前 10分鐘上線簽到。 

2. 主辦單位保留此活動之修改、變更之權利，各項變更公告於青村

計畫官網，恕不另行通知。 

肆、活動流程說明 

一、第一場  

1. 主持人：王貞儒/深耕文化工作坊執行長 

2. 背景說明：以青村南區青年案為基礎，透過業師召集人的輔導觀

察，綜整南區青年的各式樣態，包括以在地知識採集為軸心、從

記憶到技藝的轉譯行動、或是推動空間利用之案例，在過程中青

年也面對許多挑戰、困境，但也可以看到青年在地方的擾動、活

力、及經營，希望藉由本場次期中交流及共學，思考更多可能的

方法或機會，彼此教學相長激勵成長。 

3. 活動流程：（暫定，將依實際報名人數調整因應） 

時間 內容 內容說明 

13:20-13:30 

(10分) 

與會者線上登入 進行線上簽到 

13:30-13:40 

(10分) 

長官致詞  文化部代表 

13:40-13:50 

(10分) 

主持人開場及引言 王貞儒/深耕文化工作坊執

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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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內容說明 

13:50-15:20 

(90分) 

青年分享交流 I 

(例如原民文化復振、

採集及運用在地知識創

新發展等) 

- 協力業師：吳勁毅/花蓮

縣文化局局長 

- 青年分享 5~8分鐘、業

師回饋 2分鐘、階段性

提問及交流 30分鐘 

15:20-15:30 

(10分) 

中場休息  

15:30-16:50 

(80分) 

青年分享交流 II 

(例如以在地知識開展

之產業復振、聚落文化

空間經營、市場文化及

旅遊) 

- 協力業師：李宜欣/實踐

大學休閒產業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 青年分享 5~8分鐘、業

師回饋 2分鐘、階段性

提問及交流 30分鐘 

16:50-17:20 

(30分) 

業師綜合回應 文化部、南區業師 

17:20-17:30 

(10分) 

綜合與談交流  

 

二、第二場   

1. 主持人：吳盈慧/台灣城鄉特色發展協會秘書長 

2. 背景說明：以青村北區青年案為基礎，透過業師召集人的輔導觀

察，引導青年分享並討論在疫情衝擊下青年如何應對，例如在平

台之整合及建構、在文化轉譯之推動、在地知識採集的方法上，

青年如何透過多元的嘗試及數位應用，讓想法得以落實。藉由本

場次期中交流及共學，看到青年的創新思維及方式，讓更多青年

學習如何靈活善用不同工具或操作方法，持續推展行動。 

3. 活動流程：（暫定，將依實際報名人數調整因應） 

時間 內容 內容說明 

12:50-13:00 

(10分) 

與會者線上登入 進行線上簽到 

13:00-13:10 

 (10分) 

長官致詞 文化部代表 

13:10-13:20 主持人開場及引言 主持人：吳盈慧/台灣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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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內容說明 

(10分) 特色發展協會秘書長 

13:20-14:35 

(75分) 

青年分享 I 

（平台型：平權、共融藝

術、區域） 

- 協力業師：楊振甫/ 5% 

Design Action社會設

計平台創辦人 

- 青年分享 8分鐘、業師

串場 1分鐘、回饋與階

段提問及交流 10分鐘 

14:35-15:21 

(50分) 

青年分享 II 

（轉譯型：女性、新二

代、空間） 

15:21-15:25 

(4分) 

中場休息 

15:25-16:20 

(55分) 

青年分享 III 

（在地知識一：流域、祭

典、信仰） 

16:20-17:00 

(40分) 

青年分享 IV 

（在地知識二：街區、山

林農事） 

17:00-17:40 

(40分) 

業師綜合回應 (1) 文化部代表 

(2) 楊振甫/ 5% Design 

Action社會設計平台創

辦人 

(3) 王貞儒/深耕文化工作坊

執行長 

(4) 李俊憲/拾壹品股份有限

公司總經理 

(5) 賴冠羽/齊力創新管理顧

問有限公司創辦人 

17:40-18:00 

(20分) 

 

綜合與談交流 

 

三、第三場 

1. 主持人：李俊憲/拾壹品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2. 背景說明：以青村中區青年案為基礎，例如傳統技藝傳承與發

展、部落生態智慧、舊市場轉型、藝術進入社區等案例，在這段

疫情生活下，青年所嘗試推動的新事物，有沒有可能成為轉型的

契機？例如線上走讀、線上平台整合、不同形式的藝術季或展覽

等，哪些可成為新模式？一起思考面對疫情時代所造就的新常

態，究竟該準備些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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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流程：（暫定，將依實際報名人數調整因應） 

時間 內容 內容說明 

9:20-9:30 

(10分) 

與會者線上登入 進行線上簽到 

9:30-9:40 

 (10分) 

長官致詞  文化部代表 

9:40-9:50 

(10分) 

主持人開場及引言 李俊憲/拾壹品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9:50-10:50 

(60分) 

【分組小教室】 

青年計畫案例分享

及交流 

 

- 中區協力業師(預計邀請侯

順耀、賴昭旭、林擎天、

黃璟翔等業師) 

- 依實際報名人數分組，預

計分為 3~4組線上交流，

暫定每組有 1位引導業

師、5位青年共同參與(每

位青年計畫簡報分享 5分

鐘、業師回饋及階段性提

問及交流 2~3分鐘) 

10:50-11:00 

(10分) 

中場休息  

11:00-12:00 

(60分) 

【交流大教室】 

各組青年報告、交

流及業師回饋 

- 由每組推派 1位青年進行

報告分享。 

- 預計每組青年回饋分享 5

分鐘、階段性提問及交流

30分鐘 

- 中區協力業師回應 

12:00-12:30 

(30分) 

綜合交流 文化部、中區業師 

 

 

四、第四場 

1. 主持人：賴冠羽/齊力創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創辦人 

2. 背景說明：活動將分成上下兩個場次，上半場以青村東區青年案

為基礎，例如部落振興、文化教育及社區產業分成三個主題探討

因疫情影響，許多實體活動暫緩，除了採數位平台工具執行活動

等新的嘗試外，開展人與人之間不同的新互動模式，如何讓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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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交集的地方出現新交集。下半場則以吳亭樺老師分享在疫情

下的社造行動如何持續執行並利用數位工具達成更好的共識與效

果。青村學長姐黃紋綺則分享在疫情下的創新文化事業如何在疫

情下堅持走出理想的道路。讓更多人在此次期中見習會得到更多

鼓勵和啟發。 

 

3. 活動流程：（暫定，將依實際報名人數調整因應） 

時間 內容 內容說明 

13:50-14:00 

(10分) 

與會者線上登入 進行線上簽到 

14:00-14:10 

(10分) 

長官致詞  文化部代表 

14:10-14:20 

(10分) 

主持人開場及引言 賴冠羽/齊力創新管

理顧問有限公司創辦

人 

14:20-15:00 

(40分) 

【分組小教室】 

東區協力業師、青年

分享及交流 

 

A：【部落振興】林志豪

老師、青年案例分享與

交流 

B：【文化教育】 

黃怡芬老師、青年案例

分享與交流 

 

C：【社區產業】 

吳亭樺老師、青年案例

分享與交流 

 

 

- 依實際報名人數

分組，預計分 3

組線上交流，每

組約有 1-2位引

導業師、3-4位

青年共同參與。

(每位青年計畫簡

報分享 5分鐘、

業師回饋及階段

性提問及交流

2~3分鐘) 

- 開放非東區學員

依所關注議題選

擇進入的小教室 

 

15:00-15:40 

(40分) 

【交流大教室】 

各組青年報告、交流

及業師回饋 

- 由每組推派 1位

青年進行報告分

享。 

- 預計每組青年回

饋分享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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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性提問及交

流。 

- 東區協力業師回

應 

15:40-15:50 

(10分) 

中場休息  

15:50-16:30 

(40分) 

主持人開場及引言 賴冠羽/齊力創新管

理顧問有限公司創辦

人 

吳亭樺老師 

【疫情下的社造行動

專題分享】 

文化導入公共服務創

新-以花蓮文化創意

產業園區場域創新計

畫為例。 

- 城鄉潮間帶有限

公司執行長 

- 疫情下如何透過

線上公共參與形

式，建立民眾共

識與意見收集，

進行社區行動的

實務經驗分享。 

- 與主持人互動對

談與現場問答。 

16:30-17:00 

(30分鐘) 

東區青村學長姐 

- 黃紋綺/洄遊吧有

限公司執行長 

【疫情下的創新文化

事業分享】 

疫情下如何堅持理念

與創新事業的並行發

展 

- 在疫情中如何堅

持海洋永續的事

業能繼續經營及

如何持續推廣食

魚教育並落實在

生活中的經驗分

享。 

17:00-17:30 

(30分) 

綜合與談與交流 

 

- 文化部。 

- 邀請東區業師群

參與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