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協會的培訓下，參與者大多擁有獨當一面的能力，為了讓所學完整運用在部落產業發展和永續經營的

目標，以及讓部落更多人有學習機會與發展空間，協會積極爭取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支持。民國98年，原住

民深耕德瑪汶協會以「原住民產業與部落照顧人才培力深耕計畫」獲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的補助，99年以社會型第二年計畫繼續接受勞委會贊助，多元進用人員人數達9名，分別擔任部落工作助理

、編織手工藝作業、部落服務員、專案管理人等工作項目。

社會型 計 畫

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

大安溪部落工作站成立於民國89年，也就是921地震後一年。工作站最初是由中華至善社會服務協會協

助輔導成立，初期是以災後重建工作為主，但是在工作的推動中，部落工作站看見部落社區有各種需求，需

要更多人力與時間投入。

民國90年開始，工作站便展開部落教室的推廣與開課，當時在文建會的協助下，工作站開始在三叉坑與

達觀部落嘗試發展社區營造；更在92年夏天，因應重建期的結束，開始發展在地產業，以泰雅傳統食材開始

對泰雅美食進行研發與行銷，並於95年成立在地團隊「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在不斷的討論與修正之下

，之後的工作重點將放在產業與部落照顧和人才的培力。

而外來的支持不可能長久，唯有讓部落有能力面對自己的問題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因此為了讓大安溪

部落工作站可以在當地生根、發展在地產業、有足夠盈餘支持社區照顧工作，培力居民能加入產業發展的行

列、建立部落照顧系統，這些工作成為必然的重點。從創辦至今，大安溪部落工作站從產業發展到社區照顧

的工作中，確實奠基了厚實的基礎，產業上已有了部落共同廚房的咖啡美食經營、傳統醃製品製作、泰雅手

工藝品的生產，以及正在發展的有機農業及農產品的直銷等等；所有生產盈餘，除了提供部分成員的薪資之

外，也運用在部落送餐服務及學生獎學金的支持上。而部落共同廚房位於臺中縣和平鄉大安溪沿線的達觀部

落，成員主要由三叉坑、雙崎、達觀、雪山坑、甚至於苗栗縣泰安鄉士林等沿線幾個部落居民所組成，目前

共有班員共23人。

理想與現實總有一大段距離，一開始協會便面臨一些問題，例如部落廚房很難從現代家庭的生活型態中

抽離出來，回到以前的部落生活型態，因此，協會把一起工作、一起吃飯的理想慢慢轉化成創造部落在地就

業的形式，繼續往前邁進．．．

部落共同廚房最早概念是學習於泰雅共食共做傳統生活機制。他們企

盼從共同廚房一起工作一起吃飯的互助精神開始，由部落自主解決部落生

活問題，其中包括了日形嚴重的原鄉小孩成長與教育的問題。

從毀滅中重生

由點到線面的發展

▼

【由部落自主解決部落生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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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共生」成為振興家園與部落的重要模式，

我們因此看見舊部落在艱困中找到希望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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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協會的培訓下，參與者大多擁有獨當一面的能力，為了讓所學完整運用在部落產業發展和永續經營的

目標，以及讓部落更多人有學習機會與發展空間，協會積極爭取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支持。民國98年，原住

民深耕德瑪汶協會以「原住民產業與部落照顧人才培力深耕計畫」獲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的補助，99年以社會型第二年計畫繼續接受勞委會贊助，多元進用人員人數達9名，分別擔任部落工作助理

、編織手工藝作業、部落服務員、專案管理人等工作項目。

社會型 計 畫

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

大安溪部落工作站成立於民國89年，也就是921地震後一年。工作站最初是由中華至善社會服務協會協

助輔導成立，初期是以災後重建工作為主，但是在工作的推動中，部落工作站看見部落社區有各種需求，需

要更多人力與時間投入。

民國90年開始，工作站便展開部落教室的推廣與開課，當時在文建會的協助下，工作站開始在三叉坑與

達觀部落嘗試發展社區營造；更在92年夏天，因應重建期的結束，開始發展在地產業，以泰雅傳統食材開始

對泰雅美食進行研發與行銷，並於95年成立在地團隊「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在不斷的討論與修正之下

，之後的工作重點將放在產業與部落照顧和人才的培力。

而外來的支持不可能長久，唯有讓部落有能力面對自己的問題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因此為了讓大安溪

部落工作站可以在當地生根、發展在地產業、有足夠盈餘支持社區照顧工作，培力居民能加入產業發展的行

列、建立部落照顧系統，這些工作成為必然的重點。從創辦至今，大安溪部落工作站從產業發展到社區照顧

的工作中，確實奠基了厚實的基礎，產業上已有了部落共同廚房的咖啡美食經營、傳統醃製品製作、泰雅手

工藝品的生產，以及正在發展的有機農業及農產品的直銷等等；所有生產盈餘，除了提供部分成員的薪資之

外，也運用在部落送餐服務及學生獎學金的支持上。而部落共同廚房位於臺中縣和平鄉大安溪沿線的達觀部

落，成員主要由三叉坑、雙崎、達觀、雪山坑、甚至於苗栗縣泰安鄉士林等沿線幾個部落居民所組成，目前

共有班員共23人。

理想與現實總有一大段距離，一開始協會便面臨一些問題，例如部落廚房很難從現代家庭的生活型態中

抽離出來，回到以前的部落生活型態，因此，協會把一起工作、一起吃飯的理想慢慢轉化成創造部落在地就

業的形式，繼續往前邁進．．．

部落共同廚房最早概念是學習於泰雅共食共做傳統生活機制。他們企

盼從共同廚房一起工作一起吃飯的互助精神開始，由部落自主解決部落生

活問題，其中包括了日形嚴重的原鄉小孩成長與教育的問題。

從毀滅中重生

由點到線面的發展
▼

【由部落自主解決部落生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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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共生」成為振興家園與部落的重要模式，

我們因此看見舊部落在艱困中找到希望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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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

大安溪沿線部落多數皆居住在狹長的溪流邊，部落間之距離往往數公里之多

，因此在產業上或照顧上不利集中發展，這是協會幾年來的工作都只能侷限在達

觀少數部落的原因。為了能夠跨進更多部落，協會選定三叉坑部落、雙崎部落、

達觀部落、雪山坑部落、烏石坑社區、竹林部落等六個臺中縣大安溪沿線部落為

發展點，在六個部落進用9名就業者，每個部落組成2至3人工作小組，將協會發展

的模式套用在這幾個部落，希望由點的發展連成線後，再創造整個沿線面的發展

。

多年來，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積極的發想出很多不同的方案來一步又一步

的活化自己的社區，透過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案來促進在地的就業，例如從編織手

工藝、老人送餐到市民農園等等；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希望能早日走出被補

助的弱勢，轉而成為可以自立更生的自主團體；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總有著自

己前進的步調，此刻正一步一腳印地朝著這個遠大的目標前進中．．．

在此之中，最最重要的是－「來到這裡的人，都很快樂！」

有一位接受協會課輔的孩子，回家後忍不住地跟他的媽媽說：「媽媽您要趕

快去！在那裏的媽媽都很快樂！」這就是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凝聚整個原住民

社區的魅力所在。

98年第一期計畫，主要內容是針對市民農園經營與部落弱勢家庭婦女從事社

區照顧人才培力。99年的第二期計畫，更將觸角延伸到無毒農園與自然農法經營

、市民農園認養人回饋機制之生態導覽推廣、手工藝與廚餘製作、部落弱勢家庭

婦女從事社區照顧人才培力等等。

要解決部落經濟弱勢問題，必先解決部落的就業問題、創造部落的就業機會

；依據部落文化特色，手工藝與農業的輔導是主要走向。透過編織培訓，不僅發

揚傳承原住民編織藝術的文化意義，部落老人與身障、婦女等弱勢者也能加入生

產行列，重新找到自我肯定的價值。

目前由部落做出的編織品，在網路銷售平台上能見度達80％，銷售接受度則達60％之多。至於農業，原住民

從最簡單的短期蔬菜種植開始，一路摸索發展到目前多角經營的方式，更將部落廚房組織成幾個面向來發展：一

是農園組，經營方式主要是將農場經營轉型至結合休閒，發展體驗農園；二是傳統組，開發及行銷一些傳統產業

，如編織等手工藝，還有泰雅米露、醃豬肉釀製及雞禽飼養等；三是營運組，學習製作和推銷泰雅美食、咖啡飲

料等；四是推動農特產品（如甜柿等當地水果）可以從農園直銷；最後結合前述的幾個廚房發展模式來發展部落

廚房深度之旅，朝休閒農園邁進。

部落廚房產業發展的最大目標是將產業盈餘回饋到社區照顧上，但是協會需要更多的學習與成長，使成

員的專業能力能夠再提昇、產品再升級，以便研發與創造新產品，尤其應該引進高度專業的產品行銷策略與

包裝，使部落廚房面對更多的競爭與挑戰。

就農場發展來說，協會體驗到部落農場經營不應只墨守外來的農業發展模式，反而忽略更多潛在的農業

發展可能。例如臺灣一般消費大眾開始重視農藥危害人體的觀念時，部落不施打農藥化學肥料的傳統農耕方

式更容易獲大眾青睞，因此在培訓時特別要求部落住民重新學習傳統農耕的精神，讓有機農業經營成為部落

的目標。發展有機農業、「有機肥料」的製作與運用，成為成本與農產品質的重要課題。農場尋求環保署諮

詢協助，並使用環保局所提供之下方有水龍頭之環保桶存放廚餘，而廚餘則來自部落學校及家庭的剩菜飯，

目前每個月可製做250公升液肥。

部落原本就擁有豐富人文、地景、動植物資源，具備生物多樣性的豐富面貌，非常適合發展具教育與體

驗功能的體驗農場，加上依四季規劃種植的蔬菜，將菜園做花園景觀的規劃，最後發展出市民農園，效益的深度與廣

度都大大提升。

目前市民農園的經營方式，除了農品生產過程的專業培育外，也建立出一套「市民農園認養機制」，在消費端建

立出一個具有教育與休閒體驗功能的泰雅體驗農園。協會除了宅配蔬菜到認養人家中，也每個月進行認養人電訪，並

且透過發行部落報做認養人責信。

部落廚房兼具教育與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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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

大安溪沿線部落多數皆居住在狹長的溪流邊，部落間之距離往往數公里之多

，因此在產業上或照顧上不利集中發展，這是協會幾年來的工作都只能侷限在達

觀少數部落的原因。為了能夠跨進更多部落，協會選定三叉坑部落、雙崎部落、

達觀部落、雪山坑部落、烏石坑社區、竹林部落等六個臺中縣大安溪沿線部落為

發展點，在六個部落進用9名就業者，每個部落組成2至3人工作小組，將協會發展

的模式套用在這幾個部落，希望由點的發展連成線後，再創造整個沿線面的發展

。

多年來，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積極的發想出很多不同的方案來一步又一步

的活化自己的社區，透過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案來促進在地的就業，例如從編織手

工藝、老人送餐到市民農園等等；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希望能早日走出被補

助的弱勢，轉而成為可以自立更生的自主團體；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總有著自

己前進的步調，此刻正一步一腳印地朝著這個遠大的目標前進中．．．

在此之中，最最重要的是－「來到這裡的人，都很快樂！」

有一位接受協會課輔的孩子，回家後忍不住地跟他的媽媽說：「媽媽您要趕

快去！在那裏的媽媽都很快樂！」這就是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凝聚整個原住民

社區的魅力所在。

98年第一期計畫，主要內容是針對市民農園經營與部落弱勢家庭婦女從事社

區照顧人才培力。99年的第二期計畫，更將觸角延伸到無毒農園與自然農法經營

、市民農園認養人回饋機制之生態導覽推廣、手工藝與廚餘製作、部落弱勢家庭

婦女從事社區照顧人才培力等等。

要解決部落經濟弱勢問題，必先解決部落的就業問題、創造部落的就業機會

；依據部落文化特色，手工藝與農業的輔導是主要走向。透過編織培訓，不僅發

揚傳承原住民編織藝術的文化意義，部落老人與身障、婦女等弱勢者也能加入生

產行列，重新找到自我肯定的價值。

目前由部落做出的編織品，在網路銷售平台上能見度達80％，銷售接受度則達60％之多。至於農業，原住民

從最簡單的短期蔬菜種植開始，一路摸索發展到目前多角經營的方式，更將部落廚房組織成幾個面向來發展：一

是農園組，經營方式主要是將農場經營轉型至結合休閒，發展體驗農園；二是傳統組，開發及行銷一些傳統產業

，如編織等手工藝，還有泰雅米露、醃豬肉釀製及雞禽飼養等；三是營運組，學習製作和推銷泰雅美食、咖啡飲

料等；四是推動農特產品（如甜柿等當地水果）可以從農園直銷；最後結合前述的幾個廚房發展模式來發展部落

廚房深度之旅，朝休閒農園邁進。

部落廚房產業發展的最大目標是將產業盈餘回饋到社區照顧上，但是協會需要更多的學習與成長，使成

員的專業能力能夠再提昇、產品再升級，以便研發與創造新產品，尤其應該引進高度專業的產品行銷策略與

包裝，使部落廚房面對更多的競爭與挑戰。

就農場發展來說，協會體驗到部落農場經營不應只墨守外來的農業發展模式，反而忽略更多潛在的農業

發展可能。例如臺灣一般消費大眾開始重視農藥危害人體的觀念時，部落不施打農藥化學肥料的傳統農耕方

式更容易獲大眾青睞，因此在培訓時特別要求部落住民重新學習傳統農耕的精神，讓有機農業經營成為部落

的目標。發展有機農業、「有機肥料」的製作與運用，成為成本與農產品質的重要課題。農場尋求環保署諮

詢協助，並使用環保局所提供之下方有水龍頭之環保桶存放廚餘，而廚餘則來自部落學校及家庭的剩菜飯，

目前每個月可製做250公升液肥。

部落原本就擁有豐富人文、地景、動植物資源，具備生物多樣性的豐富面貌，非常適合發展具教育與體

驗功能的體驗農場，加上依四季規劃種植的蔬菜，將菜園做花園景觀的規劃，最後發展出市民農園，效益的深度與廣

度都大大提升。

目前市民農園的經營方式，除了農品生產過程的專業培育外，也建立出一套「市民農園認養機制」，在消費端建

立出一個具有教育與休閒體驗功能的泰雅體驗農園。協會除了宅配蔬菜到認養人家中，也每個月進行認養人電訪，並

且透過發行部落報做認養人責信。

部落廚房兼具教育與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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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們農耕】

【教育訓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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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經常因為工作而乏身照料孩子】

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

此外，也在電子報與部落格中介紹農園發展狀況，運用網路強化與認

養人互動與落實農園產品履歷紀錄等相關機制。農業休閒專區內則設置自

助咖啡區、烤肉區及溯水河道，認養人可在閒暇之餘享受部落農園樂。另

外，協會也結合部落重要祭儀活動（播種祭、祖靈祭、趕鳥祭、收穫祭）

，分季辦理認養推廣活動，並分別在臺北、臺中都會區中辦理認養人感恩

茶會。

勞委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提高了地方住民的就業機會，讓他們家庭的

經濟壓力獲得紓解。以98年加入勞委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才來

部落廚房工作的林筱梅為例，家中有四個小孩，先生是臨時工

經常待業在家，多元進用人員的薪資像是從天而降的甘霖，現

在有了工作，讓一家六口的生活基本開銷無虞。

這樣的個案比比皆是，而在部落中年邁的老人也很多，生活

起居和就醫更需要大量協助，透過原住民產業與部落照顧人才培力

深耕計畫，「合作共生」成為振興家園與部落的重要模式，我們因

此看見舊部落在艱困中找到希望的出口！

 

找到希望的出口

■ 單位 / 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

   地址 / 台中縣和平鄉達觀村東崎路一段育英巷17之5號

   電話 / 04-2591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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