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類別：社會人文 

 

 

 

篇名： 

通往歷史的長廊—米棧古道穿越古今之研究 

 

 

作者： 

蕭士敦。花蓮縣壽豐國中。八年義班 

   吳晨安。花蓮縣壽豐國中。八年義班 

   陳柏鈺。花蓮縣壽豐國中。八年仁班 

 

 

 

 

 

 

 指導老師： 

陳湧昌老師 

盧怡伶老師





 

1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七年級上學期的專題探究課，老師講述壽豐的人文歷史，其中一個故事跟壽豐國中

有關係。她說有一次跟學校老師一起去爬米棧古道，下山後跟登山入口處的雜貨店老闆

聊天。老闆得知這群人是壽豐國中的老師時，告訴他們說，以前很多住在水璉的學生為

了求學，必須翻山越嶺走古道到米棧村，然後坐船渡過花蓮溪，走路到豐裡村唸壽豐國

中。從來不知道這段歷史的我們感到驚訝，很難想像當時上學的路居然如此艱辛啊！ 

       趁著假日我們呼朋引伴，分別從豐田和月眉騎單車準備到米棧古道踏查，沒想到一

場大雨使得山路相當泥濘難行，那次我們就沒有爬上去。想到住在水璉的學生為了求

學，不但要突破山脈的障礙和地形的限制，也要克服天氣所帶來的影響，真的很不容

易。望著登山口，我們對米棧古道的好奇越來越濃厚，希望能夠能揭開米棧古道的神秘

面紗，了解這條古道上的故事、歷史和文化。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 

1. 探索米棧古道的歷史背景，了解其開闢的原因和過程。 

2. 蒐集並記錄米棧古道上的故事，發掘其文化內涵。 

3. 分析米棧古道對當地社區發展的影響。 

二、研究方法與流程 

根據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研究方法與流程如下圖所示： 

1. 透過網路資料及相關書籍探索與分析文獻、書籍，了解米棧古道的由來及發展

歷程。 

2. 透過研讀文獻設計訪談大綱，採訪當地的居民，了解他們經歷的米棧古道發展

歷程、對古道現狀的看法等。 

3. 統整文獻及訪談資料，書寫米棧古道的文史。 

4. 整合文獻資料及相關人士的意見，分析米棧古道對當地社區發展的影響與未來

展望，並提出結論與建議。 

      以下為研究流程圖： 

 
 

貳●正文 

本研究聚焦於米棧古道的近代發展。第一部份是蒐集文獻資料，了解米棧古道的由

來及發展歷程。第二部份則是透過訪談，蒐集米棧人與古道的故事，透過他們的親身經

歷，見證古道的興衰。第三部份則是整合居民意見和研究者觀點，提出對米棧未來發展

的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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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識米棧古道 

(一) 米棧古道地理位置 

        米棧古道位於海岸山脈，是早年壽豐

鄉米棧與水璉之間的聯繫道路。米棧古道

的西邊入口位於花蓮縣壽豐鄉米棧村海岸

山脈西側，縣道 193 號 42公里處，在已廢

校的米棧國小對面，明顯地標為大米甕裝

置藝術，與壽豐市區隔著一條花蓮溪，如

圖 1所示。 

東邊入口位於花蓮縣壽豐鄉水璉村海

岸山脈東側，台 11線右轉縣道花 38-1。古

道全長 6~7公里，由米棧和水璉兩部落居

民維護。水璉路段初建時路線較陡，重修

以後坡度較緩，部分已闢成可以行駛車輛

的產業道路，米棧村路段則保持古道的樣

貌。 

(二) 米棧古道的歷史和現況 

         米棧古道的歷史與海岸山脈兩側的米棧與水璉兩地區的發展息息相關，本段

首先探究米棧部落與水璉部落的發展

史，進而說明米棧古道的歷史。 

1、 米棧地區歷史 

米棧，舊名「草鼻嘴」(臺灣總

督府民政部殖產課，1900)，由當時

總督府委派調查的技師田代安定在日

治初期(1896 年)到東臺灣調查所記

錄，為米棧地區晚清到日治初期的地

名。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紀錄該

地區最初屬於太魯閣族的勢力範圍，

清末時期漢人吳全曾經來此地進行墾

殖。隨後，南勢阿美族進入該區域進

行狩獵。日治初期，族人自里漏遷

入。自 1945 年起，原本居住在薄薄

部落（位於花蓮縣吉安鄉仁里村）的

族人遷移至此地定居。阿美族人將米

棧部落命名為「Cipuypuyan」(林育

瑄，無日期)，意思為曾經長過很多

紅色五節芒的地方。(林嵐欣，

2018)。而後客家人、閩南人以及少

數外省人相繼移居到米棧，豐富的族

群交織相會，使這個小部落的歷史氛

圍彷彿台灣近代史的縮影，熱鬧非

凡。        

 
圖 1：米棧古道位置圖(圖片來源：

google 地圖) 

西段
登山口

東段
登山口

 
圖 2：米棧舊名「草鼻嘴」、水璉舊名「水連社」

(圖片來源：《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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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棧地理位置特殊，東海岸水璉村通往壽豐市區的門戶，也是重要的商品

轉運站。民國 57年(1968年)台 11線通車後，米棧古道因運輸效益銳減沒落而

功成身退(公民新聞，2011)，但人口也外移，由全盛時期的 1千多人成為一個人

數不滿 300人的小村落，留在米棧的人幾乎都是高齡的老人家，如何讓社區重

生，成為在地的重要課題。 

2、 水璉地區歷史  

早在 3500 年前，水璉就有繩紋陶文化的先民在此居住。而水璉的舊稱不

少，曾有荷蘭語「sibilian」譯名，意思是「美麗的村落」(壽豐鄉公所，2002)。

晚清到日治初期的舊名為「水連社」(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1900)。光緒 4 

年（1878 年）撒奇萊雅族人 因加禮宛事件避禍遷入。日治時期阿美族人因七腳

川事件來此避難。阿美族則將水璉稱為「Ciwidiyan」 ，即「滿是水蛭的地

方」。民國 48 年(1959年)八七水災後，閩南族群陸續遷入定居。 (交通部觀光

署，2023；文化部，2018)。 

水璉位居壽豐鄉海濱，日治時期香茅為重要的農作物，也有種植一些稻

米，日治時期水璉的番龍眼曾進貢天皇。水璉海岸美麗的黑白卵石曾在 70年代

外銷日本，曾是居民重要的經濟來源。禁採之後，許多人頓失收入，必須外出

工作，人口逐漸流失。近年努力以農產及阿美文化發展觀光，期待吸引更多遊

客。(陳淑媛、余明堂、劉文登，2013)  

3、 米棧古道歷史 

長達 140 公里南北縱向的海岸山脈將花蓮縣及台東縣分隔成縱谷及海岸地

帶，在海岸公路全線開通之前，山脈兩側居民為了互動交流，依循較為平緩的

山稜或溪谷，穿越山脊逐步建立越嶺道。1996年，林白梅及夏黎明在東台灣研

究所發表的《海岸山脈越嶺道之區

位與變遷的初步調查》一文(以下簡

稱「越嶺道調查」)中表示，海岸山

脈具有各種交流功能之越嶺道至少

有 18條之多，在清代(1985年之前)

已存在的就有 11 條，其中編號北二

的「水璉橫貫道」，即為現在所說

的米棧古道，如圖 3 所示。 

根據「越嶺道調查」一文，水

璉橫貫道的高度 400 公尺，由水璉

村循北坑翻越山稜到米棧 只要 2 小

時， 難度不高，所以使用頻率極

高，加上到米棧後，花蓮溪邊就有

免費渡船可搭，成為水璉村居民外

出的主要路徑之 一 。不同的階段發

展出不同的功能，由第一階段「打

獵、省親、開墾」到第二階段「出

入小徑、貨物交流」，而後成為第

三階段「出入要道」。 

日治時期，總督府在海岸山脈

西側大量伐樟樹、製樟腦，米棧也

 
圖 3：米棧古道舊名「水璉橫貫道」，推測清

末即已建立 (圖片來源：《海岸山脈越

嶺道之區位與變遷的初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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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而繁榮一時。提煉工廠設在山頭，精煉後的樟腦油經挑夫運下山後，再以

渡船、牛車運至市區販售；米、鹽等物資也是由市區集中囤積在米棧，再由挑

夫運上山，甚至翻過山頭送抵水璉，此處米糧集散地的地位，也成為「米棧」

一名由來的說法之一(曾紹書，2007；維基百科，無日期)。 

早年水璉村民必須肩挑稻米行走山路，將米賣到壽豐鄉縱谷地區的村莊(維

基百科，無日期)。民國 57年政府開通海岸的道路為公路(台 11線)成為水璉對

外的主要交通幹道，村民鮮少利用米棧古道通往壽豐。不過水璉這帶的山脈地

質脆弱，颱風常引發山崩，大量土石造成道路中斷。曾在公家機關服務的公務

員回憶，早期住在水璉時，因為鄉公所在台九線，到壽豐需繞行花蓮市區，一

趟常花一天時間。水璉是四面環山的盆地，颱風來襲常成為孤島，當時出入仍

需翻越海岸山脈，經米棧村再涉水穿越花蓮溪，到達豐田社區(鄭鼎民，

2007)。隨著台 11線拓寬改善，民國 65年左右，除了少數上山栽種果樹的農

民，米棧古道幾乎沒什麼人在走(國家文化記憶庫，2015)。 

海岸地區公路開通後，米棧古道失去交通功能，逐漸被人們遺忘。目前東

段登山口道路為產業道路，西段登山口道路仍呈現古道風貌。原本古道已荒煙

蔓草，後來進行整修並持續維護。古道的整建起於民國 85 年，為留住青壯人

口，村民配合農村發展政策，發起整理步道的運動，獲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花蓮

分局的補助(陳昱文，2009)。除培訓人力，參考授課講師提供之資訊與建議，

以生態工法修築古道，展開米棧古道整建工作(曾紹書，2007）。整修時就地取

材，入口處搭設竹棧道，古道的護欄使用九芎、合歡打樁，路面保持自然泥

面，突升的路段則修築土梯，邊坡用石頭堆置導水道，是一條與自然相融合的

生態步道(大紀元，2007)。目前仍持續發展生態旅遊，期待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留住更多人。 

圖 4~圖 6為與米棧古道歷史相關的老照片，由現任米棧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長徐金福先生提供。 

 

  

圖 4：行駛於花蓮溪上，

往返米棧及壽豐的渡船-1 

圖 5：行駛於花蓮溪上，往

返米棧及壽豐的渡船-2 

圖 6：模仿挑夫的當地婦女 

二、米棧古道的故事 

 透過上述的文獻，我們認識米棧古道的歷史與現況，但光從文獻無法滿足我們

對米棧古道的好奇，於是透過豐裡村村長等人提供資訊，一個串連一個，聯繫成長

過程與米棧古道有緊密連結的地方人士。我們希望透過實際訪談，紀錄米棧古道的

故事，為米棧留下更豐富的人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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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採訪跟米棧古道有連結的壽豐居民後所書寫的內容： 

(一) 受訪者: 盧山田先生，平和村村民，民國 27年生 

家住平和村的盧先生(如圖 7所示)早年家中經營碾米廠， 他曾經走過米棧古道

去訂稻穀回來碾成白米。他說以前不像現在有麵食，可以吃的主糧很多，只有米

飯、地瓜那些，那時種稻的技術也沒現在好，面積也不大，米的產量不高。「做工

的人要吃很多白米飯，我們這邊到富里那邊米不夠的時候，就要到米棧買米。」，

雖然米廠主要是其他兄弟在經營，但他走

過 4、5 趟。「那時候要把穀子放在細細

的竹子編的籃子裡，請挑夫挑到米

棧。」。他也提到沿著現在米棧國小舊址

旁的小路下去是渡船頭，可以坐鄉公所提

供的免費渡船把稻穀運回去。他說一天有

好幾班渡船，有的船班會配合火車時刻，

讓坐船的人可以銜接班車到花蓮市。 

我們問當時爬米棧古道要花多少時

間？他說一早從平和出發到回家已經是下

午 1、2 點了，他說從米棧出發的山路比

較陡，走起來很累，水璉那一側的山路比

較平坦好走。他也提到以前水璉有船可以渡太平洋濱到花蓮市，但坐船時間長又危

險，而且水璉屬於壽豐鄉，很多居民要到壽豐辦事，因此絕大多數都是走米棧古道

過來。當時水璉的居民生病無法行走時，要由四個壯丁用擔架將人抬到壽豐再送到

花蓮就醫，這樣抬過去一定很辛苦，有事互相幫忙的鄰里之情令人感動啊。 

雖然盧先生已 86 歲，但對過往種種記憶還很鮮明，精神奕奕地分享這些往事，

還順道講了月眉的歷史給我們聽，彷彿是一本記載著在地文史的書籍，讓我們聽得

津津有味，也得到有關米棧古道的珍貴資料。 

(二) 受訪者: 胡美子女士，前米棧村民，民國 33年生 

胡女士(如圖 8所示)目前住在壽豐街上，小時候住在米

棧村。本來拒絕受訪的她說記憶已模糊，在我們再三請託

下說出一些還記得的事：「我搞不清楚自己在哪裡出生，

但我知道我很小就住在米棧，我們家走到米棧古道還有一

小段距離，那邊比較熱鬧。」她說，當時水璉的人走古道

到米棧，再搭船前往豐田車站到花蓮市區。 

因為家境因素，她 10 歲時才上學，就讀豐裡國民學校

(現今的豐裡國小)。「因為住很遠，渡過花蓮溪後要走兩

小時才到學校，所以我唸國校就住校，每天都是自己煮

飯。」，環境造就她獨立生活的能力。因為往返耗時又

累，暑假時又會碰上颱風非常危險，她一學期才回家 1或

2次。胡女士國小畢業後考上花蓮女中初中部，她說當時

前往學校也要搭船，但不用繳錢，是政府提供的船，一艘

船一次可以坐十個人。  

胡女士後來嫁到平和村，婚後十幾年搬到壽豐街上。她說婚後偶爾會回去米棧

看看，父母相繼過世後就沒回去過，米棧的過往也成為塵封的記憶。 

 
圖 8：結婚後搬離米棧的胡美

子小姐 

 
圖 7：訪談盧山田先生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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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受訪者: 許炎煌先生，現任米棧村長，民國 43年生 

許炎煌先生(如圖 9所示)是現在的米

棧村村長，現在在古道口旁的雜貨店(駱奶

奶舖子)就是村長家。從小在米棧古道口成

長並見證古道興衰的他，也是米棧古道一

開始重新整修時的關鍵人士，可以說是一

生情繫米棧。民國 95年時，米棧社區發

展協會理事長聘用許炎煌先生為社區發展

協會執行長。他們與當時的米棧村長和水

保局第六工程所所長會勘並討論溝通後，

以農村發展、人力培訓、社區營造方案三

個面向爭取經費成功，帶領米棧村民參與

米棧古道的重建，同心協力於初期社區營

造。當時擔任執行長的許炎煌先生無償捐

出自己的土地做為整體建設使用外，也力勸姊夫彭金文先生捐出兩處最精華的土

地，興建米棧古道入口及米棧社區意象(王小明，2021)。 

第一次聯繫許村長，想要約採訪時間，卻在電話一端被斷然拒絕。「我現在已

經不管米棧古道的事了，你們不要訪問我！」。我們不放棄，透過學長的阿公、也

是跟他一起重建古道的好朋友温玄勳先生聯絡他。師生一行 6人來到米棧，温先生

邀村長來家裡聊聊，他一聽到來者是我們，還是不願對話。經過了解得知，原來是

因為他跟現任米棧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徐金福先生在經營發展、發展觀光的理念

上有不同的意見，因此米棧村的大小事他仍積極奔走，但目前卻不願再接手有關米

棧古道的事務。 

就在以為沒機會採訪時，我們在國家文化記憶庫找到一部村長受訪的紀錄片，

再度打電話給他時，我們提問影片中有關虱目魚苗的內容，許村長終於願意分享一

些故事。他說當時有很多挑夫專門挑農產品和物資，但最特別的是挑魚苗。「當時

水璉村民在海邊捕捉虱目魚苗後走古道過來米棧，確實有一些南部人來買魚苗帶回

去養殖。」當時年紀還很小的他，最喜歡在一旁看買家用像唱歌的方式數魚苗，就

像現在果菜市場喊價的拍賣手在喊價一樣。「那時候很多人走古道嗎？」我們問。

「很多喔！可以說是絡繹不絕。」，他用十分肯定的語氣說。「那時候有 4家雜貨

店，一間兼做旅社，還有一家麵店。」，他說也不算什麼旅社，就是雜貨店提供幾

個床位，讓那些來不及或不想摸黑走古道的人，有一個可以休息睡覺的地方。 

老師問到以前走古道時看到有幾根柱子，像是有建築物的地方。「喔，那個是

涼亭啦！給人家走一走休息的。最早是茅草做的，民國 30幾年時，那時的鄉長王

木生看到就改成水泥的。」。問起人口，他說當時米棧有 1000 多人，很熱鬧。另

外，他提到目前還住在水璉的邱清秀先生是當時的郵差，「他一個星期必須走古道

4~5趟，到豐田、壽豐的郵局領取郵件回水璉發送」。我們打給邱先生想到水璉訪

問他，但他說自己 80幾歲身體不好，不願意受訪，十分可惜。 

接著談到有關整修米棧古道的事，那時候他帶領工班整修古道，除了水保局提

供經費外，他說東華大學的蔡建福教授也提供很多社區營造的建議。電話訪談約 20

幾分鐘，他就結束話題，說自己知道的就這麼多。我們相信他還有很多小時候的記

憶，只是不想多談了，真的希望以後還有機會聽他說更多米棧的故事。 

 

 

 
圖 9：米棧村現任村長許炎煌先生(圖片

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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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受訪者: 張丁選先生，水璉村村民，民國 49年生  

能夠訪問到張先生是一個奇妙的

機緣。那天老師開車載我們去水璉村

尋找米棧古道東段登山口位置，我們

從台 11 線彎進花 38-1鄉道，邊看

Google地圖邊找路。路況不太好，柏

油路出現高低差的裂縫外，路寬只能

容納一台車行駛，加上下起雨視線不

佳，我們越走越心慌，於是找個較寬

敞的路面倒車下山，到派出所詢問詳

細路線。所長說他不太清楚，但我們

還是請教他，想了解他是否知道米棧古道的故事。他說他不是本地人，但可以介紹

水璉部落有名的原住民歌唱團體檳榔兄弟之一的張丁選先生接受我們訪談。 

坐在部落的小吃店，張先生侃侃而談。他說他從小就愛跟著父母到處跑，他揶

揄自己就是台語講的「愛哭愛綴路」，當父母要走米棧古道運貨出去或到花蓮市採

買物品時會帶他去。「我那時候大概一個月會跟父母走米棧古道 2、3次，我也要

幫忙揹東西，很累的。走過去後搭船過花蓮溪，渡船頭有三輪車在等載客，我們就

坐三輪車到花蓮。」。我們問他有沒有在米棧的雜貨店過夜的經驗，他說如果太

晚，他們會借住豐裡村的親友家一晚再回水璉。我們問他當時帶出去的農產品是什

麼？「主要是香茅油，有時也有其他農產品。」他說。 

我們好奇他國中唸哪一所學校？他說當時政府已經設置水璉國中，所以他留在

本地讀書。「但是我大哥是唸壽豐初中的！」，他說，「走米棧古道過去讀書，住

在親戚家，很久才回家一次。」。雖然老師跟我們講過類似的故事，但聽到張先生

親口印證這段歷史，感受格外深刻。提到米棧古道的觀光發展，他說「跟米棧比較

起來，其實米棧古道這條路對水璉的居民更重要」，目前米棧村規劃的古道活動比

較多，他認為水璉村這邊也可以將米棧古道列為觀光發展的項目之一。 

雖然從壽豐到水璉必須繞過海岸山脈，距離有點遠，但這次的訪談讓我們得到

水璉居民的口述歷史，收穫不少呢！ 

(五)受訪者: 徐金福先生，米棧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民國 53 年生  

 徐金福先生說他小時候住在米棧，到

了國小四、五年級時，轉學到鳳林，此後

離開米棧一直到退伍。由於親人留給他一

塊地，他又回到了家鄉。回來後他發現在

他離開的這些年裡，部落沒有任何改變。

他認為「從正面來說，這裡保留了良好的

生態和人文環境；從負面來看，則顯得毫

無進步。」。回來的第三天，他在前村長

的引薦下，加入了社區發展協會，並積極

經營米棧古道的觀光發展。 

 徐金福先生並沒有經歷米棧古道的全盛時期，但他下了一番功夫研究米棧古道

的歷史，說起故事如數家珍。。有人問起水璉的居民為什麼不走海路？老人家跟他

說：「走海路很危險。」。鹽寮到水璉之間有一個斷崖，當地居民曾試圖用海路將

農產品運到花蓮市，但有時浪高達兩層樓，風險極大，因此「走米棧古道比較安

 
圖 11：徐金福先生接受訪談畫面 

 
圖 10：張丁選先生接受訪談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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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根據他的了解，當時挑夫出去工作一次可以

賺到 20 塊錢新台幣，很多人都願意去當挑夫。他說

目前設立米甕地標的地方，在他小時候是一間雜貨

店，因為 0403地震遭到毀損。 

目前徐先生擔任米棧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他

說他在擔任軍職時常常寫計畫，因此擔任理事長時，

發揮他的專長，申請了不少活動，像是水保局補助的

「海岸山脈與花蓮溪的對話-米棧的深度體驗之旅」、

自辦的米棧文化體驗…等。與屏東科技大學合作瀕危

食蛇龜復育計畫，希望發展生態體驗文化巡禮活動。

此外，長期與千里步道協會合作，招募來自全省的志

工出錢出力進行手做整理修復步道的工作，號召對米

棧有興趣的學生來服務學習，除了動手做，也可以腦

力激盪社區發展活動。今年暑假，東華大學學生倪華

恩等人申請花蓮縣政府青年夢想家的計畫「米棧療癒小旅行」也是跟社區發展協會

合作，讓旅客體驗米棧古道短健行、肢體療癒、手作挑夫公仔等活動，放鬆身心並

探索米棧的自然與文化。他希望推動米棧古道的深度旅遊，讓更多遊客體驗米棧的

自然與文化之美，也期待在外地生活的遊子在這裡有工作機會能夠返鄉定居。 

圖 12~圖 14 為米棧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與米棧古道相關活動的照片 

 
  

圖 13：手作步道芳名錄-紀錄

來自全國義工對米棧古道整

修工作的協助 

圖 14：協會牆壁上掛著的

是挑夫公仔壁畫，材料有數

枝、麻布、五節芒…等 

圖 15：本隊隊長蕭士敦(圖

中)體驗米棧古道療癒小旅

行，來自外地的同行團員對

活動的滿意度很高 

參●結論與建議 

 米棧古道為具百年歷史的古道，其興衰歷程反映出本地的變遷，讓我們了解交通網

絡如何形塑一個地區的發展，深深影響居民生活的安排。雖然米棧古道不再是交通要

道，但其所蘊藏的歷史文化特色與自然風光，仍是壽豐鄉重要的資產。從對家鄉深具認

同感的社區人士投入古道整修，挖掘地方文化產業的素材，以增強文化體驗的深度和吸

引力開始，我們知道古道看似寂靜、風光不再，但深具發展觀光的動能。 

我們認為鄉公所或縣政府應協助地方人士，整體規劃米棧古道的旅遊活動，利用各

種媒介積極宣傳米棧古道的魅力，並結合壽豐觀光資源，吸引更多遊客前來。 目前米棧

社區居民間雖有一點發展方向的歧見，但期待大家能夠放下成見溝通協調，在社區居民

對米棧古道的發展產生共識的基礎下，做出最妥善的規畫，促進地方經濟的活絡。 

 
圖 12：米棧地標米甕在花蓮

0403 地震時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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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們不常到米棧，為了這次的報告，從 5 月到暑假的研究期間，我們數次騎腳

踏車到米棧，除了參加療癒小旅行、從西段登山口實地踏查米棧古道外，也訪談見證米

棧古道興衰的耆老及在地居民，這些成了既難忘又有趣的回憶。古道擁有豐富的人文與

自然資源，它的存在對米棧和水璉產生深遠的影響，也造就豐富的文化資產。我們期待

更多人能前來感受米棧古道的歷史的脈動、參加社區辦理的活動，進而創造在地的就業

機會，推動社區的經濟與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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