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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傳播科技導入地方創生 淡江師生共織淡水生態系  
趨勢巨流河

 

文／賴映秀、姚順富 

 

前言

 

2019年，行政院國發會以地方創生戰略五支箭，推動「均衡台灣 生生不息」的城鄉

均衡目標下，地方找到振興的動力與方向。

 

淡水區公所希望以淡水的特色休閒農業區，為北台灣創造大屯山系的療癒場域

，2021年開啟了淡水區地方創生共識會議的地方擾動過程。 大傳系助理教授馬雨沛

，在進行淡水DNA盤點中，發現淡水區正如同台灣的縮影，有持續人口成長的「都會

區」，卻也有荒蕪與休耕的「農業區」；淡水行政區，正如同台灣面臨的城鄉失衡、

農村喪失活力的困境。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雖然大面積休耕，卻也有為數不少的新農

民、青農民，加入淡水小量耕植的無毒有機行列。他們的心聲在「淡水區地方創生共

識會議」中，經由提案、討論，逐漸形成共識——小農們需要整合的平台(實體與虛

擬)，以因應新冠疫情，加速數位轉型的腳步、加大科技導入的力度。

 

淡江大學長期以「共創大淡水 智慧大未來」的高教社會責任初衷，回應地方的需求

，於是110學年度起，本校重點研究計畫通過「建構地方創生平台生態系」，大傳系

主任唐大崙、馬雨沛助理教授與資工系林莊傑助理教授、中興大學資管系副教授洪智

傑、管科系陳怡妃副教授、教設系講師陳維信與大傳、資工兩系的碩士生等，摸索如

何建構淡水地方生態系。師生團隊試圖以網站、fb、YT、360度環景影片、設計商品

上架，網路平台、產學農合作、農場設施、農遊體驗，甚至是淡水的音樂特色等，創

設「農門淡水」多元平台，將淡水農民與世界連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方創生成果】行銷與包裝 休閒農業最後一哩路

 

110學年大傳系「社會行銷與實作」課程中，學生前往淡水福容大飯店、琉傳天下-觀

光工廠、紫藤咖啡園、北新有機休閒農場進行參訪田調，瞭解其營運模式、經營理念

等，協助學生策劃出最佳的行銷方案。學生規劃旅遊景點宣傳農產品牌、為旅客設計



山海遊程、在福容飯店廣場舉辦農產市集，並繪製海報，透過主視覺展示提案主題。

藉由學生的創意以及青年的思維，建構出創新創新旅遊的路線，為休閒農業體驗作準

備。

 

為了在疫情時增加旅客的線上體驗，在重點研究計畫資助下，「農門淡水」拍攝南瓜

隧道及紫藤花園兩部360環景影片之後，媒體的續航力，讓淡水農民的花果，送達全

世界的眼前，讓大家士氣一振。

 

之後再與台灣藝術創生基金會合作，拍攝兩部地方創生紀錄片，其中兩部:《媽祖的

空中菜園》《三芝綠色療癒廊帶》，更入圍第一屆「青春還鄉—新北地方創生微電影

競賽」，即將在中華電信MOD「EYETV旅遊台」電視頻道全台播放。學生在拍攝的過程

中，親自進入地方，觀察長者學習種植水耕蔬菜、手沖咖啡，甚至經營菜市集、販售

水耕蔬菜，體會到長者為社區無悔奉獻的不老精神。

 

參與地方活動的行銷，對於師生來說是大考驗，與地方人際網絡合作，在傳統的農業

上，嘗試融入新意。2022年6月新北市農業局在新北市政府舉辦「蒔瓜好日子-健康農

來」，新北市長候友宜致詞時表示，淡水區農會、農民所栽種及推廣的南瓜與創意料

理，讓淡水歷年的南瓜節獲得各界好評，也特別感謝淡江大學的貢獻。

 

建構地方創生生態系的構想，需要一個平台，敘說淡水的在地故事。「農門淡水」以

說故事方式，介紹每位農民故事，各淡水農家當中紛紛在眾多農家中創造特色，還有

年輕的農二代放棄餐飲事業，返鄉做起青農等故事，都是能促進淡水農業發展的話題

，目前已有等16農家。實體刊物部分，發行小志《淡水農話四季》、《淡水藝術療癒

空間》、《日本風情話淡水》，未來也將規劃《淡水金牌農村的永續之路》、《淡水

農樂多山中市集》、《悠游 淡事》等。

 

2022年9月開始，馬雨沛續於文學院文化創意產業學分學程「創意城鄉」課程中，規

劃「2022地方創生系列講座」，邀請前國發會主委陳美伶、淡水商圈文化觀光協會理

事長盧育佑、金山漫遊行政顧問賴家華、《新莊騷》主編梁勝欽、台灣藝術創生文化

基金會執行長陳世偉、台日設計觀察者蔡奕屏等逾十場講座，並於農門淡水臉書同步

直播。講座現場有來自大淡水的地方人士、青農、經營者：建築系教授黃瑞茂、文史

工作者姚莉亭等，共思創生之路。真食手作餐廳老闆廖千慧聽完陳美伶的演講深受啟

發：「彷彿聽到真食手作的未來。」（姚順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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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麥塊遊戲啟發 農門淡水建構淡水生態系

 

2019年參與新北市立古蹟博物館「1884滬尾之役」的委託案，馬雨沛將傳播領域的思

考，投入淡水的特色發展。同年，獲得前學術副校長何啟東支持，參與經濟部中衛中

心舉辦的日本地方創生參訪之旅，因此與台灣各地的創生工作者交流，共同見學日本

的創生法規與案例的標竿成果。

 

在「建構地方創生平台生態系」的論述中，馬雨沛倡議，全世界都在極力推動聯合國

永續發展目標（SDGs），在此思維驅使之下，淡水正可發揮關鍵角色，讓過往在大學

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與在地農業協力與實踐，跨入下一個「共創大淡水 智慧大

未來」的新階段。在高教社會責任的初衷下，回應地方需求繼續深耕，此舉亦超前部

署將大學鏈接的各種專業與資源，攪動起地方各種面向，整合的動能，建立平台與創

新服務，成為永續的智慧生態系統。

 

「建構地方創生平台生態系」原先以平台型開始拓展，希望藉由大專院校師生的科技

傳播力量，為淡水的農家推廣在地的農產品。但是因淡水的小農所根植的蔬果產量不

高，加上蔬果較為適合在地銷售，加上大部分農民面臨缺人、缺量及缺乏資金，使得

擴展進度受限，進而開始發展解決方案型生態系網絡。

 

馬雨沛看到大淡水的盎然生機：「有學校、農民、商圈、青中年、退休族、新移民

，以編織生態系的策略，擴展地方創生網絡。」此生態系能由淡水出發，擴展至北海

岸與東北角。（姚順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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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視角話轉型】滬尾休閒農業區生態系成型

 

紫藤咖啡園 賴文鏗

 

去年接下滬尾休閒農業區理事長，賴文鏗自11月上任前開始，每週一下午2點到5點召

集成員輪流到各個園區開會，成員包括：北新有機休閒農場、羅媽媽自然農場、石牆

仔內、琉傳天下琉星花園等商家。商議大計之外，也要順便喝下午茶，由成員給當天



的東家提供建議，他說用意很簡單：「你不懂浪漫，客人怎麼浪漫得起來？」

 

上任至今才年餘，這樣的下午茶已經辦了13場，理監事會議也開了9次。他跟園區的

老闆們說：「凡事不求100分，只求第一名。」他強調重點在「超越第二名」。為了

求好，他花了兩個月的時間，上you tube去看全世界的園區，要「集眾人優點於一身

」。也因為他的推動，今年12月農委會例行兩年一次的評鑑，委員們對於園區都一致

給予好評，認為「進步很多」。

 

於1994年引進日本紫，創設咖啡園區，他也以第一名的精神來經營。365天只有3月中

至4月初開放，約20天營業，和客人「一年一會」卻能創造商機可見一斑。長年在淡

水屯山園區經營，賴文鏗對於園區的現況十分熟稔。以他自己所遭遇的場地、交通困

境，天元宮、阿三哥農場都有同樣的問題。29日公所開的交通協調會議上，二十多個

單位來開會討論忠寮里的交通，至今仍舊膠著。

 

對於園區的未來，他看好茶樹精油園區的建置，冀望於地方創生提案，計劃打造兩百

甲的茶樹園，提煉茶樹精油。他大方談理想，除了期待看到每年來看紫藤的回客臉上

的笑容，他更希望能夠看到滬尾休閒農業區裡的青年返鄉，個個口袋滿滿，和老年人

含飴弄孫的笑容。（賴映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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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傳天下館長林紀瑄

 

為全國唯一一家設立為觀光工廠的琉璃工作室，「琉傳天下」近來已逐漸轉型為以琉

璃藝術為主題，結合園藝來推展藝術的複合式空間——「琉傳天下琉星花園」。館長

林紀瑄說：「讓藝術生活化，概念設計融入生活，希望讓參觀的民眾感受到琉璃藝術

沒有那麼遠，創意也在生活裡。」

 

基於這樣的理念，進一步將創意延伸，分享給更多年輕的學子，琉傳天下已加入新北

巿教育局開辦的「職探教育」體驗中心的認證行列，為國小高年級到國中階段的學子

們設計「玻璃藝術」教育。此外，以創辦人周宇軒自學自創琉璃藝術的挑戰精神，開

創「食農教育」——養蜜蜂，將在園區戶外具高低差的空地上，建構蜂屋，除了帶入

「蜜蜂為生態重要一環」的環保概念，也考慮開發蜂蜜、精油等相關產品，朝多元發

展方向經營。



 

雖具有大淡水區少數符合法規的園區條件，一度曾經由本校農產學合作案轉介，與福

容飯店評估「對接合作型式」，帶動遊客「順遊」的可能性，福容也考慮將琉璃藝品

於旅館空間中展出，但皆因疫情所囿，未有進一步進展。林紀瑄表示，贊同地方創生

的理念，不排除與淡江師生們有實際運作專案的可能性。未來仍將持續DIY的觀光工

廠模式，但希望以辦活動的方式，吸引各階層的民眾，例如：與淡江團隊合辦夏令、

冬令營，提供學子園區多元的生態及藝術，應為可努力的方向。（賴映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真食手作 廖千慧

 

一位母親因為罹癌的女兒，開始研製無添加的真食物，當女兒奇蹟似地恢復了健康

，母親也因此開展了果醬事業，還以「無添加、真食物」的概念開辦了餐廳。「真食

手作」老闆廖千慧說，這個聽來令人動容的故事：「不是品牌行銷，是真實的過往。

」

 

這位母親創業的第一罐產品，是為贊助偏鄉孩子的義賣會而產出，從一罐青醬開始

，她秉持初心，開始她的事業。得到各界支持，從2016年起，她陸陸續續獲得國際無

添加協會亞太美食奬等6個國際獎項，令從未申請獎項的廖千慧始料未及。

 

開了餐廳之後，她的產品從果醬、醬製品、花草茶，一路開發新產品。因落腳淡水

，也支持在地小農，使用當地食材。近日開發「楓樹湖」的木蓮花，製成微酒精的飲

品「康普茶」，正思考著「明年要做些不一樣的東西」。「紫藤花和蝶豆花有異曲同

工之妙，在地的柚子花可以作成飲品、茶包、糕點」

 

滿腦子研發真食物的發想，也有先生一起打拚，疫情期間經營網站、FB有上萬粉絲

，但手作的產品終究在產量上無法突破。近年開始接B to B的訂單，但以一個小餐廳

的廚房來生產，終究不是辦法，在接觸淡江團隊之後，燃起「開設真食物加工廠」的

想法。

 

「到淡江聽了陳美伶的演講，看到很多不一樣的面向，我們可以不只是一間餐廳，可

以伸出更多的觸角，幫助社會上更多人。」廖千慧說她不僅看到商機，也受到啟發

，原來她可以藉由產品對地球更友善，也幫助二度就業婦女，善盡社會責任。

 

曾經是麥當勞員工，對於開設加工廠的構想，除了有果肉、果皮、根莖全食物利用的



環保循環概念，她也有成本架構底子。廖千慧期待開設加工廠的提案，能成功把產品

作為「愛的延伸」。（賴映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芝魯肉販多肉植栽農場 楊志清

 

2018年在三芝設置多肉園區，短短五年，「三芝魯肉販」靠著人稱魯哥的經營者楊志

清過人的毅力，和之前累積的多肉社群人氣，在三芝一塊沒水沒電的紅土中，建設起

以智慧農業管理模式經營的多肉植栽園區，並開始投入第二期「可愛動物區」的建置

。

 

作為返鄉青農，曾為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執行長特助，以魯哥的行銷經驗與職場經歷

，在辦活動、slogan發想、網路行銷方面都難不倒他。甚至還有餘力可以拉抬同學家

的農產品：三芝的地瓜、拉拉山的水蜜桃，最近則是台東的釋迦。因此，在魯哥的直

播現場，鏡頭在三芝通透明亮的溫室裡，展示的轉盤上眾星拱月的主角是碗公大小的

臺灣甘露梨，圍繞在旁的才是一盆盆的美肉（多肉）。原來只是希望相互拉抬，倒是

走出即時線上行銷的多元路線。

 

靠網路闖出了一點名氣，魯哥還有滿腦子的創意，「三芝不只有茭白筍、山藥而己

，還有多肉植栽！」他倡議三芝在交通指標，應該有旅遊景點的標示，帶動遊客的流

動。他不諱言舉茭白筍節的例子，在宣傳DM上，「區公所、咖啡廳都進去了，到底我

們的農場在哪裡？」

 

在馬老師團隊拍攝的「青春還鄉——三芝多肉綠色廊道」微電影上線之後，就有「部

落客來現場直播。」帶動更多網路的關注度。他表示，農場可以作為建教合作的平台

，無論是多肉培育課程、傳播行銷等方面，提供學子實習的場域。他也冀望藉地方創

生的提案，結合他的夢想，繼續把多肉植物的美好，從三芝傳播到網路可及的每一個

角落。（賴映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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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展示學習型城市及各局處推動終身學習成果，由市長侯友宜頒發感謝狀予各單位，淡水商圈文化觀光協會理

事長盧育佑(左一)、本校黃瑞茂教授(左二)、馬雨沛助理教授(左三)等師生共同於淡水商圈韌性城市學習計畫中共學共

作。



 

 

農門淡水師生與在地業者福容飯店（漁人碼頭店）合作，行銷新北南瓜節，福容飯店總經理陳柏宏（右二）與師生合影

。（圖／農門淡水提供）

 

 

團隊與台灣藝術創生基金會合作，拍攝兩部地方創生紀錄片，其中兩部：《媽祖的空中菜園》、《三芝綠色療癒廊帶》



，更入圍第一屆「青春還鄉—新北地方創生微電影競賽」，即將在中華電信MOD「EYETV旅遊台」電視頻道全台播放。

（圖／農門淡水提供）

 

 

2022年6月新北市農業局在新北市政府舉辦「蒔瓜好日子-健康農來」，新北市長候友宜（右三）化身南瓜大使。（圖

／農門淡水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