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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豐田環教中心 結合在地社區打造後山傳奇 

 

臺東永安社區為解決農業廢棄物處理問題，創意發想將廢棄的鳳梨葉，再製為

宣紙和紙扇，讓民眾透過 DIY 課程賦予農廢新價值 

 

2016 年來臺旅客達 1,069 萬人次，創下歷史新高，其中有近 50 萬的外國旅客

是專程來臺灣參加農村社區生態旅遊。根據臺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統計資料顯

示，2016 年體驗農村生態之旅的國內外遊客達 2,550 萬人次，較 2008 年 959

萬人次成長 166％；外國遊客增長更為迅速，成長率高達 634.4％。足以顯

示，臺灣農村生態已蔚為觀光新亮點，而長年推動環境教育和生態旅遊的農村

社區絕對功不可沒。 

 

昔日的貧困農村，如今變身為金牌農村 

全臺灣的農村社區數超過 4,200 個。今年參加「第一屆全國金牌農村競賽」的

農村社區共計 707 個，最後由臺東縣鹿野鄉永安社區脫穎而出，奪下冠軍寶

座。 

 

永安社區，是昔日居民眼中的貧困農村，如今變身成為全國的金牌農村，亦是

東臺灣最大的茶鄉，繼前總統李登輝命名的低海拔「福鹿茶」打開知名度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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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再以「紅烏龍」暢銷全臺，堪稱是後山農村的經典傳奇。 

 

「鹿野，以前是梅花鹿出沒的地方，“鹿寮”則是永安社區的舊名，因為當年

許多居民都在飼養梅花鹿。直到民國 50 年代，政府在鹿野推動紅茶事業，永

安社區變成茶園，才改善居民的生活。新元昌製茶工廠就是臺東第一家茶工

廠，現在第三代也返鄉接棒經營」，永安社區總幹事廖中勳解釋為什麼社區內常

見到一家家茶工廠和居民三代傳承茶事業之緣起。 

 

 

永安社區第三代茶農子弟返鄉傳承，擔任解說員實際示範捻茶過程，同時讓民

眾了解產業友善轉型無毒種植的歷程 

 

總幹事廖中勳本身也是返鄉子弟。當年看見務農父母因使用農藥導致健康出狀

況，毅然決然返鄉投入有機農法，接著又率先進行社區營造，導入環境教育和

農村再生活動；他說：「我們 20 多年來持續結合社造及民間自主資源，建構出

一套社區永續發展模式，堅持使用者付費機制並力推生態旅遊，每年可接待約

200 多個參訪團體，為地方帶來商機，居民也深受感動而加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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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環境教育特優社區 推動無毒農業的夢想基地 

永安社區是臺東第一個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的社區組織，針對社區特色

設計出 3 套獨樹一幟的環境教育教案：「發現玉龍泉」、「來去鹿野找茶」和「永

安有機農業初體驗」；同年，便拿下第一屆國家環境教育獎的社區組「特優」首

獎。2017 年，社區又被評選為全國食農教育示範點，因而將食農教育融入「永

安有機農業初體驗」課程中，安排學員學習有機農業和有機堆肥，親手採摘野

菜及窯烤披薩，讓環境教育課程更多元豐富。 

 

「近年來我們開始種植有機土種鳳梨。一般鳳梨 18 個月就能收成，有機土種

鳳梨需要近 2 年，但比較甜、纖維也比較細」，總幹事廖中勳一邊比較其不同之

處，一邊透露想把收成後產生大量廢棄的鳳梨葉作成鳳梨宣紙體驗活動，讓民

眾從 DIY 過程中了解有機農作及減少農廢棄物的概念，期許永安社區能成為推

動無毒農業及友善環境的夢想基地。 

 

 

永安社區種植的有機土種鳳梨，從隔離袋、水源到肥料都是天然自製，收成時

間雖然比較長，但對土地與環境更友善。 圖片來源：永安社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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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家庭，再次締造豐田傳奇 

花蓮縣壽豐鄉的豐田地區，是花東另一個傳奇聚落。由豐山、豐裡和豐坪三村

構成的豐田地區，早年是日本三大移民村之一。日本戰敗離臺後，原為日本佃

農的客家人便順勢接管留下的屋舍及農地，成為現今豐田最大的族群；而當年

移民村的神社、民宅及農舍則成為現今社區的文化遺產，如碧蓮寺、五味屋和

豐田文史館，加上當地曾歷經豐田玉和無子西瓜的興盛至衰落，更增添傳奇色

彩。 

 

但豐田傳奇曾消失匿跡近十年，直到 1996 年，豐田社區 4 個家庭因擁有共同

理想與熱情一起組成「豐田牛犁工作群」，以牛耕田的勤勉精神投入社區營造，

才再次出現；5 年後『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正式成立，以「環境教育」

為核心，期許豐田成為「環境教育學習型社區」，並建立「小雨蛙生態農場」、

「五味屋」、「豐田文史館」、「碧蓮寺園區」等營造點，以其構建成《豐田環境

教育學習中心》，隔年開始推動「社區深度旅遊」，迄今和 20 多家旅行社合

作，一年締造 4,000 人次以上的體驗人潮。 

 

如今，牛犁社區榮獲數十座獎項，包括社區營造最高榮譽「總統文化獎」的玉

山獎、國家永續社團獎、通過 WHO 國際安全社區組織認證…等；協會年收入

可超過千萬元，其中 52%來自自營事業項目。 

 

「我們社區是一個強而有力的組織，資金統一管理、統一運用。環境教育人才

是組織主要推動力，辦公室有 20 位專職環教人力可自主開發收費戶外課程和

三媽卡桌遊、巧拼、line 貼圖…等系列產品，並有在地業務能力，能引進公部

門資源，目前在 8 個村固定開班，是社區營造人才的培力中心」，協會總幹事楊

鈞弼指出，現在協會定位為「社會企業」，希望不只理念上的號召，還能實際為

在地創造產值。 

 

集結 10 個社區之力 打造花蓮溪環境教育廊道 

《豐田環境教育學習中心》針對社區特色設計「自然資源守護教育」、「多元文

化融教育」、「空間活化營造」、「花蓮溪棲地守護教育」、「農園體驗教育」等五

門環境教育課程。值得一提的是「花蓮溪棲地守護教育」，今年與 10 個社區單

位合作。總幹事楊鈞弼表示，守護花蓮溪不能只有河床，應延伸到中游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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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尤其周邊沿溪社區都很關心花蓮溪棲地，因此今年整合 10 個單位成為一

個環境教育「區域主題」，大家齊力建構花蓮溪環境教育廊道，同時輔導農民採

友善農法，希望未來能將「友善西瓜」發展成為花蓮溪河床棲地生態守護認證

標章。 

 

 

豐田環境教育中心總幹事楊鈞弼在設計花蓮溪的守護課程時，就考量到源頭的

環境安全、迴游生態，及河川中段密集的污染防治，到出海口護土植物等議題 

 

為什麼西瓜和守護花蓮溪河床棲地有關呢？這要回溯至 2002 年，協會注意到

社區出現很多臺灣特有種夜鶯，才發現原本在花蓮溪河床棲息的牠們，因西瓜

田過度開墾及瓜農噴灑農藥、掛鳥網驅趕，不得已才移往社區尋覓新生活空

間。 

 

「這正好是我們重視的生產、生態、生活之三生一體的議題。所以協會自 2012

年特地向河川局認養了 8 公頃河川地作為臺灣夜鷹保護區，鼓勵農民採用友善

耕作方式」，總幹事楊鈞弼透露目前成效不錯，已經很少有瓜農會掛鳥網，也逐

漸不使用農藥和生雞糞，也不會隨意棄置塑膠布及水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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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臺東永安社區或是花蓮豐田社區，都是因當地居民希望守護自己的家鄉，

而努力建立起永續經營的生態旅遊與在地商機；反觀企業，希望守護臺灣環境

時會怎麼做呢？不論是運用企業資源支持農村生態旅遊或是購買社區的友善農

作，相信都是守護臺灣不可或缺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