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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業務報告 

日 期：101 年 4 月 25 日 

報告人：主任委員 古 秀 妃 

 

議長、副議長、召集人、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   貴會第 1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秀妃榮邀列席報告本會工作概況與業務

推動情形，並親聆教益，作為今後工作指標，深感榮幸。首先，謹代表全體客委

會工作同仁，由衷感謝各位議員女士、先生的鼎力支持、匡督指導，使本會各項

業務均能順利推展，謹致崇高敬意與謝忱。 

多元文化是一個進步城市的象徵，本會以「處處是客家」為施政主軸，深入

家庭、社區及校園，推動客語復甦及客家文化傳承工作，以打造高雄市成為一個

多元文化的典範城市為目標。以下謹就本會工作概況及未來工作重點，提出報

告，敬祈不吝指正。 

 

一、積極推廣客語教學，落實母語扎根 

幼稚園： 

走訪本市公私立幼兒園所，鼓勵推動客語

兒歌教唱，並全力提供教學所需師資及補

助教師鐘點費，100 年 10 月至 101 年 3 月本

市共有 39 所幼稚園（托兒所）推動客語教

學課程，上課人數 3,250 人次，自 96 年迄

今累計學習人數達 26,493 人次。 

為推動幼童「全客語教學」計畫，廣邀本市 43 所國小、幼稚園、托兒

所的園（所）長及教師，於 100 年 12 月 23 日參訪屏東立群托兒所，觀

摩該所推動成效斐然的「全園客語沉浸式教學」活動，共 31 人參加。 

 101 年 2 月 11 日「全國客家日」，邀集美

濃、杉林、六龜等地逾 3,000 名家長、師生

齊聚美濃分 5 條路線，舉辦「歡喜講客嘉年

華」大遊行，市長陳菊親自率同所有參加人

員齊為「搶救客語」宣誓，希望每一位鄉親

都能重視客語流失危機，落實家庭母語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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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本市各級學校 

積極走訪本市各級學校，輔導開課或協助

推展客家文化活動，100 年 10 月至 101 年 3

月共有 81 所國小推動客語教學課程，上課

人數6,037人次，自96年迄今累計學習人數

達 65,954 人次。 

率全國之先於高雄市客家重點發展區美

濃、福安、吉東、廣興、龍肚等 5 所國小推

動「客家雙語實驗教學」，老師教學以客語為主，國語為輔，並提供獎

學金，凡學期成績名列班級前 5名者，均頒給新台幣 1,000 元，100 年

共 45 位學生獲頒獎學金。 

為鼓勵本市各大專院校透過面授、電視、廣播、網際網路、遠距視訊

等多元化學習管道，廣開客語文化課程，並鼓勵民眾及學生選修，訂

定「推廣客家語言文化課程學習獎勵措施」，凡選修學期成績達 80 分

以上者頒給獎學金，100 年共 93 位學生獲頒獎學金。 

將流傳於世耳熟能詳的世界著名童謠，重

新填上客家歌詞，出版「2011 客語世界童

謠」專輯 7,500 片，廣受各級學校客語老師

及學童喜愛，紛紛來電索取，讓更多小朋友

聽到優美熟悉的旋律，就能情不自禁配合客

語歌詞把它唱出來，也很快的就能學會客家

話。 

為增進客語教材多元化，提升教學品質，印製「客語真好玩」1-6 冊書

籍（含 2 片 CD）及教學字卡，分送本市各級學校客語教學使用，內容

精采豐富，頗受各界好評。 

為落實鄉土教育，提高國中、小學生客語學習與使用能力，辦理「100

年度客家母語演講比賽」，展現客家多元豐富的文化藝術。 

社會大眾 

為鼓勵民眾積極接觸客語，出版「大家來學客家話（含 CD）」一書，附

錄客家文物圖說，並將文字與聲音檔置於本會網站客語學習專區，提

供民眾免費的學習客語教材，頗受各界好評與熱烈索取。 

「高雄市客家學苑」推出多元豐富的語言文化課程，100 年開辦客語初

級、中級暨中高級客語認證四縣腔及海陸腔班、大家來唱客家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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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鼓學客話—親子口說藝術班及兒童客家安親班等 30 班別課程，計 5

萬 8,000 人次參與。 

二、兼顧傳統與創新，弘揚客家文化 

辦理客家還福祭儀  

為酬謝土地伯公（福德正神）過去一年之保佑，於 100 年 12 月 25 日假新

客家文化園區文物館舉辦客家還福祭儀，由李副市長永得率同鄉親及民眾

遵循客家傳統古禮祭拜，參加人數約 100 人。 

辦理拜新丁祈福祭典 

為傳承客家文化禮俗，於 101 年 2 月 5 日假光榮碼頭重現傳統祭典「拜新

丁」活動，全程以古禮進行祈福儀式，並商請屏東縣佳冬鄉三山國王廟協

助，將兩百多年歷史的新丁福廠，移師至高雄港都碼頭亮相，現場由資深

禮生引領依古禮祈福上香，計 101 名新生兒報名參加，由李副市長替新生

兒戴上平安符，象徵薪火相傳及庇祐新生命之意涵，讓高雄港都的夜晚，

再現客家風情，參與人數達 1,500 人。 

辦理新春祈福祭祀  

土地伯公（福德正神）為傳統客家重要信仰神祇，為祈求新的一年風調雨

順，於 101 年 2 月 3 日於新客家文化園區文物館舉辦新春祈福活動，由市

長帶領鄉親遵循客家傳統古禮祭拜，現場安排熱鬧的祥獅獻瑞及客家社團

歌舞表演，並準備客家圓粄供民眾品嚐，市長並發送龍年開運紅包給參與

的民眾分個好彩頭，吸引近 400 人參與。 

辦理大高雄客音飛揚合唱觀摩賽 

為活化客家文化園區，提升客家文化藝術表演水準，於 100 年 11 月 19 日

舉辦，並首次結合美濃在地優秀客家社團演出，藉此切磋交流平台，讓各

參賽隊伍盡情展現自己特質與優點，凝聚鄉親情誼，薪傳客家文化。 

辦理哈客遊戲設計比賽 

為讓青年學子對客家文化、歷史、語言、美食、音樂及故事有更深入的認

識與瞭解，鼓勵大專青年利用電腦科技，加入電玩的互動性與遊戲性，開

發具有創意及趣味的網頁遊戲，特辦理「2011 哈客遊戲設計比賽」，計 32

隊來自全國大專院校及研究所在學學生報名參賽。決賽於 12 月 10 日假美

麗島「光之穹頂」廣場展開，進入決賽的 11 個隊伍現場提供電腦遊戲試

玩，大、小朋友玩得不亦樂乎。比賽 後由樹德科技大學「Q 客」榮獲第

1 名，獲獎金 10 萬元；第 2 名為彰化師範大學「好客神魔記」及勤益科

技大學「哈客島大冒險」，各獲獎金 5 萬元；第 3 名為台北教育大學「桐

遊客家庄」及虎尾科技大學「HaKka 客家」，各獲獎金 3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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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高雄心、客家情」系列活動 

為增進客家文化能見度，提昇本市人文氣息，

已於 100 年 5 月至 9 月辦理「客家金曲演唱

會」、「夜合飄香在港都」、「夏客搖滾風」、「哈

客熱音大賽」、「舞動客家情」等 5 場完竣，

後 1 場「交響情人夢」於 100 年 10 月 8 日邀請

南台灣交響樂及美濃八音團，假新客家文化園

區演藝廳演出，約 400 人參與。 

辦理「客藝觀摩趣」活動 

為宣揚客家文化，藉與外縣市客家社團觀摩交

流機會，提升本市客家社團藝文表演水準，分

別於 100 年 9 月 17 日、10 月 15 日、10 月 29

日及 11 月 12 日等 4 日，邀請 32 個本市客家社

團及 8 個外縣市客家社團於演藝廳演出，吸引近 1,000 人次參加。 

三、活絡客家文化館舍 

「新客家文化園區」委外營運 

新客家文化園區為南部首座都會型客家文

化園區，園區內主體建築演藝廳、圓樓餐廳

及 2 棟展售中心已出租民間廠商營運，引進

民間資源及多元創新的經營理念，透過客家

文化展演，搭配客家特色建築、美食及文創

產品，帶動觀光產業，繁榮地方經濟。 

演藝廳承租廠商（縱橫天下休閒旅遊報社有

限公司）業於 1 月 22 日正式營運售票表演，

100 年度 10 月至 12 月辦理約 11 場次，並提

供府屬機關辦理活動 7 場次。 

圓樓餐廳及 2 棟展售中心承租廠商（民鼎企

業有限公司）業於100年 4月 2日正式營運，

餐廳和農特產品展售中心每日開館對外營

運績效良好，手工藝展售中心於 7 月至 12 月每周三及周四辦理兒童免

費 DIY 體驗活動，共計 59 團、1,614 人參加，成為客家文化鄉土教學

平台，讓學童能更深入瞭解客家文化。 

 101 年 1 月 25 日至 28 日(大年初三至初六)於園區戶外廣場舉辦「2012

迎春好客園遊會」，有藝文、樂團表演及農特產品與手工藝品展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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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1,600 人次參加。 

5.100 年 10 月起重新裝修園區文物館，豐富展示空間及文物內容，創造

館舍新意象，預計 101 年 4 月完工開放參觀。 

活化「美濃客家文物館」 

美濃客家文物館係以門票收費為營運基

礎，自100年 5月 23日起全面調降門票。

100 年度參觀人數 8 萬 4,071 人次，門票

收入達 221 萬 3,261 元，相較 99 年度的 5

萬 9,047 人次、217 萬 7,930 元，顯示門

票調降後不僅收入未減，參觀人數更呈

現大幅成長近 42％，有效傳承與宣揚客家文化，提升客家能見度。另

慶祝國際婦女節，於 101 年 3 月 8 日至 31 日提供婦女免費入館參觀。 

 100年 12月 2日至 101年 4月 22日展出「戀戀瀰濃-宋瑞和彩墨個展」，

無論在花鳥、蟲魚、走獸或近期的山水，秉持其「簡、淨、淡、雅」之

筆墨表現，截至 101 年 3 月底，觀人數約 7,800 人次。 

四、營造客家文化生活環境 

辦理「美濃中正湖整體客家文化發展暨景觀環境改造計畫」 

美濃中正湖自民國 90 年起設置相關設施，因歷年風災致設施損壞，且

環湖動線因部分屬私有土地而未串連，鑑於中正湖饒富客庄風貌，係

美濃主要風景觀光景點，爰辦理本計畫，將湖域周圍 20 公尺範圍土地

變更為公園用地，以期整體塑造水與綠優質環境，提升美濃地區客家

文化生活及遊憩品質。 

計畫分 2 期 2 年施行，總經費為 4 億 2,500 萬元，101 年編列土地徵收

補償預算 1 億 3,750 萬元，工程預算(含規劃設計等) 5,000 萬元。第 1

期既有環湖設施改善工程委由觀光局執行，工程已於3月6日發包，預

計 10 月完工；第 2 期擴區環湖環境設施工程規劃設計刻正上網招標，

預計 12 月完成細部設計及工程發包、102 年 11 月完工。另公園用地徵

收補償俟「變更美濃鎮中正湖風景特定區計畫」通過內政部都委會審議

後辦理。 

另為廣徵意見以利計畫執行，已籌組計畫推動委員會，邀請美濃地方

團體代表及相關局處共同組成，不定時召開會議凝聚共識。 

辦理「美濃客家文物館整體風貌改善工程」 

為改善美濃客家文物館軟硬體設施，提升館內設備功能，重塑外觀風貌，

專案計畫總經費計 1,870 萬元，業獲客家委員會補助 1,458 萬元。工程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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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美濃客家文物館為範圍，包含：  

牆面整修、設備更新、外牆綠美化隔熱 

地下室排水設施改善 

入口設施更新 

中庭客家公共藝術造景 

主題館多媒體設備 

戶外廣場增設舞台。 

目前正委託規劃設計中，預計於 101 年 6 月發包，102 年 4 月完工。 

五、輔導社團推廣客家文化 

 100 年輔導 43 個客家社團，積極推廣客家語言文化、振興客家傳統民俗

活動、開辦客家歌謠、舞蹈及技藝等培訓課程，公私齊力推廣優美的客家

語言文化。 

為促進客家文化城鄉交流，觀摩各地推動客家文化績效，100 年 10 月至

101 年 3 月輔導 11 個客家社團，計 587 人次，前往台中、桃園、苗栗、

新竹、南投、花蓮、台東、屏東、台南、基隆等地區從事客家文化交流活

動，有效提振本市客家藝文創新與發展。 

六、產業輔導研發與行銷 

辦理「客家美食業者認證輔導培訓」計畫 

為期大高雄客家美食朝優質化發展，於 100 年 10 月至 101 年 3 月辦理「客

家美食業者認證輔導培訓計畫」，評選出 15 家優質餐廳及粄條店，遴聘各

領域專家，投入改造基金協助業者改造店面、改善衛生環境、研發新菜色、

開發伴手禮、培訓服務技巧及管理行銷，讓店家服務品質升級，提高客家

菜的品牌形象，開拓客家美食產業商機。 

配合燈會藝術節辦理客家特色產品展售活動 

 101 年 1 月 27 日至 2 月 6 日配合旗山「印象高雄」燈會活動，辦理客

家文化藝術展，並設計客語文化闖關遊戲，讓親子輕鬆體驗客語文化

活動，另安排現場教作紅粄及發糕，行銷客家美食。 

 101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6 日配合岡山「一區一特產」燈會活動，展售

客家油布（紙）傘、新竹貢丸湯、客家花布產品、葫蘆藝術品、客家童

玩手工藝品、客家美食等特色商品及優

質伴手禮，成功行銷優質客家特色產

業。 

七、營造客語無障礙環境 

為有效運用社會人力資源，型塑客語無障礙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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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自 96 年 10 月起陸續在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火車站、榮民總

醫院、國立科工館及三民區公所等重要公共場所、美濃客家文物館，設置「客

語服務窗口」，招募志工近 118 名投入窗口服務工作，100 年 10 月至 101 年 2

月底，服務達 10 萬人次。 

八、發行雙月刊並加強運用媒體行銷客家 

為落實客家語言文化推廣工作，讓其他族群

更認識客家，與高雄電台合作，每週一下午

4 時 5 分至 5 時於 FM 調頻頻道播出「 佳時

客」現場直播節目，深受市民朋友好評。為

擴大服務聽眾，另於每週一至週五下午 1 時

至 2 時於高雄廣播電台 AM 調幅頻道播出「客

藝廣播站」節目，擇選本會培訓歡樂傳播營結訓優秀學員，自行規劃製播

節目內容，落實「訓用合一」功能。 

自 94 年起發行「南方客觀」雙月刊，宣揚客家文化，傳達中央及高屏客

家相關政策與活動訊息，每期發行 1 萬 6,000 份，截至 101 年 2 月底止已

發行 37 期，有效承襲高雄在地客家精神。 

參  

一、積極行銷新客家文化園區，提升觀光效益 

 101 年 4 月至 102 年 4 月規劃辦理「2012 高雄心客家情」系列活動，內

容涵蓋客家藝文展覽、表演、美食、手工藝品展售等，以提高園區知名度

及遊客參訪率，有效帶動觀光產業。 

充實園區公共基礎設施，妥善管理園區建設，協助承租廠商加強營運能

力，共同合作永續經營園區。 

二、積極營造客家文化生活環境 

賡續辦理美濃中正湖整體客家文化發展環境景觀營造計畫，以建設中正湖

成為北高雄客家文化生活及休閒觀光區。本案將朝改善中正湖現有景觀環

境設施不足及毀損部分，及辦理中正湖周邊 8.0256 公頃用地徵收為湖濱

公園等方向進行，並廣納地方意見，讓計畫順利推動，如期如質完工。 

規劃辦理「美濃區中庄歷史空間環境景觀整體規劃設計」計畫，以中庄歷

史空間(美濃故事館、美濃警察分駐所、舊美濃戶政事務所建築空間及周

邊環境景觀)為整體規劃，作為美濃圖書、藝文、旅遊空間用途，總經費

預估 4,000 萬元，預計 101 年 12 月完成，刻正積極向中央爭取補助中。 

選定 9 處美濃地區之歷史建物，進行現場勘查，依土地權屬調查、用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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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可行性、供公眾使用意願調查、建物歷史與文化保存價值性等作為評估

整修之優先順序，初步選定美濃鍾家伙房、九芎林老善堂、鍾健君菸樓等

3 處，將提案向客家委員會爭取「客家生活環境營造計畫」補助經費。 

三、推行客語學習多元化，開創雙語教學新模式 

編製具在地特色淺顯易懂的客家文化繪本，提供本市各幼稚園及國小客語

教學使用。 

擴大辦理「客家雙語教學」，增進客語復甦及文化傳承。 

四、舉辦「2012 客庄 12 大節慶—高雄夜合季」 

「夜合」代表客家婦女的勞動之美，配合溫馨五月母親節舉辦「高雄夜合季」，

透過現代客家戲劇群像故事表演、客家詩歌、地景創作藝術徵選、客家音樂會、

產業嘉年華、客家電影院等系列活動，宣揚高雄市客家文化特質，吸引全國民

眾前來熱情好客的高雄做客，達到客家文化扎根，行銷在地文創產業，帶動觀

光旅遊發展的目的。 

五、辦理「黃金白玉蘊美濃產業發展計畫」，振興客家特色產業 

運用農業資通訊概念，導入環境監測與智慧導遊技術，讓人口逐漸老化的農村

藉由資通訊運用，發展地方產業，吸引年輕人力回歸農村，投入特色產業，並

整合農特產及農村觀光資源，提升農特產品的創新與多樣性為目標，延伸農產

品的生命與價值，並營造優質環境塑造產業特色，促使美濃觀光蔚為潮流，進

一步帶動農村整體經濟發展。 

 

客語使用人口每年以 5％的速度減少，再加上升學壓力與英語主流化的雙重

衝擊，讓客語傳承工作受到嚴重的影響與挑戰，爰此，客家事務工作也顯得特別

任重道遠。本會長年致力於客語深耕工作，深入社區、校園植耕，培育客語教學

資源教師，並透過社區互動，營造學習客語氛圍，希冀未來客家族群能得到其他

族群更高度的認同與喜愛。本會自成立以來，承蒙 貴會指導與協助，業務推動

漸上軌道，客家文化在本市各行政區也逐步落地生根，相信必能帶動高雄市成為

多元族群共融、共生的幸福城市。 

後，敬祝 

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大會圓滿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