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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都會區客家青年駐地工作站計畫）基本資料表 

計畫編號  

主管機關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申請單位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管理單位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執行期間 自民國110年7月貣至111年8月止 

規劃期間 自民國年月貣至年月止 

工程期間 自民國年月貣至年月止 

實施範圍 
本計畫實施範圍以高雄都會區客家人口聚集之三民區與鳳山

區為主要實施重點。 

計畫目標 

高雄客家重發展區（美濃、杉林、六龜、甲仙）客家人口數

合計5萬4,200人，然而在都會地區三民區、鳳山區客家人口

數計10萬2,900人，為數不少，惟客家鄉親居住分散，推廣及

傳承客語不易，且難以凝聚鄉親客家意識，年輕人客家認同

感也不足。期望透過本案，培力2名客家青年投入客家服務領

域，以三民區、鳳山區為都會地區示範點，推廣家庭母語，

辦理客家相關藝文活動，達成提升都會市民對客家認同感知

目的。 

工作項目 

（一）建立客家名冊 

（二）結合都會流行之元素精進客家藝文活動內涵 

（三）成立客話大家庭，辦理客語種子家庭工作坊 

（四）結合校園推動客家生活圖卡或 Vlog，提高不同族群參

與度，吸引年輕人親近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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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效益 

1. 質化效益 

喚醒都會客家居民的客家意識，同時建立客家資源網絡，

聯繫鄉親情誼，也讓不同族群的年輕人都能參與客家活

動，認識客家。 

2. 量化效益 

(1) 建立都會區客家名冊 

讓鄉親能互助或聯誼 

(2) 社區擾動及課程參與 

駐地工作站建置後，預計第一年可達成社區擾動

100,000(人次/年)，以及500(人次/年)參與各項課程

活動。另外透過客家市集、客家美食體驗、親子活動

辦理等，保孚估計第一年將帶來至少200萬年產值。 

(3) 培力2名在地青年 

透由工作站為期一年的運作，培力在地青年組織工作

站，使在地青年發揮長才，累積資源與人脈，期望未

來即使在無政府經費挹注後，仍能維持運作。 

  評估指標 量化效益 

指 

定 

指 

標 

創造尌業人數 2人 

促進民間投資金額  

增加周邊經濟產值 200萬/年 

  

自

訂

指

標 

社區擾動人數 100,000人次/年 

活動參與人數 2,000人次/年 

課程參與人數 900人次/年 

  
 

計畫總經費 

（萬元） 
規劃或勞務經費 297 

經費來源 

（萬元） 

地方政府自籌款 

（16%） 

客委會補助款 

（84%） 

合計 

（100%） 

47 250 297 

主管機關 

承辦人 
尤瑞君 

單位 綜合規劃組 電話 07-3165666轉 25 

職稱 組員 傳真 07-3165366 

E-mail ha1221@kcg.gov.tw 手機  



4 
 

申請單位 

承辦人 
尤瑞君 

單位 綜合規劃組 電話 07-3165666轉 25 

職稱 組員 傳真 07-3165366 

E-mail ha1221@kcg.gov.tw 手機  

註：欄位若不敷填寫，請自行調整欄位之寬度與長度，以能確實表達為主。 

 

指定指標填報說明 
效益指標 定義 計算方法 

創造尌業人數 
計畫投入衍生出尌業人數之

計算 
推估計算人數 

促進民間投資金額 
計畫投入後促進民間投入之

估算金額 
推估民間投資金額 

增加周邊經濟產值/年 
計畫投入後促進民間投入之

經濟產值 

根據交通部旅遊人口帄均每

次消費額 x 當地旅遊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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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緣貣 

高雄客家重發展區（美濃、杉林、六龜、甲仙）客家人口數合

計 5萬 4,200人，然而在都會地區三民區、鳳山區客家人口數計 10

萬 2,900人，為數不少，惟客家鄉親居住分散，推廣及傳承客語不

易，且難以凝聚鄉親客家意識。 

此外隨者社會經濟快速的發展，家庭結構的變遷，城鄉差距大，

尌業機會侷限，許多年輕族群皆往都會區求發展，多半居住在都會

區裡，謀職時或在家時，多數人已習慣以國語溝通，卻罕用其他語

言，如閩南語、客語、原住民族語等。 

在都會區的客家青年或孩童，若從小沒有學習客語的環境，甚

至對於自身客家的文化也認識甚少，比貣居住在客庄地區的居民，

對於身為客家人更是缺乏認同感，一般民眾若是不瞭解客家文化，

對於客家也多存在小氣傳統等刻板印象，因此翻轉客家印象，及增

加都會區客家人的自我認同，即是本計畫最重要的課題。再者，若

能提供都會區客家青年一展長才的機會，也有助於其對客家文化的

重視，以解決客家社團老齡化及斷層的困境。 

 

二、 計畫目標與實施策略 

（一）計畫目標 

本計畫以三年為目標，期達到客家青年人才培育效果。本年度

為第一年期，希望透過本案，培力2名客家青年投入客家服務領域，

以三民區、鳳山區為都會地區示範點，推廣家庭母語，辦理客家相

關藝文活動，並結合校園推動客家生活圖卡及推行客家風格 Vlog，

吸引年輕人喜愛客家並提升都會市民對客家認同感。 

（二）實施策略 

（含計畫執行方法、操作步驟、預期執行重點及住民參與計畫） 

選聘專業的團隊在三民區成立駐地工作站，並透過尋找都會

區客家人的活動辦理，建立客家名冊，同時進行都會區客家

資源的調查，推廣行銷優質之客家產業，另外成立客話大家

庭，辦理各項工作坊活動，推廣家庭母語，並將辦理大、小

型活動，增加都會區客家曝光度，及提升都會區客家人的客

家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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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駐地工作實施範圍與點位說明 

本案駐地基地範圍為新客家文化園區文物館基金會辦公室。

現況說明如下： 

1.建物調查 

新客家文化園區文物館地址為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二路 215

號，座落在中華段一小段 132之上，土地所有權屬為高雄市、

管理者為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物建號為 722號，坐落於三民

區中華段一小段，土地所有權人為高雄市、管理者為高雄市政

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2.衛星影像圖說現況照片 

 

 

 

 

 

 

 

 

 

 

 

客家文物館基金會辦公室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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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物館圖書室 

 

 

3.使用執照及使用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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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計畫執行重點說明 

（一）周邊環境特徵 

1. 交通系統 

 

 

 

 

 

 

 

本案駐點辦公室位於三民區新客家文化園區文物館，計畫執行重

點為三民區及鳳山區。 

2.公共設施及周邊景觀資源分布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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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民區 

客屬分佈鮮明，是高雄市區客家族群的大本營之一。尤其本

區最為鮮明的客屬分佈以本區寶珠溝之寶民里、寶珠里等，

A.主要環境資源有：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於民國86年10月正式開館的國立科

學工藝博物館，位於高雄巿六號公園內，

為台灣第一座應用科學博物館，館展面積

之大，在全世界同類型博物館中排名第

二，僅次於法國巴黎國家科技及工業博物

館,在亞洲則排名第一。 

  國立科工館的立館精神強調科技與

人文結合，因此全館的設計與規劃都在突

顯人與科技的關係。 

 

金獅湖風景區 

  金獅湖原名大埤，位於高雄市三民區

覆鼎金東側獅頭山下，故名之。是高雄愛

河上游一座湖泊，水域面積約11公頃，雨

季時有調節水位的重要功能。金獅湖水位

受乾雨季影響，湖岸已闢成金獅湖公園，

金獅湖不但是當地居民的休憩運動場

所，也是高雄市民假日闔家休閒的去處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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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客家文化園區 

「新客家文化園區」座落於三民一、

二號公園，設計構想從客家族群生活元素

出發，頗具客庄的特色風貌。廣場上的「半

月池」是客家建築特色之一，具有儲水、

防火、灌溉、養頄及調節氣溫等實際用

途，在風水上亦代表聚財。貼上鮮明客家

花布的涼亭，刻鏤油桐花的紙傘造型座

椅，還有生態池的休閒好風光，予人愜意

之感。 

園區設有客家文物館、演藝廳、圓樓

餐廳、講半波咖啡輕食等。宏偉的演藝廳

有著狀似菸葉的屋頂，內部可容納300多

人。圓樓為中國閩粵地區的民居，係客家

傳統特色建築。 

 

光之塔 

  光之塔原為聳立於三民區同盟路與

自立路口的三民一號公園內的台電高架

鐵塔，為了讓突兀的鐵塔融入社區，高約

40公尺的光之塔分別用紅、橙、黃、綠、

藍、靛、紫加以彩繪，使它不論白天黑夜

這裡都充斥濃厚的藝術氣息與強烈又繽

紛的七彩。 

 

 

高雄願景館 

  高雄願景館(原高雄火車站)是日治

時期建築物，站房主體採日本建築師所稱

「帝冠式建築」而帶有濃烈的日本主義色

彩，具西洋式玄關、大廳，兼容「凡爾賽

宮」與「日光廟」屋孙結構形式之和洋混

合式建築。在日人南進政策的驅動下，被

賦予帶動高雄工商業發展的重任，為高雄

發展過程中之時代表徵。民國91年(2002)

為配合鐵路、捷運、高鐵三鐵共構，這一

棟見證高雄發展的帝冠式建築主體被遷

移到附近的空地，規劃成「高雄願景館」，

以數位博物館型式裝置，展示高雄的前

世、今生與未來。 

http://zh.wikipedia.org/wiki/三民區
http://zh.wikipedia.org/wiki/三民區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三民一號公園&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台灣電力公司
http://zh.wikipedia.org/wiki/紅
http://zh.wikipedia.org/wiki/橙
http://zh.wikipedia.org/wiki/黃
http://zh.wikipedia.org/wiki/綠
http://zh.wikipedia.org/wiki/藍
http://zh.wikipedia.org/wiki/靛
http://zh.wikipedia.org/wiki/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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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客家特色環境資源： 

來到高雄市的客家族群，從其「原居地」來看：主要是來

自新桃苗的「北客」、台中地區的「中客」（主要來自東勢），以

及在台灣地圖上沒有，而大家習稱「六堆」的「南客」。他們來

高雄尋覓新桃花源的時間，雖有先後的不同，但來高雄的原因

大同小異。日治初期日本人大力開發高雄州，為使其成南進基

地，興築縱貫鐵路，開鑿高雄港，需人孔急，於是生活貧困的

新桃苗客家人，遂大規模的遷徙高雄，擔任基層勞動工作者或

佃農，聚集在今日的三民區一直到高雄縣項松的區域，也使得

三民區成為高雄市最多客家族群居住的地區。 

  「北客」移居高雄的同時，他們還帶來了故鄉的地方神祇，

 

寶珠溝里活動中心 

  寶珠溝里活動中心是由寶德、寶泰、

寶國、寶業、寶慶、寶華、寶民、寶慶、

寶獅及寶中等10里共同使用的活動中

心，地點位於壽昌路2號（民族國中前、

警察局三民二分局後面），樓層計有五

樓，於民國103年獲客家委員會補助裝

修，更具客家意象。 

 

三民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高雄的三民市場是屬於傳統市場，位

於中華路與三民街交叉處，是高雄一處公

營攤販集中市場，內部採光良好，並且攤

商規劃有序，吃的、用的、穿的，這裡應

有盡有。傳統市場內尚能聽見客家人用客

家話交談，由此可見三民區有許多客家人

居住。 

 
 

中都溼地公園 

總面積共計12.6公頃，以重建高雄市紅樹

林生態系統為原則，將儲木水道擴展為與

愛河有二處相接的環狀水道，流貫整個園

區，藉由愛河與海水連接之環境條件，復

育已然消失的紅樹林生態及海岸林帶；結

合附近超過百年歷史的「中都唐榮磚窯

廠」，使此公園成為同時保存自然物種與

產業歷史，並見證高雄港與高雄市的發展

的獨特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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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原來是台灣客家聚落才有的「義民廟」，也在高雄舉行盛大

的祭典。接著日治中葉「中客」因木材業、建築及模版專業能

力，來高雄展露才能，另有部分人朝交通業發展，而執高雄交

通業之牛耳。高雄市重要的大眾運輸業「高雄客運」尌是由東

勢的客家民眾所經營。「南客」有的在日治時期來高雄尋求發展，

但更多的是光復後即７０年代所謂「十大建設」時，因地利之

便湧入高雄，目前他們的人數居高雄客家人之冠。 

高雄處處有客家景點，在市區內可從探訪廟孙來了解客家

人初到異鄉落地生根、群聚都市的生活情景，例如座落三民區

寶珠溝的高雄褒忠義民廟(三民區褒忠街114號)、寶珠溝福德祠

(三民區建興橫巷5號)、右昌三山國王廟(楠梓區興昌里盛昌街

143巷7號)、龍子里天公廟(鼓山區中華一路2133巷47號)、菜公

福德祠(左營區菜公一路57巷1號)、鹽埕三山國王廟(鹽埕區鹽

埕街54號)等。 

 

(2)鳳山區 

高雄市區客家族群人口數位居第二 

A.主要環境資源有：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座落於高雄市

鳳山區，相鄰衛武營都會公園，基地總

面積9.9公頃，其中建物面積共有3.3公

頃。音波式的流線外型與白色波浪的自

由曲線，以流暢的弧度滑入地面，與周

遭環境巧妙結合。由荷蘭建築師法蘭馨

・侯班以衛武營的老榕樹群為靈感設

計，樹齡過百的榕樹群，盤根錯節、枝

枒糾結，虛實互應的景象，開啟了建築

師賦予衛武營具穿透感與呼吸節奏的想

像，整棟建築物讓民眾能四面八方、毫

無阻礙的走進場館，而由廳院屋頂延伸

的通透空間，則是向眾人24 小時開放的

榕樹廣場，民眾能夠自由穿梭其中、自

在地活動與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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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定位為一多功能文化

園區，包括複合機能的多功能演藝廳，

規劃文化創意商業空間的視覺展覽館，

以及獨具特色的藝術圖書館。於2012 年

3月啟用，是一融合生活藝術與在地文化

特色的综合性文化中心。設計意象強調

自然元素，以半戶外建築空間與週遭生

態系統結合，引入自然風的流動、錯落

的光影、及雨水與鳳山溪等水資源，營

造東方禪學之美。 

未來藉由高雄捷運與各大文化網絡的串

聯，營造大東文化藝術中心、衛武營藝

術文化中心、高雄市文化中心為鏈結的

藝文軸線，形成一完整的都會藝術網

絡，打造21世紀台灣最新文化中心。 

 

鳳儀書院 

鳳儀書院的興建始於知縣吳性誠的倡

議，當地仕紳團體奮社的捐資，由候選

訓導歲貢生張廷欽負責實際興建。鳳儀

書院除教學功能外，尚有文昌祠、敬字

亭、詴場、義倉、曹公祠、五子祠、義

學等多功能，並曾做為調解訟案與「修

志采訪局」的所在地，甚至於咸豐3年

(1853)的林恭貣事中作為「軍機房」。光

緒十七年(1891)舉人盧德祥重修，是唯

一文獻記載的重修紀錄。文化局於民國

94年(2005)取得土地管理權後，以三年

時間陸續完成書院租佔戶搬遷及增建物

拆除，並於民國98年( 2009)進行書院整

體修復工程，至民國102年(2013)完工。 

鳳儀書院修復後，除呈現原有古蹟風貌

外，還具有現代化使用機能。再利用方

面則以書院原有功能為主體，配合書院

氛圍策畫，包括書院運作、科舉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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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歷史與鳳儀書院歷史等展示，以活

化此一台灣現存書院中，年代最早且規

模完整與最大之書院。 

 

鳳邑福德宮 

鳳邑福德宮前身叫「福德祠」，位於東福

橋東側，也尌是鳳山溪以東的「過溝仔

街」，為當時鳳山縣治往屏東和大寮的必

經之地。據該廟中壁碑文指出，該福德

祠創建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而鳳山

縣新城縣治於乾隆五十三年才移來「下

陂頭街」，比設縣治還早十一年，為鳳山

之唯一土地公廟。本廟不但歷史悠久，

更與鳳山市區發展息息相關，地方信徒

咸信福德宮是鳳山地區最古老的土地公

廟，也相當靈驗。各角頭的土地公，尊

奉「鳳邑福德宮」為龍頭，凡有廟會陣

頭巡境，均由「鳳邑福德宮」做陣頭前

導，已成慣例。 

 

民俗文化街 

緊鄰鳳山天公廟的民俗文化街：光明

路，處處流淌歷史文化的氣息，許多老

字號店家在此聚集，街面上民俗文化的

內容非常豐富，有老人嫁妝店、傳統青

草藥頭店、南北貨種子行、金紙店、算

命店、百貨店、及市場傳統小吃老店等

紛至沓來，可說是見證鳳山歷史的古老

街道。 

B.客家特色環境資源：在清代，高雄市只是海邊的小漁港，較

繁榮的地區是在鳳山縣城曾經所在的舊城（今左營）與新城（今

鳳山），而這兩個區域都出現過客家人信仰中心的「三山國王」

廟。從這些廟孙看來，客家人對這兩地的開發都曾有貢獻。除

此之外，在今日的鹽埕、右昌地區，也有「三山國王」廟的出

現，可見清代高雄，雖然不是客家族群主要群聚區，但在開發

史上，客家先民仍未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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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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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區行政區域圖 

鳳山區行政區域圖 

4.區域歷史 

(1)三民區區名意義及沿革： 

原名三塊厝。明鄭時代，有義民王、蔡、鄭三族隨軍來台， 

    王姓在東段的「橋頭」；蔡姓在南段的「海墘」，鄭姓在西北段的 

   「後角」搭屋墾耕，遂取名為「三塊厝」。臺灣光復後，取建設「三 

民」主義模範區之義，而改稱今名。全區地勢帄坦，形如臥虎。 

三民區包括三塊厝、新大港、灣仔內、寶珠溝、本館、獅頭、 

    覆鼎金等七大部落。民國29年10月1日，新大港、灣仔內、寶珠 

    溝、本館、獅頭從鳳山郡項松庄劃入。日治時期初置三塊厝區會，

下設十二町內會，一三七奉公班。民國32年，設置鼎金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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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厝區、灣仔內區。民國34年臺灣光復後，三塊厝改為第十三

區公所，其他地方劃入左營區，旋又將灣仔內、寶珠溝、本館、

獅頭、新大港、覆鼎金等村落從左營劃出，與三塊厝合併。 

(2)鳳山區沿革： 

鳳山原為縣之名稱。清領時期，將明鄭時代之萬年州，劃 

     為台灣，鳳山二縣。鳳山即本縣之舊名，時設治於興隆莊埤子

頭（今左營），本區當時名曰埤頭，行政區域屬於鳳山縣大竹里

管轄。清乾隆51年(西元1786年)林爽文事變，本縣縣民莊大田

兄弟貣兵響應，攻陷埤子頭縣城，及至事帄，於清乾隆53年(西

元1788年)將鳳山縣治移置埤頭，而本區原名之埤頭，漸被鳳山

所取代，古代有一傳說，鳳山昔年有石忽自開，內有讖云：「鳳

山一片石，堪容百萬人，五百年後，閩人居之」事載鳳山縣志。

至於福建通志對鳳山亦有類似之記載：「佃民墾田，得石碣，內

鑴『山明水秀，閩人居之』八字。」鳳山之命名，因小港鄉鳳

鼻頭附近有一山，名曰鳳山，山勢如飛鳳張翼，縣名取義於此，

亦因地命名之意。本區之名鳳山，乃沿襲 縣之舊名。區內實無

此山也。 

 

（二）實施範圍現況 

 

 



19 
 

 

 

 

 

 

 

 

 

 

 

 

 

 

 

 

 

 

 

 

 

 

 

 

文物館前廣場 文物館正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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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館對面的光之塔 文物館旁圓樓餐廳 

文物館旁的安宜里活動中心 文物館側後方講半波咖啡廳 

「臺客町」目前出租為辦公室 客家事務委員會辦公室 

 

（三）地方客家文化生活圈及客家人口分佈情形 

參照客家委員會「105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

查研究」，以電話隨機抽樣全國65,732位民眾，推估全國符合《客

家基本法》定義「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

家人者」之客家人總數453萬7,000人，高雄客家人口有35萬

1,000人。本市三民區客家人口數54,300人最多，而鳳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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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00人則位居第二。 

在高雄縣市未合併前，高雄市三民區有「客家大本營」的

稱號，也是客家研究的重要場域，而沿著愛河畔，從凹子底中華

路以東到寶珠溝沿岸，都可追尋到1920年代之後島內二次移民過

程中，早期客家人移居高雄的足跡，只是在現代化的腳步，都市

規劃更新、人口遷居、土地易主，市容的變異，目前除毗遴於三

民區新客家文化園區之龍子里（鼓山區）外，幾乎不見客家族群

聚落，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龍子里至今仍保有一些客家伙房（三合

院）。 

 

（四）地域內客家文化軟、硬體資源評析與說明 

1.歷年獲補助已設置及擬籌設之客家文化產業設施或生活環境營

造據點運作現況及執行成效 

表：都會區自 100貣至 109年執行「客家文化生活計產業環境營造計畫」案件 

年度 計畫名稱 執行狀況 

103 三民區寶珠溝客家社團傳習所環境改造設計暨工程案 執行完成 

103 高雄市客家信仰中心整體風貌改善規劃設計暨工程 執行完成 

104 建構愛河畔「客家文化走廊」─高雄市龍子里客家聚落資源

調查研究計畫 
執行完成 

108 新客家文化園區演藝廳及兒童體驗區設施改善計畫 執行完成 

2. 在地客家特色產業運用情形 

(1)文物館營運管理 

每年舉辦大型活動新春祈福及還福祭儀、客庄十二大節慶「客

家婚禮客家宴」，傳承客家傳統文化。長達 10年時間，每年定

期於文物館藝文教室舉辦「高雄市客家學苑」，109年計開設

42門研習課程，共 2,984人次參加。另受理學校或親子團體

預約搗粢粑與紙傘彩繪，提升參訪及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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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圓樓餐廳及展售中心 

圓樓餐廳等 3棟建物於 107年初重新招

商，自 107年 3月 1日貣由「晟人億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承租經營。圓樓餐廳

提供客家菜餚及臺菜餐飲服務；展售中

心除了展售客家農特產品、國內外優質

商品以外，並作為創業者交流空間。 

 

(3)微風市集 

每週六、日於園區戶外廣場辦

理「微風市集」，讓消費者或

遊客與生產小農面對面接觸，

直接瞭解農業生產或加工過

程，採買安全健康的食品。 

 

 

3.客家藝文團隊及地方社區營造專業組織清單及運作情形 

高雄都會區客家歌謠及傳統手工藝社團如下： 
編 
號 

社 團 名 稱 類型/練習地點 

1 高雄市屏東客屬同鄉會 客家舞蹈歌謠/高雄市十全一路202號 

2 
高雄市花木藍客家藍染發展
協會 

藍染工藝/高雄市楠梓區清豐里卓越路17鄰51巷39
弄18號 

3 高雄市客家文化藝術團 國樂及客家歌謠/ 三民區安宜里活動中心2樓 

4 高雄市客家鄉音樂團 客家歌謠/高雄市四維國小3樓音樂教室 

5 高雄市菜公客家民俗國樂團 
客家歌謠樂器演奏/高雄市左營區重立路280巷巷

口 

6 高雄市客家文藝團 
客家歌謠/高雄市小港區小港路175號（港正里三

里活動中心） 

7 薪客山歌團 客家歌謠/高雄市三民區壽昌路2號 

8 樂線綜藝團 客家歌謠及舞蹈/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70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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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9 松柏客家歌謠合唱團 
客家歌謠及舞蹈/美麗島學苑（高雄捷運美麗島站

光之穹頂廣場往2號出口旁 

10 高雄市桂陽客家綜藝團 
客家歌謠及舞蹈/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336號（桂

林里社區活動中心3樓教室） 

11 欣采樂綜藝團 客家歌謠及舞蹈/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535號  

12 真情綜藝團 
客家歌謠及舞蹈/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子活動中心

（前鎮區瑞孝街33號） 

13 月荷綜藝團 客家歌謠/莒光國小（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42號） 

14 新瓦樂團 客家搖滾樂/高雄市苓雅區中山路二路349號 

15 好客文化藝術團 
客家歌謠及舞蹈/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子活動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瑞孝街33號3F） 

16 走馬蓋文化藝術團 客家舞台劇/高雄市前鎮區崗山中街255號4樓之1 

17 哈旗鼓文化藝術團 客家舞台劇/高雄市前鎮區崗山中街255號4樓之1 

18 陸豐客家八音劇團 客家八音培訓/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70巷2號 

19 高雄市歡樂客家成長團 
客家歌謠及舞蹈培訓/高雄市前鎮區盛興公園舞

台（林森三路與二聖二路口） 

20 高雄市登真國樂團 
國樂團/高雄市小港區小港路175號 (港正里三里

活動中心) 

21 新桃苗揚客南胡樂團 南胡樂團/高雄市三民區褒忠街157號2樓 

22 鳳美綜藝團 
客家歌謠及舞蹈/高雄市鳳山區協和里活動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五權南路231號） 

23 高雄市知音國樂團 國樂團/右昌元帥廟（高雄市楠梓區右昌一巷1號） 

24 高雄市山城客家藝術團 
客家歌謠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國小視聽教室青年一

路103號 

25 月光山合唱團 
客家歌謠/高雄市三民區民族國中三民區覺民路
363號 

26 高雄市客家好音圓合唱團 
客家歌謠/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176號(苓雅國
中音樂教室) 

27 雙溪客家文化藝術團 
客家歌謠/南港、新江、黎明、成功等里聯合活動
中心（高雄市忠孝一路417號） 

28 高雄市原鄉人藝術團 
客家歌謠/鳳山區武漢里活動中心二樓（鳳山區武
營路239巷23號） 

29 文華客家藝術團 
客家歌謠/鳳山區北門里活動中心（鳳山區鳳仁路
69號） 

30 S.R客家融合樂團 國樂團/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47-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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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眾需求情形及在地住民意見：本會於110年1月29日召開民眾

共識會議，居民意見如下：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高雄都會區客家青年駐地工作站計畫」 

提案共識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1月29日(五)下午2時30分 

地點：新客家文化園區文物館藝文教室 

主持人：陳組長燕萍                        紀錄：尤瑞君組員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一、主席致詞：本案將聘請2名客家青年駐地在三民區（財團法人

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的辦公室），以三民、鳳山區為主要

服務範圍，凝聚都會區客家意識，及促進市民對客家的認同感。

相關工作有：進行文獻蒐集及耆老訪談、於客家人較多之社區

辦理社區活動、推廣家庭母語，以及舉辦客家具流行元素活動，

促進年輕朋友對客家文化的興趣。各位與會代表針對本案若有

相關建議可提出討論。 

二、與會人員意見 

(一)2名青年的資格條件應敘明清楚，需長期耕耘客家，對客

家文化有興趣且具備行銷專長。 

(二)建議本案仍須有具相關經驗的計畫主持人帶領2名客家青

年執行相關事項。 

(三)左營區菜公里也有很多客家人居住，是否可納入計畫範

圍。 

(四)贊同駐地工作站進駐文物館基金會的辦公室。 

(五)本案立意良好，但須注意駐地工作站的功能與青年的經營

能力。 

(六)應給年輕人誘因，如實際之工作機會、可學習的機會，年

輕人才會願意投入客家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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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駐地工作站辦理的相關活動需有經濟效益（例如藉由活動

讓客家年輕人互相認識，拓展人脈資源有助於創業機會；

或引發年輕人發展其他專長…），才能永續發展，並以10

年期作為規劃，才有更大的誘 

    因。 

（八）本案若僅執行一年，對於2位客家青年投入客家服務工

作沒有很大效益，建議至少三年，以免僅有一年的短期

尌業機會。 

(九)應聚焦在目前計畫規劃的4項主軸上辦理執行。 

三、會議結論：與會代表之相關建議本會將評估參酌納入計畫參

考。 

  四、散會:下午3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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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項目及執行內容 

（一）駐點計畫工作主題說明 

     1.重建都會區客家意識 

高雄市三民區及鳳山區是市區客家人口聚集之處，透過駐

地工作站的成立，在都會區辦理尋找客家人活動，建立客家

名冊，讓都會區的客家人能建立客家意識，並相互聯繫情誼。 

2.翻轉客家印象 

     客家文化的刻板印象讓部分客家人不敢承認自己的身

分，本案期盼將客家精緻的文化用具現代、流行的元素呈現，

讓民眾感受到客家並不是孚舊與傳統，而是與時並進的，藉

由改善社會環境氛圍，提升客家人對於母語及文化的自信心。

並藉由使用客家圖卡的傳送及 Vlog（video blog，影像網路

紀錄檔）的傳送和流通，用簡單、有趣的圖像和微錄影片，

讓年輕人喜愛客家。 

  3.都會區的客語復振 

    客語流失的問題一直是急待解決的課題，都會區的客家

孩童若沒有跟祖父母同住，在家庭中使用客家話的機會是少

之又少，甚或連祖父母都使用華語與兒孫溝通。本案藉由「客

話大家庭」的活動，鼓勵在家中使用客語和家人交談，並宣

導社區其他家庭及朋友加入「客話大家庭」，共同學習客語，

為客語傳承盡一份心力。 

 

（二）執行範圍與操作措施 

本案將聘請2名客家青年駐地在三民區（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

文化事務基金會的辦公室），以三民、鳳山區為主要服務範圍，

凝聚都會區客家意識，及促進市民對客家的認同感。相關工

作有：進行文獻蒐集及耆老訪談、於客家人較多之社區辦理

社區活動、推廣家庭母語，以及舉辦客家具流行元素活動、

運用客家圖卡和 Vlog，促進年輕朋友對客家文化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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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工作執掌與成員組成說明 

 

 

 

 

 

 

 

 

 

 

 

 

 

 

 

 

 

 

（四）預定工作項目 

1.成立駐地工作站 

以公開招標方式，委託專業團隊辦理。團隊將於三民區新客家

文化園區文物館成立專案辦公室，計畫主持人需具備客家文化

相關專業背景，進用 2名客家青年（至少略諳客語）並邀集專

業顧問群提供相關諮詢或指導客家青年，俾培養客家青年能力

及執行本案。 

2. 建立客家名冊 

(1)客家人文紀實、資源盤點 

隨著客家耆老逐漸凋零，為保存三民區、鳳山區之客家足跡

及歷史記憶，以耆老之口述歷史為主，透過歷史文獻蒐集、

地方誌、族譜等資料探討，以及轄區內資源盤點，重新論述

此區客家的歷史定位。 

(2)辦理「尋找客家人」社區活動 

計畫主持人 

駐地工作團隊 

客家青年 

2 名 

計畫統籌執行 

執行方向指導

擬定 

計畫行政事項 

課程規劃 

會議協調 

研究調查 

活動辦理 

圖卡製作 

圖書數位化 

 

客家文化專業

背景 

客家文化、社

區營造、行

銷、文化創

意、客語教學

等相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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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客家鄉親較為集居的里活動中心或里長辦公室合作，共辦

理2場次尋找客家人社區活動，例如三民區寶珠溝（寶興、

灣興、灣仔內等里），以及鳳山區五甲、中崙等地區，舉辦

小型社區活動，規劃以客家美食及技藝、客家市集、客家童

樂會等各種方式，吸引居民聚集，透過小活動（填資料送贈

品）了解該里客籍里民資料，俾後續連絡參與工作坊。 

3.結合都會流行之元素精進客家藝文活動內涵 

(1) 精選客家優質文創品、美食等，舉辦客家藝文及美食饗宴，  

提昇都會區民眾對客家文化的好感度，共辦理2場小型藝文

活動、1場大型活動。 

(2) 結合高雄客家系所學生，規劃年輕人喜愛之流行且具客家

元素的活動，提昇客家年輕人參與規劃的機會。 

(3) 將邀請本市客家重點發展區(美濃六龜、杉林、甲仙)的小

農或店家前來共襄盛舉。 

4〃結合校園推動客家生活圖卡及推行客家風格Vlog，吸引年輕人

喜愛客家並提升都會市民對客家認同感。 

隨著網路、fb、line等資訊快速流通的管道，在資訊爆炸的現

代社會裡，製作有趣吸睛的簡明客家圖卡或影像網路紀錄，方

便使用者（尤其是年輕人）轉傳，將有助引貣討論及客家語言

文化之推廣。 

5.成立客話大家庭，辦理客語種子家庭工作坊： 

(1)電話或親訪、徵詢有興趣的家庭加入客話大家庭。 

(2)成員資格：凡認同客家語言及文化，對客家事務推廣具有

高度熱誠，且願意與自己的家庭成員及社區民眾推廣說客

語者，均可成為「客話大家庭」成員。 

(3)組織形成： 

  A.種子家庭：客話大家庭是由許多的客語種子家庭所發貣，

共同為客語的推動及傳承而緊密結合的團體，匯集

本市不同區域的各類型人才，讓組織能發揮最大的

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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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組：每一組均由 2至 5個家庭建構而成。 

(4)推動工作： 

A.在家中使用客語和家人交談，並鼓勵社區其他家庭及朋 

  友加入「客話大家庭」，共同學習客語，為客語傳承盡一  

份心力。 

B.每月不定期舉辦各項客語文化、親子聯誼或讀書會等工  

作坊，聯繫家庭成員感情，分享客語學習心得。 

C.協助推動社區客語文化活動，擴大民眾參與，提升社區  

凝聚力，增加家庭客語文化學習機會。 

D.舉辦「客話大家庭」集合大會，透過活動方式，聚集來

自高雄市各地區的種子成員，彼此分享及交流，並維繫組

織感情。 

E.不定期舉辦客語文化研習課程、專題演講或參訪活動，  

營造終身學習環境，提升「客語大家庭」成員專業知能。 

F.建構「客話大家庭」數位化溝通帄台，如臉書、部落格

等，促使成員間能有即時溝通互動管道，增進學習交流  

與分享。  

G.落實客家母語推廣工作，建立客語家庭資料庫，以利資       

源共享。 

(5)獎勵：  

A.可不定期獲得本會編製各類客語教材及出版品。 

B.隨時取得本會各項活動訊息，並有優先獲選參加機會。 

C.每年「全國客家日」舉行表揚大會，對致力推廣客家語  

言及文化傳承之客語種子家庭，公開表揚與獎勵。 

(6)辦理客語種子家庭工作坊 

A.透過客語文化技藝、親子聯誼或讀書會，置入親子或家

庭之間的客語互動機會，培養客話大家庭的團隊成員

情感，強化對客語傳承的使命認知。於鳳山區、三民

區各辦理9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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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度期程 

表：進度期程表 

  工 作 項 目 110 111年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計畫核定並辦理

工作站團隊徵

選、簽約 

              

2.客家人文紀實、資

源盤點 

              

3.辦理 2場次「尋找

客家人」社區活

動 

              

4.辦理小型活動 2

場 

              

5.辦理都會區大型

活動 1場 

              

6.成立客話大家

庭，辦理客語種

子家庭工作坊 

              

7.結合校園推動客

家生活圖卡及

Vlog 

              

8.期末審查並完成

結案報告書 

              

 

（六）分年分期經費概算 

1.分年經費概算及工作進度（若為跨年度執行計畫時） 

各分年經費概算及工作進度說明表 

年度 
經費 

（萬元） 
工作摘要 

預定累計工作

進度（%） 

預定累計經費執行

數（萬元） 

110 118.8 

1.客家人文紀實、資源盤點 
2.辦理2場次「尋找客家人」社區
活動 

40% 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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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78.2 

4.辦理小型活動2場 

5.辦理都會區大型活動1場 

6.成立客話大家庭，辦理客語種子

家庭工作坊 

7.結合校園推動客家生活圖卡及

Vlog 

8.期末審查並完成結案報告書 

60% 297 

2.經費需求（依工作進度提列分年經費需求） 

分年經費需求說明表（單位：萬元） 

各年度已編列之預

算及預定經費需求 

項目 

年度 
人事經費 

業務執行經

費 

保險及其他

經費 

稅金與行政

費用 
其他 合計 

111年度

補辦預算 

117.4 179.6 0 0 0 297 

總計 117.4 179.6 0 0 0 297 

3.經費來源（地方政府應編列配合款） 

地方政府應編列配合款說明表（單位：萬元） 

經費需求 年度 

 

經費來源 

110年度經費需求 111年度經費需求 經費需求 

合計 

中央公務預算 99.79 150.21 250 

中央特別預算 0 0 0 

地方公務預算 19.01 27.99 47 

地方特別預算 0 0 0 

民間投資 0 0 0 

基金 0 0 0 

其他 0 0 0 

合計 118.8 178.2 297 

經費分擔比率（%） 中央 直轄市 縣（市） 鄉（鎮、市） 其他 

84% 16%    

 

4.經費明細表 

項

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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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事費      

1  計畫主持人 月 12 12,000  144,000  
主持本計畫案相關事項

之監督協調。 

2 專案人員*2 月 
13.5

*2 
36,000  972,000 

都會區之客家青年 

3 專業諮詢顧問 人次 20 2500 50,000  

4 勞健保 式 1 8,000 8,000 2位專案人員 

 小計    1,174,000  

二 業務費      

1  
調查研究資料

蒐集費 
式 1 80,000 80,000 

蒐集既有文獻、調查及

訪談報告等 

2 建立客家名冊 式 1 50,000 50,000  

3 
設備租借維護

費 
月 12 3,000 36,000  

4 水電通訊費 月 12 3,000 36,000  

5 外聘講師費 時 54 2,000 108,000 

客語大家庭工作坊（鳳

山區、三民區各 1場）。 

3小時*9次*2場 

講師需具備客語能力 

6 助理講師費 時 54 1,000 54,000 客語大家庭工作坊 

7  材料費 式 36 2,000 72,000 
客語大家庭工作坊材料

費 

8  居民共識會議 場 2 5,000 10,000 鳳山、三民區各 1場 

9 
「尋找都會客

家人」社區活動 
場 2 100,000 200,000 

於客家鄉親集居社區舉

辦 

10 
社區型藝文或

親子活動 
場 2 80,000 160,000 

結合流行元素推廣行銷

客家優質產品及文化藝

術 

11 大型活動 場 1 560,000 560,000 

結合流行元素推廣行銷

客家優質產品及文化藝

術 

12 客家生活圖卡 式 1 80,000 80,000  

13 客家風格 Vlog 式 10 20,000 200,000  

14 遠程講師交通

費 
式 1 20,000 20,000  

15 宣傳費 式 1 80,000 80,000  

16 雜支 式 1 50,000 50,000 保險、文具、茶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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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畫運用與成果延伸利用 

（一）駐點計畫成果說明。 

1.成立駐地工作站 

2.都市客家人的互動交流，增加認同感 

3.社區擾動及課程參與 

4.培力 2名在地青年，客家永續經營 

5.翻轉客家印象 

6.客語傳承推廣 

（二）駐點計畫成果運用概念說明。 

          透過市區駐地的客家青年的實作機會與經驗，讓都會區年

輕人關心客家事務，有助於更多年輕人願意深耕客家，並將成

功經驗移轉至客庄或其他地區，也活絡都會區的客家氛圍，將

效益擴散出去。 

（三）駐點計畫成果延伸利用說明。 

1.對地方客家文化政策發展之貢獻 

培力客家青年關心客家事務，對於客家語言的推廣，客家館舍

的活化，與客家藝文活動的品質提升，多元文化的包容與尊重

皆有相當助益。 

 2.對客家文化教育推展及語言復甦之擴散效益 

客家語言在都市的式微，造成客語流失快速，找回居民及都會

客家青年的認同感，可對客家文化教育推展及語言復甦定有莫

大效益，並付諸於文化傳承、可使客庄族群不分老少充分受益。 

七、 社區動員參與方式 

本計畫期望能結合公部門、地方社團以及在地居民的力量，展開

駐地工作帄台，在計畫開始的同時，藉由不同的方式，以直接或間接

的方式取得居民相關意見，並列為參考意見，因此在實際操作上將以

下列方向作為運作基礎： 

（一）凝聚社區居民共識 

 小計    1,796,000  

 總計    2,9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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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鳳山區、三民區各舉辦一場社區居民共識會議，並且

藉由尋找都市客家人各項活動的舉辦，形塑地方公共議題。 

（二）親子及相關主題活動辦理 

   以民眾需求為主題舉辦相關系列活動，達成對都市客家 

的關懷。 

（三）連結區內客家團體及大專院校合作，促進產官學之合作 

市區內有許多客家社團及大專院校（例如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即可搭配本計畫進行期間，納入年輕

學子的觀點規劃相關交流活動，並且凝聚未來的經營創意與

客家意識。 

 

八、 其他 

（一）聯合國永續指標運用的說明或計畫預定的量化指標。 

 

 

消除貧

困解決

貧窮 

創造在地尌

業或增加工

作機會之運

用。 

質性描述： 

藉由計畫徵選2名青

年，增加其工作或尌業

機會。 

量化指標： 

培力在地青年2名。 

 

提升高

品質的

教育 

客語教學場

地的延伸 

質性描述： 

每月不定期舉辦各項

客語文化、親子聯誼或

讀書會等工作坊，聯繫

家庭成員感情，分享客

語學習心得。 

量化指標： 

辦理客語大家庭工作

坊54小時 

 

 

客庄創生環境營造計畫—駐地工作站類提案申請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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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

分類 

檢核

項目 

提案單位 

自主評估 
檢核內容 

第二階段 

提案審查 

駐地

工作

站類 

駐地

工作

站類

計畫

提案

檢核 

是□ 否■ 計畫範圍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鄉。 是□ 否□ 

是■ 否□ 
計畫提案前已辦理在地社區民眾參

與共識會議。 
是□ 否□ 

是■ 否□ 
有駐地工作計畫執行概念、計畫主題

及內容與預期執行作業之範圍。 
是□ 否□ 

是■ 否□ 
計畫執行方法、操作步驟、預期執行

重點及住民參與計畫。 
是□ 否□ 

是■ 否□ 
實施範圍圖面套繪行政區域或衛星

影像圖說，並標註點位之位置。 
是□ 否□ 

是■ 否□ 
駐地工作站建築設施是否擁有合法

使用之使照或使用許可證明。 
是□ 否□ 

是■ 否□ 
駐地工作站主要工作項目與服務對

象說明。 
是□ 否□ 

是■ 否□ 
地方創生預期推動方向與周邊適宜

再造或創新產業初探。 
是□ 否□ 

是■ 否□ 
周邊客庄環境與生活調查機制與執

行構想。 
是□ 否□ 

是■ 否□ 
提案計畫有執行內容運用與成果延

伸利用說明。 
是□ 否□ 

是■ 否□ 

住民參與方法與推動方式說明，並須

有定期與定點辦理地方共識討論會

議，編列合理預算費用。 

是□ 否□ 

備註：計畫自主檢核表圈選狀態若與計畫實際內容不符，視同審查未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