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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次：第二講 

講題：台灣農村復興的操作實踐-以金山八煙聚落與清水濕地為例  

講者：邱銘源 

時間：2018/03/16（五）Am10:20~12:00 

地點：圖書資訊館 1F 湖畔講堂 

記錄：余姿澐 

 

  今天很榮幸可以邀請到邱銘源老師來演講，演講日據時代的八煙聚落，生養

珍貴蓬萊米隨著人口老化，梯田廢耕窮到剩九戶人家工業時代的農村像是販賣部

的商品被注意到的時候價值立刻湧現服務業時代的農村是一張張的名信片打卡、

上傳、tag、累積五顆星評價找回里山精神的八煙聚落紅進聯合國梯田、蛙鳴、

水中央臺灣農村終究有歸屬它存在的方式。 

為台灣奮鬥的人 

 一個故事的開始，消失的野鳥地圖 VS素蘭媽媽的期待。 

 65歲的追鳥阿嬤，因為堅持年輕時的攝影夢想，創造了國中、小學的自然

科學野鳥生態圖鑑的教材，取之於自然，用之於社會。 

 有堅持有夢想去實踐，可申請夢想支助計畫 keep walking。 

 「為台灣奮鬥的人」，一個只有 5個人的基金會，因為深耕台灣幫 2個政府

單位獲得國家永續獎的肯定。 

 把台灣農村復興起來的願景~從教育開始。 

八煙聚落~插秧趣 

 人口凋零的八煙聚落只有九戶人家，廢耕二十五年後，在邱銘源與生態  工

法基金會改造下，不僅順利復耕，成功復育的生態也成為觀光祕境，成為聯

合國「里山倡議」的會員，甚至日本首相夫人，也向他取經。 

 人生要樂觀，要轉念。 

 創新要找到核心價值:八煙最好的核心價值是砌石、梯田、水、八煙。 

 深耕在地，收入的好和環境的好，要讓人知道。 

 里山台灣，八煙經驗：善用核心價值，鼓勵青年返鄉，創造友善產業。 

金山清水濕地 

 金山小白鶴的故事 

 從候鳥遷徙生態紀錄片，倡導環境議題，重視環保生活~ 

 如何讓小白鶴安全的回家，如何解決當地居民經濟發展與保育的衝突，如何

說服在地老農夫推動友善的耕作，如何讓離鄉的年輕人願意返鄉投入故鄉的



生態與文化傳承。 

 這部紀錄片用環境無國界的大格局視野，透過報恩的小白鶴，看到台灣 的

美麗與哀愁，也看到台灣的熱情與實踐。 

 推動友善耕作，以營造安全的棲地環境，為台灣環境復興運動。 

 

結語 

 創新需要勇氣，有共同的願景需要大家的支持與鼓勵。 

 為自己的未來發聲，跨界整合的政策與深耕的實踐，才是台灣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