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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地方創生培力-個別課程 

招生簡章 

一、課程緣起 

文化部為協助團隊推動地方創生，陸續辦理「推動社區營造及地

方創生培力課程」，113年參考過往學員反饋意見，規劃基礎性課程與

個別性課程，勾勒出地方創生改造與發想時，所必須具備之概念及能

力。 

個別性課程依文化人才培力與輔導、文化基地營造與運用及文化

事業推動三大主題規劃，本次課程內容包含電子商務應用、文化轉型

分享、DIY手作體驗等。藉由本培力課程的執行及講師教導系列課程，

充實地方創生團體之規劃與應用能力，協助在地團隊解決問題。 

二、主辦單位：文化部 

三、承辦單位：文化部推動地方創生文化環境營造專案輔導中心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四、課程場次時間與地點 

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場次 9  3/14(四) 09:20~12:30 
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巴本廳(3F) 

(台中市烏日區高鐵東路一段 26號) 

場次 10  3/14(四) 13:50~16:50 

水里蛇窯陶藝文化園區 

(南投縣水里鄉水信路一段 512巷 21

號) 

五、招生對象 

1. 已獲文化部地方創生補助計畫之相關執行單位。 

2. 文化部輔導中或欲對接文化部資源之執行單位。 

3. 文化部及所屬機關(生活美學館、工藝中心、文資局等)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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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地方創生相關議題有興趣者。 

六、辦理形式：以實體課程為主，線上為輔。 

場次 會議代碼 線上會議連結 

場次 9-10 995878431 https://u.cyberlink.com/meeting/995878431 

七、參與人數：實體課程以 30位為限、線上課程則以 100位為上

限。 

八、課程規劃與安排 

(一) 課程時程與主題安排 

日期 時間 場次與主題 課程名稱 講師規劃 

3/14 

(四) 

09：00~09：20 

場次 9： 

電子商務應

用課程 

報到  

09：20~09：30 開場 

09：30~11：00 
街口支付的

商業應用 

梅驊 街口電子支付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 

11：00~12：00 

地方創生軟

實力_地方

創生軟體服

務 

謝宜伶 奇步應用有

限公司創辦人 

12：00~12：30 Q&A與交流 

12：30~13：30  交通時間(車上餐盒) 

13：30~13：50 

場次 10： 

文化轉型分

享暨 DIY

玩陶 

報到  

13：50~14：30 

創新思維，

水里蛇窯的

品牌故事暨

水里創生共

好分享 

 林國隆 水里蛇窯

陶藝文化園區第

三代窯主 

 徐玉玲 南投縣

水里鄉商圈創生

共好協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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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場次與主題 課程名稱 講師規劃 

14：30~15：30 
水里蛇窯現

地見學 

林國隆 水里蛇窯陶

藝文化園區第三代

窯主 

15：30~16：50 

陶藝教學暨

體驗 DIY玩

陶 

水里蛇窯陶藝 

16：50~  賦歸 

註：場次 10之水里蛇窯現地見學及 DIY體驗，不開放線上參與。 

 

(二) DIY玩陶體驗課程規劃 

本課程在第 10 場次安排水里蛇窯 2 項陶藝體驗課程供學員選

擇 1項體驗(本項由專輔中心支應)，說明如下： 

課程名稱 內容 

陶土玩坏體驗 每位學員提供半份陶土(約可製作一個杯子)，

可選擇玩手拉坏或手捏/壓模形式 

彩繪陶瓷體驗 在燒製完成的陶瓷撲滿上自由著色，當日可帶

走 

註：陶土玩坏體驗場地器具有限，若選擇陶土玩坏體驗之學員數超出器具數，需

輪流體驗；陶土玩坏體驗因需燒製時間，燒製完成後將以郵寄方式寄送。 

 

九、講師介紹 

課程名稱 講師 

街口支付的商

業應用 

梅驊 

現任街口電子支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街口支付

致力於打造以支付為核心的完善生活圈，至 2015

年創立以來持續推出創新的數位服務，目前累積超

過 200萬位活躍用戶。梅驊過去曾任永豐銀行電子

金融處處長、露天拍賣行銷處負責人等職務，豐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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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講師 

資歷直接橫跨數位金融、電子商務、行銷經驗，後

續轉往將來銀行任總經理、執行副總等職。2022年

接下街口董事長職務，帶領街口持續鞏固支付霸主

地位。 

地方創生軟實

力 _地方創生

軟體服務 

謝宜伶 

現任奇步應用有限公司共同創辦人，奇步應用提

供客製化的 App、網站、LINE聊天機器人等數位

轉型的解決方案。另一個工作內容是促進彰化的

在地發展，包括開發線上導覽的 LINE 聊天機器

人、投入在地飲食體驗活動，以及舉辦數位工具

的學習聚會等，希望能讓更多人認識彰化、喜歡

彰化。 

創新思維，水

里蛇窯的品牌

故事暨水里創

生共好分享 

林國隆 

現任合興窯業工廠董事長，為水里蛇窯陶藝文化

園區第三代窯主，幼時在窯場耳濡目染，精通傳

統蛇窯窯爐的設計、建造及修復技術，充分掌握

該項保存技術所需相關知識及執行能力。林國隆

窯主不論建窯、修窯均經驗豐富，技術嫻熟，於國

內外推廣傳統蛇窯修造技術不遺餘力，具有傳習

該項保存技術之能力。 

徐玉玲 

現任水里鄉商圈創生共好協會總幹事，協會為由

一群在地青年所組成的團隊，整合產、官、學、

研、社等各種團體，並結合返鄉青年及藝文創生

團隊，致力於發展藝文能量，厚植在地藝文深度，

打造水里鄉自主藝文能量，凝聚共識推動地方創

生工作，以提升青年留鄉或返鄉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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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報名方式 

場次 報名連結 受理時間 

場次 9-10 https://tier.surveycake.biz/s/3Zd6e 3/7中午前或額滿為止 

十一、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交通方式及位置指引圖 

(一) 大眾運輸 

1. 臺中捷運：請從捷運高鐵台中站 3號出口直行約 50公尺，會議

中心即在左前方。 

2. 臺鐵：新烏日站出口處往前直行約 50公尺，會議中心即在右側。 

3. 高鐵：高鐵台中站出口 3台鐵車站方向直行，右轉往台鐵售票大

廳，會議中心即在左側。 

4. 公車 

(1) 新烏日車站：3、39、56、74、74 繞、93、101、102、133、

248、281副、617、A1 

(2) 高鐵台中站 (台中市區公車)：26、33、37、70、70A、70B、

82、99、99延、151、151A、151區、153、153區、153延、

155、155副、 156、158、159、160、160副、161、161副、

綠 1 

(3) 高鐵台中站 (旅遊景點接駁線)：1657、6188A、6268B、6333B、

6670、6670A、6670B、6670C、6670D、6670E、6670F、6670G、 

6737、6737A、6738、6738A、6738B、6882、6882A、6883、

6883A、6933、6933A、6936、6936A 

(二) 自行開車 

台 74線 (中彰快速道路)的 1-成功號出口下交流道，右轉環河

橋，於高鐵東路右轉直駛至高鐵東一路左轉 (會議中心即在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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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位置指引圖 

 

十二、水里蛇窯交通方式 

(一) 自行開車 

導航定位點：水里蛇窯陶藝文化園區(南投縣水里鄉水信路一段

512巷 21號) 

1. 南下：國道 1 號(中山高)於快官交流道轉國道 3 號(二高)→由

237K名間出口(台 3線出口)下交流道，朝集集方向行駛→靠內

側左轉彰南路(台 3線)→續行台 16線→途經員集路、名水路、

水里鄉中山路、水信路→見水里蛇窯停車標示即為停車場，請

停放後步行回窯路進入園區。 

2. 北上：國道 3 號(二高)由 243K 竹山出口下交流道朝鹿谷/台 3

線/竹山方向前進→靠內側左轉進入集山路(台 3線接台 3丙)→

於集集右轉進入林尾→後於名水路左轉往水里方向續行台 16

線→行駛至中山路右轉後續行台 16 線→見水里蛇窯停車標示

即為停車場，請停放後步行回窯路進入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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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眾運輸 

1. 台鐵：搭乘台鐵西部幹線彰化二水站下，再轉搭集集線小火車

到水里火車站下車，出站後轉乘台灣好行〔6671車埕線〕、〔6732、

6734 東埔線〕至蛇窯站下車（下車處為停車場入口），過馬路

後步行回窯路即可進入園區。 

2. 客運：搭乘國光客運至台中後，於干城車站轉乘總達客運往水

里班車，於水里車站轉「員林客運」或「豐榮客運」至蛇窯站

下。 

(三) 接駁服務(由專輔中心負擔，將視報名狀況調整) 

1. 去程接駁地點：臺中高鐵站 12:30 於集思台中新烏日會議中心

巴本廳門口集合，於 12:40分發車。(建議南下搭乘 125車次、

北上搭乘 0822 車次，若搭火車可於台中或彰化轉乘新烏日線

至臺中高鐵站) 

2. 回程接駁地點：水里蛇窯陶藝文化園區大門口集合(或當天說明

集合地點)，於 17:00發車，直接抵達臺中高鐵站。 

十三、注意事項 

(一) 本課程全程免費，採線上網路報名，已獲本部補助之地方創生計

畫團隊及本次課程兩場皆有報名者享有優先錄取權利，其餘名額

則依報名之優先順序，主辦單位將於報名截止後，回覆報名結果

及相關資訊至所填報之電郵。 

(二)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或修正，將以最新公

告為主，並同步更新於報名連結；主辦單位保留最終解釋與變更

之權利。 

十四、聯絡窗口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文化部推動地方創生文化環境營造專案

輔導中心(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02-2586-5000分機 945 (劉

小姐) 或 979 (張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