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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濱共好平台   

一、 計畫緣起 

公益平台一直透過示範性的探路，希望在大量開發和商業組織進入花東前，

能有更多人了解花東土地和文化保存價值，使花東有機會保有美麗與生活，

成為台灣最美的後花園。2018 年基金會依據相鄰的台東長濱鄉與花蓮豐濱

鄉各自的觀光資源，提出「雙濱」共同推廣的合作模式，定位雙濱旅遊發展

方向；自此，基金會以引導者和資源整合者的角色，陪伴雙濱業者度過疫情；

2022 年雙濱五位業者有鑑於疫情間報復性旅遊帶來在地環境與生活的負面

影響，推出「雙濱共好平台」，鼓勵業者於生活中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也向旅客推廣「綠色旅行」，鼓勵來訪旅客一起實踐環保永續的旅

遊模式。 

2023 年雙濱共好業者持續透過互訪共學，發展在地旅行產品，透過由公益平

台協助經營的「雙濱共好」網站，各店家協助推薦在地體驗揪團包裝行程，

使在地體驗店家得以永續經營，免於因旅行社大型走馬看花旅遊模式，而破

壞在地生態與環境。 

為了推廣「永續觀光」的理念並於生活實踐，「雙濱共好」亦連結公部門與其

他 NPO(非營利組織)資源，連結在地業者形成良善生態圈，同時公益平台委

任在地駐點人員與店家共同協商如何落實 SDGs 之道，讓店家從環境保育、

人文特色保存與社區共好著眼，共同保護在地生態與環境。 

二、 計畫目標 

(一) 共好：讓每位業者以「與環境共好」、與「社區共好」及與「他人共好」

為生活的守則，實踐 17 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二) 共學：鼓勵青年返鄉，在地營運穩定的店家提供就業機會，培訓返鄉青

年能接軌在地生活。業者間透過共學、傳承經驗與分享經營之道，提升

營運能力。 

(三) 互助 : 透過互相推薦與宣傳，開拓優質客源。 

(四) 推廣 : 邀請具影響力的媒體與人文旅遊作家，設計踩線團，開拓海內外

優質客源，推廣深度人文與生態旅行。 

(五) 教育 : 進入學校推廣 SDGs 生活實踐的理念，潛移默化培養在地學生愛

護環境的認知。 

三、 主辦單位 

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 

  

花東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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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與對象 

長濱、豐濱的旅宿業者。截至 2023 年 8 月，共 42 個店家加入雙濱共好平

台，業者類型涵蓋： 

(一) 民宿及餐飲業者 

(二) 藝術、手作工作坊 

(三) 其他業者：運動休閒(海洋及山林運動)、部落文化體驗、導覽解說 

五、 執行概況 

(一) 「雙濱共好」官網更新 

 優化使用者介面，讓亮點更易被看到，如，將「搶先體驗」（活動、行

程）置於首頁最主要的版面，引導訪客點擊。 

 採訪店家，更新 33 家店家中英文版資訊與 SDGs 內容，讓旅客對此地

有更多想像。 

(二) 設計「雙濱共好綠色旅行」文宣放置店家推廣雙濱共好官網及小旅行，

共計 26 個店家響應。 

(三) 春夏季互訪共學團 

場次 行程 參加業者人

數 

3/9 

春季互訪 

錦水民宿-純粹愛大海民宿-天地海民宿-

午餐(彎進來)-緩慢民宿-燕子老師＋木藍

家民宿(午茶＋分享 2023 上半年工作計

畫) 

24 位 

5/26 

夏季互訪 

依浪在姆力度的基地-迎賓/海洋生態環

境教育-浮潛-午餐(阿美族傳統飲食文化

體驗)-莎娃綠岸傳統家屋-阿美族傳統編

織(苧麻手作 DIY)-雙濱共好回饋與分享 

12 位 

(四) 校園巡映「叫我野孩子」 

透過於學校播映公視所拍攝的「叫我野孩子」影片，讓學生藉著踏進森

林與舊高山部落歷史遺址，向海岸布農獵人學習找老鷹、攀樹冒險體驗，

讓孩子認識自然與原始森林。 

場次 地點 參加師生人數 

4/16 豐濱國中 40 

4/27 港口國小 50 

5/3 長濱國中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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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三間國小 100 

6/23 長濱/樟原國小 70 

未定 新社國小 - 

未定 南澳體制外部落小學 - 

六、 參與者回饋 

(一) 馬中原(高山森林基地) 

這幾年活躍的雙濱生活圈，有一群自覺的想為土地做出不同格局的店家，

去年我們成立了「雙濱共好平台」。每個店家在地方都有長期經營的客群

以及深耕已久的生活圈，但始終覺得各地各點的產業是不是有另一種可

以突破點的範圍，我們大膽邀請集結了民宿、部落、社區、學校教育、森

林與海洋的體驗、美食、工藝與藝術、身心靈…期待成為在雙濱「內需

型永續的生活圈」對內照顧，對外分享教育旅人。 

(二) 陳淑燕(光織屋) 

很驚艷鄰居們臥虎藏龍，感謝雙濱共好平台夥伴們積極揪團連結大家，

很感動彼此坦開胸襟、無私分享與實質經驗交流，這樣的互訪都像走進

另一個世外桃源的認識與學習。太豐富的行程從早上 8:00 直至傍晚 6:00

結束，大家的身心五感在不同的民宿、餐飲與藝術空間達到極度飽滿的

體驗。很開心我們一起在美麗的東海岸，接下來要常常手牽手，朝著永

續生活與綠色旅遊向前邁進。 

七、 花蓮豐濱「高山森林基地」火災事件 

8 月 6 日晚間，基地來了一場無名火。經確認，老鼠咬破電線走火，燒毀庫

房裡的接待設備、工具、備品與生態廁所。對基地的主人馬中原(小馬)來說

除了積極思考接下來的重建工作外，最重要的是安頓基地員工和家庭穩定軍

心，讓團隊不要散掉，在團隊中，有最年輕 16 歲國中畢業後就輟學的夥伴、

也有家貧年紀輕輕就洗腎的夥伴，一旦停業，就連負責基地餐食的部落媽媽

們也會失去經濟收入，部落的產業鏈，也都跟基地綁在一起。 

「高山森林基地」是小馬多年前返鄉後於 2017 年開始經營，讓雙濱從此有

了重要的原住民文化體驗點，除了創造在地就業機會，小馬也成為號召雙濱

業者組成對環境、社區永續友善的「雙濱共好」發起人。小馬對於文化傳承

及地方貢獻擔任很重要的角色，不斷挖掘自身蘊含的傳統與使命也是基金會

重要的合作夥伴。 

(一) 後續處理： 

1. 基金會針對此次火災事件，第一時間了解狀況後，立即啟動急難補助

NTD$500,000，讓小馬能先安頓工作夥伴的家庭，一起面對接下來的

重建計畫，於 8 月 10 日順利完成款項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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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金會成立專案，募集各界善心天使捐款，並以「協助高山森林基地

重建基金」做為專款專用，協助範圍包括：購買設備、建築部分費用、

重新啟動之必要支援。 

3. 短期：提供急難救助安置；中期：募集善款、重建規劃並加強建築物

結構及週邊環境防災強化與預防措施、部落再造與機能更新；長期：

營運重啟規劃、防災知識推廣和建立緊急應變機制。 

基地已預計於十二月全面恢復運作，推出文化、冒險與生態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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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執行照片 

雙濱共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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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春季共學 

2. 夏季共學 

3. 長濱國中 SDGs 教育推廣 

4. 店家放置雙濱共好推廣文宣 

5. 三間國小 SDGs 教育推廣 

6. 長濱/樟原國小 SDGs 教育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