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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東永續共學群 

 計畫緣起  

花東永續共學群是由「花東永續夏威夷研習計畫」（以下簡稱夏威夷研習之旅）和

「夏威夷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楊百翰大學亞洲經理人培訓計畫」(Asian Executive 

Management Program，簡稱 AEMP)成員共同組成，自 2019 年起，平均每半年進行

一次共學聚會，在「分享」、「信任」的原則下成為彼此支持、學習的對象，透過分

享彼此近況和關注投入的議題， 找到連結合作的可能性；聚會亦邀請嚴長壽董事

長對於花東永續議題分享， 希望拓展成員的思維與視野，共同為花東永續願景而

努力。2023 年第四屆夏威夷文化研習之旅團員加入，共學群團員增加至 69 人。 

 計畫目標  

 透過共學群建立夥伴關係，促成部落、公部門、以及學校、非營利組織成員

彼此間的積極對話及合作，共同為花東未來願景提出可行方案。  

 培養具世界觀的新一代台灣原住民領導人才，持續提升其視野高度、使命感

及領導力。 

 參與單位  

主辦及執行單位：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 

贊助單位：為慈花東國際交流基金 

 參與對象  

邀請全體共學群成員參與，今年上半年共學聚會實際出席人數共 32 人（含嚴董事長）。 

 執行概況  

 共學群成員近況調查 

3 月初，透過問卷調查瞭解共學群成員目前所關注的議題和著力執行的計畫，

並鼓勵成員於共學聚會時進行專題分享，邀請夥伴一同參與或結盟合作。 

另外，也徵詢回顧過往的聚會活動，讓成員印象深刻或有所收穫的議題或單

元 ，以及期待共學群的活動形式，作為後續聚會規劃的參考依據。 

調查成果，共獲得 12 份回饋，重點摘要如下： 

  

花東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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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期參與的活動、計畫，或適合推薦給夥伴們一起參與或發起行動。 

參與

計畫 

 江賢二藝術園區籌備（公益平台、江賢二藝術文化基金會夥伴） 

 在地藝文相關計畫與活動（如：2022 愛與希望世界女藝匯流藝術

季、2023 南迴藝術季-夢迴南方）（Insay Kungkuwan） 

 加拿大國際旅遊研究討會（馬中原） 

 夏威夷太平洋藝術節文化交流 

 多方位肝功能及手眼左右腦協調行動計畫（李駿） 

文化

傳承 

 2023 年與撒奇萊雅族青年一起製作一本以野菜為主題的族語繪

本，計畫接續製作語音、辦理推廣分享會（拉蓊•進成） 

個人

事業 

 創業計劃、成立個人影像工作室（高志偉、林家卿） 

 出版《鳥行之徑》譯書（黃郁倫） 

2. 過往共學群聚會，印象深刻或深感收穫的單元規劃： 

夥伴彼此交流近況 92% 

總裁分享願景 90% 

實地參訪，提升願景落實的想像 90% 

設定主題，邀請夥伴或相關專業者分享經驗 87% 

夥伴分享專長，帶領手作工作坊 77% 

小組議題討論 73% 

3. 對聚會交流各項議題設定感興趣的程度？ 

了解夥伴正進行的計畫和經驗 93% 

國際與在地藝文連結 92% 

永續觀光聯盟及行動 87% 

自我成長：專業進修、諮詢請益 83% 

青年創新培力 83% 

部落文化傳承 80% 

綠能建築示範 77% 

實驗教育推廣 73% 

 2024 年上半年聚會規劃   

日期：2024 年 4 月 28 日（日） 

時間：9:30（報到）10:00-17:00 

地點：交通部觀光署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月光海咖啡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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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成員：王婷瑤、王璐琪、白珮璇、朱育賢、朵蘿露可、利錦鴻、吳鳳美、

杜珊珊、依斯坦達霍松安衣布、林佳慧、林玫君、林家卿、林精哲、林蕙瑛、

姚若卿、馬中原、高志偉、高獻庭、高蘇貞瑋、曹詠婷、曹萱容、莊巧雲、

莊惠芳、陳琦玓、陳權泰、黃郁倫、趙聰義（沙力浪）、 劉峰齊、潘子甦、

嚴長壽、蘇國垚、陳亮竹，共 32 人 

活動流程： 

時段 內容 

10:00-10:10 報到與自由交流 

10:00-10:40 Check in：心情紅綠燈 

10:40-12:00 成員近況更新 

12:00-13:30 午餐與交流時間 

13:30-14:10 願景分享：嚴長壽董事長 

14:10-14:40 願景分享：第四屆團長蘇國垚教育專案 

14:40-15:30 專題分享：雙濱共好專案 

15:30-16:00 專題分享：島活專案 

16:00-16:30 自由交流 

16:30-17:30 參觀江賢二藝術園區 

17:30- 賦歸 

 成員近況更新 

花東永續共學聚會每半年舉辦一次，依據共學群機制進行，每次設定不同主

題共學分享，今年四月初花蓮地震相當程度地影響了花東觀光產業，因此上

午近況更新主題特別聚焦於成員們對於震災衝擊的因應策略，透過了解資訊、

理解與分享，達到共學和彼此支持的效果。 

分享內容摘錄如下： 

1. 高志偉（第四屆成員，浮定咖啡、混水摸魚户外休閒企業社） 

地震影響花蓮在地觀光產業，但客人不來，他們就走出去，前不久在高雄舉

辦原民論壇，我們負責外匯餐食，把花蓮原民料理分享出去。 

2. 莊巧雲（第二屆成員，舞嗨 Wohay 餐廳、2024 年五月起任東管處職員） 

因為觀光影響，目前轉戰投入東管處工作，繼續推廣花東觀光。 

3. 王婷瑤（第四屆成員，舟遊天下、水域體驗活動輕艇選手） 

近期因氣候、地震影響，年輕人原本在花蓮有可以做的工作，因地震後又離

開了花蓮。也因今年缺水，所以稻米種植也有所影響。 

4. 潘子甦（第二屆成員，藝術家，獵人學校儲備教師） 

近期投入教育工作，研究從源頭人智學和原住民文化、靈性、價值觀和接近

不是從人的智性出發，而是從土地發展出來的養分，而且自從全面認識人智



 

97 
 

學後，生活上像是飲食和作息有很大轉變。 

5. 林精哲（第四屆成員，藝術家，島風生活創意有限公司） 

近期參與執行台東舊議會改造專案，將議會空間改造成表演藝術空間。讓更

多表演團體可以在這重新打造空間，出租使用。 

 願景分享 

下午邀請嚴董事長就花東永續發展與江賢二藝術園區籌備規劃等相關議題分

享，亦安排均一國際教育實驗中學執行董事蘇國垚（亦為 2023 夏威夷研習之

旅第四屆團長）分享公益平台於花東地區教育相關專案，如：公東高工、成

功商水等技職課程。 

 專題分享 

專題分享單元邀請「雙濱共好」、「島活共學團」兩個社群成員分享。「雙濱共

好」為 5 位來自長濱與豐濱的在地夥伴所共同發起的倡議運動，共學群成員

中的馬中原（高山森林基地主人）和王婷瑤（依浪-下鄉行動個人工作室）即

為共同發起人，近期邀請在地商家夥伴以 SDGs 的 17 項目標作為生活準則，

發起「雙濱綠色旅行」行動呼籲「旅客」愛護環境的宣導。 

擔任「島活共學團」執行秘書的曹萱容，則分享島活共學群理念及成立過程。

島活共學團緣於公益平台期望透過搭建平台，組織業者們互相觀摩學習，尋

求串聯結盟的可能性，後來定期聚會，參與店家並自主發起組成聯盟，並取

名為「島活」，以「共好、培力、結盟、永續」為共識目標。目前店家輪流作

東道主，款待夥伴每月一次的聚會，設定主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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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照片 

2024 年 4 月花東永續共學群聚會 

  

  

  

 

 

1 2 

3 4 

5 6 

1. 共學聚會｜心情紅綠燈活動 

2. 共學聚會｜團員近況分享 

3. 共學聚會專案分享｜島活 

4. 共學聚會專案分享｜雙濱共好 

5. 共學聚會願景分享｜嚴董事長 

6. 共學聚會團體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