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第二屆社區大學農村產業與文化工作坊研習計畫 

一、 活動目的 

    藉由工作坊的辦理，認識台灣農業發展的問題並建立溝通及對話的平台，讓理論及實務工作 

    者有一分享溝通對話的機會，更加釐清台灣在地農業及農村在未來的發展之路。 

二、辦理時間及地點 

    辦理時間：2014 年 11 月 8 日（星期六）上午九點至下午三點 

辦理地點：桃園縣平鎮市東勢里金陵路 5 段 55 號, 東勢社區活動中心 3 樓會議室 

   三、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主辦單位：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平鎮市公所、桃園縣社會教育協進會 

       承辦單位：新楊平社區大學 

       協辦單位：KKF（泰國米之神基金會）在台推廣中心、桃花源綠市集、新楊平社大農學社、社 

                 大公民新聞社、桃園縣各社會大學、桃園縣成人暨社區教育推廣協會 

四、研習對象及參加人數 

    凡是對農業發展及農村地區社區營造有興趣者皆歡迎報名參加，本梯次預計 60 人，繳交保證

金 500 元，全程參與會後退費。 

五、研習議程 

2014年第二屆社區大學農村產業與文化工作坊研習議程 

時間 演講主題 演講人 主持人 

08:00 

0830 
報  到 

08:50 

09:00 

開幕式、桃園縣政府教育局、桃園縣社會教育協進會 孫啟明理事長 

        新楊平社區大學  唐春榮校長 

09:00 

10:20 

新竹軟橋社區的營造〜

以廚餘田環保米為例 

新竹軟橋社區營造規畫師/明新科大講師 

彭博彥老師 

新楊平社區大學  唐春榮

校長 

10:20 

10:30 
休息 

10:30 

12:00 

KKF 自然農法技術對

土地農作物與環境生

態的契機 

KKF（泰國米之神基金會）在台推廣中心 

總召集人  陳瑞芳老師 

桃花源綠市集 黃興材社

長 



12:00 

13:00 
農村美食體驗 桃花源綠市集換工團  吳竹森團長 

13:00 

13:30 

KKF 自然農法農產品

團購和契作說明 

KKF 在台推廣中心總召集人  陳瑞芳老師

(邀請桃竹苗小農與公司社團一起座談) 

桃花源綠市集 黃興材社

長 

13:30 

14:00 

在地腐植土微生物菌

培養及液肥堆肥製作

示範 

KKF（泰國米之神基金會）在台推廣中心 

總召集人  陳瑞芳老師 

桃花源綠市集 黃興材社

長 

14:00 

14:50 
KKF 自然田參訪導覽 桃花源綠市集換工團  吳竹森團長 

桃花源綠市集 黃興材社

長 

14:50 

15:00 
綜合座談 新楊平社區大學  唐春榮校長 

15:00 

15:30 
經驗交流與分享 桃花源綠市集  黃興材社長 

六、報名費用及方式 

    本研習完全免費，請填妥報名表於活動 10 月 31 日前完成報名手續 

七、報名地點 

    新楊平社大 <syp.shedu@gmail.com>傳真報名：03-475-5652  

    平鎮市大：<p121.p384@gmail.com>傳真報名：458-7921 

2014 年新楊平社區大學農村產業與文化工作坊研習報名表 

姓名 地址 連絡電話 信箱 

    

    

    

    

    

 



八、各項活動組織分工 

活動分組名單及工作執掌 

總督導：桃園縣社會教育協進會理事長  孫啟明、新楊平社大 唐春榮校長 

活動總幹事：新楊平社大 羅梅香副校長 

活動聯絡人：新楊平社大 湯曉嵐 

各項活動編組名單及工作執掌： 

組別 人員 工作內容 

總幹事 羅梅香 統籌綜理各項工作事宜 

副總幹事 徐福郎、羅美榮、謝秀寶 協助總幹事處理各相關事項 

教學組 黃興材、鄭瑞壬 活動場地規劃、協調、教師邀請 

報到組 湯筱嵐、陳玲玉 學員簽到、退、研習手冊及資料發放 

接待組 羅梅香、羅美榮 長官來賓、老師接待、講師接送 

文書資料組 陳克蘭 研習手冊編印、感謝狀製作 

司儀、主持 邱紫雯、王心慧 議程控制 

場地佈置 甘桂芬、黃劍輝 紅布條、場地佈置、分配 

團康 戴寶貴 課前全員律動 

餐及茶水組 楊木仁 餐、茶水 

財務組 徐金英、甘桂芬 經費收支及核銷 

音控組 孫啟明 音控及錄音、電腦配合 

攝影組 游俊堂、謝榮秋 數位相機攝影 

錄影組 林清旭、楊木仁 現場錄影 

交通接送 徐福郎 授課老師接送 

機動組 范光順、謝秀寶 機動配合各組、協助活動進行 

 



九、預期成效 

（一）認識台灣農村發展的問題並建立產官學界對話的平台，讓理論及實務工作者有一分享溝通對 

      話的機會。 

（二）釐清台灣農村發展未來的發展之路，建構社區大學未來在農業課程之經營及發展方向。 

（三）引領社區大學學員，關心在地農業發展議題，逐漸聚焦發展方向，建構社大辦學之特色。 

（四）由健康農業發展到無毒農業，最終形成有機農業發展，藉由學者專家及實務工作者之經驗分 

      享，學習成長逐步建構發展。 

（五）在農村中向農村來學習，從農村產業發展到文化發展的再建構，從新認識農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