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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關鍵字:農村溼地生態系、生態工法、水梯田營造、砌石水圳、里山倡議 

 

林務局與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自 98 年起投入八煙聚落的生態復舊與產業復

甦，從棲地改善到友善農業的耕耘，除使八煙水梯田地理景觀恢復、生態棲地價值復舊

外，也孕育了社區生態遊憩的與在地特色農產經濟的新農業，改善了棲地生態與社區生

計，邁入第六年的長期經營，實踐「生活、生產、生態」三生一體生態農村的理想。 

 

六年長程規劃，包含生態環境復舊與聚落生產活動復甦，執行重要工作項目包含：

1.砌石水圳修復與維護管理 

2.示範農地的經營 

3.特色農作耕種 

4.聚落居民共識的凝聚 

5.發展在地特色產業 

 

八煙聚落生態農村的成功營造模式歸納: 

*生態復育:以水梯田棲地復育為本，讓生物多樣性增加，發展在地特色友善農業與 

          生態遊憩產業。 

*產業復甦:以水生作物之農業為基礎，發展在地「生態廚房」品牌的水梯田救世米      

          及水生香料-大葉田香為主的產業，開發「大葉田香茶鮮粹包」及與廠商  

          合作研發「田香美人義式冰淇淋」，除此，為支持小農發展友善耕作， 

          與苗栗灣寶的洪箱女士收購日曬白米及糙米，透過新穎的包裝及網路行 

          銷，協力發展友善產業養生態棲地之概念，創造生物的無毒棲地，並創 

          造農村生態遊憩產業。 

*環境教育:以聚落就是農村文化與生態學習的大教室，成為教育部推動環境學習的 

          認證場域，透過「八煙生態學堂見學課程」參訪與實作體驗，將環境教 

          育、生態保育、食養教育等課題，融入參訪學習中。 

*企業參與:以企業認養的方式，讓企業帶入物力與員工家庭，參與社區農事舉辦生 

          態工作假期，實踐社會企業責任，讓農村也回饋認養企業在地質樸包裝 

          的農產禮品，互動式的回饋，讓能量與資源流動。 

 

八煙聚落的營造經驗，讓我們更加肯定，即便瀕臨人口老化與地處國家公園內限制

繁多的小農村，能夠經營自轉，養得起兩條回鄉的鮭魚，此生態農村經驗，運用於其他

農村，必能有更大效果，因此，我們將複製八煙的營造經驗，擴及周邊的環境，102 年，

八煙聚落加入了聯合國組織的「里山倡議夥伴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IPSI)」，成為台灣第二個里山倡議案例，基金會期待將八煙營造經驗，深耕更多

的農村聚落，創造台灣的「金山倡議」精神。103 年度，基金會於金山區的清水濕地及

兩湖聚落深耕，並邀請兩湖聚落居民，共同進行農地的整理及維護，以人與環境平衡互

動的生產地景概念去經營環境，將生態聚落，串起生態台灣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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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梯田濕地生態系是北台灣特有的地景，也是呼應土地紋理演化而成的重要指

標。其中『水圳』更是台灣農村早期引水灌溉重要的水利系統；由於近年來產業

結構的改變與都市規模的擴張，使得水圳與水梯田生態系因著工程開發壓力而面    

臨崩解的危機，有鑑於此，從棲地的保育開始（Beginning with habitat），亦成為

行政院「國土復育策略暨行動方案計畫」中關鍵的施政作為。 

新北市金山區的八煙聚落綜合了台灣農村發展困境的縮影，除因地處偏僻

外、年齡結構老化與人口外流嚴重，甚至因位處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導致發展受

限，因此阻礙了聚落發展，但卻也保留了北臺灣少見的大規模梯田與傳統砌石水

圳等極俱人文生態價值的景觀，八煙聚落由於地下水位高、水質清澈、生態豐富，

加上附近的八煙溫泉源頭，使得八煙聚落獨特的砌石水梯田景觀、豐富的傳統農

村人文與多樣且少見生態特色，成為當地獨特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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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金山近年來發展地瓜，作為地方特色作物的推廣，加上砌石水圳需要

頻繁且高勞力的維護與管理，使得八煙聚落水梯田面臨由水耕改為旱作、並且為

提高產量與降低人力成本而施用農藥及圳溝水泥化的危機，前述三項改變均使得

八煙聚落的美麗資產面臨崩潰；所以發展生活、生產與生態的三生一體的里山慢

活村，呼應土地紋理與生態環境復育的計畫，為因應之道        

本計畫將以「復育八煙聚落水梯田濕地生態系」為目標，從生態環境復育

及呼應土地紋體的友善土地產業活動，復甦及凝聚社區共識為主軸，推動八煙聚

落砌石水梯田生態復育與生態環境調查計畫，讓八煙三生一體的傳統價值得以保

存，並透過:(1)特色農作耕種(2)有機農法推廣教育(3)聚落生態人文導覽培訓，協

助特色產業開發及凝聚聚落居民共識，將八煙聚落注入新活水並延續生態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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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背景分析 

2-1  計劃位置  

八煙聚落水梯田聚落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邊緣，周邊皆為保存

完整之次生林地，加上鄰近北磺溪流水生態系，為天然之水陸域生態交換地帶。

計畫所稱八煙聚落乃指陽金公路以北之傳統聚落，聚落自南面磺嘴山方向引水，

區內水圳縱橫，過去為水生作物灌溉命脈，現今聚落仍保留水梯田原有之整體結

構，但生態景觀幾經居民轉作旱作，及砌石圳道水泥化導致原有水梯田濕地生態

效益遞減。 

兩湖聚落由倒照湖、葵扇湖兩村落組成，以該兩湖而得名，屬陽明山國家

公園內，因地處國家公園，開發較少且自然生態豐富，雖無特定景點，但聚落內

皆為梯田地景，為其景觀特色，其梯田規模與面積更勝八煙聚落，本計畫之兩湖

聚落，以廢校的兩湖分校為基地，並以分校旁狀似馬蹄型梯田的「馬蹄田」作為

兩湖聚落生態營造棲地。 

 

 

圖1. 計劃區位置圖 (地圖來源：Google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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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計劃周邊環境  

八煙聚落位於陽金公路（台 2 甲線）旁，金山鄉與陽明山交界處，鄰近自

然景觀區，資源豐富。坐望山巒疊起，北有竹子山，南有磺嘴山，西與磺溪源水

交會，東則銜接魚路古道，兼有豐富溫泉資源(屬白硫質)。 

 

圖2. 八煙區域地形圖 

八煙是早期魚路古道的重要據點，魚路古道又稱為金包里大路（金包里為

金山舊地名），連接士林以及金山磺港，金山磺港為早期開發之漁港，磺港是因

硫磺由此地輸出，在歷史上別具意義，而供應台北城之漁貨亦以磺港為生產之大

宗，百年以前金包里漁民利用這條古道，擔著魚貨翻山越嶺，至士林販售，然後

再越嶺返回金包里。金包里大路在現代人的眼中也許是條或可稱為崎嶇的山徑，

但曾是連接古台北城及金包里間漁業經濟、礦產輸出的重要動脈，八煙座落在金

包里大路上的聚落，亦曾是來往商旅的重要中繼站，魚路古道八煙與陽明山國家

公園間的路段已修復，是不少健行愛好者喜歡的路線。 

由八煙聚落下磺溪的方向，可到達八煙地區重要的火山地質地景：出煙口，

出煙口與陽明山國家公園內之大油坑及小油坑相同，屬於硫磺火山氣體的噴氣

口，除可見到硫煙裊裊外，鄰近的石壁上也有層層疊疊的硫磺結晶，八煙出煙口

的位置就在山徑旁，為一處可就近觀察後火山活動的極佳地點。 

八煙 

磺嘴山系 

竹子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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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八煙周邊自然景觀資源(地圖來源：Google 地圖) 

2-3  自然環境說明  

八煙聚落海拔約為 320 公尺，首當東北季風的迎風面，因地形及氣候影響，

其平均溫度約比台北市低 3 度。冬季受東北季風吹拂，潮濕多雨，夏季水氣氤蘊，

時常雲霧裊繞，加上野溪溫泉地熱水煙，「八煙」意象油然而生。 

本地地形南高北低，故聚落水圳自南面引水後，順應地形灌溉梯田，區域水

系則是匯入北磺溪流域。八煙屬火成岩，不僅地質鬆軟，多含風化碎石，土質呈

弱酸至中度酸性，八煙結構鬆散的火成岩，成為當地砌石水圳的主要材料，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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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用簡單工具即可形塑所需之砌石形狀，缺點為風化速度較快。 

八煙聚落由於水圳錯綜，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於 98 年 4 月 17

日以租賃方式承租第一批旱作梯田，即進行農地底質及田埂罅漏的修補，而後進

行放水養田，由於八煙聚落自然資源豐

富，故不久即有相當多的生物進駐，包

括水生昆蟲、兩生類、爬蟲類等。水生

昆蟲最早進駐為薄翅蜻蜓、鼎脈蜻蜓、

善變蜻蜓等，而後有春蜓類出現，其他

尚有紅娘華及田鱉等；兩生類則以澤

蛙、斯文豪氏赤蛙、盤古蟾蜍、黑眶蟾

蜍為主；爬蟲類則有柴棺龜及花浪蛇。 

李瑞宗教授於民國 95 年進行八煙

地區生態調查中則發現動物類如下：兩

生類共 14 種，其中特有種共 5 種，包

含台北樹蛙、褐樹蛙、面天樹蛙、白頷

樹蛙、中國樹蟾、小雨蛙、古氏赤蛙等；

爬蟲類共 15 種，其中特有亞種共 3 種，

包含黃口攀蜥、麗紋石龍子、黑眉錦

蛇、過山刀等；魚類共 4 種，其中包含對水質要求高的褐吻蝦虎，以及許多人兒

時記憶中的泥鰍；水中軟體動物則有 2 種，川蜷及台灣蜆。植物類則紀錄如下：

水生植物共 4 種；陸生被子植物共 101 種；蕨類植物共 14 種；蘚苔植物共 3 種。

其中更以生長於錯落有致的砌石田埂上之土馬鬃最具特色。 

八煙聚落兼具水圳流水生態潛力及水梯田靜水生態潛力，加上鄰近北磺溪及

緊連陽明山國家公園，相信在砌石水圳及水梯田生態環境陸續復育後，生態將更

為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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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社經環境說明  

八煙聚落之形成可溯及清代，為魚路古道中途點。居民多為宗親，土地權屬

則因歷代繼承，形成共業、共同持份的情形。目前聚落周邊約有二十戶人家，常

住人口約 30 人，人口老化，年輕一代多在外地工作，常於週末假日回家省親。 

聚落內從事勞動的人口，主要經濟活動仍以務農為主，銷售管道多是自產自

銷，對象則以八煙野溪溫泉的泡湯客為主。過去砌石水圳灌溉以稻作為主之水梯

田，近年來由於砌石水圳的維護管理需要年輕勞力的投入，加上地方特產作物－

金山甘薯的推廣，且傳統水稻種植需要投入大量勞力，所以大部分農地已改為旱

作。旱作內容除甘薯、蔬菜外，部分居民亦嘗試杜鵑、偃柏等種苗繁殖，由於規

模過小且無法形塑特色，故無法與其他大型種苗場競爭，目前土地使用現況除上

述農地旱作外，多呈休耕狀態。 

八煙聚落不僅擁有得天獨厚的天然景觀資源

外，其砌石水圳及水梯田景觀更具歷史、人文、生態

之指標價植。其中在北台灣已罕見的完整砌石圳道系

統，更將先人引水灌溉的智慧發揮淋漓盡致。水梯田

的景觀除了呼應過去八煙水天一色的農業景觀，更能

呈現先民開墾耕作呼應土地紋理，及與自然生態共生

共榮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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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計劃內容 

3-1  執行時間 

    本計劃為 98 年度首次申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發展計畫，103 度重點目

標除了將八煙聚落的營造成果行銷推廣之外，也擴及到兩湖聚落及金山清水濕地

的營造，以金山區里山倡議之實踐，推動「金山倡議」。 
 

 全程計畫:98 年 5 月 1 日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止， 

 103 年度計劃: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止。 

3-2  計畫目標 

3-2-1「金山倡議」Eco-network 

 新北市金山區，舊名「金包里」，自清代起即為台灣東北角文化與商業的重

鎮，文史豐富、人文薈萃。加上燭臺雙嶼、獅頭山等自然景觀，以及日治時代便

已開發的溫泉文化，金山區可謂集人文與自然精粹的好所在。人聲鼎沸的金包里

老街，以金山美食吸引饕客遠道而來；法鼓山、朱銘美術館、鄧麗君紀念公園-

筠園，也增添了金山的人文風情；處處湧泉以懷舊的氣氛吸引了為數不少的泡湯

客。 

 金山的古樸之美在於人文、生態與產業長期的互動結果。但在現代化社會的

腳步中，金山之美的本質卻逐漸隱沒在快速消費、城市發展、產業與環境鏈結脫

鉤的壓力中。 

 

 2010 年在名古屋舉行的 COP10 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會議上，由日本政府與

「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UNU-IAS) 共同推動「里山倡議」的宣言，呼籲世

人重視過去數千年來，在沒有大規模機械化耕作的農耕時代，人類與大自然互動

所形塑的「社會生態生產地景」(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里山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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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位於奧山與里

地之間的區塊（圖

1），人類低度的開墾

形成多樣化地形與

棲地，同時也造就了

森林核心區域與平

原開發區之間過渡

帶的多樣性生物資

源，過去老祖宗尊天敬地的生活智慧，成為落實推廣三生一體的永續農業的關鍵。 

圖 1 、里山地景示意圖 資料來源：趙榮台，2012 

 

 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本基金會）呼應聯合國「里山

倡議」的精神，在深耕八煙聚落近 5 年後，擬擴大成功的在地生態復育與產業加

值經驗；從大金山的格局及日本里山的推廣經驗，接軌聯合國的主流思考，提出

在地的深耕計畫─「金山倡議」(圖 1)。 

 

    金山倡議的總目標在於建立金山區的 Eco-network，以金山區生活、生產、

生態三生一體的目標，重塑人與環境共生共榮的脈絡關係為起點。生態層面以維

繫生物多樣性為目標，而非傳統保育或保護的限制發展手法；透過環境友善的生

產面及生活面策略，來維繫生產基地與生活空間的棲地多樣性，並且藉由環境教

育的深耕與生態旅遊產業的加值，培育落實永續生活的希望種子並增加地方產業

的收入。故「金山倡議」Eco-network 將發展： 

1. 環境教育─人文、歷史、生態的深度，取代快速而淺層的環境消費 

2. 發展在地產業─提供鮭魚回流之就業機會並保存在地智慧，維繫生產生態地 

    景，抗衡城市邊界蔓延。 

3. 環境財回饋居民生活─藉由深度生態旅遊、友善耕作收益等方式，重新定位 

    環境保護和在地生活的關係，找回三生一體的連結。 

 

 基金會在金山區偏遠的八煙聚落烙印下美麗的足跡，這足跡就像是大地景中

的美麗水梯田，產業型濕地提供聚落居民環境永續的共生感動以及多樣性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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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契機。我們在八煙做了以下具體的深耕與努力(表 1)，朝向成為里山倡議的

國際夥伴關係 （The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IPSI），而

我們將淬鍊八煙美好與成功的經驗，繼續往「金山倡議」的目標前進。 

 

 

 

表 1、「金山倡議水梯田生態復舊與產業復甦」工作內容 

重點項目 工作內容 

產業復甦 1.兩湖友善水稻復耕及水梯田復育   

2.大葉田香栽種及水草復育  

環境深耕 1.兩湖聚落馬蹄田及清水濕地生態調查 

2.台灣原生種水生作物復育 

3.兩湖馬蹄田水稻梯田地景恢復 

4.棲地生態與農村文化教育推動 

5.耆老訪談及人文資料等蒐集 

教育推廣 1.山林學校-生態學堂及環境服務等工作假期 

2.山林講堂-生態學習課程教室及里山經驗交流  

3.臉書傳達理念及推廣系列活動 

經濟改善 1.雇請兩湖居民管理維護梯田 

2.兩湖聚落居民進行友善耕作之生態復育補貼 

3.提供當地居民生態學堂導覽與商品銷售工作 

空間新力 

 

1.兩湖分校進行空間再造 

2.兩湖馬蹄田的田埂修繕及工作步道等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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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本年度目標： 

(1) 產業復甦： 

A、 有機水稻復耕及行銷 

B、 水生香料開發 

(2) 環境深耕： 

A、 水梯田復育面積約 3 公頃(八煙景觀水田約 1 分/八煙水稻種植教學約 2 分/

水生香料種植約 2.5 分/原生種水生植物解說園約 0.5 分/兩湖聚落水梯田景

觀生態棲地約1公頃/兩湖水生香料種植約4分/金山地區有機稻米契作約8.8

分)。 

B、 兩湖馬蹄田梯田及周邊林地野溪圳道、清水濕地生態調查。 

C、 具產業潛力之台灣水生作物復育。 

D、 棲地生態與農業文化教育推動與體驗。 

E、 以文字或影像紀錄耆老訪談及人文資料蒐集整理。 

(3) 教育推廣： 

        A、八煙生態學堂教育活動執行約 55 場。 

        B、生態工作假期約 6 場。 

        C、將山林講堂做為生態學習及里山經驗交流等教室。 

        D、八煙網站維護管理。 

        E、農業行銷活動參與(農夫市集及世貿文創展參與)。 

(4) 經濟改善： 

        A、兩湖聚落僱請當地居民友善耕作。 

        B、對於兩湖聚落居民維護水梯田發放生態復育補貼。 

        C、提供八煙聚落當地居民進行生態學堂導覽。 

        D、將八煙出張所賣店委託八煙居民管理經營。 

    (5)  空間新力： 

A、將兩湖國小進行空間改造，做為山林學校環境教育中心。 

B、馬蹄田修設田埂及工作步道，打造新空間發呆亭及農具儲藏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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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煙聚落水梯田復育功能分區圖 

 

兩湖聚落水梯田面積規模，更勝八煙聚落，以馬蹄田為第一處營造的水梯田，

其面積約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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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實際效益 

3-3-1  經濟效益  

本年度計畫執行產生之經濟效益分別為下: 

(一) 生態環境復甦之經濟效益 

1. 八煙聚落-生態環境復甦及景觀營造建設:傳授在地二代居民導覽技巧，訓練

其為民眾進行導覽解說，設計「八煙生態學堂見學課程」，以預約收費的生

態導覽形式，帶動八煙聚落生態旅遊的人潮，從中讓民眾進行八煙人文風

情巡禮，其中依循生態工法的環境維護管理方式，更為其中導覽重頭戲!希

望藉由生態導覽，推廣深耕聚落之理念。從導覽過程中，與遊客的親切互

動及絡繹不絕的預約導覽團體分析，民眾對於此見學課程有明顯地回饋與

評價，穩定的回客率與優質客源，使得生態學堂導覽服務於本年度盈餘足

以支應全職洄游人力。 

2. 兩湖聚落-生態環境復甦及友善耕作基地:改善以往噴灑除草劑請領綠肥休

耕補助的使用方式，改為進行有機特色產業，並聘請在地居民作田間維護

管理等工作，並將生產後端米包裝之烘輾委託給在地居民，一條線生產之

稻米，將梯田復育生態補貼、田間管理、稻米收割及包裝協助之補貼營收，

回饋於當地合作之小農，建立當地自有友善耕作農產品牌。 

(二) 聚落生產活動復甦 

1. 輔導友善環境耕作模式以提升產品價值：以「ECO KITCHEN 生態廚房」

為品牌，與小農共同契作，將友善耕作之農作物經過產品設計及包裝，進

行網路行銷及農夫市集販售，擴展市場能見度，以下為今年度開發之商品: 

(a)八煙聚落及兩湖聚落-大葉田香:將大葉田香鮮葉採用乾燥研磨製成的茶

粉，將其包裝成「大葉田香鮮粹茶包」，討喜的包裝及專屬的大葉田香吉祥

寶寶獲得民眾的喜愛。由原作為八煙聚落社區奉茶的大葉田香茶飲品，如

今能外帶並於自家沖泡外，也能作為送禮自用的伴手禮，新穎的包裝及特

殊美味的味蕾衝擊，讓此商品成為遊客來訪不可錯過之美味，也為八煙聚

落創造了更多豐富的特色農產品。此外，以大葉田香混合東方美人茶的「大

葉田香美人義式冰淇淋」，於今夏推出後，清新爽口的滋味除廣受民眾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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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受到優質媒體上下游大篇幅報導的肯定。 

 (b)兩湖聚落-友善種植稻米:採自然農法管理取代先前居民使用殺草劑耕

作的方式，進行水梯田的復育及稻米的耕作，並請居民進行田間農事等管

理維護，其後將收成之稻米進行設計包裝，將小農耕作及復育水梯田理念

於行銷時推廣，讓民眾了解農產品來源產地及其背後的故事，相關收入也

支持著小農進行水梯田維護之生態復育補貼。 

 

2. 八煙聚落在地特色賣店自營：邁入第六年的產業營造，開發了許多生態廚

房品牌的質樸農產商品，加上聚落耆老以山林材料手工製作的漂流木盤、

芒萁鍋墊、櫻花筷及山棕掃把等，豐富的多樣在地特色商品，遂也將原為

解說資訊站的出張所，轉化精進為在地小賣店。生態解說導覽及八煙出張

所小賣店的工作，提供兩位在地居民工作機會，本年度仍保留出張所空間

租賃，提供解說資訊站及小賣店功能，兩位在地居民之薪水，則由營收自

賺薪水，創造當地居民之就業機會。 

(三) 社區營造 

1. 景觀生態環境維護補助：僱請八煙及兩湖聚落在地居民共同改善生態環境

復甦與產業發展，並租用農地、維護管理砌石水圳及農地維護管理等。 

2. 文化環境及生態教學：結合傳統技藝教學，如砌石示範、手工藝編織、糊

田埂與農作技術示範以及「八煙生態學堂」的教學等來創造聚落附加價值。 

3. 里山經驗交流分享：比鄰八煙聚落的山林講堂，作為教育推廣及研討之清

幽的室內場所，已進行山林技藝課程 3 梯次及生態調查教學等課程，除使

參與民眾更加認識里山倡議理念外，因地制宜之優點，能讓民眾於活動中

即結束後，深入探訪八煙聚落，一窺聚落保留及復甦之古老智慧的結晶。 

4. 生態學堂特色茶點製作：生態學堂導覽活動，加入美味草仔粿及大葉田香

風味茶之加購，使用聚落栽種之鼠麴草做為草仔粿製材，以及大葉田香鮮

葉沖泡成的風味田香茶，並於導覽過程中帶民眾一窺食材之真面目，創造

吸睛亮點!自產自銷之理念，使居民皆有機會參與生態學堂之活動。 

 3-3-2  其他政策效益或不可量化效益 

1. 生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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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八煙聚落-鑲嵌地景棲地多樣性提升：透過與八煙聚落當地居民達成之共

識，結合聚落及水梯田環境維護管理模式，恢復舊有之棲地，配合當地特

有的農耕習慣營造生物與環境多樣性，除水梯田外，亦及包括周遭田埂的

濕生植物保留、水圳兩岸多孔隙構造、梯田周邊植生維護、原生種復育及

外來種清除等。 

(2) 兩湖聚落-梯田及周邊生態地景維護及調查：掌握水圳生態系統的穩定度及

瞭解耕作方式對於農地依存性高之物種的影響，用以分析農地維護管理措

施的調整與改善。其中，透過營建署的清水濕地生態調查，了解鳥類與溼

地棲地的利用，其調查資料將成為金山倡議中，農業濕地生物利用的重要

資料，別具意義與重要性。 

(3) 外來種移除與原生種復育:提供原生種更具競爭的生存機會，清除外來物種

之工作，藉環境景觀整理工作去除福壽螺、水蘊草等，提供原生物種(馬藻、

小穀精草、田字草青將魚等)更好的生存棲地。 

(4) 清水濕地旱見稀客-西伯利亞白鶴:於 103/12/01 日當天，在金山區清水濕地

發現小白鶴的蹤影，小白鶴的出現，代表著停用農藥、化肥與除草劑的友

善耕作方式，讓農田與候鳥都得以有休養生息之地，牠的出現及與環境互

動所衍生的議題，值得我們好好思索，並持續性推動擴大友善耕作的農

地，以保價鼓勵農民以翻田、蓄水等方式，提升農地產值，避免因休耕與

荒化，影響候鳥棲息環境。 

清水濕地鳥類調查-數量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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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物種多樣性的增加：在物種生物多樣性方面以蛙類、龜類、蛇類、蜻蛉目

等水梯田依存性較高的物種最為顯著，透過持續不斷地的水梯田生態經營、環

境友善耕作的輔導，物種數量穩定且多樣性明顯提升，由生態觀察，發現水梯

田棲地的復育加上友善耕作，讓八煙聚落的生物族群數量穩定成長。 

2. 景觀效益： 

(1) 景觀多樣性的維繫：由劣化水梯田棲地的恢復，以田間水位的管理，來維

繫水梯田景觀，在聚落外部空間方面，透過綠建築的概念，以生態工法的

方式，做最低干擾的方式進行景觀空間的維護。 

(2) 與八煙聚落當地聚落居民齊心合力，共同營造八煙水梯田特色地景的維護。 

(3) 「砌石、梯田、水、八煙」的地景營造，為最具代表八煙聚落營造三生一

體的和諧成果，尤以水中央為主，山水相伴、圳溝水田生意盎然的景觀，

使之成為行銷八煙及推廣營造案例最好的媒介。 

(4) 兩湖馬蹄田整治:請來小農楊振鑫先生輔以新北市政府之力，將兩湖馬蹄田

周邊景致做整理，並將狹窄的農路步道做改善，以方便之後農事進行的流

暢度，工具屋的存放空間做整理後，以一片臨海之美景相襯，已初步完成

發呆亭之基地打造，年初插秧活動已將此發呆亭作為農具及活動照片展示

區，實具教育及活動宣傳之特色紅磚瓦屋，也使得前來體驗活動之民眾感

受到不一樣的復刻風味! 

(5) 山林講堂-生態學習場所:作為理念宣傳及活動場地的山林講堂，於戶外的生

態池及楓香樹林，皆作為課程輔導及示範的種植場域，活動中的植批栽種

等美化，讓其後活動皆能以之美景作為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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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水中央-八煙聚落著名景點     (右上)貢寮梯田小農-阿先:協助兩湖梯田整地 

(左下)山林講堂-生態教育學堂       (右下)豬式會社-兩湖馬蹄田具教育性質之紅磚屋 

3. 文化效益： 

(1) 利用八煙出張所與聚落內人文景色，展現台灣傳統農業生活型態與空間場

域的介紹與保存。 

(2) 藉由八煙聚落與兩湖周邊的耆老訪談及人文歷史資料的蒐集，記錄老一輩

的在地智慧，並以文字紀錄，讓耆老的記憶深化成為金山文化的特色。 

(3) 藉由辦理手作課程活動，傳承傳統技藝並教導民眾砌石工法等相關智慧。 

(4) 以友善環境的耕作方式，及傳統砌石水圳修復等利用，找回聚落最初人與

水的親密共生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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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透過資料的整理與二代在地居民等人力的培訓與解說，將耆老的在地知識

用不同的方式保存、傳遞給更多民眾。 

4. 社區組織與產業形象： 

(1) 結合聚落內返鄉的中壯年漂鳥，投入愛鄉、愛土的行列，並透過各項活動

與課程，整合聚落資源，進行在地人才的培訓並達到社區自治與發展。 

(2) 透過輔導並鼓勵當地居民能有經濟自轉操作等能力，今年秋季，八煙出張

所旁開了間由當地居民經營之山泉咖啡小店，協助其設備採購及創業諮

詢，達到在地二代回流創業之經營願景。 

(3) 產業形象：以文創與媒體行銷宣傳手法，建立八煙聚落特色農產品的品牌

經營模式，其中包含了友善環境農產品的確立、手作工藝品的產業、產品

形象品牌與包裝、產銷管道、與產業的環境永續經營。 

  

(左)山泉咖啡館-二代鮭魚的洄流 

(右)八煙出張所-賣售質樸溫馨的氛圍及當地居民手作編織小物 

5. 環境教育功能： 

(1) 八煙出張所:利用八煙聚落在地農家成立解說資訊的遊客服務站，讓造訪八

煙聚落之遊客可以有更深度的人文與景觀認識，使民眾了解聚落復舊的歷

程與深耕成果。 

(2) 八煙聚落已成為學校或企業戶外學習場域或生態工作假期的新選擇，其中

更持續持續地藉由「八煙生態學堂見學課程」，用以深化環境教育與人格

培養的功能，近年藉由活動試辦，發現成效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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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八煙聚落已成為新興觀光旅遊景點，透過媒體的行銷，｢八煙聚落｣已打響

名聲，成為台灣深度旅遊的私房景點，亦為新北市政府推動旅行的觀光景

點之一。 

(4) 兩湖聚落工作假期:以招募志工或認養企業進行環教服務，讓人口老化的兩

湖梯田，不至以慣行農法或殺草劑來管理農田，讓棲地的友善度提升，除

了保護生物，也促成棲地的友善農業，育教於樂，觀察水田生態與其對環

境的重要性。 

(5) 自然生態學堂-山林講堂:將鄰近八煙聚落的山林講堂作為里山經驗分享及

交流研討的場域，除戶外的雅景外，課程結束後的空檔之餘更帶領民眾前

往八煙聚落，一探課程中所分享的美景，以不破壞生態為前提，依照當地

原有之地景樣貌，打造砌石水圳等工程。 

(6) 網路社群網站:成立臉書「里山台灣滄海桑田桃花源」粉絲團、「金山倡議_

清水濕地」粉絲團及「八煙聚落社團」，宣傳營造理念及分享、發佈相關

農業新知等文章，並將活動訊息及民眾提問等，作最新、最即時的回覆。 

6. 文化交流功能： 

(1) 姊妹梯田年度交流:八煙聚落的三生發展模式，使得同為提倡里山倡議的日

本岡山縣美作市上山棚田團的 NGO 組織，與八煙聚落締結為姐妹梯田，

每年度藉由活動參與及日本觀摩見學等經驗分享，激盪出雙方對於梯田營

造之願景及創意集思的不同火花。 

有效利用網路行銷與號召，讓「英田上山棚田團」成為 2012 年日本的農

村 12 傑之一，不但日本首相夫人多次參與梯田的活動，其所生產的「棚

田米」亦成為 2013 年日本便利商店龍頭 7-11 的通路熱銷商品，持續不斷

創造話題，並以玩農村 Merry together 為號召，並於 2013 年大步走向國

際，，2014 年更將美作市的「千枚田」登錄為日本未來遺產，擺脫傳統

農村思維與生態想像的英田上山棚田團的確創造了一個奇蹟，結合環境藝

術與活動，透過創造議題與網路行銷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們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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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歡樂合影-兩湖馬蹄田(103/3) 

(右)手作插秧初體驗-兩湖馬蹄田(103/3) 

  

(左)雙方相見歡-熱情的接待招呼!(103/10) 

(右)機器取代人力-體驗當地收割機之使用(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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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執行情形與成果 

4-1  各項工作執行情形與成果展示 

4-1-1  產業復甦 

(1) 兩湖友善水稻復耕計劃及水梯田復育 

            本年度金山地區以『有機耕作』為重點，延續八煙聚落水梯田復耕之經驗，         

          進行友善大地的水稻、水生香草、水草等復育計劃，以兩湖聚落馬蹄田為生 

          產基地，改善現今居民噴灑除草劑請領綠肥休耕補助的使用模式，改進行有 

          機特色產業栽種，並聘請在地居民進行水路管理、田間維護管理等工作，擴 

          大農田轉型之面積，並與在地農民溝通、傳遞有機耕作知識與實務操作，復 

          育金山廢耕或休耕的農地，朝向有機化努力。近年來，國人對於食品安全的 

          關注及對於在地產農產品的消費意願增加趨勢，提升了基金會對於友善栽種   

          農產的銷售機會，因此，除了兩湖聚落馬蹄田的水稻田復育外，更結合對於 

          安全糧食的守護，以創造美麗的梯田地景及友善的生產棲地，然而，因梯田 

          產量低且需要較高人力成本，為達小量販售的經濟規模，以契作方式，與苗 

          栗縣灣寶區的洪箱女士收購友善耕作的陽光日曬米，並以專案協助兩地區米 

          後端的烘碾包裝費用，增加兩湖稻米的品項，經過產品外包裝的商討設計， 

          以亮麗的對比色彩及質感化包裝，提升米禮盒的產品故事性及好感度，讓「生 

          態廚房」品牌的系列農產品及後端生產鏈有計劃性地逐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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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當地耆老教導活動志工如何手作插秧 

(右)兩款米禮盒:(上)洪箱陽光日曬米搭配兩湖米(下) 洪箱陽光日曬米 

(2) 有機經濟作物-大葉田香栽種及水草復育 

  大葉田香以清新的氣味及獨特的溫潤口感，獨佔八煙出張所銷售排行之

首，大眾的青睞及媒體的爭相採訪，讓基金會了解此作物於香氣外的特別處，

因此，將此賦有市場經濟價值的水生作物，藉由與八煙聚落當地居民的栽種

輔導與農業合作，將此作為其一級產業，透過後端生產等二級產業的加工，

經設計包裝及推廣行銷，作為將此完製之好感原味食材，真實呈現於銷售端，

由生產、加工、行銷等一條鞭生產鏈，呈現最天然且用心的好滋味!以恢復原

有之環境特色，並結合當地聚落既有之生產方式，重新連結產業與環境的關

係，複製八煙聚落栽種大葉田香的成功經驗，今年度也於兩湖馬蹄田種植，

願以此基礎，提高當地居民參與意願，並透過水草有機、易種等優點，建立

居民對於聚落環境原貌保存的共識，進而與產業結合，達到對於環境永續性

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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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葉田香採收 

(右)大葉田香鮮葉欲送往加工廠乾燥研磨 

 

 

(左)大葉田香鮮粹茶包配合聖誕節行銷 

(右)大葉田香鮮粹茶包於假日小農市集販售並宣傳栽作理念 

(3) 友善環境的深耕 

  基金會於民國 100 年起，委託慈心有機發展基金會，定期進行有機課程的

教育與輔導，協助取得有機農產品標章認證，然而，八煙聚落地處火山地域，

土壤結構受硫磺影響等因素，無法獲取有機標章，但基金會仍持續輔導與鼓

勵在地居民使用友善環境的方式耕作，降低聚落內因慣行農法對於環境面的

不良影響。另外，為擴展友善環境耕作方式之規模，積極輔導農戶進行水田

景觀生態維護或原生種物種復育(各類水生植物)，以及水生作物(大葉田香)的

有機契作，提供聚落農業發展之更大的經濟利基，103 年度，金山地區累積水

梯田復育面積已達約 3 公頃，其坐落位置分別為:八煙聚落(6 分)、兩湖聚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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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金山地區(8.8 分)，由分析可知，大葉田香此作物之維護及生產管理端，

相較於水稻簡易，對於人口面臨老化之聚落，實具耕作效益及可行性，遂將

之發展為八煙聚落及兩湖聚落之新產業。 

(4) 農產品行銷 

  關於在地農產品的行銷，將聚落的簡樸特質作為產品欲傳達意象，結合簡

約風格的設計，有效地行銷在地良品，以「Eco kitchen-生態廚房」為品牌，

陸續推出「生態廚房陽光日曬米」、「大葉田香鮮粹茶包」、「田香美人義式冰

淇淋」等產品，靠著過去六年的深耕產業，加上新開發的文創手作商品與當

地生態旅遊，讓八煙聚落透過產農品的開發及行銷推廣，增進當地居民對土

地的認同、生態的維護，以及藉由農產品銷售收入，開闢新的經濟源頭。 

4-1-2   環境深耕 

(1) 兩湖聚落馬蹄田及清水濕地生態調查 

A. 蛙類及蜻蜓生態復甦成效卓著 

八煙聚落在本計畫前，僅有李瑞宗(2006)曾進行調查，以水為棲地的生物族

群，受惠最多，其生物族群與 2006 年資料比對，發現有穩定成長。 

八煙地區的蛙類李等(2006)，共記錄到 14 種蛙類和 15 種爬蟲類，歷經五年

水梯田棲地營造面積增加，創造出多樣性的水生環境與面積，八煙地區蛙

類共有 18 種，顯示八煙地區的兩棲類動物在種類組成變化雖然成長不大，

但由逐年水梯田的兩爬產卵數量，可以得知各物種數量上有極大的成長。

八煙地區因恢復水梯田耕作方式，再加上原本的筊白筍田和小水池等靜水

環境，極適合在靜水域環境活動繁殖的蛙類，如春夏天的澤蛙、虎皮蛙、

貢德氏赤蛙，和冬天繁殖的盤古蟾蜍和長腳赤蛙，田埂、水圳與砌石中間

空隙等微棲地環境的維護，已提供兩棲類梗良好的躲藏空間。目前在聚落

內記錄到之蛙類共 15 種，約佔台灣蛙類種類的 1/2，由歷年資料分析種類

及數量皆穩定。其中以澤蛙、長腳赤蛙、拉都希氏赤蛙、黑眶蟾蜍的族群

為優勢。 

  八煙地區的爬蟲類動物李等（2006）共記錄 6 科等 15 種爬蟲類，歷經五

年，調查可得八煙地區共有 10 科 25 種爬蟲類，調查能發現的種類有花浪

蛇、青蛇、黑眉錦蛇、過山刀、鈍頭蛇、茶斑蛇、眼鏡蛇和龜殼花、鐵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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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赤背松柏根、南蛇和黑頭蛇，八煙地區恢復水梯田耕作方式，再加上

原本的筊白筍田和小水池等靜水環境，除了適合兩棲類棲息繁殖外，亦適

合淡水龜類如柴棺龜和斑龜，以及喜歡以兩棲類為主食，且生活在水邊的

蛇類棲息，如紅斑蛇、白腹游蛇、雨傘節和赤尾青竹絲。  

           八煙地區的蜻蜓類動物在本計畫之前未有，營造計畫至今，八煙地 

           區共有 8 科 41 種的蜻蜓種類，為全台可見總類之五分之一，若以單 

           一農業聚落可見如多樣之總類，可謂蜻蜓樂園。蜻蜓的稚蟲均生活 

           在水域之中，對於水質的要求和依存遠高於成蟲需求，八煙地區乾 

           淨清澈，終年源源不絕的水圳和水田對於兩棲類和蜻蜓類的生存極 

           為重要，是需要持續維持水梯田、筊白筍田、水生植物池、水生空 

           心菜或西洋菜水田的低汙染耕作模式來提供這些動物的生存。 

B. 水梯田指標生物的出現 

水梯田指標生物如白腹遊蛇、柴棺龜、斑龜等陸續出現。蜻蛉類的種類更

創下歷史的新高，目前已記錄的種類共 41 種之多，少見的扶桑蜻蜓則為蜻

蜓愛好者的亮點。黃緣螢的幼蟲與台灣蜆也持續的在八煙水圳內發現；此

外，水圳內泥鰍、擬多齒新米蝦與水生植物馬藻等族群更是穩定的成長、

台灣藍鵲更有同時出現達 18 隻的紀錄，水稻田也曾出現約 200 隻黃頭鷺春

季遷移停留覓食的壯觀畫面、水中央並有鴛鴦一對、高蹺鴴一群的珍貴畫

面，由此可見水梯田復育對棲地生態的影響。 

其他如台灣尼猴、山羌、山豬、穿山甲等哺乳動物也陸續在聚落周邊現踪，

最大的改變應歸功於農藥的減量，使得野生動物重新信賴這片棲地。另外

居民也逐漸找回先民「留田角」的精神，將部分作物與野生動物共享，將

帶給聚落生態更大的獲益。本年度還在種植的水稻田拍攝到台灣獼猴在田

埂邊逗弄水田中停棲的小白鷺難得畫面。 

      

(2) 台灣原生種水生作物復育 

  基金會於八煙聚落近六年的景觀營造，以旱田恢復水田、砌石水圳及水

田維護管理為主要目標，藉由舉辦志工假期活動，募集活動志工、志同道

合之伙伴，並邀請合作企業單位及學校師生投入環境服務工作，以人力代

替機器，用手工撿拾水梯田中的福壽螺及水圳內之水蘊草，提供原生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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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馬藻、小穀精草、田字草更多的生存棲地，並減低原生螺貝類的競爭壓

力。其中，水蘊草移除工作，配合了生態學堂中的手作課程習作，讓參與

活動的學員們了解原生種與外來種的競爭關係，亦親身體會協助聚落清除

外來物種的成就感，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 

  為了復育原生水生作物，特以種植台灣原生種水生植物的小水田，作為

「八煙水生植物園」生態學堂解說中繼站，作為導覽教育之用途，其水田

中的物種包含: 荸薺、水毛花、水丁香、大安水蓑衣、燈心草、小杏菜、水

蕹、單葉鹼草、野慈姑、輪傘草、田字草、圓葉節節菜、宜蘭水蓑衣、菖

蒲、香蒲(水燭)、長苞香蒲、三白草、擬紫蘇、澤瀉、鴨舌草、細葉水丁香、

大葉田香、香辣蓼、台灣萍蓬草、水稻等原生植物，其中，以可食用之作

物作為食品開發之研究，遂以水生香料的田香作為開發，研發了大葉田香

鮮粹茶包及田香美人義式冰淇淋等產品，以小小水生香料植物，創造了當

地獨特的產業開發，亦於今年度，將八煙聚落及兩湖聚落做大面積的栽種，

輔導並教導當地居民栽作方式，持續地宣導並試想其更多創意之研發，讓

看似雜草的作物，創造出無限的產業創新與生態保育的契機。 

  

(左)採收大葉田香-輔導種植，與當地居民契作大葉田香 

(右)大葉田香鮮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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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兩湖馬蹄田水稻梯田地景恢復 

  兩湖聚落以雇請當地居民維護管理梯田，除推廣友善耕作外，更予以梯

田生態復育等補貼，兩湖聚落梯田面積約一公頃，其水稻及大葉田香的種

植與採收，除了活動時志工輔以協助外，平時的維護管理與巡水除草等工

作，聘請兩湖在地居民管理，此好處為「創造友善耕作」之地景，以之為

合作起點，根除噴灑殺草劑的管理模式，待產業穩健，當地居民則可以友

善土地方式自行種植。 

  除此之外，兩湖馬蹄田及周邊林地野溪圳道、清水濕地等生態調查結果，

可用以了解鳥類與溼地棲地間的相依存關係，其調查結果將成為金山倡議

農業濕地生物利用之指標。 

  

(  (左) 2013 年 7 月兩湖馬蹄田的一片除草劑毒害的枯黃景象 

(右) 2014 年 3 月馬蹄田放水重現生機 

(4) 棲地生態與農村文化教育推動 

  兩湖聚落將之定位為環境教育的場域，本年度舉辦多場次環境志工工作假期

活動，由臉書號召志工或認養企業的同好，一同從事環境服務工作，除改善劣

化棲地外，也能親身體驗農業文化，別賦教育意義，本年度兩湖的基礎營造工

作如下：農路步道改善、插秧收割、水稻田中央發呆亭(豬式會社)建置、老瓦

屋變身農具間等工作事項。 

(5) 耆老訪談及人文資料蒐集 

           以文字或影像，紀錄兩湖周邊耆老的訪談內容以及人文歷史資料， 包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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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工藝、勞動的經驗累積，以及金山居民食、衣、住、行與環境間的互動， 

         讓耆老的記憶深化成為金山文化的特色。而這些在地的智慧也將透過資料的整    

         理與傳播、二代人力的培訓與解說，將耆老的在地知識用解說教育、專題報導 

         或記錄片等不同形式保存、傳遞給更多人，藉耆老的故事分享及在地的深耕經  

         營，將一路走來的過程結合林務局水梯田保育研究計劃的推動，用耗時五年的 

         歷程，將這份感動及理念延續，而拍攝成一部深植人心之水梯田營造之紀錄片。 

 
 

 
 

新環境復興運動:歷經五年的時間，2014 年初完成終於完成此紀錄片。 

里山臺灣-滄海桑田桃花源為臺灣首部紀錄「里山」之影片，以八煙聚落五年的

營造紀錄，結合三處 NGO 團體(花蓮豐濱、新北市貢寮)對於水梯田復育的蹲點

投入，拍攝出人與土地相依存的感動。 

上圖:「里山臺灣-滄海桑田桃花源」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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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教育推廣 

(1) 山林學校-生態學堂見學課程及環境服務等工作假期 

  八煙聚落一秉著過去深耕五年的營造，於本年度持續扮演著八煙聚落導覽預

約的諮詢窗口，協助團體預約導覽，並安排一同深耕營造的在地解說員（蔡文

照先生及簡豐華小姐）進行聚落導覽解說，提供在地夥伴介紹聚落營造的經過

外，讓居民可自轉操作。 

  「八煙生態學堂見學課程」的規劃安排，使得生活於水泥牆中的都市孩子或

是遠離農村生活卻仍依戀那純樸感受的四、五年級生，有機會親臨農村，重新

感受大地用最原始的樣貌、簡單的顏色及單純的青草香，感動最純真的內心。

倚偎於大人身旁的孩童，也會因大自然的色彩及山中精靈的嬉弄，而慢慢感受

這自然之禮，漸展開笑顏，課程的循序性安排，讓學童學習順應自然節氣的生

活智慧，及純樸農村的田野樂趣。 

  基金會認為農村應為一處生態教育解說的大教室，為了推廣自然生態教育

並，因此著力於以農村為核心，結合農村文化體驗的人文生態解說導覽，其次，

為了延伸其過程中的教育功能，因此結合農耕體驗及工作假期的推廣，並配合

教育部「環境教育學分」與｢校外環境教育推廣｣的相關補助等，做為推動聚落

生態產業的基礎，希望學生離開教科書的世界後，能真實地感受天地的美好，

期望培養學生們野外觀察及主動探索的精神，此生態學堂見學課程於今年累積

共達 55 場，約 1830 人次。 

 「生態學堂見學課程」之執行成效 

A. 透過課程的環境解說，達到知識傳遞並宣導八煙水梯田生態系統 

的價值。 

B. 透過課程解說聚落水梯田對於生態的永續經營及管理，讓學童充分了解自

然生態財之運用。 

C. 透過課程的環境解說過程中，推廣八煙的美好，亦能達到達到行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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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藉由生態學堂見學課程，親訪八煙，並了解水梯田之生態系統 

(右) 學童認真聆聽砌石屋之建造過程及其珍貴性 

  此外，103年度「志工環境服務假期」的規劃安排，主要以兩湖馬蹄田地區

為主，春分-3/29 當天，元智大學(合作伙伴學校)師生藉由相關課程安排規劃，

共同執行手工插秧教育實作，讓大學生離開教科書，親自體驗手作插秧之樂趣!

踩在泥濘的梯田中，由當地的耆老親身教學，讓學生了解耕作之不易，也讓居

民了解我們對於理念執行之初衷。夏至時分-8/2 當天，由網路邀請志工，集結

慈心有機農業志工團共同執行手工割稻收割環境教育實作，以傳統農法，進行

脫穀機之脫稻及篩稻，並請兩湖當地居民協助曬稻，於一連串的收稻過程中，

讓參與民眾了解，吃飯這件事，背後的耕耘辛勞，並了解"米"之採收過程，汗

如雨下的午後，孩童及志工們皆了解到農夫執行友善耕作中的辛勞，也了解詩

中何謂粒粒皆辛苦的道理了。 

  

(左)示範手作插秧-由當地耆老親自教學 

(右)體驗手作插秧-學生們親自下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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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稻子之採收及脫粒 

(右)工作結束後之歡樂合影 

 

 「志工環境服務假期」之執行成效 

A. 透過親身體驗傳統農耕之作，學會了彎腰謙卑耕耘的傳統農耕文化。 

B. 瞭解透過身體力行，也能從小地方做起愛護地球，堅持友善大地之事。 

C. 無論手工插秧或收稻，皆為農村與都市連結的最好方式。 

(2) 山林講堂-生態學習課程教室及里山經驗交流 

  山林講堂位於陽金公路 5.5公里處，與八煙聚落相鄰約 1.5公里，交通方便

且環境優美，富有後院之楓香樹林及生態池，為辦理里山教育推廣課程及研討

的不二室內場所，藉由位置所在地之便，研討結束後，直接前往八煙聚落探勘，

將研討之分享內容直接展現於聽講者之眼前，親眼觀看及親身造訪之舉，實具

教育推廣意義。本年度，於山林講堂戶外空間也辦理近三場環境服務志工團假

期，希望藉由網路號召，募集志願前往之民眾，協力整理戶外之楓香樹林並鋪

設棧板道路，齊力建造石板步道及戶外整治，於課程及演討結束後，能踏在這

塊土地享受好環境、欣賞好風景之學堂戶外空間。 

  另外，於山林講堂辦理之工作假期及研討會議，為推廣友善蔬食及八煙特有

水生香料植物-大葉田香，因此，將友善耕作之金山當地筊白筍及洪箱陽光日

曬米及兩湖梯田之稻米入菜，使民眾享用到真實原味之食材，另也提供飯後茶

點田香鮮粹茶，藉由八角的甘甜餘韻，帶出大葉田香之獨特之處外，也傳達我

們的理念，用甘甜美味，讓大家了解一路以來之耕作之初衷及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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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 
長期合作企業(緯創)及臉書粉絲專頁號召的志工，共同於山林講

堂進行鋪設石板步道及楓香樹林整理。 

11/22 
長期合作企業(緯創)及臉書粉絲專頁號召的志工，共同於山林講

堂進行鋪設碎石步道及環境整理。 

12/07 

合作學校(元智大學)的學生們，於八煙聚落導覽過程中，除撿拾

遊客遺落之垃圾外，也共同於山林講堂進行戶外空間之整治:步

道鋪設及木棧板設置等。 

103年度 不定期之里山研討會議及分享講座 

 

  

(左) 10/18工作假期-鋪設步道組別成員用心工作 

(右) 10/18工作假期-團隊分工、同心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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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努力進行碎石鋪設 

(右)工作結束後之歡樂合影 

  

(左)里山倡議故事分享-坐上時光機，好故事分享中 

(右)大葉田香鮮粹茶-午後時光，品茗一杯暖暖的回甘好茶 

(3) 臉書傳達理念及推廣系列活動 

  看準網路媒體傳播的即時性及無地域之隔閡，於 103 年度，大力藉由科技網

路的發達，於臉書成立-「里山臺灣滄海桑田桃花源」粉絲專頁、「八煙聚落社

團」等，其中「里山臺灣滄海桑田桃花源」粉絲專頁粉絲人數已達 2100 人，「八

煙聚落社團已達 2920 人，藉由網路，每天分享發布新的文章，關於八煙、關

於兩湖，以及關於更多台灣小角落的農村故事及農訓新知，亦將不定期舉辦之

活動，藉由臉書發佈，並加以集思如何以有趣的、有創意的行銷，使得臉書得

觸及率擴大，讓更多民眾認識我們，了解到友善土地以及里山、里海之重要性。   

  藉由網路串流，執行活動宣傳及理念傳達得同時，亦使得我們在網路上被更

多的民眾及企業看見，除了公部門的資源外，企業力量的注入也使聚落能有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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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濟的支柱。基金會於 97 年開始嘗試以企業認養的方式進行私部門力量的

挹注，將八煙聚落的有機耕作及環境場域，提供認養單位員工環境課程及實作

空間，102 年度起，更帶領認養的企業前往兩湖，擴大合作範圍與地區。希望

藉由農田稻事之體驗，讓企業得同仁們瞭解水生植物與溼地的重要性外，也支

持並關懷農村，以此認養模式之概念，成為 NGO 團體與企業共同投入農村關

懷的廣泛模式，讓人力與關心回到農村，重新串起農村生產與消費端的連結。 

  

(左)認養企業-緯創企業的夥伴們，藉由工作假期進行農事體驗 

(右)網路的力量-粉絲專頁的介紹，吸引民眾及一對小情侶一探山林講堂這方境地! 

  

(左)講座分享-藉由演作的邀約，提倡里山倡議 

(右)紀錄片分享-生態電影節播放里山臺灣此紀錄片 

(4) 農夫市集及教育相關活動之參與 

  積極參與農夫市集活動，希望藉由一系列的活動，有機會走出聚落，並且

與消費者做面對面的接觸，將營造八煙聚落及兩湖聚落的過程，用故事說給

民眾聽，並且將友善耕作之農產品，藉由市集的網絡及善的傳播，讓更多人

認識我們。除於科學博物館做展售，讓更多孩童及家長認識我們外，今年歲

末，也應慈心基金會之受邀，於臺灣博物館-田裡有腳印市集做農產品之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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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綠色標章為主題，讓每個攤位的販售品為復育及保育生物，因此，我們推

出了大鵰米，以復育保護大冠鷲為目標，宣揚我們里山倡議之理念，未來也

將積極爭取申請綠色保育標章之輔導認證。每周六的假日時光，能夠與前往

市集之朋友說我們的故事，也能夠間接幫助小農銷出農產品，小小的市集，

有著共同理念的農友們，共同為這片土地做不一樣的事。民眾的參與及購買，

即為宣傳的好機會，也讓我們有機會為生態做一些不同的改變! 

  

(左)科教館活動-寓教於樂!家長偕同孩童聆聽工作人員介紹水蘊草此植物 

(右)農夫市集-與洪箱女士一同販售農產品，農友加持，當日陽光日曬米大賣! 

 
 

(左)宣傳標章-參與慈心舉辦之田裡有腳印市集 

(右)市集參與販售-田裡有腳印市集之參與工作人員 

(5) 世貿文創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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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參與世貿文創展展覽，除了將友善耕作農產品行銷外，也將小農耕作

及基金會一路深耕之理念及里山倡議重要性藉此活動做宣導，把握展場之廣

大人潮及來自台灣不同角落之觀展遊客，將八煙這樣的好地方及里山倡議此

重要議題，結合產品銷售作深入介紹，也將不同於現在使用機器烘乾的稻米，

使用陽光日曬的美味好米介紹給客人，對於食安問題的重視下，不少民眾選

擇用消費支持友善耕作的小農，展覽期間，對於辛苦生產的小農及日漸重視

食品安全來源的消費者，我們選擇以用心耕作及持續深耕這塊土地的心，作

為消費中間的友善橋梁，並且讓更多民眾，看見有意義及參與這樣的友善行

動之活動。 

 

 

(左)世貿文創展-參展活動照片  

(右)宣傳大葉田香-現場積極與客人介紹此種特殊水生香料植物 

(6) 新一代設計展之活動曝光 

  今年六月，由亞東技術學院設計系的三位學生，展出了他們為期一年畢業

製作，一整年的心血投入，以對於八煙聚落當地的深入採訪及仔細研究後，

產出的美好作品。新一代設計展的展示作品，吸引了眾多的人潮，以創新及

各異其趣的風格，讓各個創作者，在展場中引領不同小粉絲們的目光，以八

煙為題的設計陳設，也如此受到了好評，藉此，一群學生，因八煙聚落的溫

厚純樸，而坐上時光機展開了一場時光探究，也因為這樣生成的好作品，吸

引了眾多的觀看人潮。富有教育性的作品，我們也會於未來，結合八煙聚落

販售的特殊人情味，結合運用於富教育性質的手作課程或是商品設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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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新一代設計展-哩厚!八煙 

(右)設計作品-八煙代表人物之特色 

4-1-4 經濟改善 

(1) 兩湖雇請居民友善耕作或發放梯田維護管理的生態復育補貼 

  兩湖聚落梯田面積約一公頃，其中水稻及大葉田香產業的種植與採收，除了辦

理志工假期活動邀請志工協助或是企業假期夥伴的幫忙外，平時的維護管理與巡

水除草等工作，則聘請兩湖在地居民管理。此好處為創造友善種植的合作起點，

根除噴灑殺草劑的管理模式，待產業穩健，在地居居民即可以友善方式自行種植。 

(2) 八煙聚落導覽與銷售工作，提供八煙工作機會 

  八煙聚落成功的營造成果，加上媒體的報導，使得八煙的生態旅遊正式運轉，

許多民眾為了一睹八煙-水中央之美景，或是學校及企業配合旅遊等活動，諮詢

及報名詢問絡繹不絕，參與民眾用踴躍，因此，生態見學學堂之生態解說導覽及

八煙出張所小賣店的人潮，提供了兩位在地居民的工作機會，103年度仍保留出

張所空間租賃，提供解說資訊站及小賣店功能，兩位在地居民之薪水，則由營收

自賺薪水。 

4-1-5 空間新力 

(1) 兩湖分校-作為山林學校環境教育中心進行空間再造 

鑒於金山區域半年有雨、潮溼，需要可遮雨之空間作為環境教育推廣之場域，並

且配合環境服務工作假期的需求，將兩湖分校原本木地板宿舍空間，經打掃並增

添簡易寢具設備，提供志工工作假期的住宿之用，以利其之便。 

(2) 馬蹄田的建置: 

(A) 產業工作步道與田埂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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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蹄田長年未種稻，其佈滿雜草之狹窄工作農路與土質鬆落的田埂需重新整  

        理，以擴大及建置農路及清理田間雜草為目標，以利未來方便小型農機進出工 

        作步道，原工作步道長約 80公尺，將以枕木與石板補強。 

(B) 發呆亭建置 

        以「梯田中的發呆亭」為目標，創造具話題性的生產景觀，複製八煙聚落水中 

        央的景觀梯田，創造如巴里島烏布梯田富美感的生產地景。發呆亭材料則珍惜 

        資源運用漂流木為材，號召志工協力搭建，以於活動前將之紅磚屋內作除草工  

        作等清理，目前暫將其作為活動時得展示空間，陳設過去活動之照片，104年 

        將持續努力將其打造為一處觀賞美景之觀景台。 

(C) 農具間建置 

        本年度重點工作多為基礎設施的設立，需要密閉儲存的空間，做為農業工具及 

        小型農機之存放，以舊豬舍改造為農具間與工作站 

  

(左)發呆亭之觀景台-豬式會社坐擁之美景 

(右)梯田中的發呆亭-以創造「巴里島烏布梯田」之美景為目標! 

  

(左)兩湖梯田-難能可貴之美景!待發呆亭設置後即能做"觀"得天獨厚之美景 

(右)豬式會社-年節活動應景宣傳!喜氣洋洋之除舊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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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生態調查紀錄  

八煙聚落定期生態調查，並透過調查結果追蹤當地物種與考量在地生態的改善程度。調

查結果為： 

水梯田恢復後，台北樹蛙、面天樹蛙、白頜樹蛙、小雨蛙、長腳赤蛙、貢德氏赤蛙、

古氏赤蛙、斯文豪氏赤蛙、褐樹蛙、中國樹蟾、、澤蛙、拉都希氏赤蛙、黑眶蟾蜍、盤

古蟾蜍、等蛙類，種類及數量較旱田環境增加甚多，其中尤以澤蛙、長腳赤蛙、拉都希

氏赤蛙、黑眶蟾蜍的數量最為顯著；目前在聚落內記錄到之蛙類共 15 種，約佔台灣蛙類

種類的 1/2。 

蛇類多樣性相當高，紅斑蛇、鈍頭蛇、白腹遊蛇、龜殼花、赤尾青竹絲、雨傘節等。

柴棺龜、斑龜及食蛇龜，三種台灣原生龜類，在近年大陸需求以致台灣龜類獵捕的情況

下，不諦是爬蟲類的小小保護區，且每次生態調查皆可見固定之點棲息，可見多樣性的

生物棲地以提供生物穩定的生存。水梯田的重要指標物種以很常見的白腹遊蛇及柴龜為

代表。 

水生生物種類以蜻蛉目為大宗，共有 40 種之多，含二級保育類無霸勾蜓、扶桑蜻

蜓、黃緣螢的幼蟲、台灣蜆也回到八煙的清澈水圳。 

珍貴稀有的動物物種：大冠鷲、鳳頭蒼鷹、台灣松雀鷹、領角鴞、黃嘴角鴞、蜂鷹、

灰面鷲、赤腹鷹、紅隼、鴛鴦、無霸勾蜓、穿山甲(台灣鯪鯉)、山羌。 

應予保育的動物物種：臺灣藍鵲、紅尾伯勞、龜殼花、雨傘節、柴棺龜、食蛇龜、

台灣獼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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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蛙類、蜻蛉類、水蛇、龜類生態復甦成效卓著，稀有保育類物種也賴以里山

山林得以安全之棲地，爾現蹤影，為保育成果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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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行銷設計與推廣 

  基金會為推廣與行銷八煙聚落及兩湖聚落之特色，主要以在地意象，作為商品設計之

元素，期望透過商品的特色包裝、色彩衝擊及活動創意文宣，於網路及市集展售等通路

管道，多元面向地宣傳且行銷八煙及兩湖聚落水梯田耕耘之成果，延續過去，仍以生態

廚房為品牌，販售小農友善耕作之農產品，開發設計以下產品，並以網路進行行銷。 

  以網路推廣八煙營造經驗與發佈最新消息，其紛絲團成員持續的成長，也希望藉由網

路的力量，讓更多的民眾參與我們辦理的志工服務團隊的活動，並且認識且認同我們的

理念。 

    「里山臺灣滄海桑田」這部紀錄影片，以感人的背景音樂及衝擊性的文字及感人的影片，

敘述經營八煙這塊土地的歷程，希望讓更多民眾認識這片美麗的水梯田，並且透過企業

或是學校的邀約講演，宣揚里山倡議之理念。 

      今年度 11月份，與樂天商城合作，新增網路訂購之平台-「生態廚房與生活市集」，希

望藉由新增加的通路，讓喜歡並且支持我們的民眾，不用專程至八煙出張所亦或等到有

小農市集活動才能購買，新的銷售平台開創了新的宣傳契機，也讓民眾能於購買產品時，

認識我們的理念，並間接支持小農友善環境的行動。 

  無論是廣告文宣、網路串聯、紀錄片播放、商品販售、演講分享、活動舉辦等，期中

止皆相同，希望八煙地景復舊的理念及產業復甦的成果，里山倡議的重要及水梯田涵養

的生態及對於大地恩則的回饋，讓大眾了解、認識並且參與其中，串起友善環境與地景

特色保存的重要元素。 

項目 生態廚房農產品 網路 

1 陽光日曬米禮盒 八煙聚落網站 

2 陽光日曬條裝米 樂天-生態廚房與生活市集 

3 大葉田香鮮粹茶包 臉書-八煙聚落社團 

4 田香美人義式冰淇淋 臉書-里山臺灣滄海桑田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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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陽光日曬米禮盒-使用陽光日曬的工法，米飯吃起來特別香甜 

(右)大葉田香鮮粹茶包-印製著Koari的可愛公仔，搭配紙繩包裝，外觀討喜且富質感 

  

(左) 陽光日曬條裝米-小巧包裝保存容易，讓民眾能夠品嚐同樣的好滋味 

(右) 田香美人義式冰淇淋-一次品嚐到大葉田香的獨特香與東方門人茶的回甘口感 

  

(左)里山臺灣滄海桑田粉絲專頁-每天訊息之公告及活動號召之主要平台 

(右)八煙聚落粉絲社團-定期分享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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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生態廚房與生活市集-新的銷售平台觸及更多消費族群，達到宣傳理念的效果 

(右)八煙聚落網站-詳細地介紹八煙聚落的自然景觀及人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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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103 年度重要歷程工作進度及執行狀況表 

重要

工作

項目 

工作

比重 

％ 

預定 

進度 

103 年 備註 

1-3 月 4-6 月 7-9 月 10-12 月 

教育

推廣

課程

執行 

25 工作量 

或內容 

課程及活動

公告並接受

申請 

課程及活動

執行 

課程及活動

執行 

課程及活動

執行 

生態學堂

課程行、收

割插秧體

驗活動課

程。 
累 計 

百分比 

30 60  

 

80 

 

100 

 

砌石

水圳

維護

管理

與梯

田整

理 

30 工作量 

或內容 

浮圳、三層

圳、主圳維護

管理 

浮圳、三層

圳、主圳維

護管理 

浮圳、三層

圳、主圳維護

管理 

浮圳、三層

圳、主圳維

護管理 

浮圳、三層

圳、主圳步

道維護，及

兩湖農地

之工作步

道及農具

間之建設。 

累 計 

百分比 

25 50 

 

75 

 

100 

 

示範

農地

的經

營與

特色

作物 

耕種

與開

發 

30 

 
工作量 

或內容 

合作農友確

認、栽種準備 

栽種管理、

特色作物商

品研發 

栽種及收

成、特色作物

商品研發 

產品行銷 大葉田香

之友善栽

種及新產

品開發， 

積極參與

小農市集

增加市場

能見度及

推廣宣傳

理念。 

 

累 計 

百分比 

30 60 

 

85 

 

100 

 

社區

營造

暨生

態人

文基

礎調

查 

 

15 工作量 

或內容 

耆老訪談、生

態調查、協助

社區組織運

作、舊空間新

力營造、師資

材料準備、整

修工作與工

班訓練記錄

拍攝、環境整

理維護 

耆老訪談、

生態調查、

協助社區組

織運作、環

境整理維

護、工班獨

立作業 

耆老訪談、生

態調查、協助

社區組織運

作、環境整理

維護、工班獨

立作業 

文史與生態

資料整理、

環境整理維

護、工班檢

討回饋 

紀錄影片

的播放及

富教育性

的演講

外，也透過

市集與活

動積極的

參與，將營

造棲地的

美好及理

念宣揚。 累 計 

百分比 

30 60 80 100 

累計

總進

度 

百分比 28.75 57.5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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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經費來源與額度 

計畫經費來源: 

農委會林務局補助: 2,500 千元，基金會配合款: 373 千元，合計: 2,873 千元。 

 

經費使用總表: 

林務局補助款 250 萬元，103 年度全數執行完畢，使用情形如下： 

(單位：千元) 

機關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項目 支出金額 

收 

入 

預 

算 

農委會林務局撥款 2,500 2,500 

合計 2,500 2,500 

支 

出 

預 

算 

 

 

 

預算 

代號 

預算 

科目 

- - 

11-00 薪俸 455 455 

12-00 保險 52 50.412 

14-00 退休離職儲金 27 26.136 

21-10 租金 344 277.290 

21-20 權力使用費 24 24 

22-00 勞務委託費 514 595.822 

23-0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287 201.577 

24-00 宣傳廣告費 62 49.840 

25-00 物品 439 523.382 

26-10 雜支 150 150.112 

27-10 養護費 86 103.056 

28-10 國內旅費 20 14.237 

28-40 運費 40 29.136 

合計 2,5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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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檢討與建議 

  從台灣未來發展的脈絡中，認真思考「里山倡議」真正的核心價值，深化自然與生態

創造的「環境財」，檢討並鬆綁相關的法規：如淺山林業的利用鬆綁，認真思考台灣未來，

才是踏實的實踐方向。所幸，台灣這幾年來，在林務局的持續推動與深化下，也逐漸建

立起屬於台灣的「里山經驗」，如陽明山的八煙聚落，在 2013 年已能完全不靠公私部門

的資源，透過生態旅遊、友善耕作與文創商品，勇敢的走出自己的路，不但可自給自足，

甚至可以創造盈餘回饋鄉里。八煙的經驗，告訴我們：立基於生態環境保護為核心的產

業，以生態人文、產業加值為深化方向的「環境財」，創造在地的就業機會與產業，才是

里山台灣的光明未來。 

  里山，為一項簡單生活的概念，以最簡單的方式，保護我們居住的環境，然而，許多

人，卻將之變為一個口號，忘了付諸行動，以身體力行的方式真正地去實踐。隨著環保

意識抬頭，越來越多的環保團體及有志之士，提倡里山、里海的概念，願以善的連結，

重現生態復育後之美景，從永續發展到里山倡議，無論追求農村經濟的復甦，抑或是生

態環境的復育，希望民眾藉里山台灣的夢去思考，台灣農村目前所面臨的困境，了解地

域之優勢，開闢一條屬於在地經驗的大道，里山台灣的環境復興之路，非立即見效，需

要長時間的紮根營造，才能看見美好的成果。八煙聚落的營造，以其深耕經驗，將人口

老化、經濟規模發展受限的小農村，開闢一條新的道路，並透過今年度的三大主力:里山

力、人才力、軟實力，期望將八煙經驗，放大至大金山地區，藉由產業深耕、教育推廣

及遊憩發展，擘劃大金山的環教中心，以人文、生態、歷史為軸，劃出一道道有力的水

波，將其善的漣漪，慢慢往外擴，期望里山精神的深根及實踐，為台灣創造一股環境復

興運動。 

  以八煙聚落經營的經驗為例，因受限於國家公園土地使用的型態凍結，加上梯田無法

機械化耕作的現實，使得年輕人口大量外流，造成人口老化、農田廢耕、產業凋敝的惡

性循環，然歷經逾六年的努力，以企業贊助、地景行銷、有機耕作、文創產業及生態旅

遊等手段的導入，找回八煙「砌石、梯田、水八煙」的核心價值，持續行銷與推廣，並

透過設計行銷，以「Eco kitchen」生態廚房的品牌推廣，不但縮短消費者與產地之間的

距離，亦因創造產品的經濟規模，有效解決小農管銷與通路的成本，成為台灣推廣里山

產業經驗的重要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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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度，深耕八煙聚落之計劃，榮獲優質雜誌 Sopping design 之 Best 100 中社會關懷 / 

友善環境之項目，並於第 49屆金鐘典禮中，以大愛台製作播放的影片-農夫與他的田，

榮獲綜合節目獎，以及林務局之永續發展獎，縱觀一路以來於八煙聚落的努力深耕，從

加入里山倡議國際夥伴的組織(IPSI)，以推動農村三生產業的運轉模式外，亦贏得日本岡

山美作市日本友人的肯定，締結為中日姊妹梯田，今年度的獲獎，實為對於八煙聚落三

生一體復育的最佳肯定，謙虛地回首一路走來之歷程，雖然辛苦，卻也獲得許多認同及

支持，將理念藉由演講、紀錄片之製作播放、小農市集及世貿文創展之參與外，也辦理

一場場的志工環境服務及企業工作假期等活動，願與民眾的面對面接觸及透過身體力行

的活動，宣揚此重要的里山精神， 

  對於理念的實踐及執行，希望能透過多方的資源結合與平台合作，將里山台灣的精神， 

生態台灣的願景，從八煙聚落開始，擴展至兩湖聚落、大金山地區至美麗的新北市區。 

以下為我們於執行期間，對於案例實踐之困境及資源有限等所提出之建議與需求: 

建議 

(1)里山倡議與半農半 X，是未來成熟社會趨勢，日本經驗是台灣很好的學習對象，台灣

有相同的資源與問題，公部門可及早規劃與準備。 

(2)新北市有里山環境條件與近郊地利之便的最佳資源，是設立里山學習推廣的最佳場域。 

(3)若以大金山里山學概念，可擇一場域做為里山環境教育與產業中心的起點，發展里山

力、人才力及軟實力，基金會在地耕耘，具備產業精緻化與推廣教育之能量，在里山力

可幫ㄧ己之力。 

需求 

(1)公部門資源協助:公部門推動與民間 NPO 組織共同協力，可由富含里山力的金山開始，

整合柒地復育、環境教育、友善耕作等工作，擘劃台灣版的里山環境教育與產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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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湖聚落馬蹄田為以八煙經驗串起金山倡議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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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103 年度相關媒體報導 

日期 標題 報導內容 

103.06 新北微笑特

刊 140 號-天

下雜誌專訪 

 

103.06 綠雜誌-里山

傳奇  

 
103/9/9 

 

 

 

 

 

 

 

 

 

 

 

 

 

 

 

聯合報-金山

循客蹤，感受

農村靜美，山

間拓墾留客

韻八煙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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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8 上下游-田香

美人義式冰

淇淋，八煙生

態風交融客

家蜜茶香 

 
103/8/10 上下游-八煙

水梯田復育

成功，日人締

結姐妹田 

   
103/7/27 

 

 

 

 

 

 

 

 

 

 

 

 

 

 

中時電子報-

吉時行樂，北

海岸玩水濕

身的誘惑(八

煙聚落水中

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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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27 中時電子報-

金山八煙聚

落 波斯花海

正綻放 

 

 

103/7/24 環科資訊中

心 - 八煙濕

地，發現人與

環境共構的

美麗故事 

 
103/6/27 商業週刊-八

煙聚落之八

煙溫泉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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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29 人間福報副

刊 - 邊城漫

遊 ，倘洋八

煙桃花源 

 
103/5 環科資訊中

心 - 水梯田 

豐富生態及

農村文化 

 
103/4 自立晚報-響

應世界地球

日，新北市假

日舉辦環境

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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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23 環科資訊中

心- <里山台

灣 > 聽見八

煙聚落 

 
103/4/28 上下游-立足

八煙，放眼金

山臺日姐妹

梯田情牽兩

湖 

 
103/4/20 自由時報副

刊-八煙聚落

全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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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29 人間福報副

刊-邊城漫遊 

倘洋八煙桃

花源 

 
103/4/14 自由時報-水

進來後，生命

就會回來 

 
103.01 自立晚報-朱

立倫探訪八

煙聚落，準備

小禮物關懷

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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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 新網報-新北

市朱立倫欣

賞八煙聚落

生態之美 

 
103/1/30 網易新聞-新

北八煙聚落

梯田映天可

比蘭陵王中

里白山村 

 
103/2/26 上下游-里山

台 灣 記 錄

片 ，記錄八

煙聚落的農

村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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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7 時報週刊-新

北市金山:八

煙里山美第

(全版報導) 

 

 

103/1/12 聯合報-八煙

聚落，古厝 

梯田水映白

雲 

 
103/1/12 自由時報-金

山 八 煙 聚

落 ，重現古

早水梯田 

 



 

 

58 

 

103/1/12 中國時報-金

山八煙聚落 

水梯田絕美 

 

103/1/13 華視-林務局

五年改造計

劃，讓八煙聚

落找回原貌 

 

103/1/12 中天新聞-台

北後花園!金

山冬遊，上山

下海都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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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8 TVBS- 金 山

八煙聚落，見

證水田復育

成果 

 

103/5/25 非凡電視-台

灣真善美，農

村復興!尋找

台灣里山精

神《2 百年水

梯田稻浪    

再現》 

 

 
103/5/25 壹電視-看見

心台灣，里山

台灣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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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 中央社報導-

大葉田香冰

淇淋介紹 

 
103.01.12 Ettoday- 

背包客棧，池

塘、水梯田映

著藍天世外

桃源般的金

山八煙聚 

 

103.10 農夫與他的

田-第 49 屆

綜合節目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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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2 中國時報 B1

版-金山八煙

聚落 水耕梯

田絕美 

 

103/1/12 聯合報 B1版

-八煙聚落古

厝、梯田水映

白雲 

 

103/1/12 聯合晚報-大

學通識課， 

幫農插秧家

長感動助收

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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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2 自由時報 A2

版-金山八煙

聚落，重現古

早水梯 

 

103/1/12 臺灣時報 12

版-朱立倫訪

八煙聚落，讚

世外桃源 

 

103/1/12 中華日報 A8

版-友善耕作 

金山八煙聚

落再現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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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18 客家電視台-

綠保標章認

證，農業生

產，生態創雙

贏 

 
103.03 鄉 間 小 路

vol40.03 期

-鄉鎮走訪 

八 煙 聚 落

Satoyama 

 

103/4/18 聯合報-金山

區「兩湖馬蹄

田」復育旱化

變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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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23 台灣新生報

8版-台日姊

妹梯田交流 

兩湖馬蹄田 

春日插秧趣  

 

103/12/24 瀕絕白鶴造

訪，見證保育

指標 

 

103/12/11 八煙聚落獲
Shopping- 

Design 

Best100 中的

社會關懷-友

善環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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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29 里山台灣紀

錄片於台灣

博物館辦理

之地球電影

院播放 

 

103/12/12 公視-受邀南

部開講，來去

農村住一晚

主題中談論

里山經驗 

 

103/12/26 里山台灣紀

錄片播放於

台灣博物館-

田裡有腳印

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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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書籍 

名稱 介紹 圖片 

上山集樂

物語 

介紹八煙聚

落水梯田與

日本締結姐

妹梯田相關

內容 

 

遇見新北 

12 個旅行

生活故事 

《新北市

政府》出版 

探訪八煙水

梯田 

 

 

Eco Food 

生態食

材！ 

《好吃雜

誌》出版 

 

介紹八煙水

梯田米及多

樣性的生態

物種，並闡述

實踐金山倡

議之過程及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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