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第一階段第8次研商(小平台)會議

磺溪水系逕流分擔評估規劃
暨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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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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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整體改善
與調適規劃

土地洪氾風險 藍綠網絡保育

水道風險 水岸縫合

韌性承洪
水漾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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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山町奇蹟的秘訣：從窮鄉僻壤的自嗨，到年輕人嚮往的魅力城鄉

日本神山町

獲得日本總務省「地方創生大獎」的肯定
日本地方創生經典案例

•

•

•

•

• 内

一個位居在德島縣約中央位置的偏鄉聚落，曾經無人問津，
如今，隨著日本地方創生政策的推動，這個寧靜的偏鄉聚落
吸引移住者的眼光，成為日本諸多衰敗鄉村振興的希望



01神山町-人才聚集與地域內經濟循環

• 從改變人口結構切入，透過移住者增加消費力與創造力

• Work in Resident：邀請「有工作的人・有創造力的人」進駐

• 新型態的小型事業出現，披薩店、小酒館、惣菜店與咖啡烘焙

• 將老舊工廠改建成「衛星複合辦公室」共16家IT、影像、設計等產業進駐

神山町鄰近優美的溪流與新創事
業共存

由藝術創作者以廢棄音箱為材料所
完成的大型鳥居

名片管理APP公司Sansan利用舊牛舍改建辦
公室，工程師能隨意選擇辦公地點，上班也能
躺吊床、享受自然美景

駐村藝術家的作品-山中小屋
結合創新、回歸在地，「小食政治計畫」活
絡神山町的農地，傳承在地的飲食文化

【神山町地域再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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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歷史/農業/物產

服務 人文產業

環境地景觀光客

循環經濟
在地發展

返鄉青年/創新/創業

生態/環境資源/河川/圳道國內遊客/國際旅客

水圳 磺溪

候鳥

梯田

蹦火仔
魚路古道

地瓜 漁港

這名稱源自日本，中心思想是「產、地、人」，也就是希望地方
能結合地理特色及人文風情，發展出最適合自身的產業「地方創生」

鹿角坑生態
保護區

北海岸風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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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溪
流域調適

在地創生有哪些部分是政府單位可以幫忙?1

(水利署-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新創研究補助)

流域調適計畫可以提供哪些協助及資源?

(文宣品、後續提案規劃)

2

水利署目前提供流域調適的預算有那些?如何申請?

(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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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居新潟的有機自然，日本里山十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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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產有機米、野菜、發酵食和日本酒為主要
食材，回歸日本傳統食文化

將150年的木造古民家，以傳統工法和建材
精心修復，打造舒適的住宿空間

登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新潟傳統麻織物越後
上布、庶民棉織物龜田縞，以當代設計重新
發想全新樣式

以稻田農作體驗實踐自農場到餐桌的理念
深入了解地產地銷的永續精神

一覽雲霧迷離的起伏山巒、一畦畦沿坡闢成的稻田、蓊鬱的青青
山林和6座巍峨名岳，隱遁其間，感受與自然共生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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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成啟發靈感之地的里山藝術計畫，在空間
展示藝術和設計

擁有山毛櫸林、雲海、樹冰等壯麗風景，
吸引大家體驗深度旅遊

日本第一的絕景露天溫泉，在泉池中仰望瞬
息萬變的天空，是為雙重療癒。

回歸自然的有機生活能帶來真正的快樂和康適 以活動將旅人和在地居民齊聚一堂，共享南魚沼的生活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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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印一個在地故事，打造屬於金山的溫度

魚路古道

水圳 磺溪 兩湖梯田

蹦火仔 鹿角坑生態保護區蹦火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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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圳文化

2. 磺溪舊河道

3. 社寮及四十號堤防

步道串聯、水圳復舊、增加引水量(灌溉)

水環境營造、環境教育場域

兩岸綠廊、休憩空間營造

流域調適計畫可以提供哪些協助及資源?2

21

3

水圳文化

舊河道示範區

社寮堤防規劃

水圳復舊，結合步道串聯
保留圳道歷史文化

透過水環境營造重新運用舊河道
空間、打造未來環境教育場域

兩岸綠廊、休憩空間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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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說明▼

【公告申請】

【受理申請】

【初審會議】

【複審會議】

【核定計畫】

【提送修正計畫書】

【提送成果報告書(初稿)】

【提送成果報告書】

計畫項目變更

函報水利規劃試驗
所/各河川局備查

召開工作會議

計畫執行期間不定期
督導或召開工作會議

申
請
計
畫
階
段

審
查
核
定
階
段

計
畫
執
行
階
段

經濟部水利署推動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
計畫新創研究補(捐)助預算執行作業規範

補助對象：

• 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

• 依法登記或取得設立許可，且依其章程或

目的可辦理水岸環境相關研究或調查之非
營利組織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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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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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屏東的6件事 文宣設計



03

19

負責文宣插畫的設計師-曹語蓁

應該是一份讓人想蒐藏、看了會療癒、讀了會想來屏東的
讀本，承載屏東的各種美好，直達他方讀者

不「為做而做」的公務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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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插畫勾勒百年山徑新風光，《淡蘭古道北路精裝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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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讓「一萬人回來100次」

而非「一百萬人只來1次」的價值

「越在地才能越國際」
吸引有相似理念的國際夥伴與旅客

《社區設計》作者-山崎亮

「地方創生應該不是創造新的事
物，而是重新看待地方」



簡報結束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