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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青年好政系列-地方創生 x青年論壇結論報告 

 
場次：第一場 

討論議題：拼貼加值阿里山森林鐵道的地方記憶 

時間：107 年 8 月 18 日（星期六） 

地點：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 

 
壹、 現況及問題 

 

（一） 居民對當地的認同感不足，使得當地人不夠了解在地文化，對外地人難

以介紹自己的家鄉特色。 

1. 在地文化的傳承與認同有限，使得地方青年對地方沒有足夠的情感

連結，不容易想回鄉服務。青年回鄉工作要面對沉重的經濟壓力，

若沒有深厚的認同感難以驅動青年返鄉。 

2. 現在雖有阿里山青年大使這樣的社團，但對在地人才的培力工作仍

十分不足，當青年在外地求學或是工作時候，不知道如何在外替家

鄉努力。 

3. 文化保存工作不足，使得許多歷史記憶難以被留下，雖然阿里山鐵

道是竹崎的一大特色，但在臺灣繁多的鐵道中，如何凸顯竹崎森鐵

的特色，甚至是為竹崎行銷。 

 

（二） 竹崎在地僅有中等教育學校，造成青年在大專階段普遍需要往外地求

學，人口外移嚴重，傳統產業後繼無人而逐漸沒落。 

1. 青年人口因為求學或求職的需要，逐漸遷出竹崎，造成青年人口外

移嚴重，在地的傳統產業或農業缺乏傳承的人力。 

2. 傳統觀念依然鼓勵青年在外發展，造成產業沒落蕭條，青年雖有意

返鄉卻可能必須面對凋零產業難以維生以及龐大的經濟壓力。 

3. 傳統特色產業不夠創新，缺乏轉型，容易在現代化競爭中沒落。 

4. 傳統產業如何跟外來的新產業結合或產生連結？ 

 

（三） 竹崎交通不便，導致外來遊客不願久留 

1. 竹崎聯外交通不便，專程至竹崎旅遊的外來遊客少，不論是自行開

車或是搭乘大眾交通都很不方便。 

2. 竹崎是阿里山森林鐵路上山的中繼站，對於過往的遊客大多是路過

而已，較少停留。 

3. 雖然當地有公車交通聯外，但一般遊客難以取得資訊，不容易利用

大眾交通方式前往竹崎，或是現有的交通方式不符合遊客的旅遊需



2 

 

求。 

4. 竹崎雖有許多觀光景點，但彼此之間沒有形成群落，且比較缺少帶

狀旅遊的精緻規劃，使得竹崎在觀光行程中僅有點狀的旅遊，客流

量不足。 

 

貳、 解決對策與建議 
 

（一） 為提升居民的歸屬感與在地認同，從小教育深耕，同時捲動各年齡層的

居民一同為竹崎努力。 

1. 現在阿里山青年大使會到幼兒園講述當地故事傳承，未來除了可以

延續這樣的服務外，在不同月份安排不同的主題，在不同學習階段

舉辦青少年夏令營，拓展現有的培力工作坊，甚至是多邀請外界交

流辦理論壇。 

2. 邀請 30 歲以上青年分享在地生活故事或返鄉心路歷程，讓返鄉的成

功案例引起更多人的憧憬與歸屬。 

3. 45 歲以上的社區居民或校友可以成立聯席性質的協會或組織，出錢

出力為地方青年提供支持。 

4. 主動進行店家的訪問，留下傳統產業的家族故事，邀請居民塑造回

憶地景，並利用故事的蒐集做故事交換，並將故事彙整後出版或是

在幼兒園中成為故事的題材。 

5. 舉辦在地特色的園遊會或探索體驗、定向遊戲，號召居民一同參加，

時間可以安排在農曆年期間，讓外地返鄉的居民可以互相交流情誼

的社區活動，或結合橘子節，做為衍生活動。 

6. 在地導覽活動亦可以鼓勵耆老帶導覽，或是以家庭主婦為主，以深

入在當地生活的人擔任導覽員，達到生活經驗交流的目地。 

 

（二） 提升傳統產業的價值與競爭力，推廣深度旅遊與文化深度體驗，創造在

地的就業機會。 

1. 過去曾有街角故事館，但僅限於單日的活動，後續可以推廣為大眾

體驗的常態活動(街角故事館市集)延續影響力，並結合當日的觀光

果園做一日農夫體驗，拓展遊客對竹崎的認識，進而提升產業的特

色與競爭力。 

2. 為充實地方特色的推廣，開放當地故事微電影的紀錄徵件，並利用

鐵道周邊林鐵人舊宿舍成為博物館，展示鐵道的舊時光記憶。 

3. 由地方政府與鄉公所、農會合作，主要邀集農特產品或是特色商品

進行整合行銷，讓竹崎各村落的商品更容易被外界取得，或舉辦農

產節日，拓展市場能見度與知名度，最後整體提升銷量，創造就業

機會。 

4. 推出電子明信片，讓遊客可以快速方便的分享在地的旅遊經驗。 

5. 結合現有豐富的農特產，推出功能性的水果禮盒，讓商品的功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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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多元化。 

6. 為建立商家間互助信賴與共好的關係，可以建立在地商家的聯絡網

絡，使得彼此之間行銷整合，提升凝聚力。 

 
 

參、 結語/結論 
 

   本次論壇透過蒐集問題與票選，顯示參與的青年朋友們最在意的是在地

居民認同的問題，其次則是憂心地方產業受到人口外移影響，造成傳統產業

的嚴重沒落，最後則是對於竹崎交通是否會影響觀光收益。 

  透過問題排序與聚焦，提出各樣可能的解決方案，首先是在地認同需在

地形成，透過許多活動提升居民之間的互動，進而維繫地方情感的認同，並

以基本教育為方式，將在地生活故事集結並傳承下一代。 

  其次，竹崎當地有豐富的農特產品，以及傳統的產業，為了推廣產業，

除了當地可以整合行銷竹崎商品外，更提出每個村落各自的特色應該也需要

被彰顯，並且規劃帶狀的深度旅遊，吸引更多觀光客深入認識竹崎的當地特

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