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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108年度施政計畫 
 

壹、前言 

    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本著語言傳承、文化生活及產業環境營造

之永續發展，致力於推動客語扎根、山城觀光、藝文展演、客家傳統空間保存等各

項工作，並結合產業、學界、各級學校、社區等民間團體，以協力合作的觀點共同

為客家事務打拚，另藉由跨域合作，發揮資源整合效益。 

以「聽看臺中客」為主軸，並以「薪傳客家」、「幸福客家」、「美學客

家」、「藝文客家」、「友善客家」，作為核心價值，發揚山城客家特色，更期盼

臺中廣大的隱性客家人能夠走出來，找回客家人的歸屬感。 

    本會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未來發展需要，編定 108 年度

施政計畫。 

貳、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提升本市客語使用普及率 

為傳承客家語言文化及落實客語薪傳師制度，規劃辦理培育客家文化種

子教師工作坊，以提升客家語言文化傳習之效能，同時推動客語深根服務計

畫，辦理客家親子學苑，營造親子共學客語環境，藉以增加民眾對客家認同

與使用客語頻率，並鼓勵民眾踴躍取得客語能力認證，多方推展讓客語生活

化，逐步促使客語成為國家語言。 

二、推動客語沉浸式教學 

本市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推行客語沉浸式教學，結合公立各級學校教學

資源，透過師資培訓課程，強化本市客語教學基礎，同時聘任專業團隊編撰

客庄在地化教材，為本市學童營造生活化之客語學習環境，肩負客語文化傳

承使命。 

三、保存臺中客家文化資源 

為保存本市重要客家文化資源，藉由客家文庫專書出版、辦理客家文化

學術研討會及製播電臺廣播客語教學等，以多元形式、不同媒介，讓市民接

近客家、認識客家並愛上客家，形塑成新一代大臺中客家人的美好記憶。 

四、活化館舍促進跨域交流 

精進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及石岡土牛客家文化館館舍功能，推動館舍活

化、文化傳承，結合藝術人文氣息，辦理各項客家藝文活動、文化保存、地

方文化導覽等功能，營造館舍成為參訪景點與知識交流學習的平臺，達到傳

承大埔客家文化的目的。 

五、加強橫向連結達成公私協力 

為形塑客語友善環境，本市發揮機關橫向聯繫功能，於各重要辦公場域

設立客語臨櫃服務及客語服務檯，於各學校、公所及農會等公共場域提供電

梯電話客語播音服務，促使客語在公共領域發聲。同時結合民間團體力量，

推廣各式客家學術文化活動，透過公私協力資源共享，積極展現與傳承客家

傳統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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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打造里山客庄推動客家文化生活及產業環境營造 

成立「臺中市客家文化生活及產業環境營造計畫輔導團」，配合「臺中市

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治理平臺」運作，整合本府所屬機關及區公所協力規劃打

造「里山‧客庄‧慢城」願景，形塑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友善包容、文化多元

環境，落實自然體驗、觀光樂活區塊特色均衡發展。 

七、推動提升客家文化園區環境營造 

重新形塑東勢舊火車站暨客家文化園區，將空間及往來生活路徑之脈絡故

事重建再現，並以保存性開發為原則，發掘在地特色及大埔客家生活文化，結

合在地休閒生活需求，帶動周邊產業及觀光遊憩，讓文化、觀光及經濟緊密結

合，促進在地發展。 

八、推動傳統空間保存 

辦理本市歷史建物修復工程，進行傳統空間保存，以傳統技藝工法，重現

建物歷史價值，恢復客家聚落質樸風貌，形塑多元文化社會，優化公共空間。 

九、辦理客家藝文活動，傳承客家文化 

推動本市客家重點發展區一區一特色文化節慶活動，並舉辦或協助區公所

舉辦客家藝文活動，以慶典活動結合生活、文化、生態、產業與觀光，帶動地

方產業發展，打造盛典經濟。 

參、年度重要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提升本市客語

使用普及率 

臺中市客語扎

根計畫 

一、補助客語薪傳師開辦傳習計畫，落實客家文化傳承。 

二、辦理客家親子學苑，以家庭共學帶動母語學習氛圍。 

三、舉辦薪傳師師資培訓計畫，提升客語傳習成效。 

推動客語沉浸

式教學 

客語沉浸式教

學試辦推動專

案計畫 

一、補助本市山城區各級學校辦理客語沉浸式教學。 

二、開發在地客語教材教具，型塑優良客語教學環境。 

三、辦理客語沉浸式師資培訓計畫，培育優良在地客語教師。 

四、委託大專院校辦理教學成效評估及輔導訪視工作。 

保存臺中客家

文化資源 

臺中客家文庫

專書出版 

辦理臺中客家文庫專書出版，豐富客家圖書資源，以臺中客家文

化做為切入點，透過專書製作，展現臺中客家文學的活力與創造

力，為本市客家文化增添多元面貌。  

臺中客家文化

學術研討會 

辦理臺中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透過學術文化交流，累積臺中客

家學術文化知識資料庫，奠基大臺中客家文化研究基石，擴展本

市推動客家事務方針。 

客語廣播單元

教學託播 

結合電臺廣播媒體，以生活化方式教授日常客語，製播客語教學

單元劇，藉由電臺廣播放送，拉近市民與客家文化距離，提升本

市客語露出比例。 

活化館舍促進

跨域交流 

東勢客家文化

園區駐地工作

站計畫 

一、辦理藝文系列各項展演，展現客庄文化特色。 

二、舉行客家文化、地方創生題材相關講座分享、特展，提升社

群參與，凝聚在地情感。 

三、辦理特色主題市集，推動客庄特色文化加值，促進地方活絡

及客家文化傳承。 

石岡土牛客家

文化館舍活化

計畫 

一、辦理館舍主題藝文活動，精進地方文化館舍功能。 

二、活絡地方客庄風采，整合地方資源參與，提升館舍能見度。 

三、利用館舍作為深耕在地客庄文化平臺，凝聚社區民眾參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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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化傳承的共同使命，振興客家傳統文化。 

加強橫向連結

達成公私協力 

臺中市政府客

家事務委員會

推動客語無障

礙及客語友善

環境方案 

一、辦理市政府辦公廳舍臨櫃服務。 

二、提供本市公車客語播音服務。 

三、於本市轄內公私立醫院、公民營金融機構、機關學校、客運

公司及各類公共場域等建置客語播音服務，促使客語在公共

領域發聲。 

臺中市政府客

家事務委員會

推展客家學術

文化活動補助

作業要點 

一、輔導民間團體創新多元推廣客家文化活動。 

二、積極展現與傳承客家傳統文化特色。 

三、促進客家社團成長提升活動補助成效。 

推動客家文化

生活及產業環

境營造 

 

成立臺中市客

家文化生活及

產業環境營造

計畫輔導團 

爭取中央經費補助成立「臺中市客家文化生活及產業環境營造計

畫輔導團」，強化本市各機關及各區公所規劃提案能力與素質，

期能順利爭取中央經費補助成功率。 

推動客家聚落

景觀環境營造

計畫 

爭取中央經費補助推動： 

一、新社抽藤坑溪沿岸客庄聚落營造計畫。 

二、浪漫臺三線臺中市導覽指標系統建置與改善計畫。 

三、浪漫臺三線藝術季策展活動。 

推動客庄駐地

工作站計畫 

爭取中央經費補助推動東勢客庄駐地工作站計畫。 

 

推動提升客家

文化園區環境

營造 

臺中客家故事

館-數位展示建

置計畫 

辦理「臺中客家故事館-數位展示建置計畫」，藉由現代科技與民

眾互動交流，吸引隱性的客家人口走出來，進而瞭解客家自己的

文化，增加自信心，加速客語復甦，重拾與振興客家文化，整體

公學校宿舍群活化再利用。 

東勢客家文化

園區周邊環境

營造提升計畫

案 

辦理「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周邊環境營造提升計畫案」，重新形塑

東勢舊火車站暨客家文化園區，將空間及往來生活路徑之脈絡故

事重建再現，並以保存性開發為原則，與周邊街區聚落及後方田

園山水緊密聯結的整體性之展現。 

推動傳統空間

保存 

 

推動市定古蹟

「詔安堂」修

復計畫 

爭取中央經費補助辦理「市定古蹟詔安堂規劃設計修復工程案」

進行傳統空間保存利用，以傳統技藝工法，重現建物歷史價值。 

推動傳統聚落

保存及發展計

畫 

一、輔導推動「大茅埔聚落整體環境營造提升計畫」，改善大茅

埔傳統聚落空間，營造客家特色氛圍，增加居民休憩據點，

發展多樣體驗遊程。 

二、輔導推動「臺中市歷史建築萬選居修復工程」。 

輔導推動「豐原翁仔社客庄景觀環境營造規劃設計暨工程案」，

串聯翁社里具客家特色的伙房屋、伯公廟、防禦巷弄等，形成豐

原客家文化特色區塊，將翁社里之生活場域（空間）活化再利

用，恢復客家建築風華。 

辦理客家傳統

建築與產業文

化巡禮 

一、透過客家文史學者精湛與生動的解說導覽客家傳統建築工法

之美，讓陳舊建築空間不再是古老的記憶，而是可親近的活

教材，賦予客家文化傳承的意義，並結合山城「食當季、玩

在地」的特色產業行銷，以觀光巴士帶領民眾參觀當季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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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果園並體驗採果樂趣，活絡客家產業與文化發揚。 

辦理客家藝文

活動，傳承客

家文化 

辦理客家節慶

文化活動 

一、辦理臺中市全國客家日。 

二、辦理臺中市客家桐花祭。 

三、辦理臺中巧聖仙師文化祭。 

辦理客家國樂

音樂會巡演活

動 

一、辦理臺中國家歌劇院中劇院展演計畫。 

二、辦理葫蘆墩文化中心演奏廳展演計畫。 

三、辦理港區藝術中心演藝廳展演計畫。 

協助區公所推

動客家藝文活

動 

一、推動本市客家重點發展區一區一特色文化節慶活動，以活動

結合生活、文化、生態、產業與觀光，帶動地方產業發展。 

二、協助區公所推動客家藝文活動。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