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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113年度施政計畫 

壹、前言 

客家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參照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以實

踐市長15項幸福政見為目標編定本會113年度施政計畫，共計4大目標10項重要

推動計畫，推動本市客家未來發展。 

本會延續以「浪漫樂活‧永續傳揚」為施政願景，以落實客語薪傳多向發

展、促進客家文化交流、扶植客家經濟發展等策略為年度重大推行計畫，持續

守護客家，建設幸福宜居城市。 

貳、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15項幸福政見 

(一)12-1保存文化記憶空間，厚植客家文化底蘊 

1、成立「臺中市客家文化生活及產業環境營造計畫輔導團」，輔導客庄創

生環境營造計畫補助案件進行，並提供諮詢服務，推動客家文化資產修

復再利用及客庄景觀梳理。 

2、持續推動市民報考客語能力認證，通過認證核發獎勵金。 

3、開辦各類型多元客家文化傳習課程，活化及再利用文化建設。 

(二) 12-2打造「客家節慶」品牌，增進客家藝文續航力  

結合山城客庄文化、社群、產業、觀光等面向辦理在地客家傳統文化

節慶活動，凝聚社群關係、擴大民眾參與度，打造「客家節慶」品牌。 

(三) 12-3營造客庄基地，發展客家經濟 

為推動客庄產業創新加值與提升在地品牌形象，發展具有客家特色之

文化產業，吸引青年回流形塑客家文化廊道，建構並打造優質客庄創生基

地，帶動客庄經濟發展。 

(四) 13-1形塑五大文化軸、活化歷史場域 

舉辦各相關客家藝文活動、客庄小旅行，行銷客家文化軸線。 

二、落實客語薪傳多向發展 

(一)持續推動本市客語深根服務計畫，針對客語薪傳師補助開辦傳習課程、客

家親子學苑班，並開設薪傳師增能研習課程。 

(二)持續推辦本市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向下扎根，並結合本市各級學校教學

資源，透過師資培訓課程，推行本市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客語沉浸式教

學，營造生活化之客語學習環境。 

三、促進客家文化交流 

規劃本會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土牛客家文化館舍志工隊及本會委員與職

工進行跨縣市合作計畫及交流活動，並積極參與海內外客家事務交流活動，鏈

結與強化海內外客家社團情誼。 

四、扶植客家經濟發展 

辦理客家產業文化巡禮，結合自然體驗、觀光樂活及生活美學，藉以提

升客家產業經濟活絡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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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要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15項幸福政見 12-1-1 

成立客家文化

生活及產業環

境營造計畫輔

導團 

辦理「客庄創生環境營造工作坊」、「客庄住民共識會議」、追蹤及訪

查本市客庄環境營造計畫個案執行情形，探訪計畫潛力點以及輔導

年度客庄創生環境營造計畫相關案件。 

12-1-2 

客家語言文化

傳承與推廣 

一、推辦臺中市客語深根服務計畫。 

二、落實推動獎勵參與客語能力認證計畫。 

三、推動臺中市客語沉浸式教學計畫。 

12-1-3 

活化館舍促進

跨域交流 -打

造客庄傳習基

地 

積極推動民間及學術團體跨域合作契機，推辦各類型客家文化傳習

課程，形塑山城客庄傳習中心成為教學、藝文、創生、集會活動及

學術研究之中繼站。 

12-2 

擴大辦理客家

節慶活動 

規劃與協助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公所、客家社團，結合客庄在地傳

統節慶文化辦理各項典儀與藝文活動，保存與發揚客家庄傳統祭祀

文化。 

12-3 

「東勢客家文

化園區全區整

體規劃及既有

建物修繕 (含

附屬商業空間

及戶外景觀 )

細部設計」案 

一、辦理「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全區整體規劃及既有建物修繕(含附屬

商業空間及戶外景觀)細部設計」案。 

二、將原有東勢客家文化園區重新給予新的定位，打造一個屬於東

勢的文化平臺新臺中文化基地，連結地方特色、帶動產業發

展、凝聚地方意識，進而吸引青年回鄉，提振區域整體經濟脈

絡。 

15項幸福政見

-政見 13打造

城市魅力 

13-1 

形塑五大文化

軸、活化歷史

場域 

以臺中客家故事館為標的，統整在地人、文、地、產、景等客庄文

化元素，辦理各項客庄特色主題藝文展覽、活動、課程及在地文化

小旅行，行銷客家文化軸線。 

落實客語薪傳

多向發展 

臺中市客語深

根服務計畫 

補助客語薪傳師開辦傳習計畫及客家親子學苑，以家庭共學等形式

帶動母語學習氛圍，並開辦薪傳師增能研習課程，培力薪傳師教學

量能。 

客語沉浸式教

學計畫 

補助本市參與計畫之各級學校辦理客語沉浸式教學課程，同時辦理

客語沉浸式師資培訓增能。 

促進客家文化

交流 

規劃本會館舍

志工團隊及職

工參與跨縣市

及海內外客家

事務交流活動 

規劃本會館舍志工、委員及同仁增能活動，進行跨縣市交流與觀摩

學習，提升專業知識與文化交流經驗，並積極參與海內外客家事務

交流活動，鏈結與強化海內外客家社團情誼。 

扶植客家經濟

發展 

辦理客家產業

文化巡禮 

結合自然體驗、觀光樂活，以提升客家產業文化價值、推動客庄地

方創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