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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摘要

1.增加原鄉部落族人在地就業機會，改善原住民經濟及生活。

2.提升原鄉部落族人自主參與度，培育在地傳統文化知識之原住民族人才，建

立部落民眾生態多樣性觀念。

3.促進在地部落傳統文化傳承，提升對部落文化認知，強化傳統知識價值之自

我肯定，以維護及深耕在地文化。

4.推展自然資源經營管理知能，激發原住民族傳統生態智慧創新應用，形塑臺

灣原住民獨特的生態產業，發展多元文化、無痕生態旅遊。

5.培訓原住民自然資源及生態導覽解說能力專才，賦予當地原住民專業才能，

確實改善原鄉部落生活及生態環境，同時兼顧永續自然資源、國土保育、原

住民生計、傳統文化遺址整理維護及災害協助之多重目標。

一、計畫目標:

二、計畫執行期間:

自112年01月31日至12月31日止



壹、計畫摘要

項目 核定的工作項目 數量

1 聘用在地原住民族地區族人 8/人

2
輔導與培訓傳統古道遺址文化及自然生態環境管理維護及導
覽能力

26/小時

3 傳統文化遺址資料建檔整理維護 2/處

4 傳統生態永續利用 100/公頃

5 傳統文化遺址維護 120公里/2處

6 友善部落加值服務 20/件

四、計畫工作項目:

三、計畫實施地點:

屏東縣來義鄉轄區



壹、計畫摘要

五、計畫工作進度:

執行月份

工作項目

第1季 第2季 第3季 第4季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聘用在地原住民族地區族人 ˇ ˇ ˇ

輔導與培訓部落傳統文化、自然

資源管理及環境教育導覽專才
ˇ ˇ ˇ ˇ ˇ ˇ

傳統文化遺址資料建檔整理維護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傳統生態資源永續利用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友善部落加值服務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預定工作累計執行進度 5%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95% 100%

預定預算累計執行進度 671‚636 1‚679‚091 2‚686‚546 3‚358‚182

預定預算累計執行率 20% 50% 80% 100%



壹、計畫摘要

六、計畫預算

項目 計畫補助金額 內容

人事費 3,096,182 含計畫人員薪資、勞保、職災、就業保險費、健保費、
勞退補助、工作獎金、加班費等。

業務費 262,000 含差旅費、油料費、雜支、縣市政府業務費等。

合計 3,358,182



壹、計畫摘要
六、計畫預算:

一、人事費(共8人)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金額 數量 月份 小計 備註

隊長

薪資 28,257 1 11 310,827每隊設置隊長1人
勞保、職災、就業保險費 2﹐483 1 11 2﹐7313
健保費 1﹐403 1 11 15﹐433
勞退補助 1,728 1 11 19,008

工作獎金 24,000 1 24,000

小計 396,581

隊員

薪資 27,434 6 11 1,810,644每隊設置隊員6人
勞保、職災、就業保險費 2﹐379 6 11 157﹐014
健保費 1﹐344 6 11 88﹐704
勞退補助 1,656 6 11 109,296

工作獎金 24,000 6 144,000

小計 2,309,658

文書助
理

薪資 27,434 1 11 301,774每隊設置文書助理1人
勞保、職災、就業保險費 2﹐379 1 11 26﹐169
健保費 1﹐344 1 11 14﹐784
勞退補助 1,656 1 11 18,216
工作獎金 24,000 1 24,000

小計 384,943

加班費 5,000 1 5,000執行計畫相關之加班費。

人事費小計 3,096,182

二、業務費
項目 金額 數量 月份 小計(元) 備註

差旅費 30,000 1 30,000執行計畫相關之差旅、加班費。

油料費 12,000 1 11 132,000
1.計畫人員每月補貼：隊長1,500元、隊員1,000元、文書助理500元。

2.執行計畫相關之油料費。



貳、計畫預算執行狀況

計畫補助金額(A) 3,358,182元

累
計
支
用
數

(元)

預定支用數
(B)

實際支用數
(C)

預算執行率%
(C/B)

累計執行率%
(C/A)

第一季 671,637 365‚553 20% 10.89%

第二季 1‚679‚091 894‚521 50% 37.52%

第三季 2‚686‚546 871‚771 80% 63.48%

二、計畫經費管理:

一、經費支用情形:

項目 姓名 現場檢附憑證

經費憑證保管人 主計單位 ■是 □否

經費支用管理人(專款專用) 曾00 ■是 □否

按時薪資發放-進用人員(計畫無進用人員免填) 全體隊員 ■是 □否

投保勞健保-進用人員(計畫無進用人員免填) 全體隊員 ■是 □否

核銷單據是否已提出店家營業登記證明 (免填) ■是 □否



累計進度

季累計 預定進度(A) 實際進度(B) 進度差異(%)B-A

第1季 20% 30.1% 10.1%

第2季 50% 70.2% 20.2%

第3季 80% 91.4% 11.4%

參、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狀況

一、計畫執行情形:



參、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狀況

二、工作項目執行進度彙總表:(截至9月底止)

項次 工作項目
預定辦理進度
(量化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是否完成

1 聘用在地原住民族地區族人 招募計畫執行人員(總目標8人) 已招聘計畫人員8人
是

(執行率100％)

2 輔導與培訓部落傳統文化、自然
資源管理及環境教育導覽專才

辦理年度教育訓練及地方教育訓練。(
總目標26小時)

已完成年度教育訓練及地方教育
訓練課程時數合計小時

是

(執行率100％)

3 傳統文化遺址資料建檔整理維護
執行舊部落、古步道等傳統文化遺址
資料建檔及整理維護工作。

（總目標2處; 120公里）

已完成舊部落、古步道傳統文化
遺址資料建檔地點2處。

是

(執行率100％)

已完成整理維護工作路線累計里
程99公里。

是

(執行率83％)

4 傳統生態資源永續利用
執行傳統生態資源永續利用工作。

（總目標100公頃）

已完成部落及傳統山川資源維護
、造林區補植撫育、外來入侵動
、植物預防性清除及防治等工作
面積合計81.7公頃。

是

(執行率80％)

5 友善部落加值服務
友善部落加值服務

（總目標20件）

已完成協助天然災害救災應變、
協助部落事項、協助有益於部落
傳統文化事項等工作合計20件。

是

(執行率100％)



三、工作項目執行情形及成果照片:

參、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狀況

(一)聘用在地原住民族地區族人



工作項目 總目標數 辦理日期 課程時數 課程內容 地點

地方教育訓練
16小時

3月28日 8小時

1.基本救命術課程
2消費者保護之永續消費3
.性別主流化教育
4.文化培訓課程
5.森林火災課程訓練

瑪家鄉

3月29日 8小時
1.常用機具維護及管理
2.機具管理-意見交流
3.環境教育訓練課程

牡丹鄉

年度教育訓練 10小時

4月20日 2小時 1.探權議題 南投

4月21日 8小時

1.外來入侵種植物移除防治及造林撫
育

2.古道遺址整理維護相關實務手作步
道與無痕山林

3.山地緊急救護(環境急症)及野外常
見傷害處置(野外醫學)

4.台灣南島民族植物

南投

參、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狀況

(二)輔導與培訓傳統古道遺址文化及自然生態環境管理維護及導覽



(二)輔導與培訓傳統古道遺址文化自然生態環境管理維護及導覽能力

參、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狀況

12/8/22

地方教育訓練 年度教育訓練



參、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狀況

工作項目 總目標 進度/執行率 執行情形

原住民族地區舊部落、古步道等傳
統文化遺址地點資料建檔

2處 執行進度: 2處
執行率: 100%

1.白鷺遺址-白鷺段225號
2.舊大後遺址-義林段28-4號

傳統古道及部落遺址整理維護 120公里 執行進度:99公里
執行率:83%

1.白鷺遺址路線砍草維護及遺址清理維護。
2.舊大後遺址路線砍草維護及遺址清理維護。

舊白鷺遺址路線清除雜草遺址地點資料建檔-舊白鷺遺址

遺址地點資料建檔-舊大後遺址 舊大後部落遺址路線清除雜草

(三)傳統文化遺址資料建檔整理維護



(四)傳統生態資源永續利用

參、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狀況

工作項目 總目標 進度/執行率 執行情形

部落及傳統山川資源維護 20公頃
執行進度:16公頃
執行率: 80%

來社溪、瓦魯斯溪、尖刀尾溪、砲台后溪、內社溪
、阿樂岸溪

造林區補植撫育 70公頃
執行進度:57.7公頃
執行率:82%

丹林段:271地號、24地號、985地號、1556地號
古樓段:2025地號、1698地號
文樂段:1205地號
白鷺段:225地號
望嘉段:341地號、409地號、1606地號、1465地號、
1166地號

部落山川資源維護-河道旁都是遊客留下的垃圾會
汙染環境，隊員們清理。

造林區補植撫育-上圖補植樹苗，下圖造林區清除雜草



(四)傳統生態資源永續利用

參、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狀況

工作項目 總目標 進度/執行率 執行情形

外來入侵動、植物預防性清除及防治 10公頃
執行進度:8公頃
執行率: 80%

小花蔓澤蘭及香澤蘭:丹林段271地號、24地號、
985地號、1556地號。古樓段2025地號、1698地號
。文樂段1205地號。白鷺段225地號。望嘉段341
地號、409地號、1606地號、1465地號、1166地號

推動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1處 執行進度:1處
執行率:100%

112年3月29日(三)於東源部落環境教育中心參加
環境教育訓練課程

清除外來入侵動、植物小花蔓澤蘭、香澤蘭 環境教育訓練課程



(五)、友善部落加值服務

參、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狀況

工作項目 總目標 進度/執行率 執行情形

協助天然災害救災應變 依實際執行情形 依實際執行情形

協助部落事項 18件
執行進度:16件
執行率:89%

搬運備災沙包到各村、部落道路周邊除草、撿拾垃
圾及坎倒塌樹木整理等。
共計16件

協助有益於部落傳統文化 2件 執行進度:2件
執行率:100%

維護傳統五年祭場、施作獨木橋傳統工法於崑崙坳
古道

。

。

協助給予各部落防災沙包

協助望嘉部落整理祖靈屋

整理清除雜草位於五年祭場

去年有提報喜樂發發公園崑崙坳修復人工獨木橋的計畫
今年針對這項目，隊員們總共搭建了4做人工獨木橋。



參、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狀況-成果照片
年度教育訓練 地方教育訓練



參、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狀況-成果照片

原住民族地區舊部落、古步道等傳統遺址
地點資料建檔

原住民族地區舊部落、古步道等傳統遺址
整理維護工作路線



參、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狀況-成果照片

部落山川資源維護 造林區補植撫育



參、計畫性工作項目執行狀況-成果照片

外來入侵物種預防性清除及防治



參、計畫性工作項目執行狀況-成果照片

協助部落事項 有益於部落傳統文化事項



肆、計畫效益
一、累計受益人數

量化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計畫轉職狀況

1.112年1月底進用8人計畫人員後，截至9月底止累計

協助2人轉職至1人公所清潔隊1人另有生涯規劃等。

支援社會福利服務工作 協助支援0等工作共計0件，服務人次0人。

量化指標 目標數量 實際數量

補助就業人數 8人 10人



肆、計畫效益

二、量化效益

項次 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量化效益 實際數量

1 聘用在地原住民族地
區族人

就業人數(人) 8人 8人

2

輔導與培訓傳統古道
遺址文化及

自然生態環境管理維
護及導覽專才

教育課程累計時數(小時) 26小時 26小時

累計培訓人數(人) 8人 8人

3 傳統文化遺址資料建
檔整理維護

執行舊部落、古步道等傳統文化遺址資
料建檔地點數量(處) 

2處 2處

執行舊部落、古步道等傳統文化遺址整
理維護工作路線累計里程(公里)

120公里 99公里

4 傳統生態資源永續利
用 傳統生態資源永續利用工作面積(公頃) 100公頃 81.7公頃

5 友善部落加值服務 加值服務累積件數(件) 20件 22件



肆、計畫效益

三、質化效益

項次 工作項目 質化效益

1 聘用在地原住民族地區族
人

提供在地族人就業機會，改善原住民部落家庭生活經濟，強化原
住民族自我認同存在價值，吸引青年族人返鄉服務，創造在地就
業人數8人。

2

輔導與培訓傳統古道遺址
文化及

自然生態環境管理維護及
導覽專才

強化傳統文化遺址保存知識，清查及盤點部落文化資源，可進階
升級為具專業生態解說能力之山域嚮導人才，另計畫工作培育具
備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自然資源管理、生態導覽、環境教育及樹
種育苗人才等多元就業優勢人力資源，媒介部落產業、生態旅遊
導覽、林務、種苗等多項工作管道，完成培訓人數8人，課程時數
計26小時。

3 傳統文化遺址資料建檔整
理維護

舊部落、古步道等傳統文化遺址調查及維護工作，提供在地人才
參與紀錄自身族群文化的管道，有利於推動部落文化扎根計畫，
已完成資料建檔2處，整理維護工作路線累計里程99公里。

4 傳統生態資源永續利用

彌補目前原住民族地區土地管理人力之不足，增進部落民眾建立
土地保育利用、自然生態保育基本觀念，培育原住民傳統知識永
續管理，完成資訊建檔及維護累計面積81.7公頃，目前文書助理
已在環境教育課程受訓當中，並持續推動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認證並辦理環境教育課程、環境場域整備及水圳維護工作。

5 友善部落加值服務
協助天然災害救災應變工作，以因應氣候變遷之防護與臨時性救
災工作，同時可機動性協助部落及有益於部落傳統文化事項，預
計完成加值服務累積件數22件。



伍、執行進度及經費支用落後原因分析及因應措施

一、預算支用落後原因及因應措施

項次 科目 落後原因 因應措施

1 人事費
因112年1月底進用人員才5名，在4月
份人員才補齊共8名，7月1名隊員離職
，才導致認識費落後。

因112年1月底進用人員才5名，在4月
份人員才補齊共8名，7月1名隊員離
職，才導致認識費落後。

2 業務費 尚有機具維修及零件更換及油料費未
支付

尚有機具維修及零件更換及油料費未
支付



111年度評鑑委員建議事項及實際辦理情形

1.每季未達成預定進度的原因

所有進度項目在12月底都有達成

2.苗木補植株數:

楓香樹750株，對於外來種的移除作法連根砍除

3.影片很有輕旅行的味道，但似乎較無法觀看者知道我們今年住要做了些什麼，如何

做?亮點為何?未來構思5分鐘的基本架構，將計畫亮點系統表現出來

針對111年我們主要做了舊部落、古步道傳統文化遺址資料建檔及整理維護工作路線、部落山川資源維護、造林

區補植撫育、外來入侵物種預防興清除及防治、友善部落加值服務，亮點主要是在崑崙坳古道是我們之後要維

護的重點。在今年112年我們主要在崑崙坳古道上搭建了4座傳統手作獨木橋。

陸、檢討與建議事項



謝謝聆聽，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