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住民族委員會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畫

執行單位：花蓮縣卓溪鄉公所

計畫名稱：原住民族土地古道、文
化遺址及環境永續維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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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目標：

(一)提供原住民族地區部落族人在地就業機會，改善經濟生活。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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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促進在地部落傳統文化傳承，提升對部落文化之認知，強化傳統知

識價值之自我肯定，以維護及深耕在地文化。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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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培訓原住民自然資源及生態導覽解說等能力，賦予當地原住民才能，

確實改善原鄉部落生活及生態環境，同時兼顧原住民生計、傳統文化

調查與維護、國土保育、自然資源永續管理及天然災害協助應變之多

重目標。

壹、計畫摘要



壹、計畫摘要

三、計畫實施地點：

本計畫之實施地點如下：

原住民族地區卓溪鄉轄管範圍區域、原住民族土地古道

-八通關越嶺古道。

二、計畫執行期間： 113年2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



項目 核定工作項目 數量

1 聘用在地原住民族地區族人 8人

2
輔導與培訓原住民族土地古道遺址及

環境整理維護和導覽能力
26小時/8人

3
原住民族土地古道或傳統文化遺址資

料建檔整理維護
1處/120.24公里

4 傳統生態資源永續利用 123.46公頃/1處

5 友善部落加值服務 32件

壹、計畫摘要
四、計畫工作項目

：



壹
計
畫
摘
要

五

計

畫

工

作

進

度



項目 計畫補助金額 內容

人事費 3,18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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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000
含差旅費、油料費、雜支、縣市政府業

務費等。

合計 3,465,610

壹、計畫摘要

六、計畫預算



計畫補助金額(A) 3,465,610元

累

計

支

用

數

(元)

季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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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季 693,122元 532,936元 76% 15%

第2季 1,732,805元 1,381,310元 79% 39%

第3季 2,425,927元 2,274,003元 93% 65%

第4季 3,465,610元 3,465,610元 100% 100%

貳、計畫預算執行狀況

一

經

費

支

用

情

形



項目 姓名 現場檢附憑證

經費憑證保管人 陳安琪 □是 □否

經費支用管理人(專款專用) 陳安琪 □是 □否

按時薪資發放-進用人員(計畫無進用人員免填) 陳安琪 □是 □否

投保勞健保-進用人員(計畫無進用人員免填) 陳安琪 □是 □否

核銷單據是否已提出店家營業登記證明 (免填) □是 □否

貳、計畫預算執行狀況

二

計

畫

經

費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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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4.6%

第2季 50% 32% -8%

第3季 80% 75.2% -4.8%

第4季 100% 100% 0

參、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狀況

一

計

畫

執

行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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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與培訓原住民族土地古道遺

址及環境整理維護和導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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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小時

是

(執行率

100%)

參、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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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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原住民族土地古道或

傳統文化遺址資料建檔整

理維護

執行原住民族土地古道

或傳統文化遺址資料建

檔整理維護工作。

（總目標1處;120公里）

已完成

原住民族土地古道或

傳統文化遺址資料建

檔地點1處。(八通關

越嶺古道)

是

(執行率

100%)

已完成整理維護工作

路線累計里程

120.24公里。

是

(執行率

100%)

參、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狀況
二

工

作

項

目

執

行

進

度

彙

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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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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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入侵物種預

防性清除及防治等工作面積合計

123.46 公頃，推動申請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認證 0處。(於110 年花蓮縣

卓溪鄉公所IZUKAN 伊入柑布農部落

)

是

(執行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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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件。

是

(執行率

100%)

參、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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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項目執行情形及成果照片

(一) 聘用在地原住民族地區族人

1.人數：8人。

2.性別分布：6男2女。

3.族別：皆為布農族人。

4.錄取方式：

(1)隊員：體能測驗+筆試+面試。

(2)文書助理：電腦測驗+筆試+面試。



三、工作項目執行情形及成果照片

1.聘用在地原住民族地區族人-體能測驗(隊員) 電腦測驗(文書助理)



三、工作項目執行情形及成果照片
1.聘用在地原住民族地區族人-筆試、面試(隊員+文書助理)



三、工作項目執行情形及成果照片
2.輔導與培訓原住民族土地古道遺址及環境整理維護和導覽能力人才



三、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狀況及成果照

年度教育訓練

地方教育訓練-5/2台灣黑熊救

傷教育訓練課程

地方教育訓練-從職場不法之認識談尊嚴勞

動、快樂工作



三、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狀況及成果照
3.傳統文化遺址資料建檔整理維

護(1)目標公里數：120公里。

(2)實際完成公里數：120.24公里。

(3)舊部落、古步道傳統文化遺址資料建檔地點1處：八通關越嶺古道

(4)維護舊部落、古步道傳統文化遺址地段號共有9處：

1148 卓溪村卓溪山古道

太平村中林步道

崙山村列尼步道 卓清村鹿鳴步道

古風村獵人步道

古風村竹林步道

古風村石平步道八通關越嶺古道



三、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狀況及成果照



三、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狀況及成果照
3.傳統文化遺址資料建檔整理維護



三、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狀況及成果照
3.傳統文化遺址資料建檔整理維護



(1)目標公頃數：100公頃。

(2)實際執行公頃數：123.46公頃。

(3)工作項目：
工作項目 目標公頃數 實際執行公頃數

部落及傳統山川資源維護 50 59.33

造林區補植撫育 5 14.33

外來入侵種預防性清除及防治 45 49.80

推動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

證
1處

本所業已於110年成立伊
入柑環境教育中心。

三、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狀況及成果照
4.傳統生態資源永續利用



三、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狀況及成果照
4.傳統生態資源永續利用--外來入侵種預防性清除及防治

(1)卓溪段885地號

(2)新大禹段109地號

(3)新大禹段211地號



三、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狀況及成果照
4.傳統生態資源永續利用--外來入侵種預防性清除及防治



工作項目 目標件數 實際執行件數

協助部落事項 10 13

協助有益於部落傳統文化事項 10 10

協助天然災害救災應變 - 9

合計 20 32

三、計畫工作項目執行狀況及成果照
5.友善部落加值服務

(1)總目標件數：20件。

(2)實際執行件數：23件。

(3)



四、

財
產
管
理
情
形



量化指標 目標數量 實際數量

補助就業人數 8人 8人

量化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計畫轉職狀況
113年2月進用8人計畫人員後，截至12月底止累計協助0人轉職

。

支援社會福利服務工作 協助支援康芮颱風災後復原等工作共計4件，服務人次60人。

輔導計畫人員取得資格檢定、族語認

證、專業證照。

1.113年2月進用8人計畫人員後，截至12月底止累計輔導7人取
得台灣黑熊救傷教育訓練課程等課程。

2.截至113年已輔導本隊隊員7位取得自主防災士證照。

肆、計畫效益
一、累計受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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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
輔導與培訓原住民族土地古道遺址

及環境整理維護和導覽能力

教育課程累計時數(小時) 26 26

累計培訓人數(人) 8 8

3
原住民族土地古道或傳統文化遺址

資料建檔整理維護

原住民族土地古道或傳統文化遺址

資料建檔地點數量(處)
1 1

執行原住民族土地古道或傳統文化

遺址整理維護工作路線累計里程(

公里)

120 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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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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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23.46

5 友善部落加值服務 加值服務累積件數(件) 20 32

項次 工作項目 質化效益

1 聘用在地原住民族地區族人

(1) 就業與經濟改善：提供穩定工作機會，扶助本

鄉8個家庭改善經濟狀況。

(2) 人口回流效應：吸引外流3位族人返鄉服務，穩

定部落人口結構並增加活力。

(3)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當地族人對當地環境有

深厚的認識和尊重，可以促進環境保護和持續發展

的實踐。

肆、計畫效益
二、量化效益

三、質化效益



項次 工作項目 質化效益

2
輔導與培訓原住民族土地古道遺址及

環境整理維護和導覽能力

(1) 文化資源盤點：清查並整合部落文化資源，為未來文化保護與應用
奠定基礎。
(2) 專業技能培養：培育具生態導覽、環境教育與自然資源管理能力的

多元人才。
(3) 就業機會擴展：提供族人參與生態旅遊、林務與種苗等產業的多元
就業機會。
(4)媒合山林守護資源：與其他機關如玉山國家公園共同守護台灣黑熊，
參訓相關救護課程。

3
原住民族土地古道或傳統文化遺址資

料建檔整理維護

(1) 文化保存：配合旨案計畫之「原住民族古道空間資訊網」，建檔八
通關越嶺古道文化遺址資訊及維護。
(2) 族群參與：提供族人參與建檔及文化紀錄的管道，增強文化紮根與
歸屬感。
(3)族群認同感及情感連結：由族人親自維護祖先走過的路，情感連結及
增進身為原住民族之認同感。
(4)研究與教育資源：整理的資料可作為學術研究和教育的資源，提升外
界對原住民族文化的認識

肆、計畫效益
三、質化效益



項次 工作項目 質化效益

4 傳統生態資源永續利用

(1) 生態、土地保育：彌補原住民族地區生態、土地管理人力不足，強

化部落土地、生態保育能力。

(2) 氣候變遷對策：推動再生林木種植，提升二氧化碳吸附量，支持碳

中和目標。

(3) 永續管理：建立以傳統知識為基礎的資源利用模式，促進自然資源

的長期可持續性。

(4)文化傳承：透過實踐傳統生態知識，促進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5 友善部落加值服務

(1)災害應變能力：協助今年度山陀兒、康瑞颱風災後復原，維護隊於

113年共有7名於112年取得防災士證照，為所屬部落提供專業協助。

(2) 文化支持：參與搭建傳統祭祀屋、參與所屬部落文化祭典，實現承

先啟後之公用。

(4)社會責任：通過救災與文化服務，提升部落形象與社會影響力。

肆、計畫效益
三、質化效益



季 落後原因 因應措施

1

一、古道傳統文化整理維護未達標.自4月3日花蓮發生規模7.2強震後0403花蓮

大地震迄今餘震數達1349次，據中央氣象署地震測報中心統計，其中規模5至6

共64次，規模6以上共5次，玉山國家公園表示，目前山區餘震不斷，再者下雨

影響，增加步道落石、坍方，高山醫學專家王士豪說，玉山主峰屬於落石崩塌

地形，經歷多次地震及大量降雨後，碎石坡面變得不穩定。

二、外來物種預防性性未達標 .因季節變化.虎頭蜂繁殖旺盛.，有安全之虞。

一、調整工作項目，先以非山區工作為

主，以保障隊員安全。

二、做好前往山區需做好之安全措施.

。

2
傳統生態資源利用之傳統生態資源永續利用—造林區補植撫育、部落及傳統山

川資源維護，因第1季古道傳統文化整理維護嚴重落後，故先以古道傳統文化整

理維護進度為主

一、以目前落後嚴重之項目執行，且以

每周控管進度，滾動式調整。

二、加強人員差勤管理，以利盡速追趕

進度。

3 友善部落加值服務—(協助有益於部落傳統文化事項)

業已排入本鄉12月嬰兒祭等祭典，且

已順利完成協助。

執行進度及經費支用落後之因應措施



委員 問題 回復

楊宏志

1. 工作同仁 8 位為續聘者嗎

2. 為什麼不依照原民會規定的範例報告。

3. 新增 1 處傳統遺址的資料，照片及辦理情形請說明。

4. 各工作辦理情形狀況、照片、資料請補充，例如外來種入侵

辦理情形 (P9)。

5.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的地點在伊入柑嗎 環境教育設施標章

及教案。

6. 雲端資料季報表請補充 9 月、 6 月。設備工具明細照片請補

入。

1. 是，113年度隊員與112年隊員相同。

2. 因去年度第一次承接旨案業務，尚未了解相關工作模

式，今年度依照評鑑作業說明辦理。

3. 旨案係112年度新發現遺址，目前僅有協助雜草清除

作業及詢問相關遷移史。

4.於113年度依照具體建議事項呈現。

5.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的地點在伊入柑，檢附資料放

置評鑑資料夾內。

6. 依照委員具體建議事項辦理 。

夏錦龍

1. 至 9 月底止經費執行率 62.5 %%，工作進度執行率，兩者皆

落後，能否於年度結束達標，請說明。

2. 112 年 9 月 22 日工作日誌內，隊員差勤紀錄不明確，請查明

改正。

3. 雲端資料工作項目清除外來入侵物種未敘明何種植物，照片亦

不明確，請改正說明。

4. 簡報計畫效益格式分應按質化效益及量化效益來呈現。

1. 會後，以每周進度控管進度，業於依期限內完成年度

目標。

2. 業已釐清並已改正。

3. 今年度針對清除外來入侵物種業有敘明。

4. 依照原住民族委員會規定格式辦理。

陸、檢討與建議事項



陸、檢討與建議事項
委員 問題 回復

夏錦龍
5. 111 年度各委員建議事項，應依各委員意見敘明處理結果，不應
以綜合答覆方式呈現。

5.依據委員具體建議事項方式辦理(回復資料存於

評鑑資料)。

林志興

1. 前一年委員所做的檢討建議事項，最好是用逐一回覆的方式呈

現，方便委員能一一檢視工作實際的改善的情形。

2. 有鑒於此項計畫已經執行多年，對於生態調查、文化遺址、古

道(多國際級的古道）古蹟應該累積了不少資料，所以在建檔資料

方面應該要注意資料整理的累積性，以及口傳資料、相關文獻文

字、圖像、地圖、錄音訪問、影像攝影等等相關資料的綜合建檔

工作，該建檔的資料庫能夠便於知識與經驗移交，以及文化教育

的再利用。

3. 文化遺址的維護與保存工作，應該多多與文化行政部門保持聯

繫，並促進聚落文化資產身份的取得，好引進更多文化行政部門

的力量加入工作。

4. 已有環境教育場所及人員，並開始營運，請繼續強化此一政策

的教育及文化發揚的能量的認證。

1.依據委員具體建議事項方式辦理(回復資料存於

評鑑資料)。

2.依據委員建議事項資料統整，因每年度計畫主

辦、文書及隊員不盡相同及存放資料不一，盡速

完成整理彙整工作。

3.113年度亦有與花蓮登山協會共同至卓溪山古

道維護及透過講師(耆老)講解，爾後會多與文化

行政部門媒合，讓文化遺址的維護與保存工作更

加順遂。

4.113年環境教育場所因風災受損，已於113年12

月底完成維修工程，明年度會繼續辦理相關環境

教育課程。



柒、播放計畫亮點影片



布農語：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