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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政局推動「替代役參與區里社造」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推動「替代役參與區里社造」為全國首

創，中西區公所申請「社造替代役」，借重替代役男所學

專長，協助區里閒置空間改造，活化再生里鄰空間，推廣

中西區巷弄文化。 

中西區巷弄文化推廣 

本次計畫執行區域是以米街（民族路至成功路段）為主的

新美街歷史街區，連結臺南市赤崁文化園區。本區深具豐

厚的歷史文化，長久以來為府城核心區域。 

公所藉由改造認養地以串聯歷史巷弄與赤崁文化園區。使

其歷史紋理得以展現，期望此發展模式推廣至中西區其他

潛力巷弄，展現豐富且具特色的巷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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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區域與範圍 

改造中西區公所認養地（赤崁段266地號）及巷弄

（新美街300號及赤崁街45巷），串聯新美街歷史

街區與赤崁文化園區。 

新美街300號旁 赤崁街45巷 

新美街景 

認養地 

赤崁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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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役介紹 

167梯次 
社造專長替代役 

167梯次 
社造專長替代役 

167梯次 
社造專長替代役 

170梯次 
社造專長替代役 

170梯次 
社造專長替代役 

吳柏臻 吳鎮宇 李孟倫 楊遠德 倪翊瑄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設計所 

建國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 

建國科技大學 
土木工程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園生產系 

亞洲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 

專長：高齡友善設計、
服務設計 

專長：3D繪圖、 
室內設計 專長：測量製圖 專長：景觀園藝 專長：3D建模、蠟雕 

出生地：臺北市 出生地：彰化市 出生地：彰化市 出生地：臺中市 出生地：屏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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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區公所服役的生活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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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願景工作坊」 

街訪、踏查～探索新美街 
2016年9月10月 

５位替代役男分別來自臺北、臺中、彰

化、屏東等縣市，為更瞭解臺南新美街

的人文歷史脈絡及在地居民、店家對公

所認養地的想法及需求，替代役男以蹲

點街訪調查方式，傾聽在地聲音，作為

認養地及巷弄改造設計的初步發想。 

 

 

里長講述米街故事及歷史 聽米街人文協會理事長說故事 

替代役男拜訪店家及居民，傾聽他們對於米街認養地及巷弄的改造建議。 5 

 



街訪基礎資料 

街訪主要範圍為米街的店家與居民， 

共計訪問38人。居民且店家有22人，純居民有

6人，店家有10人，居民占74%。其中在新美

街居住超過40年的居民更占了7成。 

 

 

針對公所認養地未來使用的建議 

受訪的居民店家多數沒有太多的想法意見，原因有三： 

一、居民鮮少走入公所認養地。 

二、對認養地印象停留在雜草蔓生的景象。 

三、認養地缺乏可供休憩的設施，缺乏入內探索誘因。 
 

29% 

71% 

40年以下 
居住超過40年 

16% 

58% 

26% 

居民 店家且居民 

店家非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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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養地」及「巷弄」的第一次設計發想 

彙整了街訪、踏查的未來使用建議後，替代役男 

開始設計想像米街未來的樣貌，並繪製了手稿。 

 

替代役楊遠德設計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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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役吳鎮宇設計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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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役倪翊瑄設計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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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役李孟倫設計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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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役吳柏臻設計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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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美街˙新米街˙心願景」願景工作坊 

公所以「公民參與」方式，由新美街居民提出認養

地及街區願景想法，讓規劃設計更符合在地需求，

翻轉以往公部門主導決策模式。 

公民參與模式選擇討論會議 

2016年10月7日替代役男與天后里王長春里長、米

街人文協會夥伴及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葉欣怡老

師召開「公民參與模式選擇討論會議」，最後選擇

以「願景工作坊」方式與居民、店家共同討論米街

未來願景。 

願景工作坊主持人培訓課程 

「願景工作坊」的「主持人」扮演著關鍵角色，因

此公所在2016年10月28日特地安排替代役男接受專

業「主持人」培訓課程，擔任了「願景工作坊」各

組討論的主持人。 

 

 

分組進行願景工作坊模擬 

主持人代表小組發表討論結果 

公民參與模式選擇討論會議 

林祐聖老師講授「主持人」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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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美街˙新米街˙心願景」願景工作坊 

2016年12月6日替代役男擔任「主持人」的重要角色，

與在地居民、店家及關心米街發展的公民，分組討論，

共同思考米街未來願景，凝聚街區的共識，統整在地意

見及想法。 

 

在地新願景－「宜居新美街」 

雖然新美街過去商業興盛人聲鼎沸，然而居民

希望未來的新美街可以成為鬧中取靜、安全舒

適的社區，大家共創宜居樂活的好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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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街新願景˙粒粒皆幸福」初步規劃設計 

2016年12月2017年1月規劃設計進行式 

願景工作坊後，替代役男開始進行設計規劃，將居民願

景納入設計方案，也不斷與景觀規劃專家進行多次諮詢

討論會議。 

替代役楊遠德綠化區設計手稿及3D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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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模擬設計圖 

替代役男各司其職、發揮所

長，多方來回討論後，確認

了認養地的未來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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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街新願景˙粒粒皆幸福」初步規劃設計說明會 

為讓居民更瞭解設計方案，2017年1月24日舉辦了說明

會，邀請所有米街居民及參與願景工作坊的民眾，共

同檢視替代役男初步規劃設計內容及構想是否符合

「宜居新美街」的願景。 

 

說明會後彙整居民的意見進行部份設計的修正，期許提

升居民對本次社造計畫的參與及認同感，強化在地里鄰

情感，邁向街區永續自主經營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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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在地文化元素 

臺南深具歷史文化記憶與獨特的產業技藝，將認養地的

規劃設計納入在地元素，如信二竹椅、昭玄堂燈籠、隆

興亞鉛桶等。 

 

「米街新願景˙粒粒皆幸福」提案公開說明會 

「宜居新美街」規劃三原則 

以1月24日之初步規劃設計說明會中，居民所提意見

「不破壞舊樣貌、融合在地文化元素、重新點亮米街

巷弄新氣象」為設計原則，重新修正了認養地及巷弄

之設計方案。 

   不破壞舊樣貌 

建築殘垣代表新美街的文化基底與生活記憶，是無價

的瑰寶，保留老屋牆面與部份地磚，是最重要的設計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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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點亮米街巷弄新氣象 

將巷弄文化結合在地歷史紋理進行整體規劃，修飾美化巷

道景觀，串聯新美街與赤崁街，讓在地居民看到不一樣的

巷弄景緻，利用米街人文故事及手繪導覽地圖妝點米街意

象，塑造新美街獨有巷弄氛圍。 

 

新 
美 
街 

300 
號 

赤 
崁 
街 
45 
巷 

認養地 赤崁街45巷設置入口導覽地圖模擬圖 

赤崁街45巷設置米街時光隧道及用木格柵修飾景觀模擬圖 

新美街300號旁巷弄懸掛米字串造型之
入口意象，加強改善巷口陰暗的視覺
印象，吸引民眾走入並探索巷弄美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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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街新願景˙粒粒皆幸福」提案公開說明會 

2017年2月22日邀請民政局陳宗彥局長、自治行政科

楊雅苓科長、區里行政課陳文琪科長、兵役徵集科李

信田科長、兵役後勤科陳信宏科長及新美街居民一同

聆聽規劃說明簡報。 

感謝民政局大力支 

持，專案補助本次 

工程及活動相關經 

費，讓新美街改造 

計畫可以具體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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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認養地為2015年登革熱髒亂點列管空地，原雜

草叢生、閒置多年，經公所積極協調地主，完成空

地認養程序，供公所無償使用管理。 

2016年5月10日經公所與新美街志工、店家及居民

共同打掃、除草、鋪石整地後，空地老牆古樸的迷

人樣貌重新面世。 

「米街樂」舊地新氣象 

認養地原貌 

經召開公民參與「願景工作坊」，社造替代役集結在地

居民願景，融入在地文化元素，反覆與業界專家諮詢討

論，修改設計圖，並舉辦 2場設計規劃說明會，感謝民政

局補助改造案經費，終於在2017年4月12日舉行開工動 

土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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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街樂」認養地改造過程 

搭設涼亭 

2017年4月24日 

初訪鐵工廠，與師傅討論設計圖面與施工細節。 
 
 
 
 
 
 
 
 

 

2017年5月25日 

鋼結構安裝，錨栓埋於混凝土基座。 

2017年6月5日 

在雨中與師傅一同安裝架設搭建涼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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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木平台 

2017年5月5日 

拜訪木工廠，以堅

固耐用為導向，選

定CP值高的「柳安

角材」建設平台，

與木工師傅討論施

工細節。 
 

2017年6月 

開始木平台施工，學到許多木作技巧，例如搭建木平台基 

座、塗防水漆、鐵釘固定、預留伸縮縫等，許多施作細節 

看似簡單，卻絲毫不簡單。 

搬運木材 搭建基座 

塗防水漆 

為避免木材濕脹乾縮

而變形，必須塗上數

層防水漆。 

鐵釘固定 

每根釘子得打進木頭

裡，避免被札傷。 

留伸縮縫 

木材會隨溫度及溼氣

而膨縮，為避免變形

必須留下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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舖設地磚 

2017年6月10日 

剷除原有不平整碎石後，重新鋪沙整地。 

 

 

 

 

 
 

原有地勢東高西低，高低落差不平整，因此我們規劃了木

平台區與地磚區。 

 

 

保留原有地磚 

「米街樂」由多位地主共同持分，地主藉由地磚花色及建

築痕跡區分持有地，這塊特別以強化玻璃保護的地磚，是

為了延續巷弄獨特的記憶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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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綠化－居民共作植栽種植 

2017年6月30日 

與米街居民一起以隆興亞鉛桶組盆，為認養地「米街樂」 

妝點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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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街樂」完工新風貌及特色介紹 

綠化區 

植物的生長受天候、季節等因素影響，選擇適當的綠化

植物更是不容小覷的環節，在樽節公帑與減省人力維護

的考量下，以「易栽易活」、「繁衍容易」、「觀賞期

長」等較具經濟效益的植物為主，例如仙人掌及多肉植

物等。 

 

 

 

 

2017年7月7日是別具意義的日子，中西區所認養地

「米街樂」終於在替代役男的血淚交織下完工了。 

這裡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都是替代役男一點一滴從

無到有的心血結晶，想想這近一年來，每個環境都必須

不斷的修改臻至完善。 

這過程考驗了替代役男的毅力與耐心，看著完工後的新

風貌，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真心希望大家一起來感受

這個樂活新空間「米街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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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街樂」是一塊空地，沒有太多的樹木可以遮蔽陽光

烈焰，於是替代役設計搭建了一座涼亭，涼亭上掛著新

美街30年在地老店「昭玄堂」的燈籠，由社造替代役用

毛筆親手寫上「米」、「街」、「樂」展現在地特色。 

亞鉛桶盆栽 涼亭 

在塑膠材質未普遍的時代，亞鉛是非常耐用的民生用

品，亞鉛可以製成的用具非常多元，例如水桶、澆花

器、畚箕等等。製作亞鉛用具要承受高溫焊接的挑戰，

這雙鎔鑄手是堅持，是溫暖，更是無價的傳統。 

隆興亞鉛店是新美街55年的在地老店，也是逐漸失傳

的傳統工藝，「亞鉛盆栽」的構思，不僅是融合在地

元素而已，更是傳統工藝永續傳承的精神表徵。 

 

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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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裡昏暗的巷弄總是讓人怯步，為了讓行走巷弄的

朋友能夠更安全自在，「米街樂」周邊設置了許多

照明裝置。 

涼亭二側的照明燈及燈籠，還有綠美化區的小盞燈、

赤崁街45巷的冷光板點綴著，讓夜晚的「米街樂」

也別有一番風味。 

信二竹店是一間販售竹製品的傳統老店，這裡所賣的

竹製品全是手工製造，每一件成品皆是獨一無二。 

涼亭下放置的竹椅，就是由信二竹店王老闆親手打造，

要讓每位來「米街樂」的朋友們感受手作的舒適空間。 

竹椅 

涼亭裡設計「米」字的木翻牌，每個牌子上有新美街

在地店家、鄰近古蹟及廟宇的手繪圖及QR code，市民

朋友來到這裡可以翻翻這些木牌，實地走踏這些在地

店家，完成一趟深度的米街之旅。 

「米」字翻牌 

巷弄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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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弄美化 

赤崁街45巷 

赤崁街45巷巷弄狹窄且鮮為人知，

平常走動的人數不多，透過巷弄

景觀整理，設置「米街巷弄尋寶

圖」及「米街時光隧道」，以修

飾美化巷弄景觀。 

米街巷弄尋寶圖 

原巷弄入口處周邊皆無任何標示引導民眾走入巷弄，設

置米街巷弄尋寶圖於赤崁街45巷入口牆面，吸引赤崁文

化園區的民眾走入巷內，看見認養地「米街樂」新風貌，

進而探索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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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家空調設備與巷弄原有磚牆的古

樸景觀不協調。公所協調店家清除

堆放的雜物，整理外露管線，設計

木格柵包覆排煙管及空調設備，以

修飾美化巷弄景觀。 

設置壁燈，增加照明度，讓夜晚行走巷弄的人能更安

全自在，同時也能欣賞「米街時光隧道」的裝置。 

米街時光隧道 

巷弄老磚牆上掛置米街文化故事與老照片的畫框，除裝

飾巷弄景觀外，也讓民眾彷彿走入時光隧道，深入了解

米街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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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新意象－新美街300號旁巷子 

為改善巷口陰暗的視覺印象，於入口處掛置米字打卡點， 

及稻穗入口意象，吸引民眾走入並探索巷弄內美景。 

拍照時站在米字前打開雙手，讓身體融入了米字裡。 

人與「米」字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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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居民參與特色活動 

針對在地特色元素，設計與居民的互動課程，讓在地居民更

瞭解規劃設計的巧思，亦透過互動過程，深化居民對於認養

地的情感連結。 

版畫製作體驗活動 

2017年5月16日體驗傳統工藝職人精神 

米街是臺灣第一個可以製版自行印刷的地方，其中百年老店

王泉盈紙莊更是臺灣版畫界的翹楚，擁有自行製版與套色印

刷的技術。 

王泉盈紙莊第三代傳人是中西區天后里王長春里長，本次體

驗活動希望讓參加民眾暸解米街的傳統工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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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鉛桶多肉盆栽組盆活動 

亞鉛桶多肉盆栽組盆培訓 

為使參加居民可於短時間內完成組盆作品，並符合社造

替代役投入新美街與居民共作之精神，2017年4月25日

公所特為替代役男進行盆栽組盆培訓，讓役男6月6日活

動當天可以擔任助教，分組指導參與組盆活動的民眾。 

 

亞鉛桶多肉盆栽組盆活動 

2017年6月6日替代役男以客製化的隆興亞鉛小盆+圓滾

滾的多肉植物，指導參加民眾製作獨一獨二的創意盆栽，

不只融合在地工藝元素，希望能讓居民藉由認識植物進

而參與認養地植栽維護，美化自己的居住地，為米街的

街道妝點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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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街巷弄尋寶圖 

探索巷弄，尋找老地方的新鮮事 

替代役男在米街上的田野調查與街頭訪問中，發現街上

有許多傳統及特色店家，故以此為發想，與臺南在地插

畫家 Mr. Nose合作，製作手繪風之新美街特色巷弄尋寶

地圖，重新探索米街及巷弄的趣味，瞭解米街的傳統店

家與其豐厚的歷史，讓民眾體驗中西區迷人的巷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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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表會「米街尋寶樂」 

2017年7月15日公所舉辦替代役男的年度社造成果發 

表活動，發表自去年8月起，以「米街樂」為開拓起點

的認養地改造工程、巷弄美化、居民共作的特色活動成

果，並設計了「米街尋寶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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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活動當日天公不作美，下起傾盆大雨，但仍有許多

民眾風雨無阻前來參加活動，歡天喜地的拿著米街巷弄

尋寶圖在米街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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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新聞稿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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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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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表會中有15面展板，介紹「米街樂」從公所 

認養、清理雜草、鋪石整地、召開願景工作坊、規劃

設計、實際施工至完工的完整過程，讓民眾看見「米

街樂」辛苦耕耘到誕生的過程。 

 

成果展板設計 

替代役男集體構思設計闖關內容，讓參加的民眾親自走

入米街的大街小巷，感受米街的美。 

替代役男逐戶拜訪米街店家募集摸彩獎品，總共有20間

在地店家熱情免費贊助65份摸彩品，獎品內容豐富，吃

喝玩樂應有盡有，還有最大獎「來去米街住一晚」的民

宿體驗。 

「米街尋寶樂」闖關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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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街尋寶樂」的闖關遊戲題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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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感言－吳柏臻 

還記得第一天到公所，人文課洪課長跟我們說：

「未來一年，會讓你們體驗不一樣的一年。」那時

我們還不清楚社區營造替代役和其他替代役有什麼

特別不同之處。經過了這一年的時間，完成了「米

街樂」新美街社造案，真的是很有收穫的一年，我

很驕傲的說我是中西區的社造替代役。 

從梁祝老電影開始，到美猴王的藝術進區。還有社

造成果展跟公民參與的主持人訓練，我們一邊協助

公所勤務，一面進行新美街的瞭解。我們利用時間

走訪街區，訪問在地居民與店家，傾聽在地的訴求，

透過不斷的討論，設計了一場願景工作坊，翻轉過

往公部門決策的形式，也讓在地店家與居民有面對

面對話的機會。 

然而設計過程與提案簡報的2個月，真的很辛苦，不

斷修改的提案簡報，好不容易到最後定案版時，卻 

在居民公開說明會遭受到許多居民的批評，還好區

長安慰我們說這是必經的一條路，我們聽取建議不

斷修正練習，希望能做出最好的表現，希望能得到

大力支持。幸好不負眾望，在對民政局簡報時，順

利完成提案且爭取到足夠的預算，讓我們的設計得

以實現。 

縱使我們是設計相關科系畢業的學生，許多工地現

場與實際操作方面有許多不熟悉的地方，我負責聯

繫工項師傅，真的非常感謝他們的指導協助。透過

實際參與製作，看著公所認養地有了新的面貌，再

辛苦也是值得。 

社區營造要能順利推展，主要還是地方社區要有心

推動。米街在一些新店家加入後，積極的讓大家注

意到米街這一條富有歷史涵養的街道，讓我們在活

動舉辦上很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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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傳統老店家的維繫與傳承，讓我們得以窺見過往

的輝煌時刻，里長的大力協助讓整個施工過程得以

順利完成，在新舊居民與店家的努力，即使社造替

代役的階段性任務結束了，相信米街會走出一條康

莊大道。 

當我選擇當替代役，是希望能貢獻所學，同時為自

己加值。在區公所的這一年時光，學到許多公部門

做事的方法，學到專案管理與執行的技巧，還有許

多溝通協調的磨練。鎮宇、孟倫、翊瑄、遠德更是

堅強的夥伴，將這個艱難的任務變成甜美的果實。

在團隊之中，常常還得出現母雞帶小雞的情況，課

長、玠玟、家祥、馨云都很照顧我們，也透過這樣

的方式，讓替代役能有不同方面的學習。 

我很高興來到中西區公所當社造替代役，讓中西區

的人文地景產成為我重要的養分，我將帶著這一年

的經歷，繼續往夢想的未來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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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感言－李孟倫 

我是個來自彰化的社造替代役李孟倫，初期我們頂著

小光頭到米街街區逐戶拜訪各個店家及居民，瞭解了

米街的歷史及興衰，剛開始有些居民店家對我們警戒

心很高，但是隨著時間我們在新美街走跳，逐漸與居

民店家變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在願景工作坊後整合了居民店家的想法「宜居新美

街」，我們團隊開始往這方向思考及設計，開了無數

次會議，這期間有爭吵有歡樂，最終還是討論出了定

案。 

施作過程全程的參與，印象最深的就是木平台跟涼亭，

大家合力將木平台一根一根的組合並且細心的上了防

水漆，把褲子跟皮鞋都弄得髒兮兮的，涼亭沒搬過還

不知道竟然可以這麼地重，替代役們加上師傅直接把

一百多公斤的涼亭扛到兩米高組合起來。雖說過程很

辛苦，但為了米街一切都值得！ 

 

 

首先要謝謝友善對待我們的米街居民及店家，謝謝我

的替代役夥伴們，謝謝做我們最強後盾的區長、人文

課課長、替代役管理承辦人，最後也謝謝幫助我們的

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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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感言－吳鎮宇 

105年的八月畢業生服役的季節來臨，很幸運的與老

同學李孟倫同一梯入伍，一同新訓的期間我們不斷

討論要選擇什麼役別，由於學歷僅一般大學畢業比

較難去競爭熱門役別，正當準備去選消防役時，看

到了台南市中西區的替代役開缺的資格，於是抱著

可以來公所度假的想法來到了公所。 

來到了公所之後課長、區長便告訴我們退役前的任

務，而我心裡卻想著晚餐要去吃什麼，畢竟台南市

的小吃這麼有名我一定要在退役前吃一輪，當我回

過神來，看著旁邊同學記著要做的任務，突然好像

看不懂文字了，什麼是公民參與？什麼是願景工作

坊？怎麼一堆看不懂的名詞？ 

課長為了讓我們了解公民參與，特地請老師幫我們

上課培訓成為主持人（桌長），透過願景工作坊讓 

我們了解居民的需求去設計，設計過程中雖然挫折

不斷，但是我們團隊總是能苦中作樂，很幸運這個

團隊如此的優秀，能夠各司其職，也在最終做出了

居民理想中的設計，獲得大家的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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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感言－楊遠德 

在成功嶺選役別的時候起初聽到社造替代役這個詞

有點陌生且擔心，但是看到地點是在台南還是下定

了決心選擇了這裡。我是楊遠德，雖然我是台中人，

不過老家在高雄且大學四年都在屏東讀書，因此也

算是半個南部小孩，這也讓我對在台灣南部的台南

更有親切感，且在還沒正式服役前來過台南幾次，

對台南的當地人文風情留下了極好的印象，因此就

開始了我在台南為期一年的社造生活。 

剛到中西區公所時，已經有3個學長為我們的社造案

做了田野調查，包括街頭訪問、歷史調查等紀錄，

因此為了趕上學長們的進度，剛來到公所的第一個

禮拜一直不斷搜索關於台南米街的資料，也就是我

們這一年要設計改造空地所在的地點。 

初期為了要更瞭解當地居民對於空地的想法，與當

地居民的互動是不可少的，對於不會台語的我實在

起 足 了 苦 頭 

 

吃足了苦頭，這些田野調查為的就是跟當地居民建立

起信任，讓居民知道這次區公所是認真的，我們替代

役更是會全力以赴。 

這次公所為了翻轉以往都是由公部門主導決策的印象，

決定採用公民參與的方式讓居民一同參與完成這次的

設計案，讓我們設計的方案是更符合當地居民所需要。

而我們所選用的方式是願景工作坊，其中需要有主持

人（桌長）來統整意見，因此沒接受過訓練的我就體

驗了第一次願景工作坊的任務，經過這次的願景工作

坊，我們的設計主軸定案，決定以宜居新美街作為設

計發想。 

設計方向決定後，我們團隊開始跟專業的景觀規劃專

家一同開會討論，在整合了團隊成員各自的設計後由

專家跟我們統籌討論，但是首次的設計在區長的指正

下被打了回票，區長認為應該要有在地元素結合米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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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歷史文化背景來做發想，於是歷經了好幾回的

修改後經過區長、課長的各種指導下終於完成了初步

的設計規劃。 

我們舉辦了對民眾的第一次公開說明會，整場下來有

褒有貶，這次的經驗也體會到代表公部門隨時都必須

接受民眾的檢視。我們將民眾給予的意見經過整合後

重新設計了一次，接著就是申請工程經費的重頭戲－

與民政局局長及幾位科長的說明會，經過了多次修正

的設計案在這次說明會受到民政局大力的支持，也順

利申請到了90萬的施工經費及25萬的活動經費。 

緊接著就是工程施作，我們分為幾個重點區域去執行，

從涼亭的搭建到木平台的打造，還有巷弄的改造到最

後的綠化植栽區域，因為工程迫在眉睫，讓我們吃足

了苦頭，第一次自行聯絡廠商洽談整個施工流程都是

剛畢業的我們第一次的接觸，中間還安插了與居民的

共作活動，有百年傳統的版畫體驗及結合在地店家的 

 

 

盆栽組盆教學，都讓我們學習到了如何去規劃活動

及與居民互動，與各行各業的前輩交流，也讓我體

會到每個專業都是一門學問，都值得被尊重。 

如果問我這一年學到了甚麼？大概我會說理性的交

流是溝通、無理的要求是強迫別人認同自己，必須

學習尊重專業，也尊重自己的專業，這樣做一件事

情才會更順利且完美。 

 

46 



畢業感言－倪翊瑄 

從入伍到現在，差不多也要滿一年了。 

我們從成功嶺出來，到達公所，參與舉辦過許多活

動。從一開始的支援活動、騎三輪車發傳單，到新

美街走踏。近一年的時間，在台南的各處印下足跡，

其中，新美街的「米街樂」更是我們重要的印記。 

我們一邊協助公所勤務，一邊走訪新美街，與在地

住民、店家相互熟悉，瞭解新美街的歷史，同時也

傾聽他們對於新美街的願景。蒐集居民的期望後，

我們歸納出幾項訴求，並反覆討論與練習，舉辦了

新美街居民的願景工作坊，翻轉了過往公部門決定

一切的情況，讓在地店家與居民面對面，討論出適

合彼此的生活願景。 

接收到居民願景之後，我們戮力設計出許多方案，

並諮詢專業教授、工程老闆的各種經驗，只為把 

居民心目中的願景一一實現。但畢竟我們沒有實務

經驗，在說明會上遭受居民的各種反對，區長也鼓

勵我們這是必經之路，無須過分自責。使我們理解

設計與現實落差，聽取許多建議與想法，反覆修正

設計方案後，終於在對民政局簡報時，獲得居民與

長官的支持，讓「米街樂」得以順利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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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近一年的時間裡，

真的很感謝公所的長官，

還有配合的工程老闆。他

們讓我學習到學校的理論

實際應用在職場，會有如

何的效果，並從中修正。

能在正式進入職場前，獲

得練習的機會，實在是非

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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