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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保留農村風貌的紀錄者
農村行銷志工團

今（108）年 5 月招募成立的「農村行銷志工團」，  由一群想親身探索鄉村的青年志

工組成，藉由走訪農村感受當地人文風貌，把所見用照片及影像記錄並行銷出去，讓

更多人認識農村的美好。

田寮村，影像記錄農村的首站
　　「田寮村」成為農村行銷志工團首要的服務對象， 是透過工業系邱添丁老師的牽

線。邱老師因經濟學這門課程與田寮村結緣，歷年帶領學生們至當地執行服務學習活

動。但由於課程中學生能做的服務有限，  邱老師便向農村團提出當地行銷之需求，希

望透過來自各系組成的農村行銷志工團使用影像記錄當地，將位處於新竹縣山區的田

寮村中，最樸實的農村景色及人文特色，讓更多人發現與認識。

客家村的特色節慶—義民節
　　農村行銷志工團於 8 月 20 日參加田寮村特色的客家節慶 ─義民節，深入瞭解當

地的客家文化。據當地村民口述，「義民」指的是客家人組成的義勇軍，在康熙乾隆

時代為了捍衛家土，起身反抗盜匪。為了紀念義民壯烈犧牲，而在每年的農曆 7 月

20 日舉辦義民節。因此，義民廟對客家人來說不僅是一座廟，更是凝聚客家人的精

神表徵。田寮村義民節舉辦的活動包含普渡、  拜天公、酬神平安戲及神豬比賽等。其

中的神豬比賽，是村民們最期待的活動，參與神豬比賽的飼者，會在 3 到 4 年間將豬

隻養得肥嫩，期望豬隻能拔得頭籌並以酬謝神的保佑。在酬神結束後肉品也會分送給

家家戶戶食用，透過節慶，  總能將村民聚集在一塊，聯絡村民彼此間的情感。

校園記者 /
葉育恩

義民節演出酬神的平安戲—八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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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鄰一伯公」的村落信仰寄託
　　在田寮村有一獨有的特色，  這個村莊共有 13 個鄰，  每一個鄰中都有一尊伯公

( 土地公 )。而因各鄰里的伯公均有不同的形體代表，故有伯公樹、  田頭伯公、山頭

伯公、柑園伯公等的尊稱。對田寮村村民來說，每尊伯公都庇佑著村裡農作物豐饒及

家戶的平安，是相當重要的信仰中心。農村行銷志工團跟著村民搭車到訪各鄰里的伯

公，蒐集繪製導覽地圖的資料。像是用地圖標示 13 尊伯公的位置以及記錄各尊伯公

的特色，  志工們期望藉由導覽地圖的建置，  能協助田寮村社區發展協會介紹當地特

色，並讓田寮村後代子孫瞭解其獨有文化。

村民熱愛土地的心，感染青年志工的初心
　　兩次到訪田寮村的農村行銷志工團，對於這個客家村莊次次都有不同的體會。看

見當地村民真摯用心地講述村中歷史、導覽村落，這份對於家鄉土地的情感，深深打

動至當地服務的青年志工。商設系三年級的李慧穎同學說道：「服務中最讓我欽佩的

是村民對土地的熱情與他們不吝嗇的分享。能感受村民們是將自己的歲月與回憶都深

埋在這片土地裡。  」每回聽到村民們的分享，志工們的心中都會盪起漣漪，成為了青

年志工服務當地的動力與使命，驅使著他們大步向前邁進。

義民節神豬祭物，以酬謝神明庇佑

樹伯公廟

田寮村村民葉叔叔生動且熱情地向青年志工介紹村中的歷史

 



今 年 暑 假，為 了 讓「新 二 代」孩 子 們 認

識環境與地球，並更加地珍視我們所賴

以為生的土地，服務學習種籽團再次和

台 灣 新 住 民 萌 芽 協 會 合 作， 展 開 了 為 期

四 天 的「不 塑 之 客」環 保 營。 過 程 中，

不只讓孩子們受到有別於課內學習更活

潑、 生 動 的 環 境 教 育，參 與 這 項 服 務 的

青年志工們，更從中學習到許多出乎意

料及寶貴的人生經驗。

「營隊」─不只是玩樂，而是一場以團隊合作為名的服務
　　正式開始籌劃營隊前，種籽團心目中所認為的營隊，就只是讓大家玩得開心、賓

主盡歡的一場活動。 到真正籌畫時， 重重困難和許多待解的問題卻一一浮現。擔任總

籌的鐘紫柔同學提及，在一次次的籌辦會議中， 由於彼此對心目中營隊的差異，和夥

伴們總是不斷地在衝突和協調間輾轉。雖然過程曲折，但也因此讓紫柔發現「提出想

法交流」和營造「互助的團隊」在籌辦活動過程中的重要性。而團隊成員們也在經歷

過無數次的磨合後，變得更能站在平等的角度交流，  增加對彼此的信任及互助。     

教育始於以身作則與用心相待
　　當問及紫柔，和孩子們的互動過程中，最大的收穫是什麼？紫柔答道，她親身體

會作為營隊的隊輔，一舉一動皆會是小朋友效法的目標。紫柔更舉例說明：「因為營

隊是以『環境意識』為核心，因此隊輔們為了以身作則，在吃飯時都會盡量把飯吃完，

從中教育孩子們『惜食』的觀念。  」。 

　　紫柔也觀察到，新住民萌芽協會的孩子們對於志工哥哥姊姊們，許多都是抱持著

「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態。 孩子們因為過去的經驗，從一開始參與營隊時便知道，

這些大哥哥大姊姊們在四天的營期過後便會離開他們。因此他們不太願意和志工們敞

開心房。種籽團志工們雖然無法改變這樣的狀況，但他們更願意把握有限的時間和孩

子們互動。  到了營隊最後一天，  志工們請孩子們填寫回饋單， 收到孩子真誠的回饋後， 

更讓志工們體悟：「原來教育與陪伴不在乎時間的長短，而是在於這當下的用心。  」。

校園記者 / 王郁薰

志工和孩子們在營期第二天到訪青年體驗
園區。希望透過體驗教育，讓孩子培養問
題解決、創意思考、團隊合作、溝通表達
及肯定自我等能力。

「不塑之客」
點燃 新住民二代 未來的希望之燈



教育始於以身作則與用心相待
　　當問及紫柔，和孩子們的互動過程中，最大的收穫是什麼？紫柔答道，她親身體

會作為營隊的隊輔，一舉一動皆會是小朋友效法的目標。紫柔更舉例說明：「因為營

隊是以『環境意識』為核心，因此隊輔們為了以身作則，在吃飯時都會盡量把飯吃完，

從中教育孩子們『惜食』的觀念。  」。 

　　紫柔也觀察到，新住民萌芽協會的孩子們對於志工哥哥姊姊們，許多都是抱持著

「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態。 孩子們因為過去的經驗，從一開始參與營隊時便知道，

這些大哥哥大姊姊們在四天的營期過後便會離開他們。因此他們不太願意和志工們敞

開心房。種籽團志工們雖然無法改變這樣的狀況，但他們更願意把握有限的時間和孩

子們互動。  到了營隊最後一天，  志工們請孩子們填寫回饋單， 收到孩子真誠的回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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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平等的
　　一場以環保為名， 結合新住民二代及青年志工的服務之旅，串連起許多需要關

懷的人們。這些新住民二代孩子們，因為父母輩的生長背景與臺灣文化有所差異，

間接造成他們在學校學習上的不適應。但在語言文化的隔閡之外，其實這些孩子們

的 學 習 能 力 與 一 般 學 童 並 無 二 致。  若 能 讓 新 住 民 孩 子 們 將 自 身 母 語 與 華 語 文 化 相

融，甚至能成為跨國、跨文化的多語人才。  熱血的大學生們以「志願服務」之名，

讓這群孩子從小就培養寬廣的胸襟與社會關懷能力，向孩子們散播希望的種籽，靜

待發芽、茁壯，為他們廣闊的未來藍圖勾勒出美好的雛型。

經由「不塑之客」的洗禮，不只孩子們在無形中增加了許多環境保育的知識，青年志工們
更從服務中體會到團隊合作所帶來的無窮可能性及珍貴性

營隊期間，將環保課程融入小遊戲，使孩子們將環保觀念內化成良好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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