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執行一個

過程比結果重要的

奇特計畫



忘記SSCI
真實地陪伴

耐心等待

磨合、驚喜

尋路…永續



初衷：

協助烏來發展「具合作精神的社會經濟」

策略與過程：

文化自信（編織、族語、課輔）

重建社會連結（婦女、青年）

政治建構（部落會議）

產業佈局（北海道策展）

結果：

成果初現，驚喜不斷



認識泰雅課程

小編織

編織策展

小米園



現在在政大課程

 泰雅族語課

 民族學的田野調查課

 烏來學講座

正在建構的課程

 烏來的服務學習課

 書院的實踐型計畫

 整合創新創業共振學院













University as a projector of local beauty



老屋

長照與陪伴

手作坊

微電影─部落故事



烏來老屋是政大樂酷團隊前博士後研究員
黃約伯的老家，已棄置多年，樂酷團隊結
合師生與部落民眾一同修繕、改造、上漆、
造園、整地，使得老屋從廢棄舊屋搖身一
變成為樂酷團隊在烏來的工作站

政大愛愛會在老屋為烏來中小學生放學後
進行課輔，樂酷團隊也舉辦多場老屋手作
工作坊，成為政大團隊在烏來的實踐基地















政大樂酷團隊協助烏來部落文化健康站安
排教育訓練課程與實務訓練，並藉由實地
參訪與資深長照工作者交流經驗

未來結合烏來、忠治、信賢、福山各部落
之長照工作者，建立資源分享與照顧同盟，
落實烏來地區的長照網絡







 2015年8月蘇迪勒颱風與杜鵑颱風接連重創
烏來，烏來遭遇數十年來前所未見的重大
災情，部分緊急撤離的部落民眾暫住新店
大豐社福館，政大樂酷團隊號召政大學生
參與災後陪伴工作，也讓大朋友小朋友一
起成為親密夥伴

















部落會議

編織協會與北海道策展



從空殼到實體



部落耆老們曾多次表示，部落會議是政府
想出來的新東西：我們本來沒有部落會議，
召開部落會議其實是要這個「名義」而已。

北福開發案(2015年)：部落會議再次成為地
方頭人將個人利益轉化為公共利益的手段

部落會議也是地方鄉鎮區公所用來跟上級
對話的手段



 2014年3月，烏來泰雅族人為共同面對臺北
水源特定區第三次通盤檢討而形成的跨部
落聯盟

訴求：解除管制…

烏來區長選舉塵埃落定後，旋即瓦解



2014/03/25



2014/03/29



 契機
 2015年8-9月間連續風災重創烏來

 一切回歸程序（部落會議實施要點）
 發送改選連署同意書
 討論後訂定會議章程
 根據章程選罷辦法遴選幹部（主席、總幹事、書記、出納、
青年代表）

 作成會議記錄後核報備查

 與公部門交流合作
 先溝通、後抗爭
 努力尋求政策的最大公約數

 反客為主
 主動邀集相關主管單位針對特定議題召開部落說明會
 主動召開部落會議，以針對特定議題進行討論並做出決議



醞釀

•長老總會組織討論
2015/08/24

•長老教會組織討論
2015/08/27

•部落會議討論
2015/09/14

•部落會議討論
2015/10/01

•部落會議討論
2015/10/15

•部落會議討論
2015/10/22

•原民台部落大小聲
2015/11/03

蛻變

•部落會議籌備會
2015/11/09

•第一次部落會議召
開 2015/11/16

•部落會議章程草案
討論 2015/11/27

•部落會議章程草案
討論 2015/12/01

•第二次部落會議籌
備會 2015/12/23

•區公所與部落會議
第一次會面
2015/12/25

•第二次部落會議召
開 2015/12/28

操作

•與信賢部落主席商議籌
組跨部落聯盟：
2015/12/29

•與烏來主席幹部商議三
通因應辦法：
2016/01/05

•與長老總會商議三通因
應辦法：2016/01/06

•到信賢與福山部落說明
三通問題：2016/01/09

•到忠治部落說明三通問
題：2016/01/10

•記者會行前籌備會：
2016/01/12

•北市府前三通記者會：
2016/01/13





歷史性的一刻：第一次部落會議









 推動實質問題的討論與解決
溫泉業者非法竊取自來水、開挖溫泉井問題

溫泉業者非法買佔原保地問題

 尋求部落發展
為經營部落產業而與地主進行協商（ex:停車場）
為減少原漢不均發展而構思部落經濟（ex:贖回土地以
共同經營，爭取回饋金作為部落公基金）

 爭取集體同意權
嚴肅面對臺北水源特定區第三次通盤檢討的最新草案

 面對區域問題，建立跨部落聯盟（攻守同盟）
帶動信賢、福山、忠治部落成立部落會議

















 概念：工作坊協力

由十幾位織女共同發想展覽主題與集
體編織創作

 主題：二十一世紀的新嫁衣

 策略：出口轉內銷阿寒鶴雅

 後續：文化祭策展

合作社

集體產權的發展

產業鏈結合政大學生創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