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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桃園市青年諮詢委員會110年9月外縣市交流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0年9月24日（五）13時。 

貳、 地點：新竹縣峨眉鄉十二寮時光村。 

參、 主席：温建源專門委員。                             記錄：劉琳萱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附件）。 

伍、 主席致詞：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温建源專門委員： 

桃園市於104年成立青年事務局到現在約6年時間，由三個業務科共同推動

青年業務，第一個為綜合規劃科，以多元才藝、學校社團相關業務為主，

第二個是職涯發展科，主要業務為幫助青年夥伴創新創業，最後為公共參

與科，推動青年志工、地方創生以及本市青年諮詢委員等，這6年來我們也

經歷許多挑戰，也不斷想要突破和創新，思考青年朋友們的需求，因為隨

著時代的轉變，青年的需求一直在變化，但是在業務推動過程中也收穫良

多，非常開心可以接觸這麼多青年夥伴，期待未來有更多好玩、創新的事

不斷發生。 

陸、 專題簡報：十二寮時光村計畫（略）。 

柒、 討論交流重點：  

桃園市青年諮詢委員會 楊逸婷委員： 

想詢問在疫情期間，時光村或 HOW 客吧的經營有無受到影響？因為我本

身也從事相關的產業，受到滿大的影響，例如有許多實體活動都不能舉辦，

甚至將導覽活動轉為線上方式讓民眾參與，想要詢問團隊對於線上的規劃，

例如活動、講座等有無建議的辦理方向。 

社團法人新竹縣文創藝術觀光發展協會 徐健智執行秘書： 

在疫情期間時光村休憩4個多月，經營上也是滿辛苦，也有許多業者在這期

間倒閉，老闆轉而到外面工作，所以我們也需要透過其他方式讓這個地方

繼續運轉下去，例如承攬政府標案，地方發展工作確實非常地辛苦，所以

也給關心地方事務的各位委員鼓勵。 

桃園市青年諮詢委員會 孫瑋成委員： 

每次來時光村都覺得非常豐富，從最初來到這還是小小的場所，到現在有

這麼大且舒適的空間，真的非常厲害，而剛剛聽到最有趣的事是日本人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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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來這學習料裡製作，覺得跨文化的交流是很棒的事情，另外我也很想了

解這裡如何經營社群吸引人群願意走入，像是如何讓民眾知道這裡有營運

空間可以進行桌遊交流，這裡是用何種系統在運作，而我也有關注簡報中

提到的「Timelinker 時間銀行」平台，好奇的是發行「時間幣」機制會產

生的成本，或是「時間幣」除了在這個平台上使用，是否已擴及到時光村

的場域做使用。 

社團法人新竹縣文創藝術觀光發展協會 徐健智執行秘書： 

在這裡營運約3年時間，屬於新興的場域，有一位做西洋琴樂器的藝術家在

這裡接受我們的輔導，我們也幫他行銷推廣，現在也在此開店；另外，我

們原本有一個木工空間，而配合許多案子執行需求，所以在附近找一間廢

棄工廠租下來，改造成為木工坊，並且也承接附近店家改造及裝潢的案子，

今年年初也幫位在馬祖的一間民宿進行改造，還有幾個是在台北很有趣的

案子，有位在地人對獨角仙很有興趣，從國小就開始復育獨角仙，所以我

們幫助這位客戶製作獨角仙的品牌商品及標本，提到時間銀行，最大的成

本是伺服器還有軟體的開發，其次是硬體及網路資源成本，而我們也不希

這樣的機制只限於這個場域，而是有網路的地方都可以使用，我也很希望

有更多的社團或組織一同善用時間銀行，並且是完全免費的，例如我們與

高雄的平安基金會就有合作，他們除組織內部用這套系統作為共享系統，

也對外共享，例如當基金會需要人力服務長輩時，具相關技能的人可以透

過此系統加入，我也相信很多正在創新創業的青年夥伴們都會需要相關的

資源，或許青年事務局也可以使用平台找到需要的資源或夥伴，其實在場

的委員說不定可以解決彼此遇到的問題，所以用共享的概念可以更有效地

達成目標，是我們希望可以做的事。 

新竹縣青年諮詢委員會 戴翊如委員： 

想了解目前時光村的團隊大約有多少人，又是如何招募人員擴充團隊，有

看到這個計畫有獲得國發會的補助，又是怎麼得到補助，另外主要想了解

這裡的團隊是如何形成的。 

桃園市青年諮詢委員會 黃大益委員： 

聽完分享後覺得滿感動，特別是徐健智執行秘書分享到，阿婆50元蘿蔔糕

的例子，還有價值與價格的關係，再來是剛剛從山下一路搭遊覽車上來，

沿途看到在地居民住宅戶與戶間隔都滿大的，而每戶信箱都有不同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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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在導覽行程從山下走上來，看到每戶建築有自己特色，不論是轉角處

的遊客中心又或是咖啡廳，給人有種來到「霍爾的移動城堡」，別有洞天

的感覺，導覽體驗看到這些畫面疲勞都消除了，而我也想詢問，沿途看到

的這些設計，很難想像是只用6年時間所建造的，6年前這裡是個怎麼樣的

地方，這6年中團隊遇到了哪些困難，我相信對於想投入地方創生的夥伴應

該也會很想知道這些經驗。 

社團法人新竹縣文創藝術觀光發展協會 徐健智執行秘書： 

導覽沿途經過一座十二寮橋，它是民國76年全台第一座由國人自己搭建的

橋，民國76年前十二寮沒有聯外道路，居民必須走下面的斜坡到底部並涉

水過溪，然後再爬上坡，因為地形的關係這裡非常封閉，這裡的建築也有

種與世隔絕的感覺，而民國76年開闢道路後，民國78年成立休閒農業區，

是當時全台灣第三個休閒農業區，當時台灣還沒有太多休閒娛樂空間，所

以這裡成為爆紅的景點，但附近陸續開始設遊憩區後，人潮就逐漸減少，

而最主要造成落寞原因，是當地店家認為不用更新或是有「這樣就好了」

的心態，以致於開始沒落蕭條10餘年。我們也是因緣際會下，在10年前回

到這個地方，剛好在觀光從熱門轉為落寞至完全沒有遊客的時候，我們就

決定開始進行自己認為可以幫助到當地的事，然而事實上，居民完全不會

感謝我們，反而覺得我們都是外來者，是來打亂他們生活的人，我相信有

很多進行地方發展工作的青年朋友也有可能遇到類似事情，這是一定會發

生的事，以人體細胞舉例，當外來細胞進入就會產生排斥反應，所以剛開

始我跟我妹妹在推動的過程非常辛苦，時不時感覺到做這麼多努力，卻不

被居民認同，但後來也習慣，繼續做我們想要做的事情，我們知道我們在

做什麼，也希望可以影響更多人，而一開始我們也有加入勞動部的多元就

業計畫，該計畫是社會創新團隊的天使，給予我們非常大地幫助，如果沒

有勞動部的這個計畫我們應該也很難持續下去，在這當中逐漸開始培養自

己團隊，並且找到商業模式經營團隊才比較穩定。 

桃園市青年諮詢委員會 曾鈺婷委員： 

今天來到時光村親身經歷覺得非常棒，也有像日月潭景點的感覺，說不定

未來可以作為新竹科學園區的後花園，也建議就行銷操作上，可以請網紅

分享或是透過社群網路上讓更多人看到，來之前我也有上網搜尋，照片上

看起來非常美麗，在社群媒體上爆紅是很有機會，另外遊客來到這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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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遊客，例如在這裡消費，買一些特色小吃及伴手禮，讓從都市來到這

的遊客可以帶來快速的金流。 

社團法人新竹縣文創藝術觀光發展協會 徐健智執行秘書： 

如何善用資源行銷其實滿重要的，現在大家可以把手機拿出來，並且打開

IG 將剛才拍的美照發到社群上，這也是其中一種方式，而我們也辦很多推

廣活動，例如有2次的地景藝術節，邀請國外藝術家進行竹編藝術，另外我

們也有辦音樂祭，在網路上只要輸入十二寮都可以找到相關訊息，也因為

網路普及關係，現在也有經營 Youtube 頻道宣傳十二寮，各位委員有興趣

也可以到 Youtube 搜尋「山下野人」，並幫我訂閱、追蹤並開啟小鈴鐺。 

新竹縣青年諮詢委員會 范智鈞委員： 

想詢問目前團隊營運有沒有遇到哪些困境或是狀況，因為每一年祭祖都會

來到峨眉鄉，也發現每年不斷地發展及成長，目前是否有委員可以幫助的

地方。 

社團法人新竹縣文創藝術觀光發展協會 徐健智執行秘書： 

雖然在發展路上遇到重重困難，但是其實都是可以去克服，最難解決的部

分是在「人」，事情都好處理，但牽扯到人就會有很多要考慮的，不管是

自己團隊、公部門又或者是業主，所以只要能把人的問題解決，任何事都

可迎刃而解。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温建源專門委員： 

謝謝徐健智執行祕書的分享，團隊一路走過來6年的時間，一般人可能對這

個數字沒有感覺，但是以一個地方創生的團隊發展來說，大部分要9到10年

才會成長到一個階段，但健智用6年就可以執行到相當程度，並且發展到社

會企業是真的不簡單，也有非常好的成果呈現，值得給予肯定與鼓勵，我

們桃園市青諮委員當中也有很多在推動文創和街區地方創生，也有社會企

業的夥伴，相信他們看到這6年的成果也知道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時間銀

行」及「搭便車」的服務平台，都是非常創新的想法，再次感謝徐健智執

行秘書及團隊夥伴，以及新竹縣青年事務科的團隊非常熱情地接待，讓雙

方委員都有非常深度的交流，也在此預告我們明年年初時，規劃在桃園舉

辦全國青年交流會，屆時邀請所有新竹縣夥伴一同參加。 

捌、 散會：1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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