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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是 原住民 的宜 居城 市 ， 本 市原住民自1 0 3 年1 1月底 3萬

8 55人 至今已增長10%達 到3萬4 , 202人 。 林市長的施 政 方針及

本 會 首 要 任 務 ， 即 為 提 供 原 住民 族 完 善 照 顧 和 推 動 文化 教 育 、

經濟發展，期能達成「希望部落、原民平安」之願 景。

為凝聚族 人在臺中新部落的生活 情感 和記憶 ， 本會 創辦「 樂

活中原 」 季 刊 ， 來 承 載 本市原住民 社會福 利 、 教 育文化 、 經 濟

產業 、 就 業服務 ， 以 及和平區 之 交 通 建 設 、 部落 觀 光及 農 特產

品等活 動成 果 及 族 人 的 奮 鬥 經 驗 ， 並 與市民分享 原住民 的 生 活

故事和智慧。

季 刊 將以在 地 價 值 、 原民 文化 的 思 維 ， 服 務 全 體 族 人 ， 需

要 族 人 及市 議 會 、 市 政 府及社會各界 的支 持 ， 祈望 族 人 及全 體

市民共同來祝福與耕耘。

將臺中打造 成「 生活首都 、 宜 居城市 」， 一直

是 佳 龍 的目標 。 我 希 望 讓 所有 族 群 在 這 座 城 市 都

能 受 到 關照 、 都能 傳承發 揚自己 的 文化 、 活出自

我 。 當所有人都 在 臺中好 生活 ， 這 座城 市 就 會發

展 得 好 。 因 此 ， 在 施 政 上我 特 別 強 調「 縮 短 城 鄉

差 距 」、 「 照 顧 社 會 弱勢 」、 「 創 新社 會 投 資 」 與

「革新 行政 效 能」。

對 於少數 族群 ， 市府提 供 完善照 顧 。 全臺中有三萬四千多位 原住民 ， 市府提 供 完 整的福 利 ，

只要年滿55歲 ， 即可使 用敬老愛心卡每月最高1 ,50 0元點 數 、 符合資格 者享受老人健保減免及補

助中低收 入者裝假 牙； 並且成 立全臺灣第一家「 原住民食物援助運作 站 」， 提 供弱勢原民朋友多樣

的食物；針對都市原住民，市府 也成立文化健 康站，就近照料 社區內的老人家。

為落實照 顧偏鄉 ， 佳 龍 上任後 ， 成 立「 和平專案 」 積極發展和平區； 三年多來已完成23 4個案

件 ， 投 入 經 費 近4億 元 。 包括改善山區 路 平與 路燈 、 設 置簡易自來 水； 解決 梨山垃圾 瀑 布 、 幼 教

人 力等問題； 而且為校舍裝上暖氣 ， 讓山上的孩子 們 ， 冬天上課不 再發抖 。 市府更 成 立全國第一

所原住民實驗小 學「 博屋瑪 」， 加強 文化傳承 與自我 認 同 。 中斷 近20 年的中橫 ， 也即 將 開放中巴

通行便 道。

我們維護平地原住民的權益，霧峰花東與 太平自強新村，即將 在今年10月啟 動重建，當地居

民 已 等了近 2 0 年； 市府 也 不 斷 爭取 將大 雅 原 住民 服 務 中心 改 建 為 全 臺 首座「 原 住民 族 神 話 故 事

館 」； 並 從 文化 、 教 育及各種 產業角度 ， 推 動原住民 文化 ， 期 待 讓 原住民 的 生 活品質 愈 來 愈 好 、

讓多元文化在臺中共生。他們的存 在，讓 這 座城市更多元，激 盪出創新的能量。

為進一步強化交流 與分享 ， 臺中市 政 府原住民族 事務 委員會出版「 樂活中原 」 季 刊 。 這 是臺

中原住民 專屬的發聲平臺，從 族 人的需求及視角出發，透 過年青化、感性、易謮的圖文 編排，為

全市原住民的各項 文化與經濟活動留下足跡，並透 過 紙張 及數位的方式，傳播到各部落。

「 彩 虹 之 美 ， 在多色並存； 臺中之 美 ， 在多元共榮 」。 期待「 樂活中原 」 的創刊 ， 能凝 聚族 人

在臺中共同生活的情感 和記憶 ， 並讓 大臺中28 0萬位市民共同來 欣賞原住民的奮鬥經 驗 及生活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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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舞動登場！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英

文 Taichung World Flora Exposi-

tion，簡稱臺中花博、臺中世界花博）

乃將於 2018 年 11 月 3 日至 2019 年

4 月 24 日在臺灣臺中市舉辦的世界

性花卉博覽會。該博覽會已獲國際園

藝生產者協會（AIPH）認證授權為

A2/B1 級國際園藝博覽會。

2018 臺 中 花 博 園 區 主 要 由 后

里、外埔、豐原三個主要園區組成，

並分別發展生態保育、精緻農業及

環境營造，呼應生產（Green）、生

態（Nature）及生活（People）的「三

生」精神， 也就是綠色共享、自然共

生及人文共好的概念。臺中市政府

為了向世界推廣臺灣原住民族文化

之美，特地於后里森林園區中設計

規 劃 原 住 民 族 園 區－「原 生 祕 境」，

設計核心為展現臺灣原住民族取之

於山林、用之於山林，與大自然和

諧共存的生活哲學以及生命之智慧，

乃為族人尊敬山林、永續發展的精

神。

最純粹、最有力的原舞團體即將在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閃耀登

場，規劃於后里森林園區打造原生祕境－Lipahak 舞動之心，透過半圓竹

編屋頂設計概念呈現獨特之展演空間，並集結國內外 35 組原住民表演團

體，超過 160 場最具特色之多元表演展現原力魅力，精彩可期！

11/3-4/24
2018 2019

「原生祕境」專區共分為

七大展區，設計慨念以臺中原鄉泰

雅族的射日傳說為起源，傳遞生態

平衡之精神，藉由實踐原住民族與

天 ( 永續共生 )、地 ( 師法自然 )、

人 ( 人文藝術 ) 等三大主軸，展現

族人們對於祖靈及大自然之信仰文

化與敬畏之心，以及與自然共生之

生活智慧與部落文化，設計上並融

合當代人文藝術，為原鄉文化打開

了另一扇世界之窗。

2018 臺中花博后里森林園區

原住民族專區 

    七大展區介紹

Ayoi 工藝之地

Palakaw 阿美族馬太鞍部落傳統捕魚生態池1

Siliq 靈鳥的軌跡2

Pu'ing na GaGa 文化根基之處3

Uhtan'e ho mimimiyo 落森林漫遊探訪4

Lipahak 舞動之心5

Alian 駐村工作室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地點：臺中花博后里森林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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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舞動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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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B1 級國際園藝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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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24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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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都會區原住民族文化傳承效能，

促進場館文化事業發展，健全功能，提高

其專業性、公共性及多元性，延續地方文

化館計畫推動，落實文化平權，深耕臺中

在地文化，利用現代科技多媒體互動數位

典藏方式發展數位學習，強化館際資源共

享，建立場館永續經營，已啟動原住民綜

合服務中心改造計畫，規劃

為全國首座「原住民族神話

故事館」。

位於臺中國際機場、臺中科學園

區附近的臺中市原住民綜合服務中

心，為提供原住民親集會、開辦培力

課程及發展在地文化傳承等文化育成

場所，全年度皆安排策展檔期及在地

原住民藝術家駐點創作，為本市重要

的文創基地。

原住民族傳統文化活動

一
年
一
度
•
文
化
盛
會

每 年 一 次 精 彩 文 化 盛 宴 —

「 臺 中 市 原 住 民 族 傳 統 文 化 活 動 」

將 於 1 0 年 1 3 日 在 臺 中 洲 際 棒 球 場

舉 辦 ， 以「 鄒 族 」 祈 福 儀 式 揭 開

序幕，活動當天有原民傳統歌舞、

祭 儀 、 文 化 傳 承 競 賽 展 演 ， 還 有

原 民 手 工 藝 品 、 農 特 產 美 食 展 售

園 遊 會 、 原 住 民 族 創 作 D I Y 體 驗

及 原 住 民 族 語 闖 關 遊 戲 區 等 ， 活

動 精 彩 可 期 ， 歡 迎 一 同 體 驗 原 住

民族文化的力與美。

107 年度

佳龍市長說 :「彩虹之美在於多色共存，臺中之美在於多元

共榮！」，8 月 1 日「原住民族日」，在臺中舉辦了快閃活動、草

地音樂會、原民藝術風華展等，介紹原住民爭取正名運動的入憲

歷程、原住民傳統生活工藝與藝術創作，透過原住民手工藝術體

驗及原住民街頭藝人表演，用聲音、舞蹈、工藝、人文、歷史傳

遞原住民族生生不息的溫度與熱力，期許臺中因為族群多元共榮

成為宜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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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
策  展  活  動

市民廣場

紀念原住民族日活動於 8/4 日精彩落

幕，本 次「草 地 音 樂 會」有 梁 文 音、

Matzka、張心傑接力開唱，還有原住民團體

熱力演出。活動現場有創意市集，原住民工

藝師文創攤位、原民美食市集等，有吃有玩

又可享受原民風！

逢甲商圈

一中商圈

紀念原住民族日

草地音樂會

8/1
原住民族日

8/48月 1日

臺中市原住民族日系列活動文化傳承•享原風

首先，「原住民族」是自己決

定的稱呼，是族群主體意識的建

構，也象徵自尊的重建及社會正

當地位的追求，以及擺脫殖民統

治的堅定意志。

其次，回顧正名運動的歷程，

原住民族所爭取的， 不僅是「名

稱」的自我決定權，也包括自治

及土地等核心的固有權利。

最後，原住民族日提醒我們，

至少六千年前，原住民族就已經

在臺灣，並發展出多元而獨特的

文化，因此原住民族日不僅是紀

念原住民族正名的歷程，也要回

顧臺灣數千年的歷史，以及原住

民 族 長 期 以 來 對 於

臺 灣 的 貢 獻，深 刻

體 認 我 國 是 多 元 族

群共存共榮的國家。

     原住民族日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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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
再
現
價
值

神
話
故
事
・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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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我
們
不
見
不
散

嗨翻

請掃描條碼參閱
更多相關訊息。

請掃描條碼參閱
更多相關訊息。

請掃描條碼參閱
更多相關訊息。

請掃描條碼參閱
更多相關訊息。

原住民族日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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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回溯到更早年，生活在

花蓮、臺東原鄉的阿美族部落，

一場風災摧毀了他們的家園，然

而阿美族人們為了生活，秉持樂

天的性格，忍著離鄉之苦，翻山

越嶺、克服萬難來臺中，以此地

為工作、生活的新天地。原住民

在都會區工作自立實在不易，沒

想到幾年後又遇上了 921 百年

大地震，辛苦打拼所買的房屋變

成了危樓，或者流離失所無經濟

後盾，面臨巨大生活壓力，多數

族人一時無法自立。

在因緣際會下兩百多位族人

凝聚共識，攜手互助，一批族人

於太平車籠埔堤防邊廢棄砂石場

自立而居，即現今自強新村，另

一批則暫居於霧峰與大里草湖溪

畔的這塊土地，也就是現在的花

東新村。靠著有建築專業的族

人， 用 有 限 的 人 力、 匱 乏 的 資

源，把對花東原鄉思念的情愫轉

化為力量，一瓦一磚，一草一木，

搭起木造平房與鐵皮屋，雖然外

觀簡單但從社區角落裡卻散發出

濃濃的原鄉味與族人的鄉愁。

從小，媽媽對我說再忍耐幾年，政府就會幫

助我們重建新家…！這句話不知道聽了多少年，

而今媽媽已經當奶奶了，部落的木屋隨著光陰跟

媽媽一起老去，深怕哪天一個颱風來即被吹倒，

儘管如此，重建的一絲希望仍然殘存在媽媽眼角

的淚水中。 

霧
峰
花
東
新
村

太
平
自
強
新
村

花
東
︑
自
強
新
村
的
由
來

艱
辛
的
年
代

臺
中
市

苦
等
的
歲
月

春
去
秋
來
十
八
個
寒
暑

漫長的十八年歲月，眼看阿美

族部落至今已殘破不堪，『勇者遇

難不退！』終於在 2015 年林佳龍

市長上任後我們看到曙光。『事在

人為，有心就有力，務必達成重建

部落之使命！』經原住民族委員會

邀請慈濟基金會拜會臺中市政府

後，幾經波折，克服重重困難，終

於在 2017 年拍案決定原地建造永

久屋，打造溫馨美麗原鄉家園。

市府與慈濟簽約    重建花東、自強新村

心
路歷
程

重
建
家
園
的

都會新部落系列

曙
光
乍
現

心
存
感
恩

大
地
震
毀
損
家
園

兩
村
重
建
歷
史
年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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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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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回溯到更早年，生活在

花蓮、臺東原鄉的阿美族部落，

一場風災摧毀了他們的家園，然

而阿美族人們為了生活，秉持樂

天的性格，忍著離鄉之苦，翻山

越嶺、克服萬難來臺中，以此地

為工作、生活的新天地。原住民

在都會區工作自立實在不易，沒

想到幾年後又遇上了 921 百年

大地震，辛苦打拼所買的房屋變

成了危樓，或者流離失所無經濟

後盾，面臨巨大生活壓力，多數

族人一時無法自立。

在因緣際會下兩百多位族人

凝聚共識，攜手互助，一批族人

於太平車籠埔堤防邊廢棄砂石場

自立而居，即現今自強新村，另

一批則暫居於霧峰與大里草湖溪

畔的這塊土地，也就是現在的花

東新村。靠著有建築專業的族

人， 用 有 限 的 人 力、 匱 乏 的 資

源，把對花東原鄉思念的情愫轉

化為力量，一瓦一磚，一草一木，

搭起木造平房與鐵皮屋，雖然外

觀簡單但從社區角落裡卻散發出

濃濃的原鄉味與族人的鄉愁。

從小，媽媽對我說再忍耐幾年，政府就會幫

助我們重建新家…！這句話不知道聽了多少年，

而今媽媽已經當奶奶了，部落的木屋隨著光陰跟

媽媽一起老去，深怕哪天一個颱風來即被吹倒，

儘管如此，重建的一絲希望仍然殘存在媽媽眼角

的淚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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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錦標賽於 7 月 1 日 ( 星期日 ) 臺

中市后里區慢速壘球場圓滿落幕，本屆邀

請來自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高雄縣、

臺南市、屏東縣、臺東縣等約 300 位原住

民壘球好手共 12 隊與本市壘球隊互相較

勁。

經過兩天賽事，公開組由來自彰化縣

的 POWER 奪得冠軍，臺中組冠軍則由盈

錫精密隊奪得，並由兩隊進入挑戰賽爭取

總冠軍。由於兩隊實力相當，難分軒輊，

經過 50 分鐘後仍未分勝負以 1 比 1 平手，

接著由裁判宣布進入『突破僵局制』，帶

領賽事進入高潮。最終，由地主隊盈錫精

密隊 1 分險勝以 2 比 1 分數打敗 Power 隊

取得總冠軍頭銜，將總冠軍獎留臺中。

臺中市原住民族傳統競技競賽暨

籃 球 公 開 邀 請 賽 日 前 在 東 山 高 中 舉

辦 ，共有 500 多位選手報名參加，其

中原住民族傳統競技競賽包括傳統路

跑、射箭、拔河與舞蹈、負重接力以

及融合搗米、擲矛、鋸木及跑步運動

的綜合競賽，競賽項目十分具有可看

性， 此外，現場也設有原民市集展售

農特產品及美食等，讓參與賽事的選

手與民眾，都能體驗道地的原住民風

味小吃。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主委全秋雄

表示，臺中日照天數長， 適合戶外活

動，據統計去年臺中市規律運動人口

比 例 為 34.2 ％，高 於 全 國 平 均 值

33.2％，顯現市府推動運動城市展現

成效，市民積極各項運動休閒活動。

此外，許多原住民在國內外運動賽事

展現運動天賦，都有十分傑出的表現，

明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將在臺中登

場，希望能持續創造佳績， 為臺中爭

光。

臺中市原住民族傳統競技
競賽暨籃球公開邀請賽圓滿落幕，獎留臺中！

臺中市市長盃
原住民慢速壘球錦標賽第     屆

第 8 屆臺中市市長盃原住民慢速壘球錦標賽

成績如下：

公開組：第一名 Power 隊、第二名阿莎力隊、

第三名鋮偉五金隊、第四名雷鋒隊。

臺中組：第一名盈錫精密隊、第二名臺 11 線

隊、第三名赤野隊、第四名熊隊。

個人獎項：最有價值球員羅文龍 ( 盈錫精密

隊 )、最佳教練獎邱阿萬 ( 盈錫精密隊 )、全

壘打獎幸志忠 ( 鋮偉五金隊 )、最佳打擊獎羅

文龍 ( 盈錫精密隊 )。

雙年體育
盛會

臺中市原住民族傳統競賽

暨籃球公開邀請賽

臺中市市長盃原住民

慢速壘球錦標賽

7 月 1 日於
后里慢速壘球場

請掃描條碼參閱
更多相關訊息。

請掃描條碼參閱
更多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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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錦標賽於 7 月 1 日 ( 星期日 ) 臺

中市后里區慢速壘球場圓滿落幕，本屆邀

請來自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高雄縣、

臺南市、屏東縣、臺東縣等約 300 位原住

民壘球好手共 12 隊與本市壘球隊互相較

勁。

經過兩天賽事，公開組由來自彰化縣

的 POWER 奪得冠軍，臺中組冠軍則由盈

錫精密隊奪得，並由兩隊進入挑戰賽爭取

總冠軍。由於兩隊實力相當，難分軒輊，

經過 50 分鐘後仍未分勝負以 1 比 1 平手，

接著由裁判宣布進入『突破僵局制』，帶

領賽事進入高潮。最終，由地主隊盈錫精

密隊 1 分險勝以 2 比 1 分數打敗 Power 隊

取得總冠軍頭銜，將總冠軍獎留臺中。

臺中市原住民族傳統競技競賽暨

籃 球 公 開 邀 請 賽 日 前 在 東 山 高 中 舉

辦 ，共有 500 多位選手報名參加，其

中原住民族傳統競技競賽包括傳統路

跑、射箭、拔河與舞蹈、負重接力以

及融合搗米、擲矛、鋸木及跑步運動

的綜合競賽，競賽項目十分具有可看

性， 此外，現場也設有原民市集展售

農特產品及美食等，讓參與賽事的選

手與民眾，都能體驗道地的原住民風

味小吃。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主委全秋雄

表示，臺中日照天數長， 適合戶外活

動，據統計去年臺中市規律運動人口

比 例 為 34.2 ％，高 於 全 國 平 均 值

33.2％，顯現市府推動運動城市展現

成效，市民積極各項運動休閒活動。

此外，許多原住民在國內外運動賽事

展現運動天賦，都有十分傑出的表現，

明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將在臺中登

場，希望能持續創造佳績， 為臺中爭

光。

臺中市原住民族傳統競技
競賽暨籃球公開邀請賽圓滿落幕，獎留臺中！

臺中市市長盃
原住民慢速壘球錦標賽第     屆

第 8 屆臺中市市長盃原住民慢速壘球錦標賽

成績如下：

公開組：第一名 Power 隊、第二名阿莎力隊、

第三名鋮偉五金隊、第四名雷鋒隊。

臺中組：第一名盈錫精密隊、第二名臺 11 線

隊、第三名赤野隊、第四名熊隊。

個人獎項：最有價值球員羅文龍 ( 盈錫精密

隊 )、最佳教練獎邱阿萬 ( 盈錫精密隊 )、全

壘打獎幸志忠 ( 鋮偉五金隊 )、最佳打擊獎羅

文龍 ( 盈錫精密隊 )。

雙年體育
盛會

臺中市原住民族傳統競賽

暨籃球公開邀請賽

臺中市市長盃原住民

慢速壘球錦標賽

7 月 1 日於
后里慢速壘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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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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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開放空間會議為前導，討論本

市部落大學的未來與挑戰，並邀請部

落大學素人講師上 TED，全程錄影

並 PO 上 youtube，讓族人可以透過

18 分鐘精彩的演講，了解臺中市部

落大學推行的課程及原住民族文化內

涵，再以世界咖啡館 (World Café)

匯談的操作方式，勾勒各學程現在面

臨哪些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的看法 ?

有哪些解決策略可以達到所期望的願

景 ? 以及可以形成哪些行動方案 ? 找

回族人的主體性。

「你想探索原住民的神話傳

說，但又想跟專家學習怎麼做理

財規劃嗎 ?」意想不到課程居然

結合在一起！我們這次特別邀請

到李瑞和老師為大家開課囉 ~

課程：A110 原住民神話故事 / 理財小學堂 

講師：李瑞和 老師

日期：10 月 6 日 ( 六 )

時間： 09:00 - 17:00 ( 課程共計 8 小時 )

名額：30 位 ( 採優先報名 )

上課地點：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英才校區

     ( 臺中市民生路 227 號 )

費用：全程免費

翻轉教學方式，偏鄉小校成功

翻身。 臺中市和平區的博屋瑪國小，

過去名為「達觀國小」，卻因 12 年

前一場颱風讓大操場被沖走，一度

讓 部 落 士 氣 低 沉、感 到 被 邊 緣 化，

直到新任校長到任，啟動博屋瑪成

為全臺第一所原住民族實驗小學，

課程融合泰雅的織布、建屋與狩獵，

紅到國際。

7 年前，泰雅族比令．亞布接任

博屋瑪國小校長，他認真思考「今

天再不努力，明天就沒有泰雅文化

了」，他一邊爭取復原操場、一邊思

考讓部落唯一的國小，變成泰雅文

化 復 興 的 據 點。於 是 動 員 教 職 員、

部落耆老，寒暑假照樣備課，讓博

屋瑪成為原民教育實驗學校。

在校長號召下，這場原民翻轉

課程結合社區部落資源。上午教完

國、英、數等基本學科，下午則是

泰雅族課程，健體、藝文、社會都

融合泰雅文化，整個山林田間都是

教 室，經 過 兩 年 多 的 準 備、試 教，

才有今天規模。

如今每天有戶外課程，足跡走

遍店家、教堂，上山認識狩獵途徑，

師生沿路摘可食植物，下田種小米

學習泰雅米食文化，學生不僅對課

程 有 興 趣，也 全 面 認 識 泰 雅 文 化，

開創出接地氣的原民教育。

一、法案確立原住民族語言國

家語言地位

明定原住民族語言為國家語言，

確保原住民族的語言地位。

二、族語老師專職聘任

將現行以鐘點費計算支付族語

老師薪資的方式，改為專任並

以月薪方式支付薪資，改善目

前全國 825 位族語老師面臨待

遇偏低的困境。

三、公文採中文、族語雙語並

列方式書寫

原住民族地區 55 個鄉（鎮、市、

區）公所得以使用族語書寫公

文書，更提高族語的使用機會

與場域。

四、成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

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辦理原住民族語言教材、教學

方法、教具研發、語文資料蒐集、

政策分析及原住民族語言著作

出版等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

事項，為積極保存及發展原住

民族語言而努力。

五、族語能力成為「競爭優勢」

本法施行三年後，原住民參與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

試、公費留學考試，應取得原

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公家機

關及學校等依原住民族工作權

保障法進用人員時，應優先僱

用具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者，帶

動全面學習族語的風氣。

六、強化族語推動力度

規 範 直 轄 市、縣（市）政 府、

原住民族地區及原住民人口一

千五百人以上之非原住民族地

區 之 鄉（鎮、市、區）公 所，

應設置族語言推廣人員，預估

將於全國設置至少 135 名族語

推動員，且將協助 16 族語分別

成立族語推動組織，強化族語

推動力度。

臺灣第一所原住民族實驗小學

來認識「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原住民族語言是國家語言

大
家
來
說

母
語

原住民神話故事 理財小學堂
尊重文化詮釋權
東排灣族主要傳統文化與傳說
部落與 mamazangili jan 的意義及傳說
古琉璃珠的價值及淵源傳說
陶甕的傳說
palisi ( 巫 ) 文化
sauzayang 代表的意義與作用
時尚的民族植物

經濟力的重要性
原住民的經濟
開拓穩續的多元收益
聰明務實的理財習慣
富足幸福人生

聽 理財專家
        說 神話故事

更 多 相 關 資 訊 請 掃 描

條 碼 參 閱 相 關 訊 息 。

請 掃 描 條 碼 至 部 落
大 學 網 站 參 閱 更 多
相 關 課 程 訊 息 。

臺中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臺中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開放空間會議   咖啡館
                       機會與挑戰

創
新
X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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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Café Method
TED

部落大學官網

請 掃 描 條 碼 參 閱
更 多 相 關 訊 息 。

請 掃 描 條 碼 參 閱
更 多 相 關 訊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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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開放空間會議為前導，討論本

市部落大學的未來與挑戰，並邀請部

落大學素人講師上 TED，全程錄影

並 PO 上 youtube，讓族人可以透過

18 分鐘精彩的演講，了解臺中市部

落大學推行的課程及原住民族文化內

涵，再以世界咖啡館 (World Café)

匯談的操作方式，勾勒各學程現在面

臨哪些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的看法 ?

有哪些解決策略可以達到所期望的願

景 ? 以及可以形成哪些行動方案 ? 找

回族人的主體性。

「你想探索原住民的神話傳

說，但又想跟專家學習怎麼做理

財規劃嗎 ?」意想不到課程居然

結合在一起！我們這次特別邀請

到李瑞和老師為大家開課囉 ~

課程：A110 原住民神話故事 / 理財小學堂 

講師：李瑞和 老師

日期：10 月 6 日 ( 六 )

時間： 09:00 - 17:00 ( 課程共計 8 小時 )

名額：30 位 ( 採優先報名 )

上課地點：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英才校區

     ( 臺中市民生路 227 號 )

費用：全程免費

翻轉教學方式，偏鄉小校成功

翻身。 臺中市和平區的博屋瑪國小，

過去名為「達觀國小」，卻因 12 年

前一場颱風讓大操場被沖走，一度

讓 部 落 士 氣 低 沉、感 到 被 邊 緣 化，

直到新任校長到任，啟動博屋瑪成

為全臺第一所原住民族實驗小學，

課程融合泰雅的織布、建屋與狩獵，

紅到國際。

7 年前，泰雅族比令．亞布接任

博屋瑪國小校長，他認真思考「今

天再不努力，明天就沒有泰雅文化

了」，他一邊爭取復原操場、一邊思

考讓部落唯一的國小，變成泰雅文

化 復 興 的 據 點。於 是 動 員 教 職 員、

部落耆老，寒暑假照樣備課，讓博

屋瑪成為原民教育實驗學校。

在校長號召下，這場原民翻轉

課程結合社區部落資源。上午教完

國、英、數等基本學科，下午則是

泰雅族課程，健體、藝文、社會都

融合泰雅文化，整個山林田間都是

教 室，經 過 兩 年 多 的 準 備、試 教，

才有今天規模。

如今每天有戶外課程，足跡走

遍店家、教堂，上山認識狩獵途徑，

師生沿路摘可食植物，下田種小米

學習泰雅米食文化，學生不僅對課

程 有 興 趣，也 全 面 認 識 泰 雅 文 化，

開創出接地氣的原民教育。

一、法案確立原住民族語言國

家語言地位

明定原住民族語言為國家語言，

確保原住民族的語言地位。

二、族語老師專職聘任

將現行以鐘點費計算支付族語

老師薪資的方式，改為專任並

以月薪方式支付薪資，改善目

前全國 825 位族語老師面臨待

遇偏低的困境。

三、公文採中文、族語雙語並

列方式書寫

原住民族地區 55 個鄉（鎮、市、

區）公所得以使用族語書寫公

文書，更提高族語的使用機會

與場域。

四、成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

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辦理原住民族語言教材、教學

方法、教具研發、語文資料蒐集、

政策分析及原住民族語言著作

出版等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

事項，為積極保存及發展原住

民族語言而努力。

五、族語能力成為「競爭優勢」

本法施行三年後，原住民參與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

試、公費留學考試，應取得原

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公家機

關及學校等依原住民族工作權

保障法進用人員時，應優先僱

用具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者，帶

動全面學習族語的風氣。

六、強化族語推動力度

規 範 直 轄 市、縣（市）政 府、

原住民族地區及原住民人口一

千五百人以上之非原住民族地

區 之 鄉（鎮、市、區）公 所，

應設置族語言推廣人員，預估

將於全國設置至少 135 名族語

推動員，且將協助 16 族語分別

成立族語推動組織，強化族語

推動力度。

臺灣第一所原住民族實驗小學

來認識「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原住民族語言是國家語言

大
家
來
說

母
語

原住民神話故事 理財小學堂
尊重文化詮釋權
東排灣族主要傳統文化與傳說
部落與 mamazangili jan 的意義及傳說
古琉璃珠的價值及淵源傳說
陶甕的傳說
palisi ( 巫 ) 文化
sauzayang 代表的意義與作用
時尚的民族植物

經濟力的重要性
原住民的經濟
開拓穩續的多元收益
聰明務實的理財習慣
富足幸福人生

聽 理財專家
        說 神話故事

更 多 相 關 資 訊 請 掃 描

條 碼 參 閱 相 關 訊 息 。

請 掃 描 條 碼 至 部 落
大 學 網 站 參 閱 更 多
相 關 課 程 訊 息 。

臺中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臺中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開放空間會議   咖啡館
                       機會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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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住民課程為核心

P'uma 博屋瑪小學揚名國際

傳
承
X
紮
根
X
豐
收

World Café Method
TED

部落大學官網

請 掃 描 條 碼 參 閱
更 多 相 關 訊 息 。

請 掃 描 條 碼 參 閱
更 多 相 關 訊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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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2 次的原住民分區座談會，

透過市府各機關與原住民族人面對

面的討論，瞭解在地原住民之想法

與需求，107 年 6 月 2 日於烏日區

公所舉辦烏日區及南區聯合座談會，

參與族人問到原住民假牙補助申請

資格及限制，由全主委答覆凡本市

55 歲以上且未超過本市最低生活費

兩倍之原住民皆可申請假牙補助，

惟申請人三年內申請取得社會局、

衛生局補助者，不予重複補助。原住民文化為臺灣重要之珍貴

文化資產，為確保下一代年輕人能永

續傳承原住民族樂舞文化，建立高品

質的表演藝術環境為目標，特此擬定

本補助計畫，培養新一代原住民藝術

人才。補助對象與補助原則、項目請

參閱右邊 QR Code 以手機掃描連結

至網站參閱相關內容。

原住民體育樂舞人才及
   文化展演團隊  培育補助

《再現虹橋》泰雅族文學歌舞劇 2018 年度

公演，由本府首創輔導原舞曲文化藝術團

為「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演出特別

量身訂作，以現代演藝新法結合在地文學、

在地聲音、在地故事編導，以原汁原味之

原住民樂舞的新作品。《再現虹橋》故事敍

述泰雅族生命泉源大甲溪流域，一片豐腴

的土地得黑頓 - 你我的臺中，在自然萬物、

白石神話與 Gaga 的規範中，尊崇宇宙萬

物 的 生 命，以「共 享」、「共 生」、「共 好」

認同自己跟隨西利克走向虹橋的那一端，

到達的美好世界相聚。

族群委員會議每年召開 4 次，透過 22 位族群委員的專業及

實務討論，提出原住民福利與政策建議，委員十分關切霧峰區花

東新村及太平區自強新村的進度，期盡早提供兩新村原住民族人

安心居住的家園，且整合長照、幼兒托育及課後照顧等功能，預

計 107 年 10 月 19 日辦理兩新村開工典禮。

展演時間 /2018 年 10 月 28 日
 （週日）下午 2 點
展演地點 / 臺中屯區藝文中心
電話：04-23921122 分機 305
免費免票入場

《再現虹橋》
泰雅文學歌舞劇

第四屆第七次族群委員會議
集思廣益護權益！

都會區 ( 烏日區及南區 )

更多討論內容請掃描條碼至

臺中市原住民族委員會官網

參閱相關訊息。

更多討論內容請掃描條碼至

臺中市原住民族委員會官網

參閱相關訊息。

更多相關資訊請掃描條碼至

臺中市原住民族委員會官網

參閱相關訊息。

維護族人福利與政策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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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票入場

請掃描條碼參閱
更多相關訊息。

原住民座談會 關於假牙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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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2 次的原住民分區座談會，

透過市府各機關與原住民族人面對

面的討論，瞭解在地原住民之想法

與需求，107 年 6 月 2 日於烏日區

公所舉辦烏日區及南區聯合座談會，

參與族人問到原住民假牙補助申請

資格及限制，由全主委答覆凡本市

55 歲以上且未超過本市最低生活費

兩倍之原住民皆可申請假牙補助，

惟申請人三年內申請取得社會局、

衛生局補助者，不予重複補助。原住民文化為臺灣重要之珍貴

文化資產，為確保下一代年輕人能永

續傳承原住民族樂舞文化，建立高品

質的表演藝術環境為目標，特此擬定

本補助計畫，培養新一代原住民藝術

人才。補助對象與補助原則、項目請

參閱右邊 QR Code 以手機掃描連結

至網站參閱相關內容。

原住民體育樂舞人才及
   文化展演團隊  培育補助

《再現虹橋》泰雅族文學歌舞劇 2018 年度

公演，由本府首創輔導原舞曲文化藝術團

為「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演出特別

量身訂作，以現代演藝新法結合在地文學、

在地聲音、在地故事編導，以原汁原味之

原住民樂舞的新作品。《再現虹橋》故事敍

述泰雅族生命泉源大甲溪流域，一片豐腴

的土地得黑頓 - 你我的臺中，在自然萬物、

白石神話與 Gaga 的規範中，尊崇宇宙萬

物 的 生 命，以「共 享」、「共 生」、「共 好」

認同自己跟隨西利克走向虹橋的那一端，

到達的美好世界相聚。

族群委員會議每年召開 4 次，透過 22 位族群委員的專業及

實務討論，提出原住民福利與政策建議，委員十分關切霧峰區花

東新村及太平區自強新村的進度，期盡早提供兩新村原住民族人

安心居住的家園，且整合長照、幼兒托育及課後照顧等功能，預

計 107 年 10 月 19 日辦理兩新村開工典禮。

展演時間 /2018 年 10 月 28 日
 （週日）下午 2 點
展演地點 / 臺中屯區藝文中心
電話：04-23921122 分機 305
免費免票入場

《再現虹橋》
泰雅文學歌舞劇

第四屆第七次族群委員會議
集思廣益護權益！

都會區 ( 烏日區及南區 )

更多討論內容請掃描條碼至

臺中市原住民族委員會官網

參閱相關訊息。

更多討論內容請掃描條碼至

臺中市原住民族委員會官網

參閱相關訊息。

更多相關資訊請掃描條碼至

臺中市原住民族委員會官網

參閱相關訊息。

維護族人福利與政策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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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座談會 關於假牙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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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為協助原住民族部

落周邊各項產業、資源與特色景點

的流通以及部落居民生活權益，積

極執行「106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特色

道路改善計畫」，執行績效經考核榮

獲全國第二名。

和平區為臺中市原住民族部落

聚集地區，具有豐富的自然景觀及

原住民文化內涵，是臺中極具特色

的觀光資源，而部落周邊各項產業

活動、觀光接駁、居民通勤及就醫等，

皆仰賴道路建設的支持。

為此，市府積極爭取中央原住

民族委員會 106 年度「原住民族部

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獲得經費共

計 1,100 萬元，臺中市和平區公所加

強推動，於 106 年完工，促進地方

部落建設及產業發展，讓更多民眾

了解原住民族經濟產業的實力與能

量，藉以行銷原鄉特色產業。

中市府 106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

執行績效評比榮獲全國第二

打造
   原鄉部落好品質、好樂活

基層建設

小型零星工程

在原鄉部落裡因青年外移工作，

老年人口比例增高，在臺灣 65 歲以

上人口佔 14%，等於每 7 個人之中

就有一個老人，然而在原鄉部落裡，

這個問題就顯得更加的嚴峻了。原住

民文化健康站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

一，為因應原住民族的文化差異及特

殊性，建立具有文化、健康、照顧的

在地互助照顧模式，為提供部落長者

穩定的服務，也保障照顧服務員的福

利與待遇， 提供優良的社區照護品

質，讓在都會打拼的原鄉族人與長者

無後顧之憂。

臺中市和平區松茂部落位於臺 7

甲線 69K 處，自 921 大地震後，現

居地有地質不穩定的情形，為確保

部落居住安全，臺中市政府規劃鄰

近梨山里松柏巷的原住民保留地為

遷建基地，並經各級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將基地變更為「原住民生

活專用區」，面積約 1.4 公頃，基地

內將有住宅、活動中心、綠地公園等，

提供優質的生活空間。

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鋪好路，好豐收

原住民生活專用區
為改善臺中市原住民族族人生

活環境，並強化原住民族地區、都

會區具有原住民族文化之既有公共

設施修繕及具有推展原住民政策之

工程建置等事項，特訂定原住民族

基層建設小型零星工程實施計畫。

相 關 規 範 與 詳 細 內 容 請 掃

描 下 方 Q R  c o d e 連 結 至

臺 中 市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官

網 參 閱 更 多 的 訊 息 。

相 關 規 範 與 詳 細 內 容 請 掃

描 下 方 Q R  c o d e 連 結 至

臺 中 市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官

網 參 閱 更 多 的 訊 息 。

部落文化健康站
為發揮原鄉的實力鋪路

更 多 討 論 內 容 請 掃 描 條 碼 至

臺 中 市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官 網

參 閱 相 關 訊 息 。

社
區
修
繕

松
茂
部
落

文健站名稱 / 地址 / 開放時間 /

松茂文化健康站 和平區梨山里松茂中興路四段 74 號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松鶴文化健康站 博愛里東關路一段松鶴三巷 58-7 號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裡冷文化健康站 博愛里 15 鄰裡冷巷 6 之 3 號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南勢文化健康站 南勢里東關路三段 27-1 號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和平文化健康站 南勢里東關路三段 139-10 號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新社文化健康站 新社區中興里中興嶺街一段 43 號 星期一至五 09:00-17:00

雪山坑文化健康站 達觀里東崎一段桃山巷 73 之 6 號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三叉坑文化健康站 自由里 10 鄰東崎 2 段三叉巷 8 之 19 號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達觀文化健康站 達觀里東崎路一段 50 號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雙崎文化健康站 自由里東崎 2 段 72 號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得牧曜巴萊文化健康站 豐原區育英路 154 巷 17 號 星期一至五 09:00-17:00

太平區文化健康站 太平區德隆路 191 號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中心名稱 /    地址 /  服務時間 /

臺中市和平區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和平區南勢里東關路三段 139-11 號 星期一至五 08:00-17:00

臺中市都會區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西區博館路 117 號 3 樓之 2 星期一至五 09:00-18:00 

臺中市都會區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大雅區龍善街 26 之 2 號  星期一至五 09:00-18:00

臺中市文化健康站

臺中市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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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為協助原住民族部

落周邊各項產業、資源與特色景點

的流通以及部落居民生活權益，積

極執行「106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特色

道路改善計畫」，執行績效經考核榮

獲全國第二名。

和平區為臺中市原住民族部落

聚集地區，具有豐富的自然景觀及

原住民文化內涵，是臺中極具特色

的觀光資源，而部落周邊各項產業

活動、觀光接駁、居民通勤及就醫等，

皆仰賴道路建設的支持。

為此，市府積極爭取中央原住

民族委員會 106 年度「原住民族部

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獲得經費共

計 1,100 萬元，臺中市和平區公所加

強推動，於 106 年完工，促進地方

部落建設及產業發展，讓更多民眾

了解原住民族經濟產業的實力與能

量，藉以行銷原鄉特色產業。

中市府 106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

執行績效評比榮獲全國第二

打造
   原鄉部落好品質、好樂活

基層建設

小型零星工程

在原鄉部落裡因青年外移工作，

老年人口比例增高，在臺灣 65 歲以

上人口佔 14%，等於每 7 個人之中

就有一個老人，然而在原鄉部落裡，

這個問題就顯得更加的嚴峻了。原住

民文化健康站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

一，為因應原住民族的文化差異及特

殊性，建立具有文化、健康、照顧的

在地互助照顧模式，為提供部落長者

穩定的服務，也保障照顧服務員的福

利與待遇， 提供優良的社區照護品

質，讓在都會打拼的原鄉族人與長者

無後顧之憂。

臺中市和平區松茂部落位於臺 7

甲線 69K 處，自 921 大地震後，現

居地有地質不穩定的情形，為確保

部落居住安全，臺中市政府規劃鄰

近梨山里松柏巷的原住民保留地為

遷建基地，並經各級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將基地變更為「原住民生

活專用區」，面積約 1.4 公頃，基地

內將有住宅、活動中心、綠地公園等，

提供優質的生活空間。

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鋪好路，好豐收

原住民生活專用區
為改善臺中市原住民族族人生

活環境，並強化原住民族地區、都

會區具有原住民族文化之既有公共

設施修繕及具有推展原住民政策之

工程建置等事項，特訂定原住民族

基層建設小型零星工程實施計畫。

相 關 規 範 與 詳 細 內 容 請 掃

描 下 方 Q R  c o d e 連 結 至

臺 中 市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官

網 參 閱 更 多 的 訊 息 。

相 關 規 範 與 詳 細 內 容 請 掃

描 下 方 Q R  c o d e 連 結 至

臺 中 市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官

網 參 閱 更 多 的 訊 息 。

部落文化健康站
為發揮原鄉的實力鋪路

更 多 討 論 內 容 請 掃 描 條 碼 至

臺 中 市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官 網

參 閱 相 關 訊 息 。

社
區
修
繕

松
茂
部
落

文健站名稱 / 地址 / 開放時間 /

松茂文化健康站 和平區梨山里松茂中興路四段 74 號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松鶴文化健康站 博愛里東關路一段松鶴三巷 58-7 號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裡冷文化健康站 博愛里 15 鄰裡冷巷 6 之 3 號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南勢文化健康站 南勢里東關路三段 27-1 號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和平文化健康站 南勢里東關路三段 139-10 號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新社文化健康站 新社區中興里中興嶺街一段 43 號 星期一至五 09:00-17:00

雪山坑文化健康站 達觀里東崎一段桃山巷 73 之 6 號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三叉坑文化健康站 自由里 10 鄰東崎 2 段三叉巷 8 之 19 號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達觀文化健康站 達觀里東崎路一段 50 號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雙崎文化健康站 自由里東崎 2 段 72 號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得牧曜巴萊文化健康站 豐原區育英路 154 巷 17 號 星期一至五 09:00-17:00

太平區文化健康站 太平區德隆路 191 號 星期一至五 08:00-16:00

中心名稱 /    地址 /  服務時間 /

臺中市和平區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和平區南勢里東關路三段 139-11 號 星期一至五 08:00-17:00

臺中市都會區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西區博館路 117 號 3 樓之 2 星期一至五 09:00-18:00 

臺中市都會區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大雅區龍善街 26 之 2 號  星期一至五 09:00-18:00

臺中市文化健康站

臺中市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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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冊低（中低）收入戶。 

• 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 領有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費者。

• 經各級政府補助身心障礙者日間

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達百分之

50 以上者。

• 其他經各級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

置者。

• 設籍本市年滿 55 歲以上之列冊低

（中低）收入戶原住民，經醫師評

估缺牙需裝置活動假牙者。

假牙裝置費：
每人補助上限為單顎 20,000 元；上、下

兩顎為 40,000 元；單顎假牙併部分活動

假牙上限為 35,000 元整；上顎部分活動

假牙上限為 15,000 元整；下顎部分活動

假牙上限為 15,000 元整；上、下顎部分

活動假牙上限為 30,000 元整。（同一顎

已取得相同補助項目者，五年內不得重

覆申請）

假牙維修費：
活動假牙維修費用，每人每年最高補助

6,000 元；假牙破裂維修費 / 單顎 1,000

元；假牙添加費 / 單顆

1,000 元；假牙線 ( 環 )

勾 / 個 1,000 元；假牙

硬式襯底 / 座 3,000 元。

臺中市政府今年推動「托育一條

龍」政策，因「原住民幼兒學前教育

補助」及「托育一條龍」政策皆為幼

兒學前教育補助，但並非擇一請領或

雙向請領，而是整合性辦理，提醒家

長注意。

「原住民幼兒學前教育補助」為原

民會專款專用的計畫補助，補助對象

需具原住民身分，年滿 3 足歲至 4 足

歲的原住民幼兒（即中小班），無設籍

限制；就讀本市立案公立幼兒園每學

期補助 8,500 元，私立幼兒園每學期

補助 1 萬元。

為配合教育局推動「托育一條龍」

政策，就讀本市公私立中小班原住民

幼兒，需先依身分別向原委會申請補

助經費，符合「托育一條龍」政策者（幼

兒與監護人一方須同時設籍本市），如

有差額需補足者，則由教育局於「全

國幼兒園幼生管理系統」平臺勾稽審

核後另行撥付。

有關於年滿 2 足歲未滿 3 歲者（即

幼幼班）及年滿 5 足歲未滿 6 歲者（即

大班）的原住民幼兒，

則一律申請教育局「托

育一條龍」政策及教育

部「免學費補助」經費。

滿 55 歲即可申請 

55 歲以上原住民也適用
中低收入老人補助裝置假牙實施計畫

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

申請 獎助學金
10/16 截止

敬老愛心卡

設籍本市年滿 65 歲以上者，經

醫師評估缺牙需裝置活動假牙，並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就讀教育部核准立案之國內公私立大

專院校者（含五專後二年）。但不含

延長修業年限及 研究所之學生。

原住民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七

十 分 以 上 者，得 申 請 獎 學 金，            

每名每學期新臺幣二萬二千元。

原住民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六

十分以上或 設籍在蘭嶼鄉之雅美

族學生，得申請一般助學金，每名

每學期新臺幣一萬七千元。 

原住民學生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資格者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六          

十分以上者，得申請低收入戶或中

低 收 入 戶 助 學 金。前 者 每 名 每          

學期新臺幣二萬七千元；後者每名

每學期新臺幣一萬七千元。

讀好書有獎金

有一位來義鄉的朋友，他問我是那裡人，我說臺

東，他問臺東那裡？我說隨口說長濱鄉，他就說

你們長濱人最摳了，我說為什麼？他說他們都是

來義鄉 ( 來一箱 )，你們都是長濱鄉 ( 藏冰箱 )，

他說更可惡的是豐濱鄉 ( 封冰箱 )， 不可能會分享，

實在不知如何回答，實在是！哈哈 ...... 最慷慨的

是捐 10 鄉……( 尖石鄉 )

還有抬五箱 ( 泰武鄉 )..........

有兩個姊妹在海灘散步，忽然在地上撿到一個神

燈，然而精靈就飛出來 ... 精靈說：「你們每一個

人可以選一個願望。 」這時姊姊馬上許願：「不管

妹妹要什麼，我都要他的兩倍！」

結果妹妹的願望是：「希望體重 45 公斤」....

有一個農夫和一個律師汽車相撞，律師高傲的拿

了一張名片給農夫表明身份。農夫也從後車廂拿

了一瓶威士忌出來，說：「你好像有驚嚇到喔，喝

一口吧！酒可以壓壓驚 ...」律師就喝了一口。

「你的臉色還是很蒼白」，農夫說道：「再喝一口吧」 

在農夫的勸說下，律師又喝了 5、6 口，然後律

師提議說：「你也喝一口吧」

「我不要」農夫說：「我在等交通警察來」...

念幼稚園享補助原住民幼兒學前教育補助
與托育一條龍

樂活哲學

補助名稱 /    （107）目前總核定件數 / （107）目前經費支出 ( 元 )/

經濟弱勢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宅補助 51 $ 5,688,760 元 

中低收入戶原住民租宅租金補助 302 $ 7,246,200 元 

原住民幼兒托教補助  790 $ 7,357,417 元 

原住民國家考試研習補助  7 $ 70,000 元 

原住民學生電腦設備補助  16 $ 196,807 元

原住民中低收入戶子女課後照顧補助 48 $ 288,000 元 

原住民學生生活津貼補助  53 $ 219,000 元 

清寒、優秀原住民學生獎學金補助 146 $ 292,000 元 

55 歲以上原住民假牙裝置補助 47 $ 1,499,000 元 

原住民取得技術士證照獎勵補助 136 $ 820,000 元 

原住民職業駕照補助  10 $ 30,000 元 

公私立國中小原住民學生學校營養午餐補助 5,054 $ 17,303,134 元 

原住民急難救助  146 $ 1,359,000 元

原住民勞動合作社及法人機構推展產業補助 78 $ 575,792 元 

 

截至 10/1 補助統計資料

臺中市政府發行

的『敬老愛心卡』無論平地山地，

只要年滿 55 歲以上之族人皆可申

請。此卡每個月市政府自動儲值

最高 1,500 元點數作為交通費，

可抵計程車資與就醫費，真的是

很不錯的福利喔！請大家多多利

用『敬老愛心卡』搭乘大眾交通

工具出門走走，遊覽大臺中風貌！

好康報報！

可抵 計程車資
與就醫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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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冊低（中低）收入戶。 

• 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 領有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費者。

• 經各級政府補助身心障礙者日間

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達百分之

50 以上者。

• 其他經各級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

置者。

• 設籍本市年滿 55 歲以上之列冊低

（中低）收入戶原住民，經醫師評

估缺牙需裝置活動假牙者。

假牙裝置費：
每人補助上限為單顎 20,000 元；上、下

兩顎為 40,000 元；單顎假牙併部分活動

假牙上限為 35,000 元整；上顎部分活動

假牙上限為 15,000 元整；下顎部分活動

假牙上限為 15,000 元整；上、下顎部分

活動假牙上限為 30,000 元整。（同一顎

已取得相同補助項目者，五年內不得重

覆申請）

假牙維修費：
活動假牙維修費用，每人每年最高補助

6,000 元；假牙破裂維修費 / 單顎 1,000

元；假牙添加費 / 單顆

1,000 元；假牙線 ( 環 )

勾 / 個 1,000 元；假牙

硬式襯底 / 座 3,000 元。

臺中市政府今年推動「托育一條

龍」政策，因「原住民幼兒學前教育

補助」及「托育一條龍」政策皆為幼

兒學前教育補助，但並非擇一請領或

雙向請領，而是整合性辦理，提醒家

長注意。

「原住民幼兒學前教育補助」為原

民會專款專用的計畫補助，補助對象

需具原住民身分，年滿 3 足歲至 4 足

歲的原住民幼兒（即中小班），無設籍

限制；就讀本市立案公立幼兒園每學

期補助 8,500 元，私立幼兒園每學期

補助 1 萬元。

為配合教育局推動「托育一條龍」

政策，就讀本市公私立中小班原住民

幼兒，需先依身分別向原委會申請補

助經費，符合「托育一條龍」政策者（幼

兒與監護人一方須同時設籍本市），如

有差額需補足者，則由教育局於「全

國幼兒園幼生管理系統」平臺勾稽審

核後另行撥付。

有關於年滿 2 足歲未滿 3 歲者（即

幼幼班）及年滿 5 足歲未滿 6 歲者（即

大班）的原住民幼兒，

則一律申請教育局「托

育一條龍」政策及教育

部「免學費補助」經費。

滿 55 歲即可申請 

55 歲以上原住民也適用
中低收入老人補助裝置假牙實施計畫

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

申請 獎助學金
10/16 截止

敬老愛心卡

設籍本市年滿 65 歲以上者，經

醫師評估缺牙需裝置活動假牙，並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就讀教育部核准立案之國內公私立大

專院校者（含五專後二年）。但不含

延長修業年限及 研究所之學生。

原住民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七

十 分 以 上 者，得 申 請 獎 學 金，            

每名每學期新臺幣二萬二千元。

原住民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六

十分以上或 設籍在蘭嶼鄉之雅美

族學生，得申請一般助學金，每名

每學期新臺幣一萬七千元。 

原住民學生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資格者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六          

十分以上者，得申請低收入戶或中

低 收 入 戶 助 學 金。前 者 每 名 每          

學期新臺幣二萬七千元；後者每名

每學期新臺幣一萬七千元。

讀好書有獎金

有一位來義鄉的朋友，他問我是那裡人，我說臺

東，他問臺東那裡？我說隨口說長濱鄉，他就說

你們長濱人最摳了，我說為什麼？他說他們都是

來義鄉 ( 來一箱 )，你們都是長濱鄉 ( 藏冰箱 )，

他說更可惡的是豐濱鄉 ( 封冰箱 )， 不可能會分享，

實在不知如何回答，實在是！哈哈 ...... 最慷慨的

是捐 10 鄉……( 尖石鄉 )

還有抬五箱 ( 泰武鄉 )..........

有兩個姊妹在海灘散步，忽然在地上撿到一個神

燈，然而精靈就飛出來 ... 精靈說：「你們每一個

人可以選一個願望。 」這時姊姊馬上許願：「不管

妹妹要什麼，我都要他的兩倍！」

結果妹妹的願望是：「希望體重 45 公斤」....

有一個農夫和一個律師汽車相撞，律師高傲的拿

了一張名片給農夫表明身份。農夫也從後車廂拿

了一瓶威士忌出來，說：「你好像有驚嚇到喔，喝

一口吧！酒可以壓壓驚 ...」律師就喝了一口。

「你的臉色還是很蒼白」，農夫說道：「再喝一口吧」 

在農夫的勸說下，律師又喝了 5、6 口，然後律

師提議說：「你也喝一口吧」

「我不要」農夫說：「我在等交通警察來」...

念幼稚園享補助原住民幼兒學前教育補助
與托育一條龍

樂活哲學

補助名稱 /    （107）目前總核定件數 / （107）目前經費支出 ( 元 )/

經濟弱勢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宅補助 51 $ 5,688,760 元 

中低收入戶原住民租宅租金補助 302 $ 7,246,200 元 

原住民幼兒托教補助  790 $ 7,357,417 元 

原住民國家考試研習補助  7 $ 70,000 元 

原住民學生電腦設備補助  16 $ 196,807 元

原住民中低收入戶子女課後照顧補助 48 $ 288,000 元 

原住民學生生活津貼補助  53 $ 219,000 元 

清寒、優秀原住民學生獎學金補助 146 $ 292,000 元 

55 歲以上原住民假牙裝置補助 47 $ 1,499,000 元 

原住民取得技術士證照獎勵補助 136 $ 820,000 元 

原住民職業駕照補助  10 $ 30,000 元 

公私立國中小原住民學生學校營養午餐補助 5,054 $ 17,303,134 元 

原住民急難救助  146 $ 1,359,000 元

原住民勞動合作社及法人機構推展產業補助 78 $ 575,792 元 

 

截至 10/1 補助統計資料

臺中市政府發行

的『敬老愛心卡』無論平地山地，

只要年滿 55 歲以上之族人皆可申

請。此卡每個月市政府自動儲值

最高 1,500 元點數作為交通費，

可抵計程車資與就醫費，真的是

很不錯的福利喔！請大家多多利

用『敬老愛心卡』搭乘大眾交通

工具出門走走，遊覽大臺中風貌！

好康報報！

可抵 計程車資
與就醫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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