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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政府全力推動影視及動漫發展，經歷兩年爭取，文

化部將挹注 4.45 億元預算，在市府規劃興建的中台灣電影

中心，合建「國家漫畫博物館」，台中市長林佳龍與文化部

長鄭麗君並於 28 日正式簽署合作備忘錄。未來文化部將

持續挹注 7.05 億元，充實國家漫畫博物館設施及館藏，並

結合中台灣電影中心，一同推動動漫、影視產業，扶植青

年創意、打造台灣原創 IP。 

日本建築師妹島新作『台中綠美圖』111年啟用 

 

日本建築師妹島和世與西澤立衛設計的台中綠美圖，已完成細部設計，全區以 8 個建築空間構

成，外罩金屬擴張網，以通透的建築與錯落的空間構成為特色；全案預計民國 109 年底完工，

111 年啟用。台中綠美圖位於台中水湳北側，包含美術館與圖書館，台中市立圖書館總館將設

在綠美圖，採取分齡分棟設計，運用數位科技打造；美術館以當代藝術為主題，打造台灣成為

當代國際美術交流的基地。(引自 106.10.20 聯合新聞網) 

東亞青奧整合花博共同資源 中市力求塑造城市光榮感 

將在台中舉行的 2019 東亞青年運動會，場館興建整合、各項

籌備工作均緊鑼密鼓進行中。市長林佳龍表示，台中市同步籌

辦東亞青奧及世界花博兩項國際盛會，包括人才及志工需求、

企業參與、宣傳行銷等資源兩活動均高度相關，市府將加以整

合，共榮共好；同時也持續爭取中央支持，讓兩活動成功塑造

台中城市光榮感。 

中台灣電影中心結合『國家漫畫博物館』109 年完工 

中市托育一條龍家長滿意度逾 9成．市議員肯定政策成功 

台中市政府 104 年 7 月起，以社會投資理念推動 0 到 6 歲「托育一條龍」政策， 一方面管制

托育費價格，一方面將學齡前教育補助向下延伸，讓家長能續留職場，兼顧育兒及工作，創造

「受惠幼兒增多、家長負擔減輕、托育市場成長」三贏局面，經市府調查研究結果，家長滿意

度達 92.19%，23 日市議會定期會中，多位市議員均肯定托育一條龍的政策相當成功。 



 

打造全台首座智慧生態公園．中央公園建置三大類智慧共桿 

南屯老二媽‧巡禮何厝庄 

～何德文創分享人情味～ 

傳承 200 多年的南屯萬和宮「老二媽」

三年一度省親遶境回西屯，里民將信

眾拿香虔誠膜拜及鑽轎底的畫面，用 5

萬多片馬賽克拼製歷史圖片打造一道

故事牆，並透過活動分享沿途居民擺

設香案供品恭迎與主動提供“飯擔”

之文化，找尋目前都會型社區已漸流

失的“人情味與分享”，不僅作為社

區歷史文化的呈現，也是社區記憶傳

承的保留。區長何國裕說，市府推動

此有特色與歷史意義的活動，成為台

中市無形文化資產，讓附近學校的小

朋友可以認識鄉土，熱愛自己生長的

地方，也讓更多人與在地的新居民能

了解到西屯傳統文化、體會並主動融

入社區營造之共享。 

提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涵蓋率 

中市明年首度編列預算補助據點租金費用 

為了照顧社區中的長輩，台中市目前已設置 283 個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提供老人關懷訪視、餐飲服務及辦理健康促進活動，為提升涵

蓋率並解決據點租金等問題，台中市政府明年首度編列 3,833 萬元

預算，補助據點租金水電費等，減輕民間團體辦理壓力，逐步達成

109 年 500 處據點目標。 

★全國首創★ 

為打造全台首座都會區大型智慧生態公園，台中市政府規劃在

水湳智慧城中央公園建置市民智慧感測裝置，偵測微型氣候的

分布狀態等資訊，針對園區安全及智慧生活需求，也設置監視

器(CCTV)、廣播器及全區 WIFI，建置三類型智慧共桿，未來

民眾可依不同需求擇取想要的資訊。智慧燈桿預計今年底完成

測試，中央公園全區營造工程可望明年 3 月完工。 

舌尖上的大鵬味 

本所自 105 年成立區域型社造

中心陸續輔導各種主題型態之

社區營造點，106 年輔導本區 8

個單位，今年鵬程社區發展協會

於 10 月 29 日上午辦理成果發

表，本次社造點成果發表會透過

「舌尖上的大鵬味」等主題展現

眷村文化及美食，讓社區居民回

味當年婆婆媽媽的手藝。期望透

過區域型社區營造點的方式，發

掘社區的人、文、地、產、景等

資源，能夠有效的保留即將消失

的眷村味。 
(引自 106.10.29 中時電子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