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柚香傳情產業創生計畫 -原民文化體驗與地方故事採集 

活動時間 111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 08:00~3 月 20 日星期日 20:00 

活動地點 花蓮縣瑞穗鄉鶴岡部落、鶴岡國小及鶴岡社區發展協會 

主持人 蔡顯榮 

活動內容 

 活動進行方式與內容 

此次活動主要延伸第二期「柚香文化體驗與地方故事採集」活動，將對

柚香產品的開發，延伸到對原民文化的體驗，亦即從有形商品(柚子)延伸到無

形商品(文化)，再透過柚香文化路跑活動，將有形商品(柚子)與無形商品(文

化)進行融合。活動期間邀請業界代表蒞臨，他們是台灣連鎖加盟協會副秘書

長柯建斌、揆眾展覽公司副總藍偉琛、京督企業社負責人趙玉琳、環球購物中

心板橋店直播主王嫤潔等人，並與地方余新德村長、黃源泉頭目、游可如校長、

賴秋菊主任，及社區發展協會的何碧貞、黃東尼、余信億等十多位農民進行座

談交流、到部落走訪踩踏探勘原民文化，參加瑞穗鄉公所一年一度的「柚花追

香」路跑活動，以實際走訪方式體驗在地原民日常生活，收集地方小故事，為

地方創生工作增加知識性的文化涵養。 

 重點與助益 

上述「柚花追香」路跑活動，起因於花蓮瑞穗鄉坐擁花東縱谷壯闊景觀

與豐富人文資源，鶴岡文旦更是全台遠近馳名，鶴岡文旦柚於 3月上旬開花，

花期約 20天，瑞穗農會特別規劃「2022柚花追香半程馬拉松」行程，讓所有

參與人士能漫步在億萬朵的柚花海中，迎面撲鼻的迷人柚花香，感受與享受瑞

穗的天然美景，及熱情破表的啦啦隊及在地特色農產的補給，藉以推廣全民運

動風氣，提升全民身體健康。而會展活動管理系師生藉由此活動，觀察主辦單

位活動設計、場地規劃、動線安排，及報名制度、行銷方式、場務管理，是一

個應證平日所學的最佳場域。 



活動回饋

與成效 

 與會人員意見與回饋 

學生代表黃玟綺表示，這活動源自於該校推行大學社會責任計畫(USR)，

蔡顯榮助理教授為花蓮縣瑞穗鄉鶴岡國小的家長，行銷推廣自家栽種的柚

子。由於鶴岡地區的柚子品牌不及西部地區，但在好山好水的生長環境下，

品質並不輸西部產品，只因為位處偏鄉、多數自產自銷、部落行銷能力不足，

所以經濟較為弱勢。於是結合企業資源，讓學生能從中學習會展活動技能，

讓偏鄉產業得以創生，成為該計畫的首要目標。而此次路跑活動的參加只是

其中體驗的一環。 

農民何碧貞表示，鶴岡文旦為花蓮瑞穗鄉的重要經濟果樹，文旦從花、果

到皮都能充份利用，每年到了三月柚花開時期，總能帶動當地一系列活動饗

宴，富有相當的人文及經濟效益。過去柚花盛開在 3 月上旬，現今柚花開花

數已達七八成，宏國德霖科大師生及台北企業朋友利用這時期來到花蓮鶴

岡，正好可以觀賞到當地另一風貌，經由學校教授、企業專家來為鶴岡觀光

產業把脈，相信地方創生工作會精彩的發展下去。 

農民黃東尼表示，文旦是芸香科柑橘屬之果樹，花色白花香清新怡人，柚

花季期間帶動當地一系列活動饗宴，觀察台南麻豆為推廣柚花祭，辦理柚花

音樂會、路跑健走、柚花園證婚典禮、茶席、花季校慶會、民藝嘉年華、藝

文特展、儀隊樂舞、全民運動等活動，瑞穗鄉可以參考，我們花蓮好山好水，

且具有豐富的原民文化，除了農特產品供銷外，也很適合作為觀光休閒發展，

過去二年藉由宏國德霖科大師生及台北企業朋友的輔導已見成效，希望這的

合作成效能繼續延續下去。 

鶴岡國小校長游可如表示，可以規劃地方小旅行方式讓 USR 計畫的學理

與實務相結合，更能帶動大台北地區具社會影響力的 CSR 企業、公益社團或

組織，前往本計畫實踐場域，以親眼看、親手做的方式，體驗花蓮偏鄉產業

的地理條件，進而誘發其經濟行為，增進地方創生的可能，同時使在地農特

產品-柚子，更具有附加價值。 

揆眾展覽公司藍偉琛副總表示，看到大學老師能以實際行動帶領學生走

入偏鄉，真是佩服，相信學生的學習成果是無價的，在此提醒同學看到想到好

的事就要立即行動，不要像我們入了社會才發現許多事是身不由己，感謝蔡老

師召集路跑活動，我很想參加，但不是每次都能參加，這次可以就立刻報名了。 

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柯建斌副秘書長表示，自己曾參與多次蔡老師的



USR 活動，充份感受到會展系學生的熱情，我想會展從業人員最需要的元素

就是熱情。同學可以路跑過程中，觀摩大型活動的籌辦，包含報名系統、報到

手續、動線規劃、開幕儀式、伴手禮…等，都是很好的機會教育場域，同學應

當把握。 

 活動反思檢討 

此次活動，在 3 月 19 日與地方人士的座談會上，充份感受到在地農民對

線上社群經營及網路行銷的迫切需求，但礙於對 3C 產品的能力不足，使得農

產推廣工作一直侷限在傳統的宣傳手法，而類似「柚香追花」的路跑活動需

由企業組織或地方公所單位發起才能推動，一般農民是辦不起如此大型活

動，於是更加深了對線上社群經營及網路行銷的迫切需求。 

由於線上社群經營與行銷線上媒體，包含網路媒體、電子雜誌、網路視頻，

乃至於一個電視劇或宣傳演唱會都需要好的、吸引人的文字、影片，還有

Google 關鍵字 vs FB 廣告。Google 行銷主要針對會認真查詢資料、有目標的、

消費欲望高、協助消費者找到企業的平台，是被動接觸消費者、拉式行銷，

關鍵字廣告。而 FB 平台則是輕鬆易滑，滑過就過、無目標性、消費欲望低、

讓企業主動接觸消費者、推式行銷，把內容廣告一直塞到消費者前面。於是

農民要思考消費者決策過程，是從不認識，到認識、互動、選擇、購買。這

些理論與實際的應用都有賴後續再進一步的反思及回饋給地方農民。 

值得一提的是，3 月 20 日的活動過程中，吸引地方記者的關注，他們對

於一個位於台北的科大學生為何會參與「柚花追香」活動感到好奇，計畫主持

人蔡顯榮表示「要活，就要動啊」，本校師生參加花蓮縣瑞穗鄉「柚花追香」

路跑活動，主要是鼓勵同學走出舒適圈、邁向大自然，在此號召下吸引學生及

系友共鳴，甚至有會展界朋友關注參加，形成一場會展職人的美妙聚會，媒體

亦有報導，進一步的做到行銷在地農產品的 USR 創生工作。 

  



活動剪影 

  
與鶴岡國小校長游可如(右三)座談，內容提

及可以規劃地方小旅行方式，讓 USR 計畫

的學理與實務相結合，而 3 月 20 日的柚花

追香路跑活動就是一個成功的範例，值得農

民借鏡參考。 

在走訪校園的過程中，企業人士表示，可以帶

動大台北地區具 CSR 精神企業、公益社團或

組織，來體驗花蓮偏鄉產業的地理條件，更能

深刻體會到促進地方農特產品-柚子，及地方文

化向下紮根的意義非凡。 

  

與地方余新德村長、黃源泉頭目、游可如校

長及等十多位農民進行座談交流，進一步踩

踏探勘原民文化，以收集地方小故事，為地

方創生工作增加知識性的文化涵養。  

計畫團隊成員協同台灣連鎖加盟協會副秘書

長柯建斌、揆眾展覽公司副總藍偉琛、京督企

業社負責人趙玉琳、環球購中心板橋店直播主

王嫤潔等人與地方人士合影留念。 

  

以實際參與瑞穗農會「2022柚花追香半程馬

拉松」活動，觀察主辦單位活動設計、場地

與瑞穗農會成員合影，經由近距離交談，實際

明白地方農會對柚香產品的開發，以延伸到對



規劃、動線安排，及報名制度、行銷方式、

場務管理，應證平日所學。 

原民文化的體驗，透過柚香文化路跑活動，將

有形商品(柚子)與無形商品(文化)進行融合。 

  

學生普遍認同參加此次路跑活動，學習到如

何透過活動結合企業資源，讓偏鄉產業得以

經由活動行銷的方式而創生，是平日課堂上

無法實際體會到的真實感受。 

活動進行期間結識了花蓮在地農民，他推廣無

毒、有機植栽，在行銷通路方面仍是藉由參加

路跑活動來觸及更多的消費族群，且觀察出會

參加路跑的人普遍是重視有機養生的族群，如

此經驗分享真是讓學生上了一課。 

 



 

 

 

 

 



 

  

《圖說》花蓮縣瑞穗鄉「柚花追香」路跑活動，部落居民熱情招呼，讓來自台北的師生感到一股溫馨。〈蔡顯榮提供〉 

 

【記者林富貴／花蓮報導】私立宏國德霖科大會展系師生參加花蓮縣瑞穗鄉「柚

花追香」路跑活動，帶隊老師蔡顯榮助理教授鼓勵同學走出舒適圈、邁向大自然，

吸引學生及系友共鳴，甚至有會展界朋友關注參加，形成一場會展職人的美妙聚

會。 

該項動源自於該校推行大學社會責任計畫(USR)，蔡顯榮助理教授為花蓮縣瑞穗

鄉鶴岡國小的家長，行銷推廣自家栽種的柚子。由於鶴岡地區的柚子品牌不及西

部地區，但在好山好水的生長環境下，品質並不輸西部產品，只因為位處偏鄉、



多數自產自銷、部落行銷能力不足，所以經濟較為弱勢。於是結合企業資源，讓

學生能作中學習會展活動技能，讓偏鄉產業得以創生，成為該計畫的首要目標。

而此次路跑活動的參加只是其中體驗的一環。 

揆眾展覽公司藍偉琛副總表示，看到大學老師能以實際行動帶領學生走入偏鄉，

真是佩服，相信學生的學習成果是無價的，在此提醒同學看到想到好的事就要立

即行動，不要像我們入了社會才發現許多事是身不由己，感謝蔡老師召集路跑活

動，我很想參加，但不是每次都能參加，這次可以就立刻報名了。 

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柯建斌副秘書長說，自己曾參與多次蔡老師的 USR活動，

充份感受到會展系學生的熱情，我想會展從業人員最需要的元素就是熱情。 

同學可以路跑過程中，觀摩大型活的籌辦，包含報名系統、報到手續、動線規劃、

開幕儀式、伴手禮…等，都是很好的機會教育場域，同學應當把握。 

而這次路跑共分 21公里(半馬)、11公里(四分之一馬)、6.8公里(迷你馬)，沿途

柚花香香陣陣，部落居民熱情招呼，讓來自台北的師生感到一股溫馨，也加深了

未來繼續投入 USR的力道。 

圖說：蔡顯榮助理教授(左三)與該校師生合影。(宏國德霖科大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