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讀「利吉惡地」地質公園：地質與環境教育閱讀】 

推廣活動 

成果報告 

 

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古春梅 

 

時 間：108 年 7 月 11 日（四）10:00-17:00 

地 點：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資訊棟 2F 推廣教室／利吉惡地 

與會者：約餘 80 人 

 

一、學員報到及開幕式 

開幕式由本館讀者服務組葉淑綾組長主持，先由謝明哲館長（兼中

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東區分區委員會主任委員）歡迎來自國立宜蘭

大學、慈濟大學以及花蓮文化局等宜花東地區愛好地質與環境教育近

80 餘位夥伴們的蒞臨，緊接著介紹「利吉惡地」地質公園倡議人之一，

目前執教於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的李光中老師，進行專題

演講。 

 

 

 

 



二、專題演講 

李老師以「惡地、佳果、吉人居」為題，先從全球思考、制度適用

及在地行動的面向論述地質公園的核心價值，再以接地氣的口吻分享其

研究團隊長年在「利吉」，協助地方創生與社區培力的蹲點經驗，就如

謝館長所言，我們不僅對李老師研究團隊持之以恆的服務熱忱由衷佩服

之外，從中更習得地方創生必須以居民為主，凝聚共識後社區才得以永

續發展。 

 

 

 

 

 

 

 

 



三、說故事與農事體驗 

中午休息時間，為使學員對「利吉惡地」的文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會場播放由慈濟大愛電視台製作的【發現】惡地‧佳果‧吉人居節目，而

下午參訪體驗活動，在葉淑綾組長開場引導後，兵分兩車，沿東 45 線

出發，透過在地說故事達人的領路，以及李老師及臺灣地質公園學會紀

權窅理事的專業補充下，知性與探索之旅就此展開。 

 

（一） 利吉惡地特有的自然景觀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書中常讀到的利吉混同層地質露頭、小黃

山等這些可比擬國際級台東獨有的自然景觀，竟近在咫尺地矗立在

眼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85z713hZB4


（二） 瞭望社區與農事體驗 

巨石高台上，社區整齊的建築街道、小黃山、卑南遺址公園、

台東火車站等地形、地貌盡收眼底；漫步社區街道，可近看蝶豆花、

山豬、公雞、幼鳥巢等動植物，而利用回收寶特瓶合力籌建的聖小

德蘭教堂（又稱「寶特瓶教堂」），更是令人動容的社區美談；憫

農詩中提及，「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學員們揮汗後的

農事體驗，喜嚐「很慢的」芭樂，以及各式堅持不灑農藥「祝甜的」

芒果。 

 

結語： 

國立臺東大學為體現「智慧、健康、美學、永續」為內涵之國際綠色大

學，本次活動，從一開始就以「利吉惡地」地質公園為主題，期望藉由統整

跨域學習領域，主題式地探討環境永續以及推動地方創生的議題。「利吉惡

地」因其特殊的地質及地形條件而遠近馳名，原漢族群各半的居民，適應泥

地的環境，孕育出芭樂、芒果等甜美果實。但李老師也坦言，社區永續發展

的關鍵是要讓社區居民在自己的意願下，對在地自然資源進行永續利用，並

從中受益，無法獲益、缺乏意願或枯竭資源，皆無法讓社區的行動持續下去，

因此「生產」、「生活」、「生態」這三者共生共榮、缺一不可。因此，「給

他魚吃不如給他釣竿，還要教他釣魚的技巧」﹐李老師期許「利吉社區發展

協會」，除了持續創意推廣泥岩生態旅遊之外，未來應該要整合「一利」（利

吉）、「四富」（富山、富源、富岡、富豐）、「史博館──卑南遺址」等

在地資源，共同推動社區永續發展。親身體驗感受書中知識和講座訊息，學

員們透過今天的走讀體驗，相應書中所習得的知識，各個收穫匪淺，受益良

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