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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後當外來資源和組織紛紛撤守之際，因為

我們決定成立在地團體經營部落共同廚房，過去十年我

們在大安溪沿線生根茁壯。開啟部落產業，盈餘回饋部

落照顧，這幾年我們努力減少對政府的依賴，開始了三

分之一經費來自政府、三分之一經費來自民間捐款、和

三分之一經費來自產業收入這樣的理想與實踐。部落廚

房在大安溪沿線支撐約三十個家庭穩定收入，約二十個

老人的照顧及送餐，還有好多的部落照顧方案……我們

一直知道總有一天要自主自立，總有一天勞委會多元就

業的方案會告一段落，但產業或市場的邏輯在大家多年

奮鬥不懈的努力下，我們仍無法交出漂亮的成績單……

。目前的產業盈餘在多年的累積和嘗試中雖然已可以自

主支持約五名工作者在地就業，但我們有30個人左右

的生活要顧。去年底，就如我們一直以來的心理預備（

只不過提前到來了），勞委會培力就業計畫的案子沒有

通過，我們從今年一月起頓時短少七個人事費的補助。

廚房在去年底陷入了一陣的躊躇和慌亂，到底是誰要失

業了回家去呢？

大家開始檢視這幾年的工作，也回顧了部落廚房

這幾年的累積，試圖找到出路。除了不斷的開會，建治

、素鳳和我也跟所有的夥伴一個一個認真的談過，從再

一次了解每個部落廚房成員的家庭故事、了解大家在部

落廚房一路走來的感想、最重要的是試著了解在廚房的

這份工作究竟在各個家庭支持佔了一個怎麼樣的位置。

雖然我們都是一起在部落廚房工作多年的親密夥

伴，但也在這樣的對話和敘說中，更看到彼此的辛苦和

堅持，更看到彼此是那麼淺淺深深的綁在一起。原來，

有人的名字背後有一段小時候被不要的故事；有人還在

重新出發
重回土地上，深耕：大安溪部
落工作站的二次革命

為了九二一倒掉

卻不得不付的貸

款遙遙無期的攤

還著無解的哀傷

；有人從Yada在

廚房工作到已經

是Yaki了，卻還

是一個家不得不

撐起來孤單的支

柱……而最欣喜

的，是聽到一段一段生命的改變以及跟部落廚房交織在

一起的故事，大家吵吵鬧鬧卻也相知相惜，有人把這裡

當成了生活的重心，有人待在家裡反而不習慣，有人颱

風天第一件事是先跑來廚房關心廚房的情況……

如果說，九二一之後，我們選擇長期蹲點和發展

部落廚房的共同照顧機制是我們的第一次關鍵變革，那

麼，大安溪工作站的第二次革命要來了。這次是深刻的

回看和反省過去幾年的經驗，希望把越來越朝向管理主

義和專業主義慣行農法的社工，試著挪移到更貼近部落

更有草根力量的自然農法的土地上，而原本安於受僱者

被決定者的部落媽媽們，嘗試往自己作主合作找幸福的

團結經濟方向前進。歷經幾個月的慌亂，我們比較成形

的應變措施，有開啟自然農法的耕作與城鄉的鏈結的泰

雅小舖及部落菜市場方案，部落廚房的經營也更朝向團

結經濟的產業自主模式，社工的發展廚房要更蹲到部落

去，也要發展工作站的公田，開始走出辦公室到土地和

農園裡一起深耕。請大家繼續的給我們支持和意見，一

起度過難關也踏出邁向永續的第一步。

秘書長的話︰二次革命          秘書長／黃盈豪

深耕德瑪汶協會的理監事們，總是全力支持，彼

此相互理解、有著不同於組織關係的情誼，勝過例行

會議形式，一直是第一線工作者背後最有力的支柱。

降低政府資源補助，一直是協會的目標、理想，

但今年–無預警的補助縮水，非規劃中但提早發生

了，所產生的經費缺口，頓時造成內部慌亂，在經過

全體的一對一面談及緊急討論，試圖找到因應方式，

過程中不同意見的討論及決定，也許有一些不完美，

但還是盡最大努力找到共識，也讓理監事們一起來面

對及認同。  

不同以往的理監事會議，參與的理監事及夥伴們

都給予了很多的回饋、意見，認為方案未過真實呈現

了資源的現實面以及協會財務結構的現況，長期依賴

補助資源應該不是好方法，可藉此重新檢視協會未來

的定位及初衷，組織的屬性是什麼？與部落的關係是

什麼？在部落想開創怎樣的服務？清楚後必會找到協

會的主體，在地力量才會更紮根。

理監事們也讚賞第一線媽媽們的努力，而媽媽們

不應只是受助者、服務對象，反而要思考如何成為有

能力的在地工作者，彼此之間角色的位階是如何的互

動著﹖是平等互助﹖抑或是資源者提供及資源使用者

的關係呢﹖在沒有資源的情況下，更可以讓大家靜下

來思考眼前，怎樣走出新的對等關係，新的合作夥伴

關係呢﹖

「工時減少」這過程面臨到薪資給付之方式改變

。轉折中，希望社工能夠拉出角色陪伴媽媽們，傾聽

外，協會更要進一步擬出未來具體輔導方案，讓媽媽

們可以找到對的位置讓自己安定。

德瑪汶是個有反省能力的團隊，補助方案沒過其

實也是協會的轉機，透過這樣的反省跟討論，我們相

信這是協會重新出發的契機，這樣的思考必能讓協會

找到新的出路，我們也相信明年將會是更有元氣的一

年。

理監監事們的建議

討論×重新出發＝協會新的出路    
行政組長／林素鳳

自然農法在部落

去年的秋天是我們德瑪汶協會進入自然農法耕種的開始。從自然農法友善環境觀念的導入、到取自原始森

林的原生菌種來製作肥料及學習傳承與現代的方式來解決病蟲害等等…問題，我們確實面臨了許多困難。

但所面臨的諸多困難中，最困難的還是導正農友施打農藥與化學肥料這種慣行農法的習慣。原因是自然農

法的初期因為放棄農藥化學肥料的使用，會使農地產量銳減，恐怕危及生計問題，以致於為提高收入達到所謂

市場規格與迎合多數消費大眾“賣相好”的標準，大家還是選擇大量使用農藥肥料，就在這樣的產銷結構上，

大部份農友運用了錯誤的農法（慣行農法），但其所犧牲掉的不僅是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與農友本身的健康，

尤有甚者，其實就是每天可能都要吃到蔬菜的消費大眾了，層出不窮的食安問題不能不叫大家提高警覺。

因此德瑪汶協會的自然農法無毒耕種，縱使要面臨一連串的挑戰與成本、代價，我們勢必堅持下去。然而

雖然艱辛，但我們很慶幸的在很短的時間內，可以有ㄧ群關心環境與健康議題的消費朋友們的訂購支持，讓我

們可以繼續在三公頃的土地上種植無毒安全的蔬果，感恩你們的支持，讓我們更有力量捍衛我們的環境與健康

。路還很漫長，仍需要產銷端彼此攜手努力，從三公頃變六公頃變幾十公頃，我們ㄧ起把環境變的更好，一起

種出更甜美可口安全的新鮮蔬果。

生計×生活＝文化的再深化    
執行秘書／林建治

每月500元，
　您就擁有2.5公尺×1公尺的農園
您可以和我們一同照顧部落弱勢老人
您可以和我們一起尋回泰雅共同照顧的精神
您可以和我們一起編織自給自足的部落夢想

捐款芳名錄請至官網查詢：

http://www.daanriver.org.tw/

聯絡人：認養專員 張月嬌
電話：0987469198
Email：ali550825@yahoo.com.tw

■ 深耕部落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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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

http://somarket.doubleservice.com/daan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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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免費索取，支持我們的部落工作。



今年，沿線的老人關懷站新增了一個據點，也是

離我們最近的達觀社區協會。過了一個年卻發覺好像

好久沒有讓部落老人相聚在一起，於是就和協會合辦

了這次跟往常較不一樣的老人活動！ 

懷著六甲的身孕，深怕無法陪著老人們盡興，

幸好有位來自高雄文化大學的期中實習生協助帶領老

人家暖身操與活絡肢體的小遊戲；加上協會執秘建治

mama與老人們一同分享的農耕小技巧與種植樂趣，我

們發給老人家小花盆，讓長輩們挑選自己所想種植花

（滿天星或菊花），長輩們想像著小盆裁就像需細心

照料的孩子一般，雖然孩子大了不能常常陪伴在自己

身邊；就把小盆栽看作自己的小孩一樣要好好照顧它

們長大唷！也和長輩們約定好下一次見面時以盆栽作

為相識的信物。

中午大家共享午餐的同時，也感謝台中空大林鴻

達大哥的提供物資支持老人送餐服務；當然還有協會

內最辛苦準備午餐的媽媽們讓我們吃得飽飽、喝得暖

暖的愛心！

 
  深耕～春季老人活動      

在大安部落的頭目藝廊，每週一、四晚上都會充滿小朋友的歡笑聲，
我們稱它為快樂屋，期待來這裡的小朋友也能成為最快樂的tayal！

開創×部落照顧＝大安部落兒童快樂屋    社工組／穆佩玉

短短幾個月的討論，終於在三月開始了大安部落

的兒童服務！這是我第一次開展的新服務、也是工作

站第一個跨部落的據點服務，更是第一次嘗試由部落

人為服務提供者的服務模式。

第一次總是會有很多狀況要處理，預算往往都是

最頭痛的關卡。工作站今年因為資源減少、協會自籌

的預算需求提升，服務預算相對縮減，社工們嘗試去

找很多外面的資源來補充，但是在年初這個時間點，

大部分的資源都已經停止提案，沒有辦法申請，好不

容易找到苗栗縣的資源，但也因為我們的會址設在台

中，會面臨到跨行政區的資源議題；幸好象鼻國小很

支持我們在大安部落的兒童照顧，幫忙補充一些課桌

椅，也連結一些可運用的資源，幸運的還有，我們有

最合適的人選和最棒的場地。Yata彭秀妹是達觀國小

退休的校長，得知我們想要在大安部落開展兒童服務

，很願意委身投入，也提供自家蓋的頭目藝廊當作陪

讀的場地，彭校長除了有教育背景外，還有泰雅族語

和音樂的專長，希望在陪讀時教學生一些讀書方法和

泰雅族語，未

來也期待可以

組成大安溪沿

線部落的兒童

合唱團。

今年的兒

童照顧都是德

瑪汶大突破，

舊有的達觀國

小陪讀結合了

廚房農園和產

業，邀請廚房

的爸爸媽媽們擔任講師，傳承文化和對土地的情感，新

據點的大安部落快樂屋文化成長班更是由在地部落長輩

做兒童照顧工作，這些都是部落經驗結合部落照顧的過

程，也是工作站的目標之一！我們兒童服務愈來愈有部

落的味道囉！

2014 年

    社工組長／李以歡

四月起，產業組鼓勵媽媽們到救國團參加職訓，

學習飲料調理，並預備丙級證照的考試。經過了兩個

月的特訓，五月五日考照的日子終於來到，當天產業

組經理小白開車，浩浩蕩蕩載著六位年齡約過半百的

媽媽們來到嘉義市職訓中心國家考場，準備拚一張技

能證照。

媽媽們一路上把握時間拼命看筆記，複習每道飲

品的製作流程，拚勁可一點也不會輸給考大學的學子

們呢!看她們穿著一身帥氣的吧檯師傅專業服飾，為

了這天的考試，他們可是卯足了全力來準備哪!

其實，對大部分媽媽而言，每一張技能證照都得

來不易。來到協會已經四年的師母目前已經擁有烘焙

的證照，她說，學習很快樂，但考試對她們而言是有

點吃力的事，記憶力不像年輕人，要一個個記那些程

序都記不起

來，但那一

張證照，對

他們來說是

一種肯定，

她沒有想到

原來在協會

還有這種學

習的空間。

月嬌說考試

那一天，我們一起考照!

職訓×一起打拼＝技能證照    
理事長／哈露谷

真的會緊張，覺得廚房媽媽真的很認真很厲害，因為廚

房的工作那麼忙，還要抽空練習，很不容易!

一張證照走天下，月嬌和莉萍這對從小一起長大的

好姊妹，身上都擁有中餐、烘焙丙級證照，覺得擁有多

張證照還是很有用，未來若沒了工作，要做休閒農園、

賣咖啡等等，要發展自己的夢想，這張證照就是一大利

器。

媽媽們當天下午即開心領取證照，除了感謝產業經

理小白的協助和辛苦幫她們上課複習的小燕，比較遺憾

的是，沒有全部都考取，難免有遺珠之憾，未來希望鼓

勵沒有考照或差一步之遙就可以拿到證照的媽媽們，再

一起打拼囉。

探索泰雅之美
      部落深度之旅

『深度之旅』一

直是廚房與外地朋友

認識的媒介之一，許

多長期協助、支持廚

房的朋友也大多從這

裡開始。對許多朋友

來說，廚房儼然成為

親子共遊、文化體驗

、員工旅遊的好去處，無論是搗泰雅糕、手環編織、竹

筒飯製作、陷阱架設、景點導覽、美食品嘗、農園體驗

、野菜追尋……等，許多企業公司更喜歡在廚房這裡舉

行員工訓練，透過農務勞動、建築修繕，或是美食籌備

，讓『一起˙共同』的精神凝聚起在這片土地上彎腰的

人們。在一天的辛勤勞動之後，晚上大家可以一起圍在

火堆旁烤肉談天、仰望星空，每年四、五月份到廚房，

還可以到部落夜訪螢火蟲，累了也有當地的接待家庭提

供遠來的朋友們休憩。七、八月的酷暑，部落有涼爽的

樹林與沁涼的溪流等著大家，十月、十一月更有美味甜

柿可以品嚐…。部落美食、美景、好玩的體驗活動族繁

不及備載，內容設計在輕鬆之虞，也富含泰雅族的傳統

文化智慧與教育意義。對於長期支持廚房的朋友，更有

在地人推薦的『隱藏行程』，讓朋友每次進到部落，都

有不同的體驗與感受。如果您覺得工作累了，想轉換一

下生活空間與步調，歡迎您到部落走走～

時程 當季主題1 主題2 主題3

1～2月 櫻花季

野菜認識
、

烹調

自然農

法體驗

3月下旬～5月初 桂竹筍季

3月下旬～5月中 賞螢季

6～9月 溯溪季

10～12月 甜柿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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