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定邦中學
台東、花蓮
環保文化考察團
行程簡介會



出發及回程日期

出發日期 :  2017年3月20日
星期一

回程日期：2017年3月23日
星期四

行程四天

包括前往高雄、台東、花蓮



預計乘坐航班：香港直航往返高雄

去程：港龍航空 KA452-08:00/09:25
港龍航空 KA432-08:50/10:20

回程：港龍航空 KA437-15:10/16:40
港龍航空 KA457-21:25/22:55



攜帶証件
香港特區護照/其他國籍護照
/香港簽證身份書/中國護照

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証

需要已申辦
台灣簽證

網上或親身辦理

有效期需要六個月或以上
(回程日起計)



膳食
(旅行社安排)
Ø (3餐)早餐於酒店餐廳內
Ø 午晚餐於當地餐廳

(美濃客家菜)(田媽媽風味料理)(池上便當)



抵達高雄小港機場



Ø 參觀拉勞蘭原住民部落

這裡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排灣族部落，部落原本位在香蘭山上，
日治時期被迫下山來，經過幾次的遷移到了現在新香蘭的地方，
跟阿美族人混居在一起。因此每年七月，在新香蘭這裡會有阿
美族豐年祭，也會有排灣族的收穫祭。

部落產業發展重要據點的小米工藝坊。拉勞蘭部落致力推廣小
米種植，在部落後方的山坡上種有兩甲的小米園。近來養生的
概念盛行，小米的好處逐漸受到重視。



Ø 拉勞蘭原住民部落



參觀布農部落

Ø 布農部落位於台東縣延平鄉桃源村，由布農文教基金會所
設，為白光勝牧師一手創立，凝聚族人力量共創就業生機，
布農部落園區開放給原住民創作者展示各種現代鐵雕、木
雕、石板藝術品，布農文教基金會並提供就業機會給布農
部落青年，讓他們找回原住民對於傳統文化的認識與自信，
也提供我們一個體驗原住民生活文化的機會，布農部落所
呈現的各項展示作品，顯示原住民的藝術創作風味為主



(欣賞八部合音表演)

祈禱小米豐收歌是一首臺灣原住民布農族傳統祭典音樂，被人
誤稱為八部合音，布農族人則稱「Pasibutbut」。在每年1月至
3月，正逢小米收獲的季節才出現。雖然名為八部，實際人數
並非限於八人，可增加至十二人，以人聲方式發出韻母聲進行
和聲。



參觀原生應用植物園

Ø 位在初鹿牧場旁的卑南鄉山區，為台東縣藥用植物發展學會
及相關產、官、學界所共同推廣之示範植物藥園，整個園區
中主要建設面積大約20公頃左右，另有200多公頃的藥草園
區，種植有2000多種藥草，而且99%是台東原生種，為了讓
台東的藥草更有效的被認識與應用，分別與中國醫藥研究所
等學界及台東農業改良場合作園圃經營背景為創立生物科技
(股)公司，其經營團隊由總經理亦為現今知本湯的大飯店之
楊總經理親自率領成軍，並結合多家溫泉飯店與相關業者共
同出資成立了「台東原生應用植物園」，並於2005年3月初
正式開幕。



Ø 參觀原生應用植物園



參觀金色豐收館
參觀稻米原鄉館、
漫遊伯朗大道、池上飯包文化故事館

Ø 池上鄉農會希望能結合專業碾米加工製程、米食DIY體驗與池
上農事體驗活動等，讓本廠能成為一個兼具教育與休閒的景
點，於是民國100年成立觀光工廠，以期提供旅客一個感性休
閒與知性教育之場所。廠區內設有金色豐收館內含文物區、
體驗教室，還提供免費的場區預約導覽，以及禮品展售中心
等服務及設施，成為全台唯一結合精緻碾米加工與稻米教育
之觀光工廠。

Ø 古時候農家自存或繳租都是用稻穀，而要把稻穀化為米，就
必須以「礱」來碾磨使糙米與穀殼分離。以竹、土、木為材
料的礱，台語稱為「土礱」。



Ø 參觀金色豐收館
Ø 參觀稻米原鄉館、漫遊伯朗大道、
池上飯包文化故事館



參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管理處
羅山管理站-花蓮羅山有機村

Ø 羅山遊憩區位於富里鄉羅山村，這是一個位於海岸
山脈旁的小農村，居民以客家人為主，約佔80%，
其餘20%則為閩南人及平埔族人。鑑於羅山村內豐
富的自然景觀資源，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將此區內
的各遊憩據點加以整合，規劃成一處遊憩區。



Ø 參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管理處羅山管理站-
花蓮羅山有機村

(農家體驗 : 羅山炒米香、泥火山豆腐DIY)



Ø 參觀三仙台

Ø 位於台東縣成功鎮東北方的三仙台，是由離岸小島和珊瑚礁海岸所構成，島上
奇石分布，其中有三塊巨大的岩石，傳說呂洞賓、李鐵拐、何仙姑曾登臨此島，
因而得名。

Ø 三仙台島的地質屬於都巒山集塊岩，原來是一處岬角，因海水侵蝕逐漸斷了岬
角頸部，而成了離岸島。過去想參訪三仙台的遊客只能利用退潮時，涉水而過，
1987年完成了八拱跨海步橋，它的波浪造型，宛如一條巨龍伏臥海上，銜接三
仙台和本島，已成為東海岸極為著名的地標。

Ø 三仙台全島面積約22公頃，最高點海拔約77公尺，設有環島步道，悠閒瀏覽約
需2小時。島的四周珊瑚礁環繞，由於強烈的風化和海蝕作用，讓島上除了仙劍
峽、合歡洞等與三仙台故事有關的天然奇景外，還且散佈著海蝕溝、壺穴、海
蝕柱、海蝕凹壁等海蝕景觀，登島遊覽頗富尋幽訪勝之趣。

Ø 生態景觀豐富的三仙台，因人為干擾少，島上處處可見林投、台灣海棗、白水
木、濱刀豆等濱海植物，是研究海岸植物生態的重要據點，並被列為自然保護
區。島的南端到基翬一帶海域，有美麗的珊瑚礁和熱帶魚群，是花東海岸線海
底景觀最美的地方。、



Ø 參觀三仙台、



參觀比西里岸(白守蓮部落)文化中心

白守蓮緊鄰在三仙台北側，是一處很純樸的阿美族部落。比西里岸Pisirian是阿美族語，
有放羊的意思，這是部落原來的名稱。部落原本是在現址後面的山坡上，在1947年受
颱風侵襲，嚴重損毀部落，所以遷移到山腳下的海邊定居。

白守蓮原本只是一個平淡無奇的靠海小漁村，但自從部落社區發展協會在2006年開始
進行寶抱鼓以來，部落由內而外開始蛻變。

在推行寶抱鼓後，部落的年輕人建立明確的目標，也凝聚更多的共識，規劃出社區的
比西里岸文化中心。文化中心以巨大的漂流木為支架，用茅草為屋頂，搭配不規則狀
的白牆，整體建築既有阿美族的影子又有熱帶島嶼的風情，讓人眼睛不禁為之一亮。

文化中心裡面是模仿一個小型劇場的設計，一樓就是讓遊客欣賞寶抱鼓的地方，二樓
則是眺望海景的觀景台。這裡也提供旅客旅遊資訊，同時展示部落手工藝品和農特產
品。



Ø 幾米藝術作品



Ø 加路蘭遊憩區–漂流木利用

Ø 加路蘭，它是東河鄉的阿美族部落，阿美族語稱為「kararuan」，意指洗頭髮
的地方，因為附近小溪富含黏地礦物質，洗髮後自然潤濕亮麗而得名。

Ø 加路蘭遊憩區原本為空軍建設志航基地時的廢棄土置放場所，經東管處數次以
生態工法整建後，新增停車場、觀景台及裝置藝術，將廢棄區域整理成一個富
有風情的遊憩區域與休息站。

Ø 加路蘭遊憩區也是手創市場的新據點，一群東海岸藝術創作愛好者，以趕集的
方式聚集在這裡，分享他們的夢想與生活方式，展售屬於他們的創意。加路蘭
手創市集固定每年都會舉行，找個時間來這裡逛逛市集，親身體驗結合自然、
簡單、創意與原味的海洋風情。



小野柳風景區–地質考察

Ø 位於富岡碼頭北方的海域，海濱羅列各種，以奇形怪狀的
岩石著名，有如台灣北部的野柳，故稱為「小野柳」。巨
大的珊瑚礁群曲折迷離，岩上並有海榕生長，景觀十分特
殊。在此聽濤、野營、玩水、捉魚皆很適合。

Ø 地形因局部摺及理發達，經過亙古風化、海蝕作用，
形成單斜脊、豆腐岩、蕈狀石等各種奇岩怪石，宛如天然
地理教室。因風景酷似北海岸的野柳，故名小野柳。假日
可至此賞海、捉熱帶魚，亦不失為一好去處。



Ø 參觀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導覽解說)
Ø 卑南文化公園(考古遺跡)

Ø 位於臺灣臺東縣臺東市，是臺灣最主要的國立人類學與
自然史博物館，也是臺灣東部唯一的國家級博物館，以
臺灣史前文化和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的文物收藏、研究與
教育推廣為主。

Ø 史前館的基礎在卑南遺址，
Ø 該館建築設計是經國際競圖選出，由麥可·葛瑞夫設計興
建。館地約有10公頃，東邊是博物館，西邊是卑南文化
公園。



Ø 參觀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導
覽解說)

Ø 卑南文化公園(考古遺跡)



建議住宿

Ø 台東娜路彎銀河酒店
Ø 地址： 950台灣台東縣台東市豐興路66號



建議住宿
Ø 旗魚金典商務大飯店
Ø 950台灣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一段537號



建議住宿

Ø 台東文旅休閒行館
Ø 950台灣台東縣台東市博物館路1號台東文旅



建議住宿

Ø 台東池上牧野度假村
Ø 958台灣台東縣池上鄉新興村新興110號



建議住宿

Ø 大坡池度假會館
Ø 地址： 958台灣台東縣池上鄉信義路39號



回程
高雄小港機場
直航飛返
香港國際機場



出發前，如有任何查詢可
與永安旅遊遊學部聯絡

永安旅遊 遊學部熱線
2121-9238（林小姐）
9638-8644 （蕭先生）

電郵查詢
elsalam@wingontravel.com

samsonshew@wingontrave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