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留臺鐵宿舍老牆，打造追火車公園。

寧靜的泰安社區，位於臺中市最北端，剛好在

大安溪南岸的沖積平原，地形狀似金魚。此區未開

發前，原是大安溪流經之地，前人稱之為「溪底」，

有時還可聽到老一輩長者這樣稱呼，後來因大安溪

河川改道，道光年間開始開墾。早期大安溪堤防簡

陋，遇雨成災受害慘重，村民為求國泰民安，1955
年正式取名為「泰安」，這裡有古蹟文化、田園景

緻、登山步道、櫻花園區及多元在地美食，使泰安

風光如萬花筒般燦爛。

農村再生  連奪金獎
泰安居民早期以務農為主，盛產稻米、芋頭及

花卉，但農民的收入有限，為求轉型，近年社區積

極參與農村再生計畫，不僅獲得經費大幅更新軟硬

體設備，也朝更具經濟價值的有機農業發展，結合

各項人文與自然資源推動觀光。漫步在泰安質樸的

田埂間，雨後土壤散發著芬芳清香，俯拾皆是的不

只有瑰麗山色，還有在地躍動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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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里泰安社區
農力再起  深耕農業新價值

2014年是泰安社區成績斐然的一年，連奪農
村再生「農村窳陋空間改善競賽」特優，以及「大

專生洄游農村競賽」金獎，那年亞洲大學視覺傳達

設計系學生進駐社區，與居民同心協力，將原本面

臨拆除的臺鐵宿舍老牆保留下來，導入火車元素，

改造成「追火車公園」，展現社區依山傍水的地景

縮影，也是廢棄空間再利用的最佳典範。

今年泰安社區持續辦理大專生洄游計畫，特別

的是，來自美國和越南的國際學生也參與其中。社

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李奇芳表示，本次主題為「農產

業循環經濟」，簡單來說，就是讓農業產生的廢物，

重新回歸土地產生新價值，例如用來接枝的梨梗、

梨枝，過去用完都是直接燒掉，易造成空氣汙染及

二氧化碳排放，但經專業熱裂解成生物炭，將它們

放回田裡，具有保水性佳、改善土壤酸鹼值、作為

農藥或肥料的緩釋劑、促進土壤微生物作用和加速

有機質分解等效益。

友善大地  提升傳統農業價值
有機農業不但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價值，更重要

的是友善大地的精神，因此泰安社區下一個努力的

方向是「在地生產、在地製造」—透過栽種嚴選黑

豆，再加入泰安本身的優質稻米，釀造味香甘醇的

黑豆醬油，從原料到商品一條龍生產，減少碳足跡；

另外，李奇芳認為芋頭加工食品也極具潛力，如能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帶動農村經濟，年輕人就不需

要離鄉背井討生活。

2016年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辦「深度文化之
旅」泰安社區為 6條路線之一，主打追火車公園、
舊火車站、震災復興紀念碑、后里圳、落羽松以及

櫻花林等，且用心安排英文導覽讓外國朋友也能共

襄盛舉，一梯次 38個名額，竟吸引 200多人報名。
李奇芳說，或許因為都市生活太苦悶，泰安浪漫的

越南大學生享用傳統農村美食

泰安的社區深度文化之旅令參與者大呼值回票價

碳化後的梨枝，放回田裡好處多多。

農村風情更顯魅力十足，今年路線拓展至 17條，
泰安不缺席，預計於 10月及 11月粉墨登場。

讓更多人看見也聽見泰安的故事

在人文耕耘方面，社區舉辦「小孩 X 好菜市
集」，規劃各種優良農產品與創意手作攤位，設計

食農教育遊戲關卡，每個小朋友化身小小農夫，讓

更多人看見也聽見泰安的故事；針對國小高年級同

學，則有小小導覽員培訓與小小記者體驗營。由於

越多越多小孩整天盯著手機看，社區特別重視「人

與人之間的互動」，期許將對這片土地的理解從小

扎根，讓在地關懷彷彿種子撒在土裡，最終成樹、

成林。

李奇芳指出，即將到來的花博就在后里，屆時

將有許多國內外遊客造訪泰安，過去幾年居民齊力

革新窳陋空間，使泰安變得更美、更迷人；深度文

化之旅舉行，有助於當地人培養更嫻熟的導覽技術，

讓待客之道從「心」出發。一個傳統農村，整合優

勢、扭轉劣勢，走出耳目一新的風格，泰安社區的

經驗值得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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