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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區介紹-⿓井區
⿓井區位於台中市⻄南沿海地區，⾯積約40.82平⽅公⾥，⼈⼝約7.9萬⼈。
⿓井區原屬台中縣，2010年隨著縣市合併，成為台中市的⼀部分。⿓井地區
以農業發展為主，盛產稻⽶、⻄瓜、地瓜及花⽣等農作物，並擁有台中⽕⼒
發電廠等重要工業設施，是台灣電⼒供應的重鎮。
⿓井區⾏政區域內劃分為16個⾥，如⿓泉⾥、麗⽔⾥、⽵坑⾥及福⽥⾥等，
並擁有豐富的⾃然景觀和⽂化歷史，如⿓⽬井，是區內著名的歷史遺跡。此
外，⿓井區緊鄰台灣海峽，海岸⾵光秀麗，適合休閒觀光。區內交通便利，
擁有國道三號、台61線⻄濱快速道路等主要交通幹道，並設有⿓井⾞站，提
供便捷的運輸服務。⿓井區結合農業、工業與觀光，成為台中市具發展潛⼒
的地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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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井
1. 歷史背景
⿓⽬井位於台中市的東區，建⽴於清朝時期台⼈⼈開墾的時候居⺠和農業⽣產對⽔源需求極
大，是當時候當地的重要⽔源之⼀。
2. 井名由來
井⼝形狀與⿓眼相似，因此得名「⿓⽬井」。也有⼀些地⽅傳說認為，這⼝井與⿓神有關，
因此才取名為「⿓⽬井」。
3. ⽔源與功能
過去:附近居⺠的重要資源之⼀，可⽤於灌溉及飲⽤⽔。
現在:是當地的⼀個歷史性地標。
4. 現代意義

台中市的⽂化古蹟之⼀
⾒證了當地⽔利系統的演變和發展與⽔利歷史。

5. 保護與展⽰
⽬前，台中市政府對⿓⽬井進⾏了⽂化保護與修復，並設⽴了⼀些標⽰和解說牌，讓更多⼈
了解這⼝井的歷史背景和重要性。此外，周邊的環境也進⾏了⼀些規劃，使之成為⼀個可供
參觀的⽂化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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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說明:⿓井番薯
1. ⿓井番薯的特⾊

台中市⿓井區著名的農產品之⼀
甜美的⼝感和特有的質地，外⽪呈現紫紅⾊，內部肉質豐滿，顏⾊較為鮮豔，⼝感軟糯且
帶有⾃然的甜味

2. ⿓井番薯的種植歷史
⿓井區位於台中市的南部，⼟地肥沃、氣候適宜，⾮常適合種植各種農作物，尤其是番薯。
⿓井番薯的栽培歷史已有幾⼗年，當地農⺠通過經驗積累，不斷改良種植技術，確保每年都
能夠出產⾼品質的番薯。
3. 栽培⽅式

注重⼟壤的選擇與管理，使⽤天然有機肥料來提⾼⼟壤的養分
⿓井區的氣候溫暖，這為番薯的⽣⻑提供了理想的條件

4. 番薯的⾷⽤⽅式
烤番薯、煮番薯、製作番薯點⼼

5. ⽂化與經濟意義
⿓井番薯不僅是當地農⺠的重要收⼊來源，也是台中市的⼀張名⽚。每年都有不少的觀光客
專程來品嚐當地的⿓井番薯，這對於當地的農業和旅遊業發展都有積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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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時間：12/01
參加⼈員：蔡孟庭、王昱⽂、李怡蓁

10:00靜園餐廳集合搭公⾞
11:30到達⿓⽬井(約15分鐘)
12:00吃午餐
13:10到達番薯⽥(30分鐘)
13:40踏查結束回家~

實地踏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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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腳本
⼩菜：各位聽眾朋友，歡迎回到「地⽅Papago」，我是主持⼈⼩菜！ 
⼩葉：我是主持⼈⼩葉！ 

⼩菜：今天這集節⽬特別精彩，因為我們要帶大家來⼀場「說走就走」的⼩旅⾏，介紹⼀個離我們學校超近，但
你可能沒真正認識過的地⽅——台中市⿓井區！ 
⼩葉：欸，講到⿓井區，很多⼈可能只知道「它是個過站」，或者想到這裡的地名來⾃「⿓井」，但實際上，這
裡可是充滿了"歷史故事"和"在地美味"的地⽅喔！ 

⼩菜：所以這次我們決定實地探訪，挖掘⿓井區的兩大特⾊：「⿓⽬井」 和 「⿓井蕃藷」！坦⽩說，這兩個名
字聽起來好像很平凡，但我們的旅程真的"充滿驚險、歡樂"，甚⾄還有⼀段「被貓耽誤」的插曲（笑）。 
⼩葉：沒錯！尤其是我們走到最後⼜曬⼜餓，還⼀度懷疑⼈⽣，但那種⾟苦之後的滿⾜，真的是超級值得的！ 

⼩菜：聽到這裡，是不是很期待？大家準備好了嗎？⼀起跟我們走進「⿓井探險⽇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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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訪⿓⽬井的過程 
⼩菜：話不多說，先來說說我們尋找「⿓⽬井」的經歷。當天我們⼀早從學校出發，搭了半個⼩時的公⾞來到⿓井區。 
⼩葉：本來以為很順利，沒想到⼀下⾞，就發現我們完全"找不到⽅向"！⿓井區分成「上區」和「下區」，我們兩個⼀開始搞
不清楚，⼿機導航也派不上⽤場，只好開啟「⼈肉導航模式」。 

⼩菜：對！所謂的⼈肉導航就是「走到哪、問到哪」。但就在這時候，我們的注意⼒被「路邊的⼀隻橘貓」給吸引了！ 
⼩葉：（笑）那隻貓咪真的是太可愛了！它就坐在牆⾓，懶洋洋地盯著我們，好像在說：「你們迷路就迷路，先來陪我玩⼀下
吧？」 

⼩菜：然後我們兩個根本就「淪陷」了！當時太熱、太累，看到貓咪像看到救星⼀樣，結果我們還跑了⼀段路到超商買了"貓
條"，特地回來餵牠！ 
⼩葉：餵完之後，貓咪還⼀臉「朕已滿意」的樣⼦，擺尾走⼈，留我們兩個在原地苦笑：「啊……我們到底在幹嘛？」 

⼩菜：哈哈！但這也成了我們這趟旅程的⼩確幸。餵完貓後，我們⼜繼續問路，最後碰到⼀位超親切的阿嬤。我問：「阿嬤啊，
請問⿓⽬井在哪裡？」 
⼩葉：阿嬤笑著說：「年輕⼈，現在誰還在找那⼝井啊！？」但她還是很耐⼼地指了⽅向，最後還補充⼀句：「要走很遠喔！加
油！」 

⼩菜：聽到這裡，我們兩個差點崩潰（笑），但不管怎樣，還是繼續朝著⽬標前進。結果走了好⼀段路後，終於找到⿓⽬井！ 
⼩葉：當看到井⽔的那⼀刻，所有疲勞真的瞬間消失！⿓⽬井的井⽔清澈⾒底，平靜得像⼀⾯鏡⼦，藍天⽩雲倒映在⽔中，整
個畫⾯美到不⾏。 
⼩菜：難怪會有「⿓的眼睛」這樣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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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的故事分享 
⼩菜：⿓⽬井的歷史可是有來頭的，它可以追溯到清朝時期，當時先⺠為了解決⽔源短缺的問題，特地在這裡挖
了這⼝井。 
⼩葉：這⼝井不只是居⺠⽣活的中⼼，還承載著許多傳說。像當地的阿公就跟我們說，⿓⽬井代表著「⿓的眼
睛」，井⽔越清澈，象徵⿓的⼒量越旺盛，可以守護這⽚⼟地。 

⼩菜：聽到這些故事，真的覺得這不只是⼀⼝井，⽽是⼀段充滿溫度的歷史，串連起了當地⼈的記憶和情感。 
⼩葉：雖然現在⿓⽬井已經不再是主要⽔源，但很多居⺠的童年回憶都和這⼝井有關，像是取⽔、玩⽔的畫⾯，
聽起來特別有畫⾯感。 

⼩菜：如果大家有機會到⿓井區，⼀定要來這個"隱藏版景點"，不僅感受它的美，還可以聽聽當地⼈分享的故事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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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蕃藷介紹與品嚐經驗 
⼩葉：說完⿓⽬井，我們⼀定要來聊聊⿓井的「⿓井蕃藷」！這可不是普通的地瓜，⽽是台中海線地區的⿈⾦特產！
⼩菜：沒錯！⿓井的地瓜之所以這麼厲害，要歸功於這裡的天然條件。⿓井的⼟壤是典型的沙質地，排⽔性超好，加
上⽇照充⾜，培育出來的地瓜特別鬆軟⾹甜，還帶有獨特的「⽇光味」。

⼩葉：當地⼈說，⿓井的地瓜⼀咬下去，就能吃到陽光的溫度！聽起來是不是超浪漫？但我們實際品嚐過之後，真的
覺得這句話⼀點也不誇張！
⼩菜：我們這次到訪了⼀家超有名的地瓜農場，⽼闆說他們的地瓜品種豐富，有⿈⾦地瓜、紫⼼地瓜，還有更少⾒的
栗⼦地瓜，每⼀種都有不同的⾵味。

⼩葉：⽼闆還大⽅讓我們試吃了⼀輪！第⼀個上桌的是「烤地瓜」，那地瓜⽪⼀撥開，裡⾯的果肉⾦⿈透亮，還冒著
⾹氣，真的是⾹甜⼜綿密。
⼩菜：尤其是栗⼦地瓜，⼝感像是綿密的栗⼦泥⼀樣，帶著淡淡的甜味，吃起來超療癒！當地⼈說，這種地瓜最適合
直接蒸煮或烤，保留它最原始的⾵味。

⼩葉：接著我們還吃了地瓜冰淇淋！我超愛那個「地瓜芝麻冰」，甜⽽不膩，芝麻的⾹氣和地瓜天然的甜味融合在⼀
起，真的好吃到讓⼈停不下來！
⼩菜：還有「地瓜⽜奶冰」，這個真的是清涼⼜濃郁，冰淇淋裡還能吃到地瓜的⼩顆粒，⼝感豐富到讓⼈驚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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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我們兩個還點了⼀份現炸的「地瓜球」，外⽪⾦⿈酥脆，咬下去⼜Q⼜⾹。這種⼩點⼼
真的是吃⼀⼝停不了，我們最後⼀⼈吃了⼀整袋！（笑）
⼩菜：結果我們吃完後還「失⼼瘋」，買了好多地瓜相關的伴⼿禮，像是地瓜乾、地瓜酥，甚
⾄還買了⼀包地瓜粉，打算回宿舍煮地瓜湯、做地瓜煎餅。
⼩葉：當地農⺠還教我們，地瓜不只好吃，營養價值也超⾼！像地瓜富含膳⾷纖維、維⽣素
C，熱量低⼜能促進腸道健康，是天然的養⽣⾷材，難怪被稱為「平⺠的超級⾷物」。
⼩菜：⽽且他們也很擅⻑⽤地瓜⼊菜，像是「地瓜燒酒雞」、「地瓜粥」、「地瓜煎餅」，甚
⾄是地瓜咖哩，這些創意料理真的讓⼈大開眼界！
⼩葉：還有⼀位阿姨跟我們分享，她家從⼩吃地瓜⻑大，逢年過節，她都會做「地瓜麻糬」，
那Q彈的⼝感搭配甜甜的地瓜餡，讓⼈⼀吃就愛上！
⼩菜：聽著阿姨邊說邊笑的樣⼦，就能感受到地瓜在當地⼈⽣活中，不只是⾷物，更是⼀種滿
滿的幸福感和回憶。
⼩葉：所以啊，來到⿓井區⼀定要大啖「⿓井蕃藷」，不管是現烤、冰品還是各式點⼼，都能
讓你⼀⼝接⼀⼝，越吃越著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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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映⿓井⽣活節活動分享 
⼩葉：最後，⼀定要跟大家介紹⿓井的年度盛事：「綠映⿓井⽣活節」！ 
⼩菜：這個活動結合了「永續發展⽬標（SDGs）」和⾷農教育體驗，還推廣在地農業精
品，讓大家認識⿓井的特⾊農產品。 
⼩葉：步道上設置了"巨型裝置藝術"，繽紛⼜好拍，讓大家邊健⾏邊發現驚喜。現場還有超
多打卡點，絕對是拍照愛好者的天堂！ 
⼩菜：此外，農會還展售特⾊伴⼿禮，像「御賞⻄瓜」、「傳⾹⽶禮」、「藷韻禮盒」，
甚⾄還有「傳⾹花⽣油」，每年都被選為台灣農漁會百大精品。 
⼩葉：活動現場也有⼿作DIY體驗，像是地瓜點⼼製作，讓大家親⼿玩出創意，真的是有趣
⼜有收穫！ 
⼩菜：這次的「2024綠映⿓井⽣活節」在⽵坑南寮登⼭步道盛大開幕，還邀請藝術團隊創
作的作品「天⽣⼀對」進駐，絕對值得大家親⾃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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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尾聲與互動  
⼩菜：今天這趟⿓井之旅，雖然我們⼜迷路、⼜被貓咪拖延，還頂著大太陽走得快崩潰，但也因為
這些⼩插曲，讓旅程變得更豐富、有趣。  
⼩葉：真的！旅⾏就是這樣，有時候越意外，越美好，回憶也越深刻。  

⼩菜：聽眾朋友們，你們去過⿓井區嗎？還是有什麼推薦的隱藏版景點或地瓜美⾷？都歡迎留⾔告
訴我們！  
⼩葉：下次節⽬，我們會帶大家探訪台中的另⼀個超⼈氣⼩鎮，記得準時收聽「地⽅Papago」
喔！  

⼩菜、⼩葉：那我們下次⾒，拜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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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名稱：地⽅papago
節⽬介紹：本次節⽬是在說明「⿓井」在地景點及特⾊美⾷，主要著
重在「⿓⽬井」、「⿓井番薯」，帶領聽眾走進秘境尋找只有當地⼈
知道的景點以及其他地⽅品嘗不到的地瓜美⾷。
製作團隊：
主持⼈：蔡孟庭、李怡蓁
腳本撰寫：王昱⽂、顏妤真
聲⾳錄製：彭亭毓
節⽬剪輯/配樂：⿈⾀瑩

節⽬上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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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蔡孟庭:

經過了這堂課程後，我成功對Podcast產⽣興趣，最近也開始會去聽，對於僅⽤⽿朵去感
受事物⼜近⼀步的了解。其次就是實地踏查的⽅⾯，因為我不是在地⼈所以對這裡的歷史
不是很了解，但是經由這次的作業我也有了對這裡的更多認識。 

彭亭毓：
 

⿈⾀瑩:

經由上了這堂課之後，我發現錄製podcast並不是我想像中的那麼容易，從想劇本到最後
的剪輯都必須要團隊⼀起合作，也同時培養了團隊合作的能⼒。此外，我們這次選擇的是
⿓井地區，也讓我更深⼊的去了解到當地更多的知識與特⾊。

這次到台中⿓井區踏查，並製作Podcast介紹當地，讓我對這個地⽅有了更深的了解。實地走
訪中，我看到了⿓井區的⽣活氣息，也發現了許多有趣的景點和美⾷。製作Podcast的過程，
從資料收集到錄⾳，雖然⼀開始有點不習慣，但慢慢摸索後，學到了很多新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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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李怡蓁： 

王昱⽂：

顏妤真：
在上這堂課之前，我從未接觸過podcast甚⾄去聆聽過，但在上課之後也漸漸開始有了興
趣，也慢慢建⽴有在聽podcast的習慣並從中學習⼀些平常不會接觸到的領域。⾝為⼀個
從外地來讀書的外縣市⼈能如此熟悉⿓井區的相關⽅⾯，也是⼀個很大的收穫。

剛接觸podcast可說是既期待⼜害怕，實際操作起來也不是很容易，很多都是第⼀次，不過
完成後⼜充滿成就感，會覺得之前的⾟苦都是值得的，⾝為中部⼈卻從沒⼀次探索過⿓井這
地⽅，由這課程也讓我更加了解了⿓井，這也是實際探訪過後最大的收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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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平常有聽過廣播節⽬，但是第⼀次接觸Podcast，並且要在上⾯製作節⽬讓我感到很
新奇。透過這次場地探勘與撰寫講稿，使我更加了解⿓井區特有的特產及歷史背景，收益
良多。



⿈⾀瑩   彭亭毓 李怡蓁 王昱⽂ 顏妤真 蔡孟庭

實地訪查

簡報

Podcast

工作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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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瑩   彭亭毓 李怡蓁 王昱⽂ 顏妤真 蔡孟庭

主持⼈

腳本撰寫

聲⾳錄製

節⽬剪輯

工作分配表(Po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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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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