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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原資中心)

王進發(Watan‧Kiso)

109年08月25日

新創-轉職新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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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資中心主要成員

職位 姓名 承辦業務

中心主任 王進發
綜理中心業務，統籌中心整體規劃與發展。
校外單位資源聯繫總窗口。

辦事員 林素雲

1.文化教育之推廣活動業務。
2.全校原住民同學資料收集、統整與分析。
3.推廣、輔導及協助部落聯繫。
4.原資行政事務工作推展。
5.原住民學生生活輔導暨獎助學金業務。
6.協助原鄉部落產業發展。
7.其他。

專任助理 高程宥

1.文化教育之推廣活動業務。
2.全校原住民同學資料收集、統整與分析。
3.輔導原住民社團業務。
4.協助原住民族學生相關行政事務工作。
5.原住民學生生活輔導。
6.協助原鄉部落產業發展。
7.其他。

計畫助理 Limuy(黎目伊) USR計畫(專案助理)-大同

計畫助理 Raha(鄭佩宜) USR計畫(專案助理)-南澳

工讀生 4位
1.協助執行原住民族學生課業輔導。
2.中心活動之協助與聯繫。
3.協助臨時交辦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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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原民朋友(宜大原民生149位)

阿美族 51人 泰雅族 47人 布農族 19人
排灣族 12人 太魯閣族 11人 賽德克族 4人
卑南族 3人 邵族 1人 鄒(曹)族 1人
卡那卡那富族 0人 拉阿魯哇族 0人 達悟族 0人
撒奇萊雅 0人 魯凱族 0人 噶瑪蘭族 0人
賽夏族 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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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資中心-未來ING

推廣
輔導

●原鄉教
育、文化、
工藝等技能
研習
●輔導在校
學生生活學
習

●規劃民族
教育等專業
訓練與教學
活動
●強化人文
及產業結
合，理論實
務並重培訓

●推動國內
外原住民族
學術團體暨
民間團體之
交流與合作

跨領域之
整合研究，
創拓民族教
育及產業發
展
出版民族
教育及人文
藝術出版品

●協助本校
相關展演活
動
●規劃原住
民族文化、
藝能及產業
等各項展覽
與演出

教學
培訓

文化
展演

合作
交流

研究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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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各單
位及師生重
要諮詢平台
整合涉略
原住民族事
務性之諮詢
與協調

諮詢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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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活動



*產業交流活動



無人機應用於精準農業技術
-植保機示範(大同四南地區)



傳統領域與生態智慧-食在文化
大同崙埤部落



泰雅族GaGa分食文化實踐
大同鄉-贈食關懷部落團體



泰雅土木傳統生態知識工法
大同鄉-202林道



野外馬告
(maqaw)與田間
資料調查



野外馬告(maqaw)田間調查
1.馬告復育(技轉)
2.馬告商品開發
3.原鄉示範點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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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後具有溫腎助陽作用，視為天然「威而鋼」，鱗莖飽滿、纖
維幼嫩、潔白肥美、不帶異味者為佳，其幼嫩莖葉可炒或生食，
鱗莖則可醃漬，酸脆可口，風味獨特，客家朋友買來醃漬，當醬
菜自食或送禮皆宜。

蕗蕎學名：Allium bakeri Regel.



「松露新興產業最後一哩路-智慧裝置之開發與應用」：
松露（Truffle）有「泥土中的黑鑽」的美稱

台灣最大的高冷蔬菜專業區–宜蘭縣四季及南山平台，建立松露人工培育
基地，並利用智慧遙測、傳輸及物聯網技術予以智能管理並記錄生長環
境變化。人工種植松露的推廣將有助於造林、水土保持、多元農產收穫
及六級產業的發展。

歐洲人將松露與魚子醬、鵝肝
並列「世界三大珍饈」，屬於
高貴食材之一，特別是法國產
的黑松露（Tuber 

melanosporum Vitt.）與義大利
產的白松露（Tuber magnatum 

Pico）評價最高。



相傳是因原住民飲酒文化，常有
用宿醉或是肝臟相關疾病產生，
在偶然情況下試吃牛樟木中長芝
狀物後，發現竟可解宿醉，甚至
還能改善肝病等病症，慢慢變成
「祖傳秘方」。
而後又稱之為台灣「森林紅寶
石」、「靈芝之王」，日後還傳
出有防癌等功效。牛樟芝被認為
是具有醫療功效與潛力的珍貴中
藥材，常被用來改善食物藥物中
毒、腹瀉、高血壓以及肝癌。

牛樟芝又名牛樟菇，屬非褶菌目、
多孔科、多年生蕈菌類，學名為
（Antrodia camphorata），是1990 

年才被生化界發表的新種，成名時
間晚，卻迅速竄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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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感謝大家
Mhuway su balay

我們自己

就是給世界最美好的

生命禮物(原住民加油)

Time for Ilan university and Indigenous.  Lokah Tay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