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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客家科原編屬於民政處，由於業務的需要，

新科縣長傅崐萁提出組織調整案，業經議會通過，使
原本僅有四位科員的客家科瞬時變身成為客家事務處，這對

花蓮縣龐大的客家族群是一利多，經費也由幾百萬調整為幾

億元之譜，對縣轄客家文化的延續與發展有莫大的助益。

　楊文值對於縣政府積極成立客家事務處，雖然有小部分議

員在審查議案時持反對的態度，認為只「特別」照顧「客家

族群」而成立客家事務處，那也需縣府關愛的「閩南」族群

，情何以堪？但是既然縣府成立客家事務處的提案經多數議

員的支持而順利通過，我當然持支持態度。

　但是，希望縣政府成立客家事務處後能更積極針對客家文

化的傳承與發展全力以赴，使客家文化能因此發揚光大。

　尤其對於文化的傳承方面，能考慮將「客家學」做為新興

學門，需要更多資源以鞏固基礎；我認為，客家語言、文化

及產業等各面向，絕對能建立起堅強的理論基礎，但更需要

強而有力的學術後盾。

　客家基本法順利通過，公務人員高普考增設客家事務行政

類科也已落實，基於學術基礎及理論建構的必要性，行政院

客委會將全力支持設立「客家語文學系」。

花蓮縣政府組織調整提

案，成立客家事務處

，我樂觀其成，會站在民

意代表與客家子弟的雙重

角色，戮力監督事務處的

運轉。

　幾千年來在中華民族的

歷史洪流中，客家先祖造

就了有別於其他族群的特

殊民族文化與「打落牙齒

和血吞」的硬頸子精神。

　為了復興客家文化所蘊藏的族群歷史脈絡、凝聚

鄉親意識，弘揚客家傳統禮教精神，會建請客家事

務處與縣境客家地方耆老、學者共同參與，編列客

家諮詢組織團隊，落實闡述客家族群精髓及脈絡。

我會站在民意代表角色

上，監督要求該處綜

合輔導科就客家政經人才

培育，客家各類社團輔導

與獎助，客家文化團體、

文化交流，客家產業發展

、公益及慈善事業發展等

業務上用心著墨。

　客家事務處成立後的民

俗藝術科就客家音樂、舞

蹈、民俗技藝之蒐集、研究與推廣，藝術、民俗人

才培育，客家美術、手工藝，民俗、信仰、禮儀研

究及傳承上戮力貫徹執行。文化保存科在客家文物

之蒐集、典藏、展示、研究，客家傳統建築及聚落

、語言研究推展、管理上要克盡職責。

縣府將成立客家事務處

，個人支持此項計畫

，由於環境的變遷，客家

文化逐漸的被遺忘，藉由

該處的成立讓客家優美文

化及勤勞、刻苦的精神得

以再發揚。

　未來客家事務處成立後

，應積極向行政院客委會

爭取經費，大力的在地方

推展客家文化、習俗、技藝及母語等工作，特別是

在母語傳承方面更應加強，因為，目前除非在客家

村落才能聽見完整的客語交流，我身為客家人因環

境關係也只能聽懂七成、講三成，希望落實母語推

動讓美麗的客家語不至於在歷史的長河中式微。

縣府為了落實照顧客家

族群而成立客家事務

處，個人沒有意見，只希

望該單位能確實的發揮功

能，至於未來是否達到成

立的目的，再作檢討。

　身為民意代表基於尊重

縣長的縣政規劃，就讓縣

府設立服務客家族群的單

一窗口。

　希望該處在縣府財源困難的情形下，把有限的經

費發揮出最大的成效，落實的照顧客家族群，讓客

家文化、技藝、特色得以保存、傳承，甚至能成為

花蓮觀光的賣點，達到造福客家族群、增加地方經

濟效益雙贏的局面。

希望該單位能發揮功能

監督要求該處發揮功能

應積極向客委會爭經費

期盼落實闡述客家精髓

對龐大客家族群是一大利多

我覺得縣府成立客家事

務處的立意不錯，因

為這可擴大對族群照顧的

層面，所以我支持客家事

務科的提升，但也希望客

家事務處成立後，能發揮

其應有功能。

　台灣客家文化具有全球

獨一的特色，事務處應發

揚客家文化藝術，包括客

家文物推廣，族群特質的認識、客家技藝的傳承等

，讓族群之間可以交流互動。此外，事務處成立後

，預算也由原有的兩百萬元增加為兩千萬元，當前

縣庫拮据，因此該處的經費運用要花在刀口上，才

能避免過度浪費的情形發生。

經費運用要花在刀口上

客家族群在花蓮縣占四

分之一的人口，所以

縣政府成立客家事務處的

確有其必要性，因此我支

持，同樣的，事務處成立

後，也要有其功能性，才

能擴大對族群照顧層面，

同時也能讓其他族群認識

並接觸客家文化的精髓。

　此外，文化、教育的發

展傳承也很重要，現在有許多客家人的後代對自己

族群文化歷史是一知半解，這是相當嚴肅的議題，

因此如何讓客家族群的下一代認識自己的文化，這

是客家事務處成立後必須推動的工作之一，如此才

能落實成立之初的宗旨。

要落實該處成立的宗旨

縣府新成立客家事務處

，我認為這對客家族

群的文化與教育等都會有很

大的幫助，而且客家事務處

的成立對於縣府財政並沒有

很大的衝擊，雖然人事上有

了調整與變動，一個人的工

作量相對變大，可是這卻能

夠照顧到客家族群，對於延

續文化有很大的助益。

　無論是哪一個族群都應該受到政府的照顧，我希

望縣政府也能夠比照原行處撥些經費讓客家事務處

運作，這將會在全國豎立一項好的指標，而且客家

文化、教育、藝術等都有了據點，對族群向心力會

有正面幫助。

　

有助延續客家族群文化

客家事務處的成立能夠

讓客家族群的文化有

了延續、發展的機會，我認

為這是件好消息。原本有關

客家文化等事宜要與縣府聯

繫並沒有直接窗口，現在設

立了該單位，讓族群活動、

文化、語言…等都能夠有充

分資源，讓下一代有認識客

家文化的機會。

　文化的傳承迫在眉睫，客家事務處一定能獲得很

大的回響，我希望花蓮的每一個族群文化，都能擁

有機會獲得保留，讓未來的子孫認識祖先，藉由政

府的幫助，將文化美的一面讓大家認識，希望花蓮

的孩子都能以自己的族群與文化為榮。

客家文化有了發展機會

縣府照顧弱勢，本來就

是應做的工作，尤其

客家族群屬於弱勢的一環

，成立客家事務處就是最

具體的作為，待到該處正

式成立後，服務人員將比

現在增加五倍，同時，制

度性的建立，才可落實照

顧客家族群的政策。

　客家事務處成立後，除

了服務客家族群，也可協助花蓮觀光發展，例如鳳

林鎮、吉安鄉都應列為重點輔導對象。

　未來也可像原住民行政處一樣，客家事務處對於

失業族群服務，應可以增加相對應的服務人員，藉

由言語溝通便利，讓民眾更能感受縣府貼心服務。

落實照顧客家族群政策

客家事務處的成立是縣

長重視多元發展的具

體成果，但在花蓮還是以原

住民文化為觀光發展的主體

。我希望成立客家事務處不

要對於原住民有所偏廢，也

不要造成縣預算的排擠效應

。原本客家事務科每年約有

兩百多萬的經費，現在暴增

為數千萬，希望縣府能直接

跟客委會爭取經費，像原住民行政處百分之八十六

的經費都來自於中央，希望未來客家事務處能夠比

照辦理。

　花蓮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我欣然見到客家事

務處成立，但也請縣長不要忘記原住民。

請縣長不要忘記原住民

縣府成立客家事務處，

個人對此政策樂觀其

成，但是最重要的是該單位

一旦成立後，務必發揮應有

的功能，力求達到當初成立

的目的，以免造成縣府財源

、人力及物力的浪費。

　客家族群不論在技藝、歌

舞、飲食方面都有獨特並吸

引人的地方，未來客家事務

處的成立不僅是單純的提供事務上的服務，更應將

客家的特色發揚光大，結合縣府積極推動的觀光政

策，同時透過客委會的協助在特定的時間安排大型

活動，讓客家相關活動成為遊客前來的誘因，進而

帶動地方經濟發展。

切勿浪費財源人力物力

我相當認同縣長對於客

家族群的照顧，這落

實了公平與正義原則，過

去客家族群無專門單位負

責，在傳統文化深耕、活

動舉辦等重擔都落到民間

單位頭上，縣府現在擔起

「龍頭」的責任，讓客家

文化在後山生根、茁壯，

可為花蓮多元族群增添更

多色彩。

認同縣長照顧客家族群

我雖然是客家人，但是

我堅決反對成立「客

家事務處」，我反對的理

由是目前財政如此困難，

根本就沒有預算，根本就

是空談。

　成立一個客家事務處，

人員編制要從五個人增至

二十人，請問經費從何處

來？倒不如等將來有預算

時，譬如有一億元、五千萬元時，再來考慮是否要

成立？　　　　

　把工務處、城鄉發展處兩個單位合併成為一個客

家事務處，根本就人地不宜，萬一將來閩南人也要

求比照成立一個閩南人事務處，請問：要成立嗎？

沒有預算根本就是空談

我全力支持縣政府成立

客家事務處。

　我認為客家民族目前在

臺灣社會是屬於相對弱勢

的民族，如果成立客家事

務處，今後對於保存客家

文化、舉辦客家活動，以

及推展、薪傳客語教學等

等，均有正面效益。

　當然社會上也有一些聲

音，說如果要成立客家事務處，那麼也可以成立閩

南事務處等等，在這方面我認為「尊重」、「可行

」；畢竟各族群是平等的、共榮共存的，本來就應

該一切都以「平等」為出發點。

全力支持設客家事務處

台灣東部客家人多，幾

乎各鄉鎮市都有客屬

會的民間社團組織，但是

過去大都各鄉鎮各自為政

，力量無法集中運用。　

　因此，我認為縣府成立

客家事務處立意甚佳，客

家民族人數較少，過去他

們的福祉也容易被忽略，

將來成立客家事務處，除

了可以實質上幫助客家民族更多，也可以凸顯政府

重視、尊重客家民族。

　客家事務處也可以橫向發展，做為與其他各民族

溝通、合作的橋梁，進而縮短各民族間的距離，化

解各民族間的歧見。

可當各族群溝通的橋梁

‧是否贊成

縣府成立客家事務處？

‧對該處成立後的期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