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正勝部長訪山峰數位機會中心__關懷偏鄉數

位教育與產業行銷e化服務 

 
順著綿延彎曲的山間小路，兩旁的果園、竹林和咖啡園綠意盎然，靠近山

峰國小的舊校區，掛著「山峰奇豆」的招牌，整個村莊最科技的場所--「山峰數

位機會中心」座落於此。 
教育部部長杜正勝、雲林縣教育局、雲林區輔導團隊以及雲林區即將新設

點的 DOC 團隊，於 96 年 5 月 17 日參訪雲林縣山峰數位機會中心以及山峰國小，

杜部長與山峰國小的師生們親切互動外，也造訪視山峰 DOC 與社區的咖啡教

室，了解山峰 DOC 的資訊學習成效，展現教育部致力推展偏鄉數位落差的用心，

期盼透過山峰 DOC 的經營經驗，提供無論是在資訊教育、文化典藏、社區產業

等多面向的資訊教育與成果，以期達到縮減偏鄉之資訊差距，創造更多機會與可

能。 

 

▲ 山峰數位機會中心周圍環境 
 
 



DOC 串起山峰社區大小事 

山峰社區是深具豐富的生態資源與農業產業的，但是也因地理環境關係，

初期山峰數位機會中心網路頻寬並不穩定且時常當機，在雲林縣教育局高國欽督

學與山峰國小廖錡正校長的協助下，山峰國小釋出 10MB 的光纖網路頻寬，並在

國小與 DOC 間架設網路中繼站，克服了網路頻寬的問題。解決硬體問題後，居

民們開始積極投入電腦網路的數位學習，山峰數位機會中心人口比例以中老年人

居多，42 戶 180 人的社區裡，40 歲以上民眾人口比率佔 60%，國中小學生佔

5.5%，新住民佔 3.3%， 95 年計有 576 人次來過 DOC 上課，使用過 DOC 設備

的人次從 94 年的 1147 人次提升到 95 年的 2864 人次。 
協進會執行秘書王惠玲說：「我們鮮少碰到數位學習的推廣問題，社區內 42

戶人家中有將近一半的居民都有親戚關係，所以能夠發揮〝數位小老師〞影響力。

彼此熟識、相互扶持比較不會產生學習怠惰的現象。」 

 
▲圖左為杜正勝部長、圖右為王惠玲小姐 

▲ 山峰 DOC 王惠玲小姐向部長說明學員參與 DOC 資訊課程產出之作品 



數位初體驗  地方文化再現 

社區中的進來哥哥是社區的鄰長也是志工團的團長，未上課之前是個連開

機都不會的〝庄腳聳〞，自從 DOC 開了一連串的培訓課程之後，數位就不知不

覺的跨入他的生活中。 
社區執行秘書王惠玲說：「還記得以前社區有大小事總得靠廣播系統，但若

沒有注意聽總會錯過重要的訊息，現在我們的阿來哥哥已會用電腦做傳單及表

格，三不五時又會上網尋找一些生態資源的訊息，強化他的生態教材並且協助教

導山峰國小的小朋友，將山峰的自然資料做一個永續的傳承。進來哥哥還是我們

種子師資班的助教喔!以前他的姪子在他面前談起電腦，他總是聽不懂，然而現

在他還會找老師探討他們家電腦為何會有異常……。」 
杜部長也說：「運用資訊素養永續發展社區是 DOC 一貫的目標，而一個社

區發展數位機會的選擇是多元的，它可以是經濟、文化、教育、關懷老人等多面

向的延伸服務，因此目前 DOC 的經營發展可以區分為數位教育、文化典藏、數

位行銷以及社會關懷四大面向。」 
山峰 DOC 因為在雲科大輔導團隊引導下，打下良好的面向發展基礎，山峰

社區民眾對於社區大小事的關心，凝聚了大家的共識，藉由數位化的建構，除了

讓居民更了解在地資訊，並可以透過網路與城市接軌讓世界看到這個山中小城。 

▲ 杜正勝部長關心民眾平日使用 DOC 電腦情形 
(左圖：杜部長與張進來先生。右圖：杜部長與林信文先生) 

  
▲ 杜正勝部長與與會人員互動及交流 



 

 
▲ 活動現場聚滿許多關心 DCO 發展的社區民眾 

 

 
▲左起分別為雲科大林聰明校長、教育部杜正勝部長、教育部電算中心楊正宏主

任、社區協會理事長陳義昌先生、山峰國小廖錡正校長、山峰國小張惟翔老師 



立足傳統 放眼資訊未來 

杜部長接著來到與 DOC 教室相隔一步的咖啡教室，擺設著村民種植的古坑

咖啡、各式水果酵素與醃製梅子產品，讓上課的學員能聞到陣陣咖啡香外，有時，

還能夠嚐到酸甜的有機梅子，這裡是學員常戲稱的山中另類網咖。DOC 電腦教

室將製作咖啡的文化也經由數位典藏方式保留，利用數位化讓外地人可以透過網

路了解山峰的人文風情，即使遠在大城市中，都能感受到山中渾厚的人情味，山

峰數位機會中心徹底發揮數位保存與網路互動的功能，並成為荷苞村另一座與外

界溝通的橋樑。 
山峰 DOC 的學員湖春安夫婦是對樂天知命夫唱婦隨的尪仔某，平凡的生活

模式卻有著令人驚豔的炫麗人生。湖春安大哥年輕的時候是山峰社區有名的竹筍

大王哦! 近年來，因為大陸的筍加工製品低價回銷台灣，因此讓他的事業從高峰

跌到了谷底，在找不到出路的時候，湖大哥夫婦選擇讓自己的生活重新歸零，他

們積極的參與數位中心所安排的各項電腦課程，並且在網際網路的世界找到生活

新的定義。 
湖春安向杜部長說：「目前我們正致力於無農藥的有機農業，藉由網路資訊

搜尋找到有機的相關訊息，並且架設部落格闡揚自己的理念與行銷自己的產品，

希望能換來消費者的認同與商機。」 

▲山峰 DOC 旁的咖啡教室內，展售湖春安先生上網查詢有機耕種方法所種植之

有機農產品 



企業及民間資源對偏鄉地區的持續投入 

參訪活動的最後，DOC 專辦進行度部長的專訪，杜部長特別強調：「數位

機會中心的經營，政府資源投入是開端，在政府部分，行政院 13 個部會署（如

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及研考會、原民會、文建會、環保署..等）的力量，一

起共同為偏鄉的數位落差的縮短而努力。另一方面在地團體及企業單位的響應才

是永續的關鍵，我們期望未來能有更多的企業主或相關團體共同投入，認養 DOC
或捐贈軟硬體設備的方式協助 DOC，讓每個人都能享有更充足的資訊應用機

會，達成數位機會中心自主營運的目標。過去的一年來，20 餘家民間團體資源

投入縮減城鄉數位落差工作，也加速「數位機會中心」的設置與營運；而資訊志

工的數位關懷也加速偏鄉中小學資訊教育改善。」 
過去的 2 年，20 餘家民間團體資源投入縮減城鄉數位落差工作，加速「數

位機會中心」的設置與營運；而資訊志工的數位關懷也加速偏鄉中小學資訊教育

改善。在硬體捐贈方面，有如台灣 IBM 公司捐贈「小小探索家」電腦軟硬體設

備；台灣惠普捐贈個人電腦及 15 吋液晶螢幕；中華電信捐贈電信網路的連線建

置及 HiNet 上網費用優惠方案等。在軟體捐贈部分，有如台灣微軟捐贈 OS、Office
軟體；趨勢科技捐贈防毒軟體；旭聯科技、階梯數位、昱泉國際等提供線上數位

學習相關教材。 
此外，並有許多基金會也接連響應本活動，如：財團法人温世仁基金會對

DOC 的認養、財團法人廣達文教基金會贊助「數位創意」為主題之活動；中華

汽車原住民文教基金會贊助以原住民為服務對象的服務活動等。 
期待未來能有更多的企業或團體，甚至個人皆能協助投入縮短偏鄉數位落

差的工作。 

 
▲專訪杜正勝部長 



▲專訪杜正勝部長，杜部長強調：數位機會中心的經營，政府資源投入是開端，

在地團體及企業單位的響應才是永續的關鍵，我們期望未來能有更多的企業主

或相關團體共同投入，認養 DOC 或捐贈軟硬體設備的方式協助 DOC，讓每個

人都能享有更充足的資訊應用機會，達成數位機會中心自主營運的目標。 
 

 
▲部長與山峰 DOC 人員合影。圖左起為山峰 DOC 理事長陳義昌先生、山峰國

小張惟翔老師、杜正勝部長、山峰 DOC 王惠玲小姐、教育部電算中心楊正宏

主任。 



數位機會  數位奇蹟 

數位機會中心與社區中的山峰國小成為生命共同體，社區與學校長期合作

且關係緊密，一個大人小孩都愛來的山中網咖，一個串聯社區大小事的好所在，

在這裡，我們看到了傳統與科技最完美的結合。 
持續追求數位機會的均等是縮短數位落差的一貫精神，讓偏鄉居民也能享

有便利的數位使用環境及能力是設置 DOC 的目的之一，所以如何導引偏鄉民眾

能具備數位應用能力，使其能利用所設置的 DOC 所提供的服務，用數位的方式

紀錄社區的文化發展，培養地方自主經營 DOC 的團隊，並培訓在地的資訊志工，

發展地方特色產業，將是我們努力的目標。 
未來教育部將持續為數位機會中心的在地生根，永續經營而努力，也期盼

各界能伸出溫暖的雙手提供偏遠鄉鎮數位協助，關懷我們這塊美麗的台灣，一同

開創偏遠鄉鎮的數位機會。 

 
 

 
▲部長與山峰 DOC 經營團隊、志工、社區民眾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