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給小朋友的話：

　　家鄉是我們出生或長期居住的地方，

透過認識家鄉，可以使我們了解家鄉的故

事、美景與特色，以及了解自己與環境的

關係。

　　這本書主題內容是冬山鄉，讓大家認

識冬山鄉的位置、地名、交通、人口、生

活環境、地方特色、開發歷史與產業發展

等等，從不同的面向認識冬山鄉，引領大

家 用 心 來 認 識 家 鄉 生 活 周 遭 的 人、 事、

物。

　　認識家鄉的方法，不限於課本中的知

識，多向師長請教，或從網路資訊、圖書

資料中也可尋找到相關資料。希望大家了

解自己居住地方後，能 更喜愛自己的家

鄉，也能因此進一步愛護、改善我們所居

住的環境。

宜蘭縣國教輔導團 國小社會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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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山鄉內有羅東溪及冬山河

等二大河川，均由西南朝東北貫

穿鄉境，匯流於蘭陽溪出海。

 

冬山鄉在哪裡？

　　冬山鄉位於台灣的東北部蘭

陽平原的東南方，東隔新城溪與

蘇 澳 鎮為界， 西 與 三 星 鄉為鄰，

南一帶山岳與大同鄉、南澳鄉相

接，北和羅東鎮、五結鄉相連。

圖 1-1 從圖中可了解宜蘭縣位在臺灣的東北方

圖 1-2 宜蘭縣河川水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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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村名點點名

　　 冬 山 鄉 共 計 有 24 村， 小 朋 友

你住在哪一個村呢？班上好朋友

又住哪一個村呢 ? 請你查一查冬山

鄉面積最大的村是哪一村 ? 人口最

多的是哪一村 ?

　　我們可以從戶口名簿或是住

家的門牌，知道自己居住在哪一

個 村 落。 小 朋 友， 請 你 回 家 看一

看自己家的戶口名簿和門牌唷。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從哪些資

料知道住家的詳細地址呢 ?

圖 1-3 冬山鄉各村位置
圖 1-5 冬山鄉戶口名簿正反面

圖 1-4 冬山鄉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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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冬山鄉的地形

　　生活在冬山鄉的你，是否曾

從高處向下鳥瞰，看一看我們生

長的這塊土地，長得是甚麼樣子

呢？走，讓我們一起去瞧一瞧吧 !

圖 2-2 冬山鄉各村地形高度圖

圖 2-1 冬山鄉鳥瞰圖

　　冬山鄉境內多數為丘陵及平

原地形，因此，在農業發展以及

產業結構上，與宜蘭縣其他地區

有著相當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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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農業發展上，早期冬山鄉

居民多以種茶維生，在面臨產業

的轉型，冬山鄉逐漸將原有的製

茶業轉型化為精緻農業以及休閒

農業兩方向發展。

圖 2-5 冬山鄉免費巴
士

圖 2-6 冬山鄉免費巴士路線圖

二、冬山鄉的交通

　　為了便民服務，宜蘭縣政府

辦理「宜蘭勁好行」免費市區公

車，無縫隙接駁。冬山鄉已有兩

條免費公車路線，提供民眾搭乘

往返羅東鎮、冬山鄉。小朋友看

一看路線圖，想一想從你家要到

羅東火車站，可在哪一站搭車最

方便呢？ 

圖 2-3 梅花湖遠眺丘陵

圖 2-4 冬山鄉三奇村 ( 平原水稻種植風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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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追根溯源

　　早期冬山鄉的噶瑪蘭人多居

住在冬山河畔，臨水而居，發展

農業及對外貿易。漢人進入蘭陽

平原後，以各種手段威逼利誘下，

奪取土地，所以原本居住此地的

噶瑪蘭人與生活空間日益減少。

圖 3-1 噶瑪蘭人與漢人的土
地買賣契約

圖 3-2 早期居民生活

圖 3-3 早期村民為防範原
住民出草殺人，組織勇
士壯丁設置哨站，取名
為「隘勇寮」

　　冬山鄉有句俗諺：「欲出去

做，死一個；無出去做，死一家」

意思就是早年的居民生活困苦，

到外頭工作環境又惡劣，不但有

毒蛇猛獸，還要防範泰雅族人的

襲擊，隨時都會性命不保，但是

如果不外出工作，則全家人的生

活就會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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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冬山鄉的地名探究

　　冬山的地名是源自冬瓜山的

簡稱。這是由於冬山鄉境內有座

形似冬瓜的山，居民故稱此地為

冬瓜山。後因地名簡化的原因，

冬瓜山地名就變成冬山。

　　群英村舊名九份仔，因該地

地主有九塊地租給農民而得此名。

東城村以前及現在，我們都稱阿

兼城仔，這是為紀念嘉慶年間率

眾墾殖本地之廣東惠州籍先賢「范

阿兼」。小朋友，請回家問問家

中長輩，你居住的地方是否也有

一些古早的地方故事呢 ? 

　　在漢人尚未進入蘭陽平原前，

此地是噶瑪蘭人的生活地區，他

們多沿著冬山河流域聚居，因此

冬山鄉有許多地名也多帶有原住

民色彩。小朋友請你參考冬山鄉

平埔族社群空間地圖，找一找自

己居住的社區，是否也是早期平

埔族居住的地方？

圖 3-4 阿兼城 ( 現今東城村 )

圖 3-5 冬山鄉平埔族社群空間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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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冬山鄉的湧泉

    所謂「湧泉」是指河水於上游滲

透入地底成為伏流，於下游處受

到壓力冒出地面，便形成湧泉。

在早期，人類依水而生，許多村

落除了建立在河岸旁，人們也會

尋找湧泉地形，作為定居之處。

冬山鄉就有許多依賴湧泉發展的

古老聚落，例如龍目井及紅水溝 (

現今清溝村 ) 等地的命名皆與湧泉

相關。

圖 4-1 湧泉形成圖

圖 4-2 居民利用湧泉蓄水
洗衣

圖 4-3 洗滌專用的蓄水池

圖 4-4 柯林湧泉生態教育
園區，結合教育、遊憩
與保育等多重功能

　　這些自然湧出的泉水，水質

清澈，平時可當作日常生活用水，

早期居民常會聚集在圳溝旁，洗

衣聊天。居民也會利用湧泉調節

灌溉，並可放養各種魚類，做為

觀賞與遊憩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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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湧泉的開發與利用

　　若說香魚的故鄉在宜蘭縣，

應該一點都不為過，因為國內市

場有 80％以上的養殖香魚，都是出

自於宜蘭縣。香魚養殖業在宜蘭

之所以蓬勃發展，原因是蘭陽地

區水質佳、污染少、氣候合適，

對於生長條件極為挑剔的香魚，

是再理想不過的環境。目前宜蘭

縣養殖香魚主要分佈於南澳鄉、

冬山鄉、大同鄉、礁溪鄉、員山

鄉，其中又以冬山鄉的產量最大。

　　 冬山鄉擁

有豐富的湧泉資

源，居民也將湧

泉資源作為觀光

休閒與水上活動

等用途。鄉內三

座天然湧泉游泳

池，終年維持 22

度，冬暖夏涼，

是大家健身休閒

的好去處；還有

許多民宿及休閒

農場業者也以湧

泉作為號召，吸

引觀光客前來。

圖 4-5 居民利用湧泉蓄水養
殖香魚

圖 4-6 準備裝箱出售的香魚

圖 4-7 湧泉游泳池

圖 4-8 湧泉特色民宿

圖 4-9 湧泉生態休閒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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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冬山鄉農業發展

　　因為時代變遷，傳統農業走

向精緻農業，冬山鄉農會也推出

了山水梨、素馨茶、柚子及良食

米等，在近年更設置了菇菇茶米

館，結合觀光，積極行銷冬山鄉

農產品。

圖 5-1  山水梨鮮嫩多汁

圖 5-3  冬山鄉是素馨茶的故鄉

圖 5-2  由傳統大榖倉改建
而成的菇菇茶米館

圖 5-4  位於中山村的製藥
廠 

圖 5-6  龍德工業區

圖 5-5  位於安平村的水泥
廠

圖 5-7  米菓食品工廠

二、冬山鄉的工業

　　冬山鄉也有不少的工廠，像

安平村的水泥廠，中山村的製藥

廠，香和村的魚罐頭食品工廠，

大興村的龍德工業區及廣興村的

米果食品工廠等等，這些工廠不

斷創新研究，不僅提供鄉民就業

機會，有些更將產品行銷到全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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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冬山鄉的觀光產業

　　冬山鄉近年來透過規畫茶米

節及柚子節等農業活動，結合發

圖 5-9  5-10 冬山鄉特色民宿林立  各具風格

圖 5-8  茶米節活動代言人偶
「阿米哥」及「採茶妹」

圖 6-1 石聖爺公廟

圖 6-2 廟方提供的「掛
貫」

展生態農場及文

化觀光，帶動了

鄉內民宿旅遊業

蓬勃發展，為冬

山鄉帶來多元的

觀光發展。

一、傳統節慶

宜蘭兒童守護節 

　　冬山鄉八寶村先民開墾時生

活困苦，醫藥不發達，小孩常夭

折。於是將孩子送給石聖爺廟祭

祀的石頭公做義子，祈求石頭公

保佑孩子平安長大，這就是「掛

貫」。

　　孩子 16 歲以

前，每年七夕要回

石聖爺廟，更換紅

紗線，稱為換貫。

等到孩子 16 歲時，

再將脖子上的紅線

剪下，象徵獨立長

大，稱為退貫。每

年七夕換貫、退貫

儀式演變成宜蘭兒

童守護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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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代節慶

冬山柚子節

　　冬山鄉中山社區是縣內文旦

柚的主要產區，因氣候宜人，生

產的文旦柚果肉細緻、多汁香甜。

3 ～ 4 月柚花盛開的賞花期，總吸

引不少遊客與攝影愛好者前往一

睹美景。此外，中山社區發展協

圖 6-3 果農以 1 萬公斤的柚子堆成大
柚龜

圖 6-4 冬山文旦柚產量豐盛

會為推廣

鄉內文旦

柚，近幾

年來在中

秋節前夕

會在永

光宮廣場

舉辦柚子

節，民眾

可以在大

柚龜前擲

筊祈福。

冬山茶藝文化節

　　宜蘭縣冬山鄉生產的茶葉，

因為口味香醇並帶有馨香，故取

名為「素馨茶」。每年在冬山鄉

中山村舉行的冬山茶藝文化節活

動，有製茶競技比賽、農產品展

售會，並有茶道的介紹與表演，

希望民眾在品味好茶之餘，也能

了解茶道禮儀與茶藝文化的多元

性，讓民眾一起以茶會友，重新

認識茶藝文化。

圖 6-5 冬山茶藝文化節 圖 6-6 茶點 DIY 是大家喜愛
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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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藝術節

　　稻草工藝館位

於冬山鄉的田野

間，每年吸引不少

慕名而來的遊客。

主要是以稻草工藝

的推展、廢物利用

及環保的概念，目

前正朝著現代工藝

方向發展。

冬山風箏節

　　風箏能啟發學

生思考能力、想像

力與創造力，並養

成造型藝術的能

力，冬山國小及冬

山鄉公所極力推動

這項結合了「風

箏」與「藝術」的

活動， 因而冬山鄉

有了「風箏節」的

活動。 

圖 6-7 稻草娃娃是大家
喜愛的紀念品

圖 6-8 冬山風箏館館內
風箏包羅萬象，美不勝

圖 6-9 館內有解說風箏
製

陸上行舟文化節

　　宜蘭縣冬山鄉清溝社區有條

俗名「紅水溝」的水圳，早期太

平山砍伐的木材經由水圳運抵羅

東鎮，每年端午節當地居民都在

水圳舉辦划龍船，隨著環境變遷，

「紅水溝」已變成農田灌溉之用，

為懷念古早划龍船盛況，清溝社

區發展協會推廣研發，將龍舟裝

上車輪，成為陸上版的龍舟賽，

讓更多人可以體驗划龍舟的樂趣。

圖 6-10 清溝社區龍舟文化
節

圖 6-11 大家同心協力划龍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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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丸山遺址

　　遺址位在鄉內的丸山村與八

寶村區域內，考古學家所挖出的

器物有石棺、石斧、陶偶、箭頭

及一些至今仍不清楚用途的穿孔

石器，其年代經鑑定距今約 2500

年。從古物中，可以知道史前人

類曾有過狩獵、捕魚並使用裝飾

品的行為。                                              

圖 7-1 人獸型玉玦
臺東卑南、臺北芝山岩等
遺址均曾挖出類似造型的
玉器，是台灣早期的人們
有相互往來的證據。

圖 7-2 丸山遺址得的古物
從古物中可以猜想知早期
在地人類的生活型態。

圖 7-3 日治時期所建的冬山
橋。

圖 7-4 順安國小舊禮堂。

二、冬山橋及順安國小舊禮堂

　　冬山橋是少數保存至今日治

時代的交通建設之一，石頭砌成

的橋基、洗石處理的橋頭柱及拱

形欄杆、及圓形橋頭柱，均十分

優美而不俗氣。

　　順安國小舊禮堂也是縣政府

登錄的歷史建築物，興建於西元

1914 年左右，四周牆壁是由磚頭所

堆砌而成，屋頂的材料則是鋼鐵

樑架及木板所構成。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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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著名的廟宇與美麗的火車站

　　祖先們開發冬山時，為求平

安與順利，會將自己信仰的神明

一起帶來供奉，廟宇除了與先人

開墾的足跡息息相關外，更充滿

了繪畫、雕塑、建築工藝之美，

因此廟宇是一個充滿歷史記錄與

文化藝術的空間。

圖 7-5 奉祀三山國王的大興振
安宮。

圖 7-6 冬山火車站。

　　冬山火

車站外觀形

似冬瓜棚架

充分凸顯「冬

瓜山」的地

方特色，可

以說是全台

灣最美麗的

火車站。

冬山河生態綠舟及自行車道 

　　位置處於冬山河中、上游，

內有緊臨河畔的茅草屋、芭蕉樹、

橄欖樹，就像是傳統噶瑪蘭族部

落過著與世無爭的桃花源生活；

河堤的自行車道可欣賞到一望無

際的田野、流水，充滿綠意的自

然景觀及一座座造型特殊的橋樑。

圖 7-7 冬山河生態綠舟是一個休閒與從事
生態學習的好去處。

圖 7-8 冬山河自行車步道與造型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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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山鄉四大社區巡禮

大進社區

　　純樸寧靜的大進社區，擁有

一望無際的田園風景，四季都有

果園提供民眾採果樂趣，芭樂、

文旦、蓮霧、桶柑等，應有盡有，

還有許多農產伴手禮，好吃又好

玩，是一個以水果文化做為特色

的休閒農業社區。

圖 8-2 柚子園

圖 8-1 大進觀光果園

圖 8-3 農產加工品

圖 8-4 梅花湖

圖 8-5 三清宮

圖 8-6 陳宗藏美術館

得安社區

　　美麗的得

安社區，附近

有知名觀光勝

地梅花湖風景

區，是休閒踏

青的好去處；

也有陳忠藏美

術館，可以欣

賞精美的藝術

作品；更有全

國道教總廟三

清宮，了解臺

灣宗教文化。

得安社區讓民

眾能進行一趟

身、心、靈都

兼顧的豐富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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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社區

　　珍珠社區以種植稻米為主，

加上冬山河緩緩流經途中，又靠

近冬山河生態綠舟，擁有豐富的

自然資源。社區內擁有美麗的田

園景觀，最適合發展休閒農場、

民宿等觀光產業，每到假日，總

是吸引許多遊客，尤其一定要來

體驗稻草工藝 DIY 喔！

圖 8-7 珍珠社區

圖 8-9 稻草工藝品

圖 8-8 稻草工藝館

圖 8-10 稻草工藝製作

中山社區

　　一走進中山社區，一片綠意

盎然的茶園景觀總是特別引人注

意，喝一口甘甜的好茶放鬆身心；

逛逛仁山植物園，呼吸新鮮空氣；

還有平易近人的新寮瀑布，是健

行、賞鳥、親水好去處，都是認

識中山社區的好方法喔！

圖 8-11 仁山苗圃

圖 8-12 觀光茶園 圖 8-13 新寮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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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山鄉內有許多為人民服務

的機構，如鄉公所可以申請急難

救助，警察局負責保護民眾安全，

消防局、衛生所、圖書館和戶政

事務所等，更為居民提供各項不

同的服務。

圖 9-1 冬山鄉公所

圖 9-4 消防局

圖 9-2  衛生所 圖 9-8 郵局

圖 9-5 戶政事務所 圖 9-10 加油站

圖 9-3 警察局  圖 9-9 農會

圖 9-7 電力公司

圖 9-6 圖書館 圖 9-11 超級市場

　　除此之外，還有

許多機構和我們的

生活息息相關，如：

郵局、農會、電力公

司、加油站、超級

市場等，和藹可親

的服務人員，為我

們提供便利的服務，

現在我們就一起來

認識他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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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山鄉內共有 2 所高中、2 所

國中和 8 所國小，提供我們良好的

教育環境，大家趕快來認識這些

美麗的學校吧！

圖 9-12 冬山國小

圖 9-18 東興國小

圖 9-15 廣興國小

圖 9-21 冬山國中

圖 9-13 順安國小

圖 9-19 大進國小

圖 9-16 柯林國小

9-22 慈心華德福實
驗高級中學

圖 9-14 清溝國小

圖 9-20 順安國中

圖 9-17 武淵國小

圖 9-23 羅東高工

圖 10-1 早期冬山鄉省道常淹水

圖 10-2 整治後筆直的河岸已不再
淹水

一、「水」的故鄉

　　冬山鄉以前很容易淹水。鄉

境的西方與西南方的山邊是蘭陽

平原的迎風面，因此很容易下雨，

加上部份地區地勢較低，河道彎

曲容易淤積等原因，只要大雨一

來，就很容易造成河流改道、氾

濫，使得道

路、良田、

果園慘遭

淹沒，並對

村民生命

財產造成

極大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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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河水氾濫與改道會造成人類

生存上的危險，但土地卻獲得了

休息的機會並變得肥沃。我們把

過去彎曲而經常造成水患的冬山

河化身為全國聞名的休閒觀光，

發展出具特色的精緻景點－冬山

河生態綠舟休閒業而為地方的經

濟發展帶來不少的貢獻。

圖 10-3 過去的淹水河道已被轉
型為休閒公園。

圖 10-5 越來越高的河堤與美麗民
宿背後潛藏危機。

圖 10-4 冬山河充滿詩意的河
畔。

圖 10-6 當初為追求美食所引進的
福壽螺，如今充斥於稻田間。

二、友善環境

　　河水不再氾濫後，農民使用

農藥與化學肥料卻帶來了水污染；

田裡鋼筋水泥農舍取代了農田；

為了需求所引入的外來種動、植

物，造成生態上的浩劫。在追求

生活品質

與經濟發展

時，我們應

重視環保，

才能讓這片

好山好水永

遠流傳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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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先啟後永續經營

　　早期冒險開發蘭陽平原時，

因為交通不便所以有 「爬過三貂

嶺，沒想厝內某子」以及「三留、

二死、五回頭」的說法，也就是

必需克服颱風、水災、瘟疫以及

與各族群間的爭鬥威脅。

　　在各族群由衝突轉為合作之

下，造就了今日美好的環境，做

為子孫的我們除了要能夠飲水思

源外，更要好好珍惜這塊土地，

讓她的美永流傳。

圖 10-7 物資缺乏的時代，
撿拾石頭與茅草搭建石頭
厝，被嘲笑為「憨猴搬石
頭」

圖 10-8 好山好水有待大家一
齊努力才能青山常在綠水
常流。

圖片索引暨出處
頁次 圖片編號 圖片名稱 出處 / 提供者 / 攝影者
２ 1-1 從圖中可了解宜蘭縣位在臺灣的東北方。 宜蘭縣政府
３ 1-2 宜蘭河川水系圖 經濟部水利署
４ 1-3 冬山鄉各村位置 行政院環保署地方環境資料

查詢系統
５ 1-4 冬山鄉門牌 張素珍拍攝
５ 1-5 冬山鄉戶口名簿 張素珍拍攝
６ 2-1 冬山鄉各村地形高度圖 行政院環保署地方環境資料

查詢系統
７ 2-2 冬山鄉鳥瞰圖 冬山鄉公所全球資訊網
８ 2-3 梅花湖遠眺丘陵地 林顯忠拍攝
８ 2-4 冬山鄉三奇村平原美景 林顯忠拍攝
９ 2-5 冬山鄉免費巴士 冬山鄉公所全球資訊網

2-6 冬山鄉免費巴士路線圖 冬山鄉公所全球資訊網
 9 3-1 噶瑪蘭人與漢人的土地買賣契約 蘭陽博物館
10 3-2 早期居民生活困苦 宜蘭縣政府
11 3-3 中山村隘勇寮 陳淑珍拍攝
11 3-4 阿兼城 ( 現今東城村 ) 廖鳳玉拍攝
12 3-5 冬山鄉平埔族社群空間地圖 翻拍自楊正寬 , ＜台灣地名

辭書卷一宜蘭縣 , 冬山鄉＞
13 4-1 湧泉形成圖 經濟部水利署電子報
14 4-2 居民利用湧泉洗衣 廖鳳玉拍攝
15 4-3 湧泉蓄水池 陳彥穎拍攝
15 4-4 柯林湧泉教育園區 陳淑珍拍攝
15 4-5 居民利用泳池蓄水養殖香魚 陳彥穎拍攝
16 4-6 準備包裝出售的香魚 陳彥穎拍攝

16 4-7 湧泉游泳池 清溝國小
17 4-8 湧泉特色民宿 陳彥穎拍攝
17 4-9 湧泉生態休閒農場 陳彥穎拍攝
17 5-1 山水梨鮮嫩多汁 陳淑珍拍攝
18 5-2 由傳統大榖倉改建而成的姑姑茶米館 陳淑珍拍攝
18 5-3 冬山鄉是素馨茶的故鄉 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18 5-4 位於中山村的製藥 陳淑珍拍攝
19 5-5 位於安平村的水泥廠 陳淑珍拍攝
19 5-6 龍德工業區 陳淑珍拍攝
19 5-7 米菓食品工廠 陳淑珍拍攝
19 5-8 茶米節活動代言人偶「阿米哥」及「採茶妹」 冬山鄉公所
20 5-9 冬山鄉特色民宿林立 各具特色 陳淑珍拍攝
20 5-10 冬山鄉特色民宿林立 各具特色 陳淑珍拍攝

20 6-1 石聖爺公廟 廖鳳玉拍攝
21 6-2 廟方提供的「掛貫」 廖鳳玉拍攝
21 6-3 果農以 1 萬公斤的柚子堆成大柚龜 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22 6-4 冬山文旦柚產量豐盛香甜多汁 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22 6-5 冬山茶藝文化節 冬山鄉全球資訊網
23 6-6 茶點 DIY 是大家喜愛的項目 廖鳳玉拍攝
23 6-7 稻草娃娃是大家喜愛的紀念品 廖鳳玉拍攝
24 6-8 冬山風箏館館內風箏包羅萬象，美不勝收 陳玟文拍攝
24 6-9 館內有解說風箏製作過程及設計架構 陳玟文拍攝
24 6-10 清溝社區龍舟文化節 清溝國小
25 6-11 大家同心協力划龍舟 清溝社區發展協會
25 7-1 人獸型玉玦 蘭陽博物館提供
26 7-2 丸山遺址挖出的古物 蘭陽博物館提供
26 7-3 日治時期所建的冬山橋 陳仲毅拍攝
27 7-4 順安國小舊禮堂 陳仲毅拍攝
27 7-5 大興振安宮，奉祀的主神是三山國王 陳仲毅拍攝
28 7-6 冬山火車站 陳仲毅拍攝
28 7-7 冬山河生態綠舟內是一個休閒與從事生態學

習的好去處
陳仲毅拍攝

29 7-8 冬山河自行車步道與造型橋樑 陳仲毅拍攝
29 8-1 大進觀光果園 陳玟文拍攝
30 8-2 柚子園 陳玟文
30 8-3 農產加工品 陳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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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8-4 梅花湖 陳玟文
31 8-5 三清宮 陳玟文
31 8-6 陳忠藏美術館 陳玟文
32 8-7 珍珠社區 陳玟文
32 8-8 稻草工藝館 陳玟文
32 8-9 稻草工藝品 陳玟文
32 8-10 稻草工藝製作 陳玟文
33 8-11 仁山植物園 陳玟文
33 8-12 觀光茶園 陳玟文
33 8-13 新寮瀑布 陳玟文
34 9-1 冬山鄉公所 陳玟文
34 9-2 衛生所 陳玟文
34 9-3 警察局 陳玟文
34 9-4 消防局 陳玟文
34 9-5 戶政事務所 陳玟文
34 9-6 圖書館 陳玟文
35 9-7 電力公司 陳玟文
35 9-8 郵局 陳玟文
35 9-9 農會 陳玟文
35 9-10 加油站 陳玟文
35 9-11 超級市場 陳玟文
36 9-12 冬山國小 冬山國小校史館
36 9-13 順安國小 林弘杰
36 9-14 清溝國小 林弘杰
36 9-15 廣興國小 林弘杰
36 9-16 柯林國小 林弘杰
36 9-17 武淵國小 林弘杰
36 9-18 東興國小 林弘杰
36

9-19 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中 ( 附設國民中小學
) 林弘杰

36 9-20 大進國小 黃太乾
36 9-21 冬山國中 林弘杰
36 9-22 順安國中 林弘杰
36 9-23 羅東高工 林弘杰
37 10-1 早期冬山鄉省道常淹水 冬山鄉鄉土教材 86.7
37 10-2 今日筆直的河岸已不再淹水 陳仲毅
38 10-3 過去的淹水河道已被轉型為休閒公園。 陳仲毅
38 10-4 冬山河充滿詩意的河畔 陳仲毅
39 10-5 越來越高的河堤與美麗民宿背後潛藏危機。 陳仲毅
39

10-6 當初為追求美食所引進的福壽螺及卵如今充
斥於稻田間。 陳仲毅

40
10-7 物資缺乏的時代，撿拾石頭與茅草搭建石頭

厝，被嘲笑為「憨猴搬石頭」 陳仲毅
40 10-8 好山好水有待大家一齊努力 陳仲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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