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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ngerling-Cottages Village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Park in Hwa-Tan Township contains numerous paddy fields, aquaculture

ponds, wet lands, and farms, totally covering more than 20 hectares. In addition to diverse landforms, this park has a more than 200

year history of fingerling cultivation. It has preserved many valuable assets, including historical, cultivation, life, and natural

landscapes. This study probed into the features of Fingerling-Cottages Village of Hwa-Tan Township and changes of the

aquaculture industry to analyze problems that fish farmers encounter in the pursui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an

empirical discourse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the industry, this paper expected to increase the attention of the authorities and

nationals to this landscape with local culture of fingerling cultivation. 　　The methodology was mainly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hrough a simple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service providers and visitor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key figures,

this study explored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is traditional industry. A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Fingerling-Cottages Village towar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study propos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With rich humanity resources, Fingerling-Cottages Village

can develop towar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village owns many unique local cultural assets, including the fish-counting song

and the historic activities of the Lantern Festival. 2.Ecological tourism has been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Fingerling-Cottages

Village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Park: Its culture of protected freshwater fish species, recruitment of guardians of cultural assets, and

discovery of Anodonta can be materials for developing ecological tourism. 3.The fingerling cultivation culture it has preserved

creat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local tourism: The village owns rich local features and thus can integrate resources to transform itself

and be a locomotive of loc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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