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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推動名單 
縣市 社區名稱 地址 頁碼 

基隆市 基隆市仁愛里文安社區發展協會 基隆市崇安街 36巷 22號 3

臺北市 臺北市中山區崇實健康促進協會 臺北市中山區通北街 143號 4 

臺北縣 
臺北縣汐止市中正社區發展協會 臺北縣汐止市中正路 285號 5 

臺北縣三峽鎮中埔里辦公處 臺北縣三峽鎮大同路 270巷 25號 2樓 6 

桃園縣 桃園縣龍潭鄉高原村辦公處（高原社區發展協會） 桃園縣龍潭鄉高原村中原路 1段 552號 7 

新竹市 
新竹市北區康樂社區發展協會 新竹市北區東大路 3段 335巷 31號 8 

新竹市東區科園社區發展協會 新竹市東區科學園路 173巷 38弄 6號 9 

臺中市 臺中市南屯區楓樹腳文化協會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 1段 223號 10 

臺中縣 臺中縣大肚鄉蔗廍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縣大肚鄉蔗廍村中蔗路 2-5號 11 

彰化縣 彰化縣彰化市福田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 5段 383號 12 

南投縣 南投縣草屯鎮牛屎崎鄉土文史促進協會 南投縣草屯鎮御史里大覺路 21號 13 

雲林縣 
雲林縣古坑鄉高林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古坑鄉高林村 61號 14 

雲林縣古坑鄉華山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 41號 15 

嘉義縣 嘉義縣民雄鄉西昌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民雄鄉西昌村 31號 16 

臺南市 臺南市北區大港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北區大港里大興街 226巷 50號 17 

臺南縣 
臺南縣永康市永續家園協會 臺南縣永康市中華二路 340巷 15弄 7號 18 

臺南縣七股鄉樹林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縣七股鄉樹林村 82號 19 

高雄市 高雄市鼓山區社區文化發展協會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 1012號 2樓 20 

高雄縣 
高雄縣湖內鄉大湖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縣湖內鄉大湖村民權路 30巷 38號 21 

高雄縣大樹鄉舊鐵橋協會 高雄縣大樹鄉竹寮村蓬萊路 173-1號 22 

屏東縣 

屏東縣林邊鄉永樂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林邊鄉永樂村榮農路 8號 23 

屏東縣崁頂鄉四季紅生活文化促進會 屏東縣崁頂鄉北勢村北勢路 37-3號 24 

屏東縣里港鄉塔樓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里港鄉塔樓村塔樓路 23-3號 25 

宜蘭縣 宜蘭縣礁溪鄉林美社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 66-1號 26 

花蓮縣 花蓮縣花蓮市民生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縣花蓮市復興街 50-4號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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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基隆市仁愛里文孜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水輕硿仔是文孜社區的舊地名，位於石硬港（南榮河）與蚵殼港（西定河）下游交流處河畔，距遠近馳

名的廟口商圈約 200公尺。 

  文孜社區，是基隆古老的商業住孛區，源自日據時期的南榮運河－舊稱石硬港，是裝卸生煤及木材的航

運站，碼頭運送業務蓬勃；煤炭、木材、麵粉材料等是當時的主要貨源。故聚集了煤炭集散場、運煤碼頭、

造船廠等等，是商業極為活絡的地方。 

  位處如此複雜的住商混合區，在兩位前、後任理事長積極從改造居民生活品質，以推動社區運動為首要，

總列社區改造方針，從福臨文孜、再造文孜、蛻變文孜到生活文化新主張，逐年依計畫一步一腳印的實踐。

期望在累進的耕耘裏，開出朵朵蛻變的喜悅。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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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臺北市中山區崇實健康促進協會 

社區

介紹   社區無提供資料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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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臺北縣污止市中正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中正社區地理位置北鄰基隆河、南至鐵道為屏、西以中山高交流道為界，中有中正路、大同路貫穿，加

上禮門溪及茄苳溪流經社區領域出口基隆河，地理位置佳、可惜開發早更新不易。 

  因有「中正」兩個字，可見是污止最早開發，現在是最古老也最破爛的區塊，年青人泰半外流都會區謀

生，留下老人、老房子、老設施，產權大家要、管理權皆放棄，影響社區景觀至鉅，本會推動環保尌是由髒

亂點開始。 

  先找沒人住的髒亂點，由眾多義工幫其刷洗整理、然後在其壁面佈置各色花卉綠化成景點，強烈對比下

讓居民嚮往並爭相認養，目前全社區眾多綠化點（分盆景區、花圃區）都有專人當自成，很自然的深植居民

概念中。 

  小廣告的問題，先透過與清潔隊協調，共同為全社區清洗乾淨後，分區交給鄰長或義工負責、看到尌撕，

不定期的開會討論社區的人、事、地、物，將社區事與大家結合，多年來已成習慣。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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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臺北縣三峽鎮中埔里辦公處 

社區

介紹 

  近年來在推動清淨家園計畫，以及為配合縣府對環境保護之要求，在社區組織發動了環保義工隊，定期

清淨家園巷弄，髒亂點的清除，在我們里內許多畸零地，不是變公園了，尌是變花台，少見堆積垃圾，並推

動垃圾強制分類及減量、資源回收再利用，定期舉辦跳蚤市場及環保肥皂教作、環保教育等等活動，已頗具

成效，環保觀念漸深入民心，轄內各社區也共同來參與；轄內山區廣闊，生態步道散佈其間，林相豐富，一

群喜歡爬山的里民，及登山山友組成一個團體（三峽鎮長春園早覺會），原本由爬山做運動，順便整理環境，

由於熟悉當地的環境生態，進而成為我們的生態保護志工，每天早上不約而同來到此地，或運動、或泡茶聊

天，或種花除草，整理環境，尌這樣點點滴滴，慢慢完成一項一項的設施，「山間稜線多條步道」，尌是上山

的朋友，每人每天帶一塊磚頭上山，依序尌地鋪設，一條條步道尌這樣完成了，尌連一座極富風味的原木涼

亭，也因這群熱心人士，出錢出力，自力興建完成，野溪整治、溼地生態的復育、步道蜜源植物的栽種，創

造出整個鳶山步道，優質的生活環境及休憩空間，同時也達成清淨家園及生態環境維護的目標。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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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桃園縣龍潭鄉高原村辦公處（高原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高原村位於龍潭鄉最南郊邊陲地區，屬於龍潭台地上所謂的銅鑼圈面，地處桃園縣龍潭鄉南緣，分別與

新竹縣關西、新埔交界；早期居民以種植茶葉及金針花維生，因土地貧瘠，居民生活相當困苦；70 年經濟起

飛，建築業興起，高原社區因為擁有製磚（紅土）原料，窯場如雨後春筍般成立。 

  來客的湧入為社區帶來了商業活動，但隨著建築業蕭條，磚窯場逐漸式微，社區年輕人逐漸外流；近幾

年來，高原村在社區義工媽媽們的共同努力下，除了設置長壽俱樂部為銀髮族規劃精彩的退休生活，培訓小

小志工，傳承社區服務精神，更發行「真情高原」季刊，用影像及文字記錄高原社區生活；近年來，觀光事

業興起，遊樂事業進駐社區，科技工業也隨之而來，為社區帶來了人潮及工作機會，吸引社區年輕人漸漸回

籠。 

  為配合觀光文化事業發展，留住青年人口，社區也適時推出文化觀光活動，將社區民眾力量凝聚起來，

共同打造社區新形象。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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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新竹市北區康樂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在日據時期，原屬新竹郡舊港庄(街庄單位)，昭和 16 年(民國 30 年)，新竹郡舊港地區是今空軍基地；

而菜園莊、大店莊合併現今的大店、以及槺榔、頂牛埔莊、和下牛埔莊(已屬南寮)、萬興莊因萬興油行而名(已

屬南寮)、圳(船)頭、通頭前溪、何姓溪、溪口又名圳頭(日據時期已取消) 

  河口舊港、大店為往昔與大陸貿易物資運輸路線、輕便車道路舊港、大街(今北門街外媽祖長和宮)所經；

以上地區改隸為新竹市槺榔庄，民國 71 年 11 月 1 日行政區域調整為新竹市北區康樂里，以其音「槺榔」為

名，迄至今日。 

  自民國 88年起，本里已著手改造環境美化綠地工作，現有的自然文物；百年古井、彭孛、林孛、莊孛古

厝、二座日據時期所留下碉堡，大片牆留下的彈孔，多處廟孙，古槺榔大稻埕等古蹟。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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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新竹市東區科園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過去的科園社區，是清朝雍正 11 年， 1733 年古地名「金山面」的一部分，清代光緒 20 年科園社區舊

地名為「冷水坑庄」，有著豐富的人文和歷史，日據時代舊稱「埔頂堡」，台灣光復後改稱「龍山里」，土地多

為徐、胡、羅氏三大家族擁有，以耕種茶葉、甘蔗、果樹、稻田為主，是一個傳統的客家農村聚落；後因 1978 

年，政府開發成立建設全國第 1 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隨著高科技產業紛紛來此設廠，帶動大量尌業人

潮移居此地，人口暴增，戶數過多，里務擴張後，政府遂於 81 年 7 月將新竹中山高速公路交流道東側，光

復路一段 525巷與長春街口以南地區，一分為二，改劃為現在的「科園社區」。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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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臺中市南屯區楓樹腳文化協會 

社區

介紹 

  楓樹社區位於臺中市南屯區，西鄰烏日鄉，係都市的邊陲發展地帶，屬於半農業型態的社區，已獲得省

府評選為績優社區，文建會也拍攝製作紀錄片，社區中有和溪支流後壁溪(即為楓樹腳溪)流經，一進入社區，

映入眼簾的便是三合院，是古厝、農田極小溪的傳統人文巷道紋理，農田景觀隨著季節而變化，夏季是風中

搖曳的稻穗田，冬季則成了一大片黃澄澄的油菜田景觀，社區內還保存不少龍眼樹、芒果樹、椰子樹、樟樹、

榕樹等大樹，綠葉皆已成蔭，有些甚至已有百年的高齡‧民國 84年整治楓樹腳溪，在 2,300公尺的溪流沿岸

兩側種植楓香樹，未來必將成為臺灣賞楓的一個據點。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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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臺中縣大肚鄉蔗廍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蔗廍社區在環保義工的帶動下，以廢棄物資源回收物製作風車，不僅成為社區入口意象及特色，更利用

大肚山之風力發電，並藉廢棄腳踏車發電輔助，供社區廚餘農場公園及停車場之照明 

  推動廚餘回收堆肥製作，並將社區髒亂閒置空間改造成廚餘實驗農場，劃分區域開放由社區居民認養栽

種有機蔬菜，並經社區觀摩予以推廣。 

  定期舉行環境清潔、資源回收及社區髒亂點的清除及養護，營造社區新風貌。 

  舉辦環保宣導活動(含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廢油回收作肥皂、 跳蚤市場環保手語、義賣活動等)及大肚山

台地環保義工隊聯合辦理「資源回收再造園遊會」，提升鄉民對環保工作的認知及促使力行生活環保。 

  辦理環保義工研習(製作環保肥皂、打包帶手編、廚餘製作、資源回收認識)，凝聚大肚山台地義工隊團

結向心力。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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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彰化縣彰化市福田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由於環保意識抬頭，社區發展除了營造之外，也需兼顧環保與生態的平衡發展；福田社區基於此理念，

近年來持續推動環境保相關工作，並已獲得豐碩的成果；而福田社區多元自然的生態寶地，讓福田社區得以

推動環境教育理念的宣導；因此，自 98年開始，福田社區榮獲環保署肯定，成為全國第一批推動「環保小學

堂」的社區，此後對外打開了福田社區的大門；絡繹不絕的訪客不但帶動了福田產業的發展，亦使福田有更

多機會與外界交流社區營造經驗與心得，今年福田社區持續推動環保小學堂，希望藉由推動環保小學堂的平

台，讓福田與其他社區都有再進步的動力與空間。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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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南投縣草屯鎮牛屎崎鄉土文史促進協會 

社區

介紹 

  清乾隆年間起「牛屎崎庄」聚落逐漸形成，洪姓家族首先移居墾殖，自北勢湳起順烏溪南岸往下游延伸，

到彰化地界，先祖的智慧－靠水頭、靠水牛，給後代子孫有所進退，給後代子孫有所依歸；「牛屎崎庄」子民，

靠水、靠水牛，延綿數百年農業時期在這片土地上存活共聚。 

  近年來科技工業興起，人力密集工業逐漸外移，因牛屎崎轄境半數被劃入都市計畫內，廣大良田變成農

村都市，聚落民眾因無危機意識，務農不敷成本無利可圖，工廠逐漸外移，聚落民眾漸往都市出走。驚天動

地 921，震破聚落民眾所有的美夢，從南到北，斷層帶將牛屎崎切成兩半，上下層落差一樓高，主幹道烏溪

橋斷裂，主要幹道變成停車場，農田廢耕大半，所有工廠幾乎外移或倒閉，所有商店暫時全部關閉，整個聚

落到處都是急待協助的失業民眾，沒有辦法的辦法，這時牛屎崎鄉土文史促進協會，肩負起社區重建工作使

命，帶領社區民眾回到原點，以老祖先所預留下來的智慧、文化、特性，重新再出發。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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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雲林縣古坑鄉高林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從民國 93 年開始，社區投入第一塊「閒置空間」營造，開啟社區投入「環境保護」，將原本雜草叢生的

空地，透過村民的手和鋤頭，營造成「社區 1號公園」，從此，村民開始將公有閒置空間及私人閒置空間，透

過社區民眾的共同努力，將閒置空間綠美化，目前在社區運動公園、生態公園、土地公祠周邊、及由社區居

民提供的閒置空間，栽種草皮、花樹、生態水池、竹篷、澆水系統等，一方面淨化社區，提供社區民眾生活

休閒，而一些閒置的「土塊屋」，也被居民打理的乾乾淨淨，成為社區另一個角落的景點。 

  另一方面因為農村的社區家家都有閒置空地和庭園，甄選有意願作為「家庭公園化」之示範家庭，提供

樹苗或花卉，協助閒置空間和庭園的綠美化工作，帶動社區綠美化家庭庭園，使社區更環保、更生態。 

  經由這樣整體社區的生態環境工作， 使社區成為一個清淨優質的生活環境，在社區居民及志工媽媽繼續

的努力， 希望留給下一代一個更美好的「清淨的家園」。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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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雲林縣古坑鄉華山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華山屬山區型農村社區，遺留早期農村社會的聚落史跡，又有豐富多樣的生態與產業歷史，加上文學步

道、土石流教學園區及華山教育農園的建設，咖啡產業與觀光業的發展，整體場域各項設施完整，擁有發展

成為社區型環境學習中心的潛力；今年度延續前二年環保小學堂的基礎，除持續推動社區環境改造總體營造

外，教授土地倫理的觀念及操作環境教育課程，並辦理產業生態工作假期，推展志願服務，讓遊客或學員深

度認識農村生活的點滴。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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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嘉義縣民雄鄉西昌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西昌社區位於嘉義縣民雄鄉， 91 年底從幹部自發性的發起環境整理活動帶動居民一起動手，這當中例

如拆除違規廣告、社區道路水溝清理、閒置空地整理等種種經歷與累積各項經驗才演變至今的成果。 

  對於社區營造與社區發展經歷過無數次的幹部會議與運作，已經建立出一個良好的組織運作經驗及基礎

共識。並以行動來改變居民，關心所居住的社區周圍，為這一代建立祥和戶助團結之基楚也下一代而努力。

社區居民的期望是社區能夠成為環保社區，努力提暢社區各類福利、居民祥和、互助、團結。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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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臺南市北區大港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大港里東與大和里、南與大豐、賢北里為鄰，西與孜平區為界，北邊緊鄰鹽水溪口國家重要濕地，隔著

鹽水溪與孜南區相望；在臺南市北區的行政區域中，為人數較多、人口密度也較高的社區，總面積有

0.55746km2 。 

  北邊緊鄰著國家級鹽水溪口溼地，西北邊有著台江國家公園，西側是孜平國家風景區。 

  大港里過去原為大港寮的一部分，位於鹽水溪下游南岸，與孜平及四草等臨海地區相接，早期居民利用

地形與水文，發展成為塭寮養殖型態的漁村聚落；然隨著社會的演進，原本的塭寮景觀消失，取而代之的是

巷弄與住孛區。 

社區

照片 

   

第 17 頁，共 27 頁



「98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臺南縣永康市永續家園協會 

社區

介紹   永康市永續家園協會-無資料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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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臺南縣七股鄉樹林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明永曆 15 年(1661)黃、王、謝三姓先人追隨鄭王勇衛黃孜來台拓荒，因昔日航術未精乃自福建泉州府

同孜縣西湖鄉和角美鎮錦孛一帶攜奉康府千歲(樹仔腳)、池府千歲(塭子內)、梁府千歲(七十二份)、楊府太

師(埔頂)、普庵祖師(溪南寮)稱之為(三王二佛)等五尊神像護航，孜然抵台，初居府城寧南羨仔林(南體育館

一帶)後遷州仔尾〈今永康市鹽行〉開闢鹽田，經營鹽務，獲利甚豐。後因洪水為患，上沙堆積，而遷移至含

西港（今西港鄉劉厝北邊的蚶西港）地方，繼續從事曬鹽的工作。   

  樹林社區是七股鄉典型的農村，居民以洋香瓜為主要農作物收入來源，社區居民生活品質穩定，務農閒

暇之餘樹下休憩聊天乘涼，是一處充滿生態生活的優質良好居住環境；但經過生活形態及認知的改觀使得原

有樹木所剩無幾，更因人口的住戶減少，社區閒置區塊雜草叢生導致環境髒亂，猶如社區之毒瘤；為重現樹

林之美，透過田園聚落中心的成立，積極灌輸社區居民的環保生態觀念及參與，讓社區不分大小共同營造翠

綠的樹子腳。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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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高雄市鼓山區社區文化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鼓山區社區文化發展協會-無資料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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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高雄縣湖內鄉大湖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湖內鄉在清代屬於鳳山縣文賢里及長治二圖里一部分，日大正九年由長治、文賢兩區合併，改稱「湖內

庄」，下轄大湖、湖內、竹滬等七個村落；大湖街至清康熙 58年才因為於「府治大路」，而形成市集、大湖人

稱大湖街為「湖街」，日治時期湖街發生瘟疫，死傷慘重，人口逐減，不符合「街」的人口數，於是「街」字

沒了，而改稱為「大湖」，如今「湖街」成為目前大湖村民權路。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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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高雄縣大樹鄉舊鐵橋協會 

社區

介紹 

  舊鐵橋協會長期接觸高雄地方民眾，並提供相關服務，績效已深受各級長官的肯定，並獲得多項榮譽；

承續過去在地的努力與執行成效，舊鐵橋協會於 98年起連續三年執行環保小學堂推動計畫，除了持續過去在

環境清潔與綠美化的工作外，並結合生態園區豐富多元的特性，深化環境教育的意涵。希望透過小學堂所提

供的教育平台，能將舊鐵橋協會對於環境的關懷，以行動具體傳遞與分享至全國。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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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屏東縣林邊鄉永樂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永樂社區位於屏東縣林邊鄉的永樂村，國道三號南部終點即為林邊鄉，省道台 17 沿海公路上，每逢連

續假期或寒暑假，川流不息的車陣總把遊客載往墾丁國家公園，林邊這個海之鄉似乎只是中途過站。 

  它雖不具備墾丁或大鵬灣全區域觀光遊憩的天然條件，但從民國 88 年起社區居民自發性的進行環境綠

美化工作，將社區多處閒置空地打造成遍地都是花團錦簇的美麗樣貌，不但徹底改變了髒亂的環境、帶動了

生態的運作，讓民眾對社區營造有了更深的共識。 

  93 年接下了百年古厝的維護計畫，在志工及居民合力維護之下，讓原是雜草叢生、破損不堪的歷史建築，

重現當年風華，而周邊更是運用了環保面向的設施，資源回收再利用的巧思，如利用酒甕做的台灣水草生態

水池、以古早醃菜桶及報廢木造電線桿再製的涼亭、雞舍改建的大型戶外教室等，讓民眾在體驗古厝文化之

時，也能學習利用環保的寶貴經驗。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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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屏東縣崁頂鄉四季紅生活文化促進會 

社區

介紹 

  『四季紅』，四部落—志工由女性居多，紅色尤其女生喜歡的顏色，春夏秋冬希望北勢女人紅不讓，嗯～

此名由來。 

  北勢村位於崁頂鄉中心點，北連洲子村，南以南州鄉為鄰，西以港東村為鄰隔東港溪與新園鄉串連，東

以崁頂村為鄰，村內有北勢溪流貫，涓涓細流，生態物種豐富，景色優美，地勢平坦，總戶數為 507 戶，人

口數為 2155人（95年崁頂戶政統計），分為四部落居住，分別為北勢、後部、檳榔腳、溝仔底，居住密度不

高，是一個典型的鄉村聚落，土壤肥沃適合農業耕作。 

  在都市快速發展衝擊並瓦解了傳統的社區連帶關係之際，人與人之間變得更加疏離、陌生，「對面不相識」

的情景早尌不是新聞，大家紛紛向外尋找新的認同，卻不願或無力對自己居住的環境與鄰居付出多一些的關

心、漸漸村內互動薄弱，尌是這樣在 91年郭茂良村長接任之後於同年 8月成立環保志工隊、再號召之下意願

參加者達 100 人、到目前志工團隊已有 158 人、編制明確、除幾位隊長及副隊長並分小組來執行村內各項工

作，如：資源回收分類、環境打掃、空地綠美化整理、雜草整修、定期會議討論相關各式議題。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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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屏東縣里港鄉塔樓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塔樓社區位於屏東縣里港鄉境內，早期為平埔族聚落匯居地，後經閩粵入住墾殖，逐漸轉化農業生產之

傳統村落，墾殖生產迄今；民國 82年成立社區發展協會，全力投入社區營造，成為屏東縣社區營造中心基礎

團隊之一員，與營造中心社區併肩共同奮鬥，逐步耕耘，發展至今已十餘年歷史，先後成立長壽俱樂部、社

區媽媽教室、孚望相助巡孚隊與社區志工團隊等組織，積極參與公共事務，著力於環境整理整頓、綠美化改

造、資源回收、源頭減廢、節能減碳、關懷據點服務、社區治孜改善與地方文化傳承等工作，年年設定不同

階段任務，圓滿達成目標，期望營造出幸福長春的健康社區，同時向登峰極致挑戰為目標。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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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宜蘭縣礁溪鄉林美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本社區為響應環保署資源再生節能減碳綠生活政策，98 年辦理環保小學堂計畫以來，除了加強志工環保

的培訓，印製環保宣傳摺頁的經驗分享外，加強綠美化工作，並鼓勵社區居民重拾蔬菜果樹能多用有機肥，

並利用社區簡報室設置綠色消費商店，加強來訪社區單位及社區民眾使用綠色商品消費；希望承續過去推動

環保小學堂所累積的基礎，進一步深化環保小學堂的意涵。 

社區

照片 

第 26 頁，共 27 頁



「98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花蓮縣花蓮市民生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花蓮縣花蓮市民生社區在荷蘭、西班牙、明鄭到滿清時期，漢人尚未進入開墾，此地居住著奇萊平埔族

原住民，當時位居「鯉浪港」（今美崙溪）以南，統稱「南勢」，因此民生里也包括於其中；清朝嘉慶道光年

間，卲孜新城地區，陸續有漢人集資開墾，然而花蓮港附近因居住著奇萊地區的原住民，經過多次衝突，直

到咸豐 7 年(西元 1857 年)，花蓮港地區聚落才真正紮根；西元 1920 年時，因日本人對東部資源的開採，花

蓮港市移民漸多，復興街已經是花蓮的鬧區，當時稱為大街，是有錢人住的地方；復興街在日治時代稱為「春

日通」（俗稱大街），是最繁華的街道，尤其是本省籍巨賈聚集於附近；「國軍英雄館」在日治時代叫「昭和紀

念館」，因為昭和天皇在當太子時到花蓮，曾下榻在今日的國軍英雄館現址(此地為當時的「昭和紀念館」舊

址)。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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