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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基隆市中正區平寮社區發展協會 

【子】基隆市中正區八斗社區發展協會 
【母】新北市新店區小城社區發展協會 

【子】新北市新店區玫瑰社區發展協會 

【母】臺中市南區城隍社區發展協會 

【子】臺中市南區德義社區發展協會 

【母】嘉義縣義竹鄉東過社區發展協會 

【子】嘉義縣義竹鄉西過社區發展協會 

【子】嘉義縣義竹鄉後鎮社區發展協會 

【母】臺南市中西區銀同社區發展協會 

【子】臺南市中西區五妃社區發展協會 

【母】屏東縣屏東市崇蘭社區發展協會 

【子】屏東縣屏東市大洲社區發展協會 

【母】屏東縣里港鄉潮厝社區發展協會 

【子】屏東縣里港鄉過江社區發展協會 

【子】屏東縣里港鄉三廍社區發展協會 

【子】屏東縣高樹鄉菜寮社區發展協會 

【母】臺東縣鹿野鄉瑞源社區發展協會 

【子】臺東縣鹿野鄉瑞隆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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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社區名稱 地址 頁碼 

基隆市 
【母】基隆市中正區平寮社區發展協會 基隆市中正區和一路 186 號 

3 
【子】基隆市中正區八斗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 
【母】新北市新店區小城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新店區僑信路 74 巷 11 號 

5 
【子】新北市新店區玫瑰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 
【母】臺中市南區城隍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南區合作街 92 號 

7 
【子】臺中市南區德義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 

【母】嘉義縣義竹鄉東過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義竹鄉東過村 100 號 

9 【子】嘉義縣義竹鄉西過社區發展協會 
 

【子】嘉義縣義竹鄉後鎮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 
【母】臺南市中西區銀同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中西區開山路 89 巷 23 號 

11 
【子】臺南市中西區五妃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 

【母】屏東縣屏東市崇蘭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屏東市崇蘭里崇蘭 69 號 
13 

【子】屏東縣屏東市大洲社區發展協會  

【母】屏東縣里港鄉潮厝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里港鄉潮厝村 87-9號 

15 
【子】屏東縣里港鄉過江社區發展協會 

 
【子】屏東縣里港鄉三廍社區發展協會 

 
【子】屏東縣高樹鄉菜寮社區發展協會 

 

臺東縣 
【母】臺東縣鹿野鄉瑞源社區發展協會 臺東縣鹿野鄉瑞源村同興路 156 號 

17 
【子】臺東縣鹿野鄉瑞隆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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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母】基隆市中正區平寮社區發展協會、【子】基隆市中正區八斗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基隆市平寮社區位在和平島上，擁有豐富的海洋生態資源，和平島因曾歷經凱達格蘭、西班牙、荷蘭和日本等

各時期的發展，因此島上有很多的砲台等要塞遺蹟，除了文化色彩多元豐富。在未來的三年，期望透過三階段期程：

一、扎根(建立夥伴關係、鄰近社區合作)二、擴大(擴大環保戰線、成立環教據點) 三、穩定(環保小學堂、島嶼生態

品牌)，逐步完成島嶼生態品牌的目標，持續在環境議題上做出貢獻。 

  今年度計畫目標：（一）平寮與八斗社區屬同一海岸線，在外來訪客與社區參訪時，時常被歸類於同一次的行程

範圍，為此，期望此次透過兩社區合作，結合彼此優勢，為海岸軸線環境永續經營的目標梳理出長久合作機制。（二）

深耕社區巷弄清掃，打造社區乾淨與居民安全環境。（三）發展社區低碳飲食，新增惜食惜實行動，擴大社區居民參

與模式。（四）結合在地著名機構、企業共同為和平島海岸軸線環境永續努力，搭建社區環保議題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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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母】基隆市中正區平寮社區發展協會、【子】基隆市中正區八斗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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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母】新北市新店區小城社區發展協會、【子】新北市新店區玫瑰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地區的小城社區、玫瑰社區兩社區於清代時期皆屬於安坑庄，此區由於多外來人口，屬雜姓社區，

無顯著大姓。於民國69-74年間陸續建成為大型山坡地集合住宅社區。雙方社區以圍牆分隔，但仍有幾處可供行人通行。

兩社區皆位於山腰，地理位置與安坑地區著名的二叭子植物園相去不遠，後院即是深山，有非常豐富的生態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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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母】新北市新店區小城社區發展協會、【子】新北市新店區玫瑰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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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母】臺中市南區城隍社區發展協會、【子】臺中市南區德義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城隍社區發展協會：城隍社區以社區中的「城隍廟」為名，社區人文資源豐富，經濟活動活絡，兼具城鄉特質的

聚落型態。社區中有歷史巷弄-有明町，為早年臺中市南向通往大里、霧峰、南投之交通要道。現在尚存若干舊建築，

極具文史價值，堪予緬懷昔日風華。綠川是社區中主要藍帶水系，甫經政府景觀改善後，環境整潔，清流不斷，綠帶

圍繞，溪旁是民眾休憩散步好去處。忠孝夜市的美食產業發達，名聞遐邇，商機活絡。近年來與社區密切配合，在環

保改善上非常用心。本社區民眾與志工長年守護社區環境，已養成自掃門前雪之外，也管他人瓦上霜的環境維護情操。

本會在各級長官輔導之下，積極深耕社區，推動社區營造、文化研習、環境改造與社區培力方面頗有心得；在環境改

造、宗教文化發揚與地方產業創新方面持續努力，並經常與各社區交流切磋。未來本會將持續運用現有資源，加強社

區參與，提升社區環境，以創造生活、文化、環境三贏局面。 

  德義社區發展協會：德義社區是一個成立30年(民國81年設立)的社區，與中興大學相鄰，是學生的生活區。綠川

由城隍里信義南街福德祠到下游段德義福德宮，貫穿德義社區是居民平時散步休閒的好地方。因為與中興大學相鄰，

學校師生很多是社區的居民，社區文化氣習濃厚。早期以廚餘回收及環保皂最具特色，近來定期辦理書法書畫展，社

區內也培育多位書法老師，逢年過節亦有辦理寫春聯活動，再為社區增添了藝術氣息。德義福德宮沿岸綠川的中興活

動中心後方步道，與興大路阿勃勒步道相連，植物多樣種類豐富，六月以後黃澄澄的阿勃勒大道一直是網紅打卡熱點。

臺中市110年污水接管本社區確定由民意街至國光路全里接管含忠孝夜市，對社區環境，綠川水質將更徹底改善，對

社區的水環境維持更加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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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母】臺中市南區城隍社區發展協會、【子】臺中市南區德義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城隍文化是城隍社區發展動力之一 社區民眾已養成環境維護的日常習慣 綠川生態、植物多樣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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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母】嘉義縣義竹鄉東過社區發展協會、【子】義竹鄉西過社區發展協會、義竹鄉後鎮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東過社區地理位置為嘉義縣義竹鄉最南端之村落，東與台南市鹽水區相接，西則與西過村相交接；南隔八掌溪與台

南市學甲區相望，北與本鄉新富村、新店村接壤。163線道橫貫穿而過社區，是義竹往布袋鎮新塭與台南縣鹽水鎮、南鯤

身代天府必經之地。抑是商旅人士通商必經之道及休憩的驛站，與西過社區共同稱之為過路仔。社區產業發展為農漁產

物並重，有玉米、蔥、蒜、虱目魚、軟骨鯽、吳郭魚、鱸魚、白蝦等。人文資源調查-社區信仰-廟宇福安宮、聖安宮康姓

宗祠、過路長老會教堂等豐富涵蓋佛、道、基督。文化資源調查-三合院聚落、社區建設紀念碑、菩提樹、香草園區休憩

區等，社區內具文化價值景觀是早期三合院傳統建築，本社區三合院房屋多而保留完整和台灣近代糖業興衰有很大的關

聯。社區連結地方資源，採用香草園的香茅、檸檬桉、澳洲茶樹及薄荷製作香茅菊花茶、手工香皂及防蚊香茅膏利用玉

米莢製作人造花。並採自鄉內桑葚自製饅頭。 

  西過的人文與東過社區類似，只相隔一條馬路，彼此互通有無。過路國小、教會為東、西過村民共同生活中心。人

文資源調查-社區信仰-千歲宮、朝天宮、保安宮等。後鎮社區緊鄰布袋鎮地勢較低，村民以種植玉米及養殖虱目魚為主，

信仰中心為鎮安宮抑是鄭成功來台之初登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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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母】嘉義縣義竹鄉東過社區發展協會、【子】義竹鄉西過社區發展協會、義竹鄉後鎮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自製香草手工皂 東過百年老厝 自製玉米莢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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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母】臺南市中西區銀同社區發展協會、【子】臺南市中西區五妃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台南市中西區銀同社區發展協會自97年成立以來，以環保回收創意來帶動社區的營造，並以此凝聚社區的向心

力，經過十幾年來大家的努力，理事長家門口的紙箱資源回收到透過環保局的協力有了完整的社區資源回收站，從資

源回收分類，從固定式的回收到移動式的回收車趴趴走，從服務大眾進而深入到獨居老人、行動不便者，從回收到關

懷回收者進而把回收的觀念透過關心融入生活裏！進而透過回收站的回收物延伸出—回收創意，進而把回收創意製作

成道具衣服，表演行動劇！甚至改造社區空地髒亂點的創意亮點！也希望透過社區這十幾年來力行推展的環保議題及

回收創意進而能在社區廢棄菜市場能夠變成綠色回收創意時尚小棧，能夠定期的舉辦環保市集，定期舉辦環保議題相

關課程活動，例如酵素製作、堆肥植栽、回收水果皮蚊香製作、回收傢俱再利用、及無毒小農交流及無毒農作物推展

環境教育場所，而活動中心能夠成為青銀共好！創造綠色時尚的回收創環境教育另一個場所！ 

  臺南市中西區五妃社區發展協會，社區內人文薈萃，人文氣息濃烈，巷弄有文青駐點風格迴異充滿著多元時空交

錯的店家，為值得去開發營造的一個社區！五妃社區的志工比較偏向學生志工，銀同社區志工是屬於超超老社區，而

兩個社區的結盟合作有互補效益！銀同社區和五妃社區在府前路和開山路的馬路的左右兩側，有一個共同的特色—飲

料店及巷弄餐館多，社區把「一套」、減塑最時尚及資源回收分類議題作為環保議題極力推動的生活實踐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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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母】臺南市中西區銀同社區發展協會、【子】臺南市中西區五妃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彩繪牆 流浪貓憩息的空地 巷弄髒亂牆面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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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母】屏東縣屏東市崇蘭社區發展協會、【子】屏東縣屏東市大洲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崇蘭社區：屏東縣屏東市崇蘭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於西元1996年，社區發展工作初期為一般性之社造模式。西元2002

年蕭永忠理事長，結合財團法人蕭珍記文化藝術基金會，以全新的社造觀念，帶領居民深入了解崇蘭，提昇社區意識

開始逐步建立對地方文化的認識。推動青年參與社區營造及協助建立社區網站，辦理「社區之美」研討會喚醒居民了

解社區的優劣勢，並進而擬訂出社區願景。積極推動屏東縣定古蹟蕭氏家廟的保存維護，設立阿緱地方文化館推動藝

文展演。「素蘭陣」及「神龍會」更代表崇蘭人熱愛文化藝術的特質。本協會努力營造社區持續經營的能量，期盼成

為「健康、安全、舒適、美麗、清潔」的環保社區。 

  大洲社區：大洲社區隸屬屏東市大洲里境內，據傳古時候地勢低，東邊有牛稠溪，溪邊又有高屏溪，常因排水不

良遇雨成災，一片溪洲，因而有「溪洲」之稱。後來改名「大溪洲」，之後配合政府減畫地名而改名「大洲里」。社區

於民國八十一年配合政府政策改組成立「大洲社區發展協會」至今經由歷任理事長、理監事、總幹事、各幹部們與居

民團結和諧，使社區呈現一片清淨祥和。大洲社區發展協會歷年來由關懷據點、媽媽教室、志工隊、巡守隊、長壽俱

樂部…等單位積極參與縣市政府的活動及配合農村再生計畫，不斷提升大洲社區居民的生活品質，除了加強硬體建設

也配合政府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 C 級巷弄長照站」，成立「社區關懷守護站」，只為照顧更多居民，因此

在108年度參加「屏東縣安居大社區--好讚認證活動」獲得6顆星的榮耀，感謝大家的努力終於得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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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母】屏東縣屏東市崇蘭社區發展協會、【子】屏東縣屏東市大洲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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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母】屏東縣里港鄉潮厝社區發展協會、【子】屏東縣里港鄉過江社區發展協會、屏東縣里港鄉三廍社區發展

協會、屏東縣高樹鄉菜寮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由荖濃溪與隘寮溪匯集至高屏溪之河川流域，四個社區依靠河川流域為生計，產業特性相同更感同自然環境地重

要性，維護好環境才能孕育生生不息生命。屏東縣里港鄉潮厝社區發展協會有二年單一計畫經驗且每年舉辦社區串聯

節能減碳大型宣導活動，為里港鄉樹立綠色環保風範藉由此力量擴散至高樹鄉，產業型態由農業逐步轉型養殖業，土

讓與水質維護是我們共同目標，綠色飲食與綠色旅遊二者搭配是社區目前積極推廣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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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母】屏東縣里港鄉潮厝社區發展協會、【子】屏東縣里港鄉過江社區發展協會、屏東縣里港鄉三廍社區發展

協會、屏東縣高樹鄉菜寮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110年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推動名單 

第 17 頁，共 18 頁 

社區

名稱 【母】臺東縣鹿野鄉瑞源社區發展協會、【子】臺東縣鹿野鄉瑞隆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現今大原地區（含瑞源、瑞和及瑞隆社區）為鹿野鄉最大的客家庄，原是一個衝勁十足的典型新興農村社區，社區

內客家居民超過四成，務農人口眾多；惟因近年來年輕人口嚴重外流，農村老化現象極為快速，資訊技能不足，社區似

乎也隨歲月慢慢老化失去活力。社區發展協會冀盼透過此聯合計畫培訓社區規劃及經營團隊，協助推動環境教育之功能，

增加閒置空間使用率並充實環境認知之深度，重新啟動社區活力，更加期望社區居民聯合操作模式，對社區推動投入熱

情與心力。 

  然經由社區民眾的自主與參與，對瑞源地區做全面性的思考及整體性的規劃，並藉由瑞源、瑞隆社區的結合，使生

活空間獲得美化，生活品質獲得提昇，促進在地文化之傳承、累積、成長與創新。使原有的地景、地貌煥然一新，打造

「小地方、好所在」的新故鄉風貌──瑞源地區休閒觀光文化家園，促使社區活力再現。 

  本地區地處臺東行經花蓮門戶，位居花東縱谷要津，地理環境優美，青山綠水、芳草連天，種植福鹿茶、鳳梨、枇

杷、稻米、紅甘蔗、釋迦等多樣獨特農作物，同時極為重視自然生態環境保護，開闢新良自然生態園區、行經本社區東

側的卑南溪溪水清徹、水生動植物種類繁多，亦有多達十餘種水鳥棲息其間，且擁有世界罕見之惡地質景觀，本社區之

自然環境豐富且生機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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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母】臺東縣鹿野鄉瑞源社區發展協會、【子】臺東縣鹿野鄉瑞隆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瑞源社區團隊 水之際活動挑水傳承活動 瑞隆社區生態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