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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推動名單

縣市 社區名稱 地址 序號 

桃園縣 
桃園縣自然生態教育學會 桃園縣楊梅市永寧里一鄰校前路 1183號 3 

桃園縣觀音鄉保生社區發展協會 桃園縣觀音鄉保生村 11鄰 59-1號 4 

新竹縣 新竹縣湖口鄉信勢社區發展協會 新竹縣湖口鄉信勢村成功路 454巷 68號 5 

苗栗縣 苗栗縣苑裡鎮山柑社區發展協會 苗栗縣苑裡鎮山柑里 4鄰 32之 9號 6 

彰化縣 彰化縣埔鹽鄉大有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鹽埔鄉大有村員鹿路三段 140-2號 7 

嘉義市 嘉義市東區頂庄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市東區頂庄里義教街 538號 8 

嘉義縣 嘉義縣大林鎮明華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大林鎮明華里 4鄰 25號 9 

臺南市 
臺南市北區大港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北區大港里 7鄰大興街 226巷 50號 10 

臺南市後壁區後廍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後壁區後廍里 19號 11 

高雄市 
高雄市大樹區龍目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大樹區龍目路 148-4號 12 

高雄市林園區文賢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林園區文賢里福興街 39號 13 

屏東縣 屏東縣滿州鄉里德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滿州鄉里德村山頂路 57號 14 

宜蘭縣 宜蘭縣員山鄉內城社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員山鄉內城村榮光路 307號 15 

花蓮縣 
花蓮縣社團法人花蓮縣持修積善協會 花蓮縣花蓮市國防里 9鄰進豐街 57巷 7弄 40號 16 

花蓮縣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流協會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中興街 37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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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桃園縣自然生態教育學會 

社區

介紹 

   臺灣寶島有著多元的環境條件，物種豐富，特有種與生物多樣性密度為全世界之冠，本團隊有感於國內

生態教育的不足，為了提倡生態保育與復育對地球的重要，推廣臺灣生態之美，於民國 96年成立了「桃園縣

自然生態教育學會」。 

  學會主要與學校自然課程結合，提供學生鄉土體驗課程，讓小朋友充分觀察、瞭解自然的奧妙、進而向

大自然學習，活動課程有園區生態導覽、大地遊戲、彩繪昆蟲及各項 DIY、烤肉、露營等活動。 

  希望藉由計畫的推動，整治埤塘、清除淤泥及外來種等，種植本地原生植物及蜜源植物，營造蝴蝶、蜻

蜓、青蛙等動物自然生存環境，恢復埤塘蓄水、滯洪、遊憩、生態保育等功能，並成為環境教育場所，落實

環境教育工作，期能喚起大眾對自然生態的重視，進而成為社區、中小學校及企業團體，觀察自然、體驗自

然、學習自然的模範所在。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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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桃園縣觀音鄉保生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保生村位於桃園縣觀音鄉西南方濱海，土地狹長東西走向，因台 15線分隔區分上保生及下保生；南鄰新

屋鄉以新屋溪為界，新屋溪出水口形成沙嘴，河口為重要之生態濕地，西鄰台灣海峽海岸有海上珍珠之稱的

『藻礁』，北有小飯壢溪與大潭、武威、三和、新興為界；區內有新開發之大潭工業區。本社區總人口數 2,426

人、670戶，本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客家人。 

  保生村是典型農村社區，由於工業社區發展使得人口外流，老人留居家鄉，老年人口增加，年輕人外出

工作，只有假日或晚上才回家。老年人絕大部分兒時是在此地成長，年輕時在此地務農，農業休耕政策多年

無耕種。以農漁產業經營為主，現有產業仍是以稻米耕作或休耕的空曠土地為主，少數已轉型為栽種花卉的

苗圃、休閒農園、民宿、瓜果蔬菜栽培與埤塘水產養殖等較具有特色的產業經營。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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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新竹縣湖口鄉亯勢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亯勢村（亯勢社區）為新竹縣湖口鄉本鄉第一大村； 民國 90年由亯勢村分為亯勢村及亯義村，以北勢

溪為界，以東為亯義村，以西為亯勢村；現有住戶數共計 1,325戶，人口約計 5,360人，人數持續增加中。 

  亯勢村土地使用多為住宅區，區內並沒有其他重大產業的設立，農業為多數居民的主要產業，仍有部分

居民通勤至其他鄰近區域工作。  

  因為本區並沒有特殊商業及工業活動，環境綠化的成效卓越。 

  亯勢社區自民國 70年成立，81年改為亯勢社區發展協會，這幾年來致力推動社區志工定期清掃社區環

境，進而強化志工的向心力；尤其在共同維護北勢溪沿岸清理，志工發揮景觀創意，利用在地資源打造北勢

溪沿岸閒置空地五處的髒亂點，原先的髒亂點後來都成為附近居民休閒運動的最佳去處，並推動居民環境認

養的模式，建立『青山常在，綠水長流』的好環境。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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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苗栗縣苑裡鎮山柑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山柑社區居民世代務農，勤勞儉樸，產業以有機稻作與蔬菜為主，有｢苑裡鎮穀倉｣之美譽，擁有美麗田

園景觀，社區內百年古厝林立，隨著歲月的挪移物換星移，許多的三合院都已無人居住，寬敞的外部庭院變

成為庄內酬神做戲的場所，內部庭院則是小孩喜戲的好地方。 

  一點一滴、一草一木，感謝地主慨然同意將髒亂廢棄三合院及周遭髒亂點環境改造社區參與雇工購料的

方式，讓山柑的夥伴們整理，到處開闢出乾淨、清爽、美麗的休閒小公園。 

風雅清新的山柑，昔日稱作｢學仔口｣，也就是故時私塾所在之意，由主人王清淵設立教授漢學，並予外地文

人雅士在此賦詩吟唱，人文背景深遠，文字文化留傳坊間，整頓的愛竹山莊代表作，便為王清淵所興建，作

為推廣漢文之據點。 

  山柑社區為了維護水資源，推動有機稻作不遺餘力，幾年來結合企業，發展有機鴨間稻，推動有機米，

更以山水有機米自然生態產銷班合作，目前有機米的耕作面積已達 80公頃。今年打造社區百年古厝文化廊

道，並於環帶設置農特產販賣部行銷社區農特產品，打開網路市場，促進社區各項產業發展。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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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彰化縣埔鹽鄉大有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大有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於 84年，期盼透過此一社區共有的組織，一同為社區的未來打拼，在這幾年

中，居民們紛紛提出社區未來發展的願景與期待，逐漸拼湊出夢想家園的藍圖，也在政府的輔導下逐步將閒

置空間，如翠綠健康公園、築巢書院、文藝綠廊，改造成居民的聚會休閒場所，其中築巢書院更作為社區辦

公及聯誼的重要據點，不但改善了周邊環境，也間接拉進了居民間的情感。 

  在環球科技大學張子見教授的指導之下，社區利用枯枝落葉將廢棄之樹枝製作成生物炭，並將其用於稻

田之土壤改良，培育出強健的「金碳稻」，不但解決環境髒亂的問題，更以無毒、無化肥的環保概念，生產出

全國唯一的「金碳米」。 

  在今日講求健康生活的社會中，不僅要求物質的富裕，更須充實精神與心靈的滿足，期望能夠在社區總

體營造推動之下，讓老幼婦孺能夠得到基本生活的照顧與關懷，而年青人能夠安心在外工作打拚，大家共同

攜手將大有社區創造為祥和互助之幸福社區。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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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嘉義市東區頂庄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本社區緊鄰牛稠溪，當時林耀烈之子，聰明絕頂，發明用木頭做成葉片的水車，叫庄中的男丁，全部聚

集在大汪洋處，用腳踩水車，一共有九部，一層一層的往上踩，將落差數丈深的牛稠溪水往上送，送到溝渠

裡流入大汪洋的稻田灌溉，這就是流傳甚久『九搬水車』的故事。 

  頂庄是一個不斷向前「躍進」的社區，在團隊努力之下屢屢獲獎， 除了 96 年獲環保署全國十大模範社

區特優獎、行政院農委會全國社區綠美化特優獎、林務局社區綠美化特優獎、全國推展教育有功團體獎、全

國護水有功人員獎、入圍國家永續發展獎複選，文建會傑出團隊獎、100 年更獲內政部全國社區發展工作評

鑑甲等獎等等，得獎是一種榮譽，更是對團隊付出的肯定，得獎代表我們從參與、學習到肯定，是鼓舞激勵

我們永續經營的力量，尤其 102 年更獲得國家建築園冶獎、教育部推展社會教育有功團隊獎與環保署「節能

減碳行動標章」暨「地方推動節能減碳績效評比」績優單位。目前，來自各地社區參訪不斷，使頂庄背負教

育功能的責任更大，做為一個模範社區，如何更有效讓別人觀摩學習，如何提供全民環境學習及發揮環境教

育最大功能，將是我們不斷改造前進的動力。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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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嘉義縣大林鎮明華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明華里於民國 96 年初開始正始進行社區總體營造，希望以「明日風華再現」為目標，營造出社區許多新

亮點，如：三疊溪明華溼地生態園區、環保創意工作坊－寶特瓶達人及稻草達人等。 

  在三疊溪明華溼地生態園區部分，以溼地自然淨水法，藉由水生植物光合作用去除有機物及氨氣，再將

乾淨水排回溪流，園區內並設有新世紀環保指標的太陽能燈等藝術景觀，結合環保與生活、教育、休閒概念，

為居民增添一處多樣文化內涵休憩場所。 

  園區佔地面積約 2.7 公頃，設有截流井、曝氣區、沉澱區、溼地區、放流渠道、放流生態區、木棧道、

涼亭、植草磚步道、停車區、生態島、景觀紋石、太陽能及風力發電景觀燈、水生植栽等。   

  明華里仍以農業為主，水稻是最主要作物，也有少數種植蔬菜（含花椰菜、高麗菜、白菜、菜心、韭菜

等），畜牧業有部份養羊戶，另有竹筍、皮蛋、鹹蛋等產品。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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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臺南市北區大港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大港里東與大和里為界，南與大豐、賢北里為界，西與安平區為界，北邊緊鄰紅樹林復育區，隔著鹽水

溪與安南區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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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7平方公里。社區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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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港社區長期致力於環境維護、河川守護、生態保育到社區環保產業（香草）的發展。 

  為營造出『健康、安全、樂活』永續經營的大港社區，自 94年起規劃出靜態及動態的系列課程和活動，

持續地推動社區的環境教育，並擴及母親之河－「鹽水溪」的水環境守護工作，也逐年地累積鹽水溪的數位

典藏資料，逐步地轉換為環境教育的教案，藉助本計畫的執行，主動出擊來聯合溪畔的學校和社區，由點來

連成線、由線來串成面，由內而外來蛻變為「生活化環保行動」的深根營造。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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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臺南市後壁區後廍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後廍社區是ㄧ個沉寂多年的老社區，直到這幾年配合政府各單位的改造計畫進行「社區營造」，社區才開

啟動了起來。 

  在後廍社區重現台灣傳統手工黑糖，營造後廍甜蜜新工場「再造黑金奇蹟」；在推動的過程當中，喚起居

民對土地的認同感進而凝聚了居民的向心力，在社區環境改善上終於見到一些成果；但如果社區要永續發展，

首先必須要讓居民瞭解自己社區的人文、景觀、生態、產業等面向；因此，我們開始透過社區調查，教導居

民認識自己生活的土地。 

  未來將利用回收廚餘，進行家戶堆肥，鼓勵村民利用閒置空地，種植自然無毒疏菜，打造屬於大家的開

心農場，將產業活化與鄉村旅遊結合，發展手工黑糖、米食點心料理與三角藺草編織，更進一步研發抽糖蔥、

棉花糖、甘蔗醋、蘭姆酒等與糖相關商品，朝向農村文化景觀與現代人追尋的樂活生活結合，激發社區農民

對鄉土認同感，塑造出自己社區人文文化特色與自然環保景觀。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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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高雄市大樹區龍目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社區為典型農村，擁有豐富的產業、景觀、人文、生態，交通便利，距國道十號仁武交流道僅五公里，

是高雄離市區最近的山區農村之一，居民大部分以務農為生，並以擅長種植優質金鑽鳳梨、玉荷包荔枝而聞

名，民風純樸、水質優良、遠離塵囂，整個村落座落於青山翠谷中，終日蟲嗚項叫充斥林間，幾可比擬人間

仙境。現今高雄市觀光列車繞行社區，由於地形落差大山崎多，早已是自行車愛好者必遊之地。 

  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於民國 84年，我們在現有條件上、設施上，全面思索社區整體發展所需，擬定發展主

題及各功能性之空間區位，並規劃相關串聯路線，幾經社區幹部、居民討論後，彙整社區整體規劃發展構想

圖，期許社區能朝向「三生農村」、「多元體驗活動」、「社區風味餐飲」與「樂活與慢食」發展，以活絡

農村，帶動地方商機，促進社區休閒農業，創造生態農村意象新契機，讓本區成為「大高雄後花園」。 

  期望在大家攜手努力下，使社區資源永續利用（包括實質環境資源、文化資產及經濟資源）、社區多樣

性永續發展（包括生物多樣化、文化多樣化），讓在地居民自主經營綠色環境及知性產業，期以綠色社區為

基石發展至綠色城鄉，為大樹區後代子孫留下最佳之資源。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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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高雄市林園區文賢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文賢」轄內集住兩舊部落，社區耆老口述中「韭菜園、米店仔溝」即是社區舊稱，現有 1,779戶，總人

口數約 2,779人。社區居民大多為上班族，少部分人口從事農業活動，種植韭菜、洋蔥及稻米等，轄內商業、

農業活動兼具，加上社區內尚有保存良好古厝及古寺，傳統與現代交融，使得社區資源更形多元。 

  有鑑於環境汙染日益嚴重，提倡環境保護為文賢社區最大特色，社區活動辦理時皆要求自備碗筷，以達

到垃圾減量，並將每月第一個星期日訂為社區環境清潔日，邀請社區志工走出家庭，一同為社區環境盡份心

力，更值得一提的是，社區志工每個月從社區餐廳、雞排攤等店家募集回鍋油，回收製作成環保家事皂，除

了可以達到避免回鍋油重複油炸使用外，也能避免隨意傾倒廢油而汙染社區環境，環保家事皂不含磷、界面

活性劑等化學藥劑，亦減輕環境負擔。 

  未來將透過各式教育推廣，結合社區資源，鼓勵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提升社區的素養與觀念，認同

並投入社區發展，共同改善生活環境品質，營造一個安和樂利的優質社區。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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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屏東縣滿州鄉里德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里德村土地約 70％在國家公園範圍內，自然景觀與人文資源豐富，包括地形景觀、動植物資源、山頂橋

賞鷹亭、人文史蹟與特色產業等；著名的景點特色包括里德橋賞項區、佳樂水、山海瀑、高砂族教育紀念碑、

蚊蟀社石板棺、十八番社總部、滿州花海、雨來菇田及牧草等；自然資源包括留項、候項、過境猛禽、蝴蝶、

頄蝦蟹、蛙類及植物等都非常豐富。 

  大面積的林地保持極佳的生態資源，每年在國慶日前後，有大量灰面鵟鷹過境於此，為全臺灣最大的賞

鷹地點，吸引國內外賞項人士前來觀賞起鷹、落鷹等景象，里德橋、山頂橋、秀林橋及滿州橋都可賞項；而

落山風特殊氣候構成當地特殊的農業景象－牧草田、牧草捲、花海與雨來菇田；近年則新興另一奇特作物雨

來菇，雨來菇為一種藍綠菌，只需要簡單整地，並定期灑上乾淨水源，即可自行生長。 

  期盼透過各項計畫的執行，加強社區民眾的凝聚力，並透過人力之培訓，為社區增加更多人才，一同加

入社區營造的工作。成立欖仁溪生態保護巡守隊，推動生態旅遊，除可維護本地生態環境，亦可提供遊客更

完整的旅遊服務，對於社區觀光有加分的效益，可以為居民帶來無限商機，提升居民之生活品質。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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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宜蘭縣員山鄉內城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社區是一個以農為主的社區，早期居民辛勤的在農地上用鐵牛仔翻耕農地，當收成時，居民用鐵牛仔加

改良過的力阿卡來載運農作物，一、二十輛的鐵牛力阿卡穿梭在鄉間田野中，碰碰聲響徹雲霄，非常熱鬧，

如今機械自動化的時代，鐵牛力阿卡已慢慢的淘汰了，只剩下每年農曆七月半，社區內亯仰中心－三元宮普

渡大拜拜時，十幾輛的鐵牛力阿卡載運大豬公在前往廟埕上，碰碰聲頄貫的通過社區街道，吸引了小朋友的

好奇及大人們的回憶，這二、三年的普渡拜拜，小貨車又漸漸的取代了鐵牛力阿卡。 

  本社區蘊藏了豐富的行政、自然、人文資源，「鐵牛力阿卡車隊」，帶領遊客走訪社區的好山好水，打響

社區的知名度，除了讓老農增加零用金外，也開創內城農村產業的新契機。96年代表宜蘭縣政府參加內政部

評鑑榮獲優等社區（全國最高分），外縣市社區參訪絡繹不絕，開啟了社區產業經濟的發展。期望透過社區營

造帶動社區發展，藉由分工合作之方式，將本社區的活力、文化、藝術一一的推展出來，延續先人生活的智

慧，創造生產與生態兼具的優質社區。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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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花蓮縣社團法人花蓮縣持修積善協會 

社區

介紹 

  持修積善協會是由花蓮一群熱心公益及具有使命感的當地居民所組成，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

「引善」為宗旨，以「傳愛」為行動，致力於推展社會福利與文化教育工作，服務對象有兒童、青少年、婦

女與長者，並普及於身心障礙等弱勢團體，希冀從自我的力行實踐，拋磚引玉，集合眾人之力，建構平安祥

和的社會。 

  持修積善協會成立至今已走過十年的歲月，自成立開始，即常常參與或支援公部門的活動，並開啟宜花

東境內青年志工參與公共服務之大門；其中以進行募集二手物資轉贈弱勢家庭的行動獲得很大迴響，充分發

揮愛物惜物的環保精神。 

  協會長年「以行動關愛社會、用微笑溫馨人間」，並推廣「公益心、共享情」的理念，希望能促進花蓮

地區環境教育的重視與發展；期盼透過環境教育推廣活動，積極推動各項環境保護議題，引出每個人心中深

埋的感動和善意，力行簡樸環保新生活，關懷弱勢與土地，使社會更和諧，讓每個人找到自己生活、生命、

生存的價值目的與意義，得到真正的幸福與快樂。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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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花蓮縣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社區

介紹 

  牛犁協會自創會開始，於豐田地區推動社區總體造事務，期以提振社區「自覺」與「能力」的養成，來

因應社區面臨的各項議題。 

  多年以來，積極培育在地人才，進行文化資產暨資源調查，推行鄉土、環境、生態守護教育，辦理民俗

文化活動，深入居家關懷照護服務。 

  然而在整體事務推行效益檢討下，我們覺得唯有將社區各項面臨議題、事務，融入「環境教育」概念，

並將豐田地區營造成為「環境教育學習型社區」，才得以奠立永續經營基礎架構。 

  我們以奠立在地認同、培育在地自亯、迎合居民需求、妥善運用資源、力行環境守護及兼顧整體發展等

六大策略作為具體實踐的方式，期盼重建『禮運大同』精神的優質社區。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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