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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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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安樂區永康社區發展協會 基隆市安樂區崇德路 10巷 54之 1號 5樓 3 

基隆市信義區智慧社區發展協會 基隆市信義區仁一路 7巷 61號 4 

苗栗縣 苗栗縣竹南鎮塭內社區發展協會 苗栗縣竹南鎮港墘里 12鄰 32-1號 5 

臺中市 臺中市西區大忠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西區大忠南街 90巷 1號 6 

南投縣 南投縣埔里鎮一新社區發展協會 南投縣埔里鎮一新里一新二巷 11號 7 

雲林縣 雲林縣大埤鄉怡然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大埤鄉怡然村復興路 24-1號 8 

臺南市 
臺南市鹽水區橋南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鹽水區橋南里南門路 76號 9 

臺南市南區國宅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南區金華路二段 33巷 81號 10 

高雄市 
高雄市燕巢區金山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燕巢區金山里金山路 33號 11 

高雄市旗山區糖廠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旗山區東昌里南新街 32號 12 

屏東縣 屏東縣九如鄉三塊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九如鄉三塊村三環路 148巷 46號 13 

花蓮縣 
花蓮縣生態文化休閒創意產業永續發展協會 花蓮縣壽豐鄉水璉村水璉路 179號 14 

花蓮縣花蓮市碧雲莊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縣花蓮市介禮街 46號 15 

臺東縣 臺東縣池上鄉農會 臺東縣池上鄉中山路 302號 16 

澎湖縣 澎湖縣湖西鄉湖東社區發展協會 澎湖縣湖西鄉湖東村 23-1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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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基隆市安樂區永康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永康社區地理位置處於基隆市安樂區最北邊，社區居民人口約 2582人，大部分居民為苦力型勞工階層，

平常生活單純，早出晚歸，永康社區北鄰北二高、西邊快速道路，境內的永嘉登山、石觀音步道，自然生態

相當豐富多樣；境內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其中永康金桔園鳳蝶的繁殖區更具獨特和代表性。 

  為了維護多樣性生態支援的環境，本社區經過多年的努力，得到各方的資源挹注及肯定，不但獲選為基

隆市低碳示範中心，環保署低碳永續家園認証評等銀級，並於 105 年度獲得第四屆國家環境教育獎社區組優

等之殊榮；期望社區居民秉持以往持續努力推動環境教育永續扎根及創新發展；因此，永康環保小學堂推廣

計畫，以多元化的活動內容，透過教育與遊戲方式，讓參與的學生、民眾能夠吸收更多環境相關之知識，期

許能落實在生活上，以創造更美麗的未來！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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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基隆市信義區智慧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智慧社區於基隆市信義區智慧里內，社區依山傍水，東與智誠里毗鄰，西與仁愛區接壤，前臨田寮河畔，

後有山巒小徑，形成特殊都市景觀，因位處市區要道，商店林立，其中不乏著名特色小吃及物美價廉之蔬果

攤。 

  智慧社區擁有豐富的歷史背景，追朔到日治時期智慧社區所在地可是田寮町中最繁榮的商業區也是當時

最高級的藝妓區（綠燈區），在西元 1899年 10月 14日，日本人於現仁一路 37巷底建築了廣末-稻荷神社（後

稱狐狸廟），而現今的仁一路在當時是礦區台車的軌道，真正的仁一路則是在現仁一路 7巷，這一段豐富的歷

史記憶，現在因建商的開發，及當地居民的互相疏遠、冷漠等因素，遺址、古蹟及歷史記憶等寶貴的歷史資

源也漸漸的埋沒甚至消失，藉由這次計畫讓社區中成員的自然環境態度及所具備之社區意識、社區環境行動

與參與，再加上政府與民間非營利單位的輔導，都直接影響到整個社區的發展歷程與方向；而居民對整個社

區的認同感、對自然環境的態度以及其所採取的環境行動，是今日「智慧社區」在許多社區中，能夠成功得

發展成為富有生態教育兼具有休閒功能角色的生態社區之一。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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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苗栗縣竹南鎮塭內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塭內社區地理位置處於竹南鎮港墘里最南邊，位於中港溪出海口的小鄉村，社區居民人口約 618人，居

民平常以務農為主，種植水稻，畜牧養豬養鴨養魚為主要經濟來源，社區週邊有數家中小型鐵工廠，及數家

紙器加工廠，平常居民生活單純，早出晚歸。 

  居民百分之八十為葉氏親族，是竹南鎮內最團結的社區，東鄰德照橋素有竹南山海線交通要道之稱，西

鄰中二高竹南交流道、西濱快速道路及台灣海峽、海邊自然生態環境、防風林種植木麻黃內有森林公園規劃

自行車道、健康步道、花草百種、斯氏紫斑蝶棲息點翩翩起舞美不勝收，南鄰中港溪關義渡公園，內有國寶

級紅樹林保護區，鳥類棲息觀賞區，小型竹筏、漁船、出海口退潮沙灘景觀，招潮蟹棲息自然生態，每當旭

日東昇夕陽西下，海水相映，不但可以賞心悅目更可以下海體驗，北鄰福成宮有規劃完整小型公園，旁有謝

流溝為竹南地區主要排水道，兩側護岸河堤設景觀步道，提供居民休閒觀賞海水進出會合自然生態景觀。 

社區

照片 

   

第 5 頁，共 17 頁



「108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臺中市西區大忠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大忠社區發展協會是由張妙龄女士結合社區熱心人士共同發起，成立之初，為募集社區發展所需經費，

自行創意邀請民眾一起做環保資源回收工作，再將販賣所得挹注於社區基金加以運用，並串聯更多具有愛心

的團體與企業共同照顧鄰近弱勢家庭，以及認養學區內國中小學自強家庭學童營養午餐之不足部分，深獲社

區民眾及各界之肯定。 

  97年因卡玫基颱風豪雨之影響，導致社區排水系統癱瘓、麻園頭溪河堤潰堤、橋樑斷裂等情事，讓社區

居民從資源回收轉變成回收廢木料再製，從木料載運、分解及完全處理一手包辦，進而吸引外銷廠商尋求合

作，將廢棄木棧板交付給社區做有效再利用。 

近年來，社區更進一步結合在地木工人才、藝術人才、美學人才及熱心的志工群，成立熊肯作木工坊，

以回收木頭為主，製作出各式各樣的手工藝品義賣或教學，以及免費提供給有需求的人，不僅達到節能減碳

愛地球，並結合其他鄰里或教育單位、公益團體合作接洽，互相轉介共享資源，讓愛心達到「善」的循環。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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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南投縣埔里鎮一新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一新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時間並不長，但是發展方向明確，自始自終都堅持成為守護環境的「一個與自然

共好的生態產業社區」。 

  一新藉由保育台灣白魚，進而推動到整個白魚棲地的維護及營造，然後擴大到生態系保育，增加生物多

樣性；一新以白魚為核心的有機綠保生活圈，紅冠水雞、鳥類、蜻蛉、青蛙、鷺鷥...在一新隨處可見，婉如

早期的農村生活景，像還給白魚一個乾淨無污染的家；社區不斷地推廣環境保護教育、綠色保育標章推廣，

經由慈心基金會輔導認證，社區農民們慢慢的加入友善種植，有機綠保及申請中的農民目前共有十多位。 

  一新社區，一步一腳印，慢慢的作，踏實的實踐社區協會成立時的初衷與居民們的共識理念；還給台灣

白魚一個乾淨無毒的生存環境境；經過六年的努力，社區實踐農業生態村為營造社區理念；在 107 年獲得農

委會水保局是全國的金牌農村之一與外交部肯定，並推廣分享至國際，以實踐里山一新的精神找到社區的自

我價值。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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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雲林縣大埤鄉怡然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怡然社區位於嘉南平原北端，大埤鄉西南端，其地勢平坦，全境均為海拔 30公尺以下之平原，東鄰北和、

南和、大德村三村，西與北鎮、興安二村毗鄰，南緊鄰嘉義縣溪口鄉，北接聯美村，怡然社區面積約有 17173

平方公里，包括舊庄與後壁店二個聚落；戰後行政區域重新劃分時，將這二個部落合併成為怡然村，怡然村

的村名是由村內曾任大埤鄉第一任鄉長張禎祥先生所命名，由於張禎祥是一位田野詩人，個性淡泊名利，喜

愛閒雲野鶴陶淵明式的鄉野田園生活，在村內闢建「三秀園」過著隱居式生活，村名「怡然」二字即是取其

「怡然自得」之意。 

  大埤鄉氣候溫和，地質土壤屬於中性，其產業結構除了種植稻米外，亦大量種植芥菜，而芥菜為醃漬酸

菜原料，為全臺近八成的酸菜貨源供應地，故本鄉素有「酸菜的故鄉」之美譽；農民通常都利用二期稻作收

割後的空檔，在冬季裡種芥菜，其中以興安、怡然、北鎮、西鎮等產量最多，約占全鄉 70 ﹪以上；每到冬

季時分，隨處可見村民收割芥菜製作酸菜的繁榮景象。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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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臺南市鹽水區橋南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蜂炮」、「意麵」是許多人對臺南鹽水的主要印象，這小鎮位處嘉南平原臺南和嘉義的西北交界處，昔

日因優越的地理位置條件造就成為貨物集散的通商港口，後來則因鄰近城鎮興起，鹽水發展因而轉為沉默，

只有等待一年一度的元宵蜂炮節慶到來，鹽水才引人注目；然而，鹽水歷史、地理發展十分悠久，北臨八掌

溪出海口處稱「汫水港」，海汊處南端稱「鹽水港」，具河海港雙重特色，水陸交通因此十分便利，也因水道

如彎彎的新月造型，鹽水在地詩人又賦予一個浪漫的美名叫「月津」；在過去的時空背景之下，更流傳「一府、

二鹿、三艋舺、四月津」的俗諺，呈現出鹽水在當時臺灣的重要地位。 

  1870年後，由於八掌溪和急水溪挾帶大量泥沙淤積，海岸線西移，失去海港功能，商務機能由盛轉衰；

日治以後，由於重要鐵公路建設東移及行政轄區的調整，使得鹽水原有的政經及交通地位被新營取代；臺灣

光復後，歷經社會重整、經濟轉型和科技產業的興起，使鹽水風華走入歷史。 

  鹽水月津港風華再現計畫則以過去和現有所累積的地域資源再出發，創造出一個優質的臨水生活環境提

供社區居民活動，當地發展觀光產業也朝向以地域資源、文化保存來獲得永續發展的運作。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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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臺南市南區國宅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國宅社區早期為一片廢棄多年之鹽田，於民國六十一年配合安平工業區之開發及本市第三期都市重建，

規劃為國民住宅區，六十八年度實施社區發展，規劃為國宅社區。 

  國宅社區係屬人口密集之都市型社區，居民來自各階層，大部分居民從事市場、夜市生意；只是早期規

劃國宅，格局小、且巷弄狹窄，發展空間有限，近幾年經濟不景氣，導致國宅社區低收入戶、單親、殘障…

等弱勢族群在社區佔相當高之比例。 

  國宅社區火柴盒式的國宅建築格局毫不起眼，89年開始致力於社區人文的耕耘，從社區文學、社區讀書

會到近兩年的藝術創作文學，營造出國宅社區特有的文學藝術與書香文化，讓那隱藏在灰盒子底下的社區特

色，重新醖釀社區生活的自信與存在價值，重構國宅的社區新象。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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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高雄市燕巢區金山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金山社區位於燕巢東北方，東與旗山為鄰，南與深水里及東燕里接壤，西與尖山里相鄰，北與田寮為界。

社區位處於丘陵之地，社區居民擁有非常勤奮踏實的堅毅精神，充分利用每一塊可利用的土地，種植棗子、

芭樂、竹筍及龍眼；但早期因河道阻塞、法令限制級耕地有限，致使社區居民生活不易，人口外流嚴重；從

民國 60年統計全里有 2800多人外流至今，僅剩 200戶 560餘人，平均超過 65歲以上的長輩占 15％以上。 

  為提高大家對在地環境認知與創造融合大自然的契機，在社區營造過程中，金山社區逐漸找到定位與發

展方向，即以芭樂及棗子作為發展之根本，輔以社區特有之各項自然景觀與文化背景，並兼具社區居住安全

與生活品質之條件下，發展在地獨具特色的農產品，以及規劃設計環境教育低碳觀光路線，營造一個具有在

地特色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金山社區擁有世界最高峰「泥火山」，以及最甜美的芭樂與棗子，提供人類親近自然與農村生活的品牌使

命，以及得到農村好物「番樂酥、蜜棗乾」伴手禮，還有濃濃的人情味；社區期望藉由環保小學堂之推動，

將社區打造成為以地質、產業與萬物大自然相互學習的場域。 

社區

照片 

   

第 11 頁，共 17 頁



「108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高雄市旗山區糖廠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本社區因位於旗山糖廠內因而得名，於雍正年隨著旗尾山南麓閩族部落成立， 命名旗尾庄；旗尾山的景

色「旗尾秋蒐」列為「台陽八景」，旗尾山與鼓山隔旗山溪相對，自古就有「旗鼓相當」的美名；南臨國道

10號終點交流道，西臨旗山溪與旗山老街連接，北臨旗尾山，東與旗山區廣福里連接，為旗山區聯外的「中

樞紐」，也是重要的「水源保護區」。 

  旗山糖廠原名旗尾糖廠，創建於 1909年(民國前三年)，主要業務為製造白糖，於台灣糖業興盛時期，不

管是種植甘蔗或是從事製糖作業，都讓旗山地區許多人家得以養家活口，旗山糖廠於民國 91年停止糖廠的製

糖作業。 

  本社區擁有百年文化產業、豐富自然景觀、多元植物生態，站上旗尾山制高點可將高雄市、屏東縣、旗

山溪美景盡收眼底，堪稱為高雄市的市外桃源，因此全面思索社區發展整體所需，根據社區特色，分別由各

角度切入，串聯各項相關主題，逐一盤整為一個總體發展主題，以最少資源，社區最高凝聚力的方式，打造

高雄市社區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朝『環境永續-三生共存共榮好家園』做為社區發展願景。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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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屏東縣九如鄉三塊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屏東縣九如鄉三塊村，三塊社區位於屏東平原西南方，隸屬於九如鄉三塊村，東鄰省道台三線；西鄰高

雄市大樹區與高屏溪之隔；南鄰大坵村；北向里港鄉塔樓村，總人口 526戶、1821人，土地面積約( 2086861)

平方公里，居民以種植大宗蔬菜、檸檬、棗子、養殖泰國蝦為主，純屬舊型農村社區。 

社區以開台聖王廟為中心集中發展，村外大部分是農舍與農地，而農事經營為村民主要經濟來源，但因

農業廢棄物隨手亂丟河邊、路旁、畸零地，造成社區環境之隱憂；自 101 年起，由媽媽教室班會員號召有志

人士組成一支環保清潔隊，人數約 25人，雖然隊員都未經過正式的培訓課程，憑著一股傻勁與執著，負責社

區環境清潔與維護；為了掃除髒亂點，進而開始執行社區環境綠美化工作，其堅忍不拔的生命，戰勝了惡劣

的環境，成就了社區的美景，讓人體會到社區這支環保清潔隊正像野牡丹的精神與毅力，正在創造三塊社區

的村（春）天。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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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花蓮縣生態文化休閒創意產業永續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吉籟」源自阿美族的母語發音 CIDAL，這字不僅為太陽之意，在母系社會的阿美族人心中，亦為母親

的象徵；因此，吉籟獵人學校不單擁有滿滿的熱情和活力，更期許自己能像母親守護孩子一般，守護這塊土

地、照顧部落裡的族人。 

花蓮縣生態文化休閒創意產業永續發展協會-吉籟獵人學校團隊是一群藏身在花蓮能玩山遁海的原住民

青年，平常就與山海為伍，以冒險為休閒；有感我們原住民獵人寶貴的知識技能漸漸流失，以及傳統獵人所

秉持與大自然休戚與共的價值觀逐漸被族人淡忘，所以決定成立吉籟獵人學校，所推廣的體驗活動，不是教

學員如何打獵，而是在傳達「獵人」的精神與內涵，以及部落永續環境與族群文化的「環境倫理」；耆老們教

導在山林中要「敬天、敬地、敬山、敬畏大自然，稱呼山與海為我們的母親；效法大自然學習對土地、山林

與人們的倫理態度」；所以吉籟將「環境倫理」態度、觀念與山林共生的技能，透過寓教於樂的體驗活動廣泛

的推展，傳承世代。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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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花蓮縣花蓮市碧雲莊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民國四十年初，碧雲莊社區現址一片荒蕪，在林芥老先生及其子女的努力下填土整地，終化為平坦的田

園，在這近三十甲的新生地上，先種植瓊麻及果樹，其後又養殖牛和鹿等，然皆因受其他環境因素等影響而

無法事成。 

  民國六十二年初，林芥老先生與其長子林燦昆先生著手規劃社區，同時整闢道路、修築水溝、興建公共

設施並爭取政府購屋者高額貸款，普受當時市民好評因而逐年擴建，人口亦漸增，至民國八十年前碧雲莊社

區已達六百戶住家，成為花東地區數一數二的新社區；目前位於碧雲莊社區介林九街現址之林芥公園入口牌

樓，寫著兩行對聯--「繼先祖一脈真傳克勤克儉」 「教子孫兩行正道惟讀惟商」正是林芥老先生創建碧雲莊

社區蓽路藍縷的最佳寫照。 

  由於社區不斷發展，住戶即將衝破一千五百戶，人口邁向五千人；於是花蓮市公所將此社區與臨近幾個

社區一併成立一個新里。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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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臺東縣池上鄉農會 

社區

介紹 

  臺東縣池上鄉因鄉內有一天然泉湖而得名，本地古名為阿美族語「大坡 TAPO」，其意義為大池，池上鄉

因適位於該池之上，日據時代遂以日語譯為「池上」沿用至今，且以生產「貢米」而出名。 

  歷經一個世紀，在本地農民的共同努力下，1946年正式成立池上鄉農會，負責整合農業資源，帶動農村

發展，提供生產資金，改善生產環境，改善農村經濟為宗旨；至今已跨越半世紀，在這片天然、質樸、寧靜、

舒暢、和諧與本鄉農民刻苦耐勞、專業勤奮、呵護土地及對品質的堅持精進栽培技術下，造就「池上米」這

亮麗的品牌。 

  本會於 2011年通過經濟部觀光工廠評鑑及校外教學場域認證，晉升為全臺灣農會體系中第 1家取得稻米

加工觀光工廠及結合環境教育功能之戶外學習場域，廠區內設有金色豐收館，館內設置文物區、體驗教室，

並提供專業碾米加工製程導覽、傳統土礱體驗、米食 DIY 與池上農事體驗活動等，提供遊客一個感性休閒與

知性教育場所。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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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澎湖縣湖西鄉湖東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湖東社區位於湖西鄉湖東村，與湖西村為鄰，面積只有湖西村的三分之一；湖西鄉則位於澎湖本島東半

部，包含雞善嶼、錠鉤嶼、查坡嶼、查某嶼、香爐嶼等五個無人島；西鄰馬公，以中正橋與白沙鄉隔海相連；

湖西鄉是澎湖縣第一大鄉，也是往來澎湖空中交通的唯一入口站，又因湖西鄉各地土壤肥沃，成為移民的第

一選擇；例如陳姓、許姓、洪姓自金門渡海來澎，也都以湖西為落腳之地。 

  本社區自參加了社區營造的課程後深知關懷土地、關懷人文的切入角度各有不同，或從環境保護、或從

文化資產，但都不約而同地呈現了從在地居民出發的觀點，因而此計畫想利用人才培育作為彙整小地方智庫

的工具，將這些原本被淡忘的常民生活點滴，也是當地居民長久經驗累積而成的地方知識與智慧，藉由人才

培育及交流工作坊的運轉，讓這些珍貴的無形文化資產及生活智慧得以被延續與應用，也讓八 O 年代以來的

地方文史調查及社區營造風潮的價值得以重新被定位、彰顯，同時也可將以往「地方」和「地方知識」重新

被居民「看見」並加以運用。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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