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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推動名單

縣市 社區名稱 地址 頁碼 

臺北市 臺北市大安區溫州社區發展協會 臺北市大安區溫州街 74巷 14號 3

桃園縣 
桃園縣楊梅市秀才里辦公處 桃園縣楊梅市秀才里 25鄰新江路 225巷 3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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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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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 臺中市北區錦平里辦公處 臺中市北區錦平里三民路三段 107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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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雲林縣 雲林縣林內鄉社區產業文化協會 雲林縣林內鄉林北村增產路 1-12號 9 

嘉義市 嘉義市西區磚磘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市西區玉山路 36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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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臺南市 
臺南市南區金華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南區金華里慶南街 201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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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高雄市 高雄市湖內區大湖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湖內區大湖里民權路 30巷 38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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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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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壽豐鄉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中興街 37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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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臺北市大安區溫州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臺北市人口稠密，土地也高度開發利用，在高樓林立的地區內，公園綠地更顯得重要性；而一般都市中仍

有公、私有地主在開發前荒置未加維護，甚至成為髒亂點，而多數社區居民每每都得視若無睹，任髒亂點持續

存在直至開發行為開始；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透過都市計畫變更來成為公園用地，操作困難度太高且曠日廢時；

因此，在土地開發前，採用更彈性的思維，運用社區營造、參與式規劃設計的手法，仍具有高度可行性；基於

此理念，臺北市大安區溫州社區發展協會因此孕育而生。 

  大安區位居臺北市中段，是台北市的文教、住商混合區，也是台北市人口最多的行政區；國立台灣大學、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和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等著名學府及大台北地區明星

高中職師大附中及大安高工等，均位於此區，本區南部的公館、師大路有許多以學生文化為主的書店；大學里，

坐落於辛亥路、新生南路、羅斯福路所相交之處；依據社區踏查記錄，民國 100年 9月之公告資料，里內鄰數

為 24鄰、戶數為 3,145戶、男性人數為 3,993位、女性人數為 4,304位，共計約莫 8,297人。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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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桃園縣楊梅市秀才里辦公處 

社區

介紹 

  秀才里位於楊梅市正南方，屬於城鄉型社區，是個好山好水風景優美的好地方，前往秀才里可由國道一

號楊梅交流道下，沿台一線往新竹方向繼續南行，至楊梅國小旁轉往秀才路直行，即可到達秀才里；秀才里

共計約 3平方公里，土地使用傴北部小區域為都市計畫範圍，其土地使用為住宅區、工業區與農業區；其餘

南部部分屬非都市土地，其分區大部分為山坡地保育區，鄰都市計畫區有部分為一般農業區，東南側有一長

條狀特定農業區。 

  5B池環保公園是里民重要的戶外活動場所之一，區內植栽由環保志工長期認養及維護，利用堆肥廚餘製

成的液肥當肥料，使公園的綠樹花草生長更美麗，池中有許多日漸稀少的原生頄類及動物，經初步調查已發

現高體鰟鮍、羅漢頄、河蚌等原生生物，為本里戶外環境教育場所之一；秀才工作坊則以室內靜態的方式呈

現歷年環保回收成果，除了供參訪單位借鏡學習之外，相關成果還結合政府部門、機關團體、社區校園進行

推廣。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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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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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大潭工業區開發徴收原住戶搬移他處，因此 1-5鄰戶數銳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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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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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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柑社區座落於苗栗縣苑裡鎮東南端的大安溪北岸，交通便捷，地靈人傑，是典型的純樸農村，也是目

前全國環保示範社區，各界機關、學校、社區參訪人潮相當的多，光是 101年度參訪人數已達 6,190人次；

多年來致力推動環境綠美化及資源回收，里民們熱心投入，100年度代表苗栗縣參加環保署第二十屆全國環

境保護模範社區評鑑獲得全國特優獎，不但成為全國環保模範社區，還有外縣市的社區常來參訪，人潮熱絡。 

  山柑社區不傴是典型的純樸農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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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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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臺中市北區錦平里辦公處 

社區

介紹 

  錦平里位於臺中市北區偏南方，以中華路 2段為中心，左右兩側、西起柳川東路 4段直抵東邊之三民路

三段、北以五權路延線向南直扣太平路 141巷 10弄面積約 3.6平方公里。 

  錦平里為一新舊社區混雜之商業文教區，約有 1/2部份為住宅區，文教氣息濃厚；早期本社區於日據時

代即擁有台中高級商業學校（即國立臺中技術學院前身），此區以北即舊稱之崁仔頂（即今之中友百貨公司

附近），以南即今之里辦公室和協會會館，附近舊稱為香蕉園仔（即今太平國小與原來來百貨公司以南），

91年 2月又合併平等里為今之錦平社區（即錦平里）。 

  民國 60年代有名之金龍少棒隊即出自太平國校，因此諸多知識份子與士紳均出自本社區，退休後亦深居

區域內，較有名者有已故之市議會議長陳慶星先生，前副市長陳大鈞先生，前文建會主委陳郁秀之父親陳慧

坤先生曾任教太平國小，退休區長陳堯宏、侯壽峰畫家、立法委員洪昭男、商界聞人蔡南湖、李世宗、台中

商專等著名教授，足見本社區是一具有輝煌歷史及人文豐富的老社區。 

社區

照片 

   

第 7 頁，共 17 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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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有社區位於彰化縣埔鹽鄉的北邊偏西，縣 144員林大排平面道路南側，交通便利；北面是鹿港溪對岸

就是福興鄉番社村，全村面積 182.68公頃，地形平坦，為典型之台灣西部平原地形。 

  漢人來到埔鹽以前，當時大有境內已有兩個平埔族聚落，其一名「朴仔腳」位於現今大有三鄰，其二名

「埤腳口」位於大有和瓦磘兩庄之間，亦是好修村人，稱為溝槽仔的地方；平埔族人的葬禮並不是採用「棺

葬」而是「立葬」，族人往生後會在客廳挖一洞穴，採蹲踞狀的埋葬方式，一段日子後客廳已經無法再負荷，

因此會集體遷村，到另外一個空曠地方過新的生活，所以漢人在開墾時就常會挖到這些無主骨骸；在頂厝聚

落裡，家家戶戶緊密相連，互相之間有大大小小類似防火巷道的「子孫巷」，連接兩翼房間、護龍，可通左右

側門，穿梭其中似走迷宮般；聚落居民特別喜愛在小巷道中乘涼聊天，時常遇見三三兩兩長輩乘著涼椅或小

板凳，愉悅閒聊或打個盹，深厚的感情及濃濃人情味流通在大大小小的子孫巷中。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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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雲林縣林內鄉社區產業文化協會 

社區

介紹 

  林北社區位於雲林縣林內鄉的西北方，村名起源是因位於林內北方，故稱之；東為坪頂山，與南投縣竹

山鎮毗鄰，以清水溪為界；北則以濁水溪與彰化縣二水鄉為界；高度介於海拔 70公尺至 320公尺之間，基地

面積為 4.916 km
2
。 

  境內的清水溪和濁水溪在此匯流，為林北社區這一個農村型聚落，提供了豐富的自然與人文景觀資源；

濁水溪岸一號、二號、三號水門之間有一條長長的堤防，是村人外出散步遊戲的場所。 

  林北村早期種植菸草是雲林縣濁水溪畔農村經濟命脈之一，因此菸樓林立，為此社區之一大特色，惟隨

著產業型態之變化，菸樓已逐漸走入歷史；興盛時期，林北村有 23座菸樓，最早者大約 1939年建造，是屬

於大板式菸樓，但隨著製菸產業變遷，菸樓有的已荒廢，有的已加蓋做其他用途，目前較為完整的菸樓有 12

座。 

社區

照片 

   

第 9 頁，共 17 頁



「102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嘉義市西區磚磘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磚磘里位於嘉義市西南方，東以博愛路和西平里相隔，在日治時代屬港子坪庄和劉厝庄大字的東邊，光

復後編為磚磘里；里名由來係因日治時代本里界內為煉瓦會主所在，故名為「磚磘里」。 

  本會位於嘉義市西南方，94年 12月 31日成立，至今已 8年了，磚磘里界內在清代時並無聚落，直到日

治時代日本人設立練瓦會社後，才有磚磘工人在此定居，當時磚磘場共有三個磚磘幾乎佔本里一半的面積，

光復後磚磘礦公司接收，民國 42年間工礦公司將之賣給王永慶先生，再轉交林木生先生經營，命名為「嘉義

磚廠」，因林先生經營「建南貨運」已久，一般當地民眾習稱「建南磚仔磘」；此外，1943年時，曾有日本人

在磚磘旁開設紙廠，光復後改稱「中福紙廠」，而衍生出牛車寮仔聚落，本里在光復以前可說以工業機能為主，

現今則住宅與小工業並重。 

  磚磘社區自日治時代以來為早期的工業區，自從磚業沒落，工業人口逐漸外流，社區居民對舊磚窯社區

過往歷史及產業已逐漸淡忘，因而搶救社區歷史已不刻容緩的課題。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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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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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林鎮位於台灣嘉義縣北端，北鄰雲林縣大埤鄉、斗南鎮、古坑鄉，東鄰梅山鄉，西鄰溪口鄉，南接民

雄鄉，面積約 64平方公里；而明華里位於大林鎮西南部，東與西林里、平林里相鄰，北與明和里相鄰，西於

排路里、民雄鄉相接，屬於半農村型村落；明華里的戶數為 438戶、總人口數為 1,464人，其中男性佔 771

人、女性佔 693人。 

  大林鎮境內居民多是來自福建漳泉兩州及廣東移民後裔，因此仍存有閩粵風尚農村習俗勤儉節約、刻苦

耐勞、且人情味頗濃，古風猶存之大林鎮曾為嘉義首富之區，但經濟型態仍停留農業經濟地區；大林鎮人口

以「簡」「江」為大姓；光復之初，受台灣糖業公司大林製糖二廠之賤，人口雲集、工商繁榮，為嘉義三大鎮。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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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臺南市南區金華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本社區位於台南市南區西北面，面積約 0.2796平方公里，東毗金華二段與再興社區為界，西抵中華西路

一段與安平工業區為鄰，南接新孝路與國宅社區、新興國中相對，北以健康路二段與文南社區為界，矗立於

台南新都會中心圈，區域四方完整，交通便捷；本社區係位於高密度人口集結地區，屬融合住宅與經貿之綜

合性社區，劃分 34鄰，現有住戶 2,057戶，人口 6,925人，男 3,347人，女 3,578人；平地原住民 2戶，人

口 4人，男 2人，女 2人，山地原住民 1戶，人口 5人，男 1人，女 4人。 

  人口按年齡層分析都集中於 15歲至 55歲間，65歲以上老年人口有 506人，屬青壯年居多之社區，年輕、

活力自屬社區最豐沛的本錢，因此導引社區青年、青少年投入社區工作，參與社區服務，認識社區生態，導

正觀念，體認公民社區之責任、義務，使社區營造過程不致斷層，培育社區新動力。 

  金華社區從過往的基礎環境中改造，不但改善社區生活環境，還建立社區文化特色及優賥環境景觀；引

進綠建築觀念和各地公共藝術，營造自然生態環境和健康的生活環境；結合行政、專業、居民共同參與，創

造地方發展的特色；藉由公共環境空間營造，創造社區新地標，營造人性化的社區景觀，創造空間的新價值。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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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臺南市後壁區後廍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後廍社區位於原台最北的後壁鄉，為後壁區之最北村落，北臨八掌溪，南接菁寮、墨林兩里；先民大多

於明末崇禎年間，由福建省同安縣一帶移民到此拓荒墾殖，世代務農，因廣植甘蔗，糖廍林立，故名為後廍；

18年烏山頭水庫完成後，原 3年輪作稻米得以 1年 2作，造就嘉南平原的繁榮富庶；直至農業社會轉型後，

人口外移，目前呈現負成長，故仍保有古樸農村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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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進行「社區營造」，社區才

開啟動了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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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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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高雄市湖內區大湖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大湖社區位置為高雄市湖內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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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埔、圍仔內、頂茄萣、崎漏仔七村落；大湖街至清

康熙五十八年才因為於「府治大路」，而形成市集，大湖人稱大湖街為「湖街」；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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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變成

目前大湖里民權路。 

  目前社區有豐富的文史資料急需研究及收集整理，如文史上有記載的三千年前即有的大湖遺址位於目前

村落的東方約五百公尺及近代（清朝時期）大湖街的興盛，以及湖街王爺在 200多年前香火鼎盛的情況，也

因而產生分靈近百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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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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德村位於滿州鄉，地形以丘陵為主，東臨太平洋，南界為港口村，西隔港口溪、欖仁溪與滿州村及響

林村相望，北邊為長樂村；里德村背靠海岸山脈，太平山麓尾閣，投注於太平洋，海岸線長 2,000公尺，寬

約 100公尺，屬於墾丁國家公園的一部分，全台著名的佳樂水風景區即在里德社區內；由滿州鄉中山路圓環

的警察局旁鄉道前行，在經過里德橋後即可抵達村落；社區面積 26.955平方公里，總人口約 500人，是滿州

人口最少的一村，以閩南人最多，原住民次之。 

  里德社區擁有傲人的環境資源條件，加上推展生態旅遊所凝聚的社區發展目標，以及社區參與所呈現的

社會力，不傴讓里德可以為環保小學堂擔負任務，未來持續在墾管處、屏東縣政府及屏科大團隊的陪伴下，

102年里德社區將朝向環境學習場域認證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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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社團法人花蓮縣持修積善協會 

社區

介紹 

  持修積善協會，是台灣花蓮地區的公益組織，成立於 2003年，其設立目的是希望透過公益活動，引出每

個人心中深埋的感動和善意，共同將手中的愛，散播到需要的地方；讓每個人找到自己生活、生命、生存的

價值目的與意義。 

  持修積善協會以推展公益、青少年教育與社會福利等三大面向；其中推展公益著重於心靈教育及日常生

活問題的引導；青少年教育則著重人際關係、領導統御、獨立自主、互動之訓練；而社會福利則著重於眾人

起而作、自我潛能開發、提升自我創造力、想像力、判斷力、協調溝通、語言表達及合作互助等能力。 

  持修積善協會成立至今已走過將近十年的歲月，協會是由一群花蓮熱心公益及具有使命感的當地居民所

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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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來，持修積善協會持續擴大環境保護及教育宣導的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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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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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花蓮縣壽豐鄉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社區

介紹 

  牛犁社區交流協會所關心的土地為花蓮縣壽豐鄉的豐田三村，其位於花東縱谷的起點，豐坪村隔花蓮溪

與海岸山脈相望，豐裡村則位在兩個村的中間；鄰近怡園、理想渡假村、立川河蜆養殖區、富麗漁村、南接

兆豐農場，擁有日式背景與客家文化，及一群努力打造豐田成為優賥的桃花源的社區居民。 

  「牛犁社區交流協會」的前身為「牛犁工作群」，這是一群對家鄉有感情、有想法的居民，因而一起組成

了想讓豐田更好的團隊；而後越來越多的人受到感動而陸續加入工作群；後來，在花蓮師院姚誠教授及花蓮

縣文化局共同推動之下，民國 90年正式立案，改稱為「牛犁社區交流協會」；希望以牛犁象徵著鄉土勤勉努

力的耕耘，而這群人的精神正是如牛犁一樣，一步一步勤勞踏實的前進。 

  牛犁協會自創會開始，於豐田地區推動社區總體造事務，在面臨社區議題的多元性之際，將豐田定位為

「環境教育學習型社區」；希望透過鄉土教學，建構在地認同；以在地實務經驗，提升多元的專業，擁有在地

自信；迎合居民需求，制定環境永續規劃；妥善運用資源；力行環境守護；兼顧整體發展等六大策略地區奠

立社區永續經。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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