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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湖西鄉湖東社區發展協會 

•桃園市新屋區埔頂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北區 

錦平社區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彰化縣 

就業能力教育協會 

•雲林縣虎尾鎮 

堀頭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阿里山鄉 

茶山社區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臺南市南區 

國宅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旗山區 

糖廠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仁和關懷協進

會 

•屏東縣內埔鄉 

隘寮社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蘇澳鎮 

朝陽社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員山鄉 

結頭份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縣花蓮市 

碧雲莊社區發展協會 

•臺東縣臺東市 

富岡社區發展協會 

•基隆市信義區 

智慧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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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社區名稱 地址 頁碼 

基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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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桃園市 桃園市新屋區埔頂社區發展協會 桃園市新屋區成功路 330 號 5 

臺中市 臺中市北區錦平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北區錦平里錦平街 52 號 7 

彰化縣 社團法人彰化縣就業能力教育協會 彰化縣溪湖鎮太平里文二街 14 號 9 

雲林縣 雲林縣虎尾鎮堀頭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虎尾鎮堀頭 87-2 號 11 

嘉義縣 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村 4 鄰 77 號 13 

臺南市 社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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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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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屏東縣 
屏東縣仁和關懷協進會 屏東縣林邊鄉仁和村中林路 21 號 19 

屏東縣內埔鄉隘寮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內埔鄉隘寮村清涼路二段 206 巷 6 號 21 

宜蘭縣 
宜蘭縣員山鄉結頭份社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員山鄉永同路二段 103 號 23 

宜蘭縣蘇澳鎮朝陽社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蘇澳鎮朝陽里朝陽路 40 號 25 

花蓮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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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臺東縣 臺東縣臺東市富岡社區發展協會 臺東縣臺東市吉林路 2 段 699 巷 22 號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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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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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基隆市信義區智慧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智慧社區位於基隆市行政版圖的東邊，社區依山傍水，東與智誠里毗鄰，西與仁愛區接壤，東至西有田寮河水貫

穿達3.5公里，後有山巒小徑，形成特殊都市景觀，因位處市區主要幹道，商家林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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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背景，可追朔到日治時期是田寮町中最繁榮的商業區(稱為遊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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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底蓋了廣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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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仁一路則是在現仁一路7巷，這一段豐富的文史記憶，因受到建商

的開發，歷史的遺址、古蹟和記憶等寶貴資源也漸漸的埋沒甚至消失。 

  啟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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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支持，是今日「智慧社區」能夠

將田寮河的生態環境教育兼具有休閒功能融入環教場域的動力。智慧社區八年來，在位於基隆信義區商業兼文教區域

的努力，充分利用環保酵素逐步建構無毒園藝空間，並打造永續發展的環教學習場域，能善用回收資源創造循環經濟

發展社區產業，這是智慧社區全體民眾長期努力，帶動了居民加入環教工作行列。期待110年智慧社區居民及環保志

工團隊，能持續深化環境教育以及培育在地環保產業，藉由彼此相互學習、經驗交流，建構智慧社區成為「環保再生

藝品與創造循環經濟」環境教育學習最好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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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基隆市信義區智慧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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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桃園市新屋區埔頂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埔頂社區位處於沿海新屋區的一個純樸農村，特殊的地理環境，三面水路包圍，東有桃園大圳，北鄰東勢溪，

南面社子溪，座擁桃園大圳末端12-1支線4大埤塘。沿著田間小徑，系統水路、防風竹籬、綠波稻浪，散佈其中；故

有「水鄉澤村」之喻。 

  埔頂另一個特色就是土地公多，小村子劃分16鄰，就有14座庇祐生活的伯公廟。另外還有個秘密基地，候鳥溼

地區種類繁多，以埃及聖鬟為多，在夏天傍晚時分候鳥回巢，一眼望去黑白相間的一片，令人感動。 

  埔頂農村埔頂農村生活體體園區在地深耕十餘年，經過社區發展協會及居民不斷的努力，持續經營社造，在105

年獲得金金牌農村殊榮，躍昇成為進階型社區。近年來為響應桃園市政府低碳農村計劃，在原有的水碓水車上加裝

水力發電系統，提供園區照明用電，透過12個國家21位打工換宿學生共同設計建造的泥磚環保厠所，配合風力太陽

能發電，實現自己發電自己用等等低碳目標。我們希望能延伸這十多年來的努力成果，納入更多具有前瞻性的元素，

在目前已有的基礎上，持續社區低碳及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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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照片 

   

食農教育從小深耕 65 年歷史的傳統老礱間(碾米廠) 埤塘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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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臺中市北區錦平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錦平社區位於臺中市北區偏南方，僅以1條三民路三段與赫赫有名的「一中商圈」相隔離，其行政面積約0.16平

方公里。錦平社區於91年2月完成第二次行政區合併，將原有之錦和里及平等里合而為一始稱錦平社區，區域內有2

所較負盛名之學校，分別為在日據時期即已設立之學校，一為國立台中科技大學(台中商專之前身)，二為市立太平國

小。民國60年代在世界少棒隊比賽中奪魁、最有名的中華代表隊－「金龍少棒隊」即出自「太平國小」。 

  事實上臺中市諸多教育家與士紳均出自本社區，退休後亦深居里內，較有名者有已故之市議會議長陳先生，前副

市長陳先生，前文建會主委陳先生（亦曾任教太平國小）等人，足見本社區是一具有輝煌歷史及人文歷史豐厚的老社

區。 

  錦平社區自95年起由游理事長率領社區志工進行社區環境綠美化直至現今的「創皂新生活」以及「戰旗變背袋」

的巧思，不只創造出社區的循環經濟綠生活，同時也變成錦平社區的特色之一，讓來訪的民眾不只能夠在社區進行巡

禮，也能進行手作教學，讓大家有吃又有拿~滿載新知識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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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臺中市北區錦平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生態池 社區公園 社區生活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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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社團法人彰化縣就業能力教育協會 

社區

介紹 

  東螺溪生態教育園區營造宗旨是成為一個和社區討論、溝通的平台，以環境教育方式推廣友善環境愛護動植物

的觀念，並以實際行動來發起環境改善工作坊，強調地方化、社區化，發揮創意來營造東螺溪生態溪畔，開拓農村

生機與營造一個蝴蝶生態空間，增加東螺溪岸活力、綠意，並在沿岸植草台灣原生種樹，讓更多民眾藉著休閒來認

識台灣多樣的生物性特色，藉由提升環境意識、營造環境教育學習場域，提供民眾認識在地生態環境，推動食農、

地方學文化推廣，帶動地方觀光產業發展。 

  東螺溪經由湖埔社區大學將生態園區做環境教育推廣與農村休閒產業發展，紀錄沿岸聚落人文、產業與生態教

育性活動，使自然與生活相互配合；透過大自然春夏秋冬四時生息，利用觀察去體會植物、蝴蝶、鳥類生命的各種

姿態，認識原生種以培養愛惜本土生態環境共識，進一步規劃無毒農業區讓民眾體驗農夫耕種採果的樂趣，了解有

機生態對於土地的重要性，建立人、土地、食物的關係。由於彰化縣是農業大縣，因此我們希望從點、線、面的生

態教育推廣，開啟友善環境、提升生態保育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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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社團法人彰化縣就業能力教育協會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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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雲林縣虎尾鎮堀頭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堀頭社區位於虎尾市區東側，北鄰埒內里、東接中溪里，西與東仁里交接，南與平和里及下溪里為鄰，面積約為1.83

平方公里。堀頭社區為一典型農村，以種植花生、蒜頭、稻米為主。近年來多從事家庭毛巾生產工作。季節四季分明，

夏天長，較為炎熱，但有陣雨調和；冬季較短，十分適合耕作居住。農業使用土地約佔了全社區土地7成左右；全區人口

中，農業人口佔了大多數，社區中以農業生產為主，多為稻作、花生及玉米種植區，亦為本區之重要經濟來源。 

  堀頭社區為推動農村再生計畫，社區組織共同投入，同心協力為社區開啟環境營造、文化保存、產業活化等新的契

機，近年積極投入公共建設，目前社區內有紫雲園、雷雲園、陳家園、王家園、元維公園、社區小棧、社區公園、桂花

園及籃、槌球場運動公園等數個口袋公園，為虎尾鎮擁有最多口袋公園的社區。109年社區執行勞動部勞力署雲嘉南分署

的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挹注多元就業人力，結合了社區產業與深度旅遊，設計出遊程路線與商品開發，以堀頭28落羽松

秘境為活動重點。社區與雲林科技大學合作食農教育課程中，在落羽松林園區內設立了堀頭食農基地，食農教育學習者

透過親自參與完整的農事生產、處理、烹調，生、熟廚餘的環保酵素製作，發展出簡單的耕食能力，進而培養學習者了

解食物來源、增進食物選擇能力、並養成健康飲食習慣。食農教育其實就是環境教育，因為食農與碳排放、氣候變遷等

環境議題相關。食育學習者會學習到食農相關的必要資訊；進而認同友善環境的食農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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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雲林縣虎尾鎮堀頭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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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起初茶山：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社區又名「珈雅瑪部落」，部落內有鄒族、布農族及漢人三族一起生活，以鄒族為主佔超過60%，漢

族約30%，布農族10%，鄒族因室內葬的習俗，每戶會在庭院蓋涼亭，涼亭主要是為了分享獵物、農作、話家常…等，是凝聚社區情感

重要的媒介，全盛時期全村超過百座，因此發展出特有的「涼亭文化節」活動，每年吸引超過數千名的遊客來訪。 

  重建茶山：茶山以推動生態部落公園化為目標發展，所以近年除了重點生產之外更在生態上做積極復育與保護，所以部落的農田轉

型有機、友善耕作，不僅讓消費者吃得健康更讓周邊的生態回歸部落和平共處，其中已有3組藍鵲的家庭在社區內棲息，以及越來越少

見的山麻雀出沒尤其災後重建至今，復育4條重要溪流並成立巡守志工隊（18名），透過共識來維護山林及生態保育，已能自發性建立生

態護溪保護之責。 

  環保事蹟：101年-106年，每年申請綠美化計畫並由族人共同創意施作，促進部落6處空間美化更復育生態空間，並在103年-109年獲

頒全國模範社區殊榮及連續獲獎。105-108年，申請環保局資源計畫，倡議環保議題，並辦理多場的二手市集、生活減塑、減碳飲食等活

動推廣，並搭配環保局計畫設置4個雨撲滿，建立族人節約水電及儲水再利用的觀念。目前已有部分餐旅業者能共同響應綠能友善（3間

綠色接待家庭及1間綠色餐廳），不提供一次性盥洗用品、塑膠袋，是部落推動環保標竿先驅。 

  未來展望：很多原鄉部落對於環境或環保的邏輯概念沒有深入的理解或解釋，但卻很有智慧的會從土地使用之始末做到環境保護的

責任，因為認為這些就是屬天屬地屬於大自然，所以不會有所氾濫使用或欲求不滿，甚至從文化狩漁獵等自然而然能達到生態永續的平

衡。環境亦是如此，從來就不是自己的事，而是從自己先起步→再拉攏身邊的人→再影響周遭的人，如此才能永續下去不中斷這樣的友

善理念，所以我們的盼望很簡單，只盼我們都從環境災難中自省，啟發環境的保護意識，減少破壞回饋環境，確實的友善環境、友善土

地進而友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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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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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臺南市南區國宅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國宅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於1993年，國宅社造最早期以社會福利社區化為營造方向，所以人文耕耘、文學藝術與書香

文化是協會社造工作的啟蒙；弱勢照顧、長者關懷，「用關懷的心，疼惜咱的厝邊」，國宅社區營造社區居民生活的自信

與存在價值。104年在里與社區合作下，開始社區環境的營造，處在人口密集國民住宅區，缺乏綠地，菜市場生意蓬勃，

每天來往的人潮造成交通的紊亂，所以在環境營造工作，協會以居民友善環境營造為目標，105年第一次在南區區公所

協助下第一次社區得到了建築界的奧斯卡「園冶獎」，讓社區有了信心，106年開始走向環保局，啟動國宅社區環境改造

工作，108年更勇敢的走向環保小學堂，擁擠的都市社區環保工作很挑戰。 

  環保小學堂「城市創藝-打造國宅都市欉林」，從一顆種子的旅行，小樹變大樹，大樹成為公園的樹；從一顆種子的

收集、種子盆栽培育到種子地圖的建立，建造原生苗圃、營造種子之家，打造種子學堂知識概念館、種子文創創作；創

造循環經濟從舊衣回收、舊衣改造、舊衣文創、大型輔具回收再利用，長輩技藝傳承開辦舊衣改造薪傳教室，舊衣文創

創作、開辦「社區柑仔店」，做的很多，很豐富，所有的努力只希望能為居民營造一個宜居的友善環境。今日的努力是

明日生活的期許，國宅社區發展工作，行之有年，所謂保持現狀就是落伍，國宅社區没有原地步，只是學習腳步似乎不

夠快，但很紮實，一個族群大融合的社區，『用關懷的心，疼惜咱的厝邊」，踩著踏實的腳步，國宅社區期待溫馨和諧滿

國宅。 



「110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推動名單 

第 16 頁，共 32 頁 

社區

名稱 
臺南市南區國宅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種子藝術轉角 國宅原生苗圃 種子學堂-種子知識概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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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高雄市旗山區糖廠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糖廠社區位於高雄市旗山區東邊的村庄部落（旗尾庄），主要行政區域包含東昌里與東平里，南鄰國道10號終點

交流道，西毗鄰旗山溪與大德里連街，北與旗尾山生態園區相鄰，東與廣福里連接，為旗山聯外的「中樞紐」，也是

非常重要的「水源保護區」。糖廠社區因位於旗山糖廠上因而得名，於雍正年隨著旗尾山南麓閩族部落成立，命名旗

尾庄。旗尾山之景色「旗尾秋蒐」列為「台陽八景」，又旗尾山與鼓山隔著旗山溪相望，自古就有「旗鼓相當」之美

名。 

  旗山糖廠原名旗尾糖廠，創建於1909年（民國前3年），主要業務為製造白糖，於臺灣糖業興盛時期，不管是種植

甘蔗或從事製糖作業，都讓旗山地區居民得以養家活口，但因產業沒落，旗山糖廠於91年全面停止糖廠運作。社區期

望透過本計畫之申請，尋找社區耆老傳統手工技藝，恢復歷史悠久之古法碰糖與香蕉絲工藝之傳承與推廣，並尋找糖

廠古早製糖過程記錄（如老照片），製作成一系列展覽作品，以及結合社區居民自主的社區營造意識，廣邀社區民眾

共同盤查糖廠文史及執行計畫內容，達到強化文化保存環境教育知能，讓環境教育在地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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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高雄市旗山區糖廠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110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推動名單 

第 19 頁，共 32 頁 

社區

名稱 
屏東縣仁和關懷協進會 

社區

介紹 

  屏東縣仁和關懷協進會於95年12月21日成立，位於林邊鄉的中心位置，本會以關懷弱勢團體，喪葬、醫療急難

救助，關懷獨居老人、單親家庭，以及社區綠美化為主旨，本會在96年7月於設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為了使社區更具特色，近來更是積極推廣林邊在地產業－皮蛋、鹹蛋、無毒青草茶及社區媽媽手工藝品，並將

義賣所得全數作為急難救助公益使用，期盼能帶動社區的經濟發展，得以讓社區文化永續發展下去。101年利用義賣

所得特別捐贈一輛災情勘查車給林邊消防分隊，希望能有效幫助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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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屏東縣仁和關懷協進會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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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屏東縣內埔鄉隘寮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荊牌農村「隘」是險要的地方，「隘寮」則是於關隘要地所搭建的屋舍，供人員駐守之用，早期漢人在沿山一帶拓

墾，為了防止原住民的攻擊，便於關隘要地派員駐守，一旦發現原住民蹤跡，立即發出警訊，好讓大家有所防備，以

有效維護地方的安寧。隘寮社區位於屏東平原隘寮溪南岸，夏季高溫多濕，冬季涼爽，土壤肥沃，地下水純淨，適合

種植熱帶蔬果，地處屏東北大武山下縣道 185 沿山公路與縣道 187 共線上，交通便利，歡迎一起來探索兼具景觀、

創意、環保與生態多樣性之環境教育場域。 

  【在荊字招牌下，吃在地滋味，荊香喫茶裡，隘寮故事講你知】埔姜仔學名黃荊，馬鞭草科灌木植物，是一種生

長在海邊或低海拔山區，耐旱性很強的灌木，夏季時盛開一長串淡紫色的小花。是隘寮溪畔常見的台灣原生樹種,它很

受平埔族人重視，常常在平埔族人的祭祀場合中，都會發現這種植物，像文化季活動頭上戴的花圈，噶瑪蘭的巫師在

替人治病時，就是以埔姜葉來施法，因為他們認為埔姜葉的特殊香味可以驅魔。另外，馬卡道族祈雨時，尪姨也是以

埔姜葉沾水來祭祀。埔姜花和枝葉可提取芳香油。黃荊整顆都是入藥的藥材，花則是良好的蜜源植物。隘寮社區致力

在社區特色產業黃荊(埔姜仔)做一系列相關特色開發研創與行銷，目前隘寮社區已發展一系列在地特色商品，有燈會及

熱博熱賣超人氣商品黃荊蛋、不驚茶、 黃荊黑豬香腸、黃荊香、黃荊萃取清爽沐浴露、 洗髮露、洗臉露、護髮素、

身體乳、 埔姜蜜、黃荊粿等，期待將被遺忘的黃荊發展至日常的黃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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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屏東縣內埔鄉隘寮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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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宜蘭縣員山鄉結頭份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結頭份社區位於宜蘭縣員山鄉東側，鄰近雪山山脈山麓湧泉帶，水源清淨充沛，全村面積為2.8平方公里，人口數

有1,536人，社區產業以竹筍、稻米為大宗。社區內有一棵千年臺灣原生樹種茄苳樹，村民敬為「大樹公」，大樹公樹蔭

下的宜蘭人發展出本地歌仔，是臺灣本土戲劇「歌仔戲」的原型；因此，結頭份被喻為歌仔戲發源地，但大樹公沒有名

份，社區為老樹奔走倡議，終於在103年如願讓結頭份大樹公獲宜蘭縣政府認定登錄為「縣定文化景觀」，肯定其「孕育」

文化的重大貢獻（103年6月30日府文資字第1030004776B 號）。 

  為了傳承歌仔戲文化歷史，結頭份社區於98年9月正式成立結頭份歌仔戲班，每週三晚上7點至9點聘請宜蘭縣立蘭

陽戲劇團專業老師為社區居民授課，學員年齡層包含小學3年級學生至80歲社區組的阿嬤，並進一步於105年至106年結

合社區在地同樂國小參加全國歌仔戲大賽，且連續2年榮獲冠軍獎項之殊榮。社區居民以歌仔戲原鄉為榮，不畏艱難傾

社區人力、物力扛起保存、推廣在地歌仔戲文化的大旗，於99年起舉辦「結頭份歌仔戲文化節」，邀請傑出戲團回歌仔

戲原鄉公演交流，10年來鑼鼓喧天曲唱連臺，110年「結頭份歌仔戲文化節」將邁入第12屆。 

  此外，結頭份社區綠竹筍、麻竹筍產業的質與量廣受市場好評，是社區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社區除了著墨於歌仔

戲文化傳承推廣之外，108年取得低碳永續家園銀級認證，運用竹園產生農業廢棄物「化廢成寶」，為友善耕作提供養料，

吸引更多農民與社區居民共同投入實踐與感受環境永續、循環經濟的綠色生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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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宜蘭縣員山鄉結頭份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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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宜蘭縣蘇澳鎮朝陽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朝陽社區發展協會位於宜蘭蘇澳鎮的最南端，自然景觀豐富，有東臨太平洋的南澳漁港、景觀視野豐富的港區

公園，南靠朝陽國家步道、北依蘇花古道大南澳越嶺段，與南澳山地鄉為臨；產業多元，自營-客來香海鮮餐廳、販

售在地四季產物、飲品及伴手禮-朝陽小舖、庭園景觀民宿、咖啡園區及農場…提供多元深入的半日、一日遊行程，

農事體驗，食農食魚及文化環境教育推廣課程給大眾參與，讓大家認識朝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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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宜蘭縣蘇澳鎮朝陽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朝陽漁港 羅大春紀念碑 朝陽國家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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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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年【花蓮市碧雲莊守望相助工作會】以【環保】【保全】【健保】為主軸；96年轉型成【花蓮縣花蓮市碧雲莊社區

發展協會】的六星計劃發展（環保；環境；治安；產業；醫療健康；人文藝術】；97年即獲得社區類國家永續發展獎，六

大面向歷七屆發展迄今已邁進第八屆，目前以【長者日間照顧】【志工培力展能福利化發展】【韌性防疫社區】【環境永續】

為發展重點。 

  國興里碧雲莊社區位於市郊，毗鄰慈濟教育園區，歷經二十年之發展，促成集合式住興起，碧雲莊社區吸引了許多

慈濟之醫師、教師、藝術創作者、公務員、外國人士入住，目前約1870戶，4800戶籍人口數。106年開始運用社區的生態

菜園，透過在地人力培訓、環境教育體驗課程等。108年開始致力於用繪本推動社區循環永續的生活概念，運用阿公站起

來繪本點出雨水回收的概念，推廣水資源也建造了社區第一座毛小孩黃金塔大受歡迎。109年延續前年的概念推展一系列

毛小孩黃金塔的推動，在社區再增設了八座毛小孩黃金塔，社區也誕生了第四本繪本【便便變黃金】並將社區各低碳生

活點串聯成社區綠色生活小旅行。 

  110年將以「資源永續的『循環經濟』推動社區『綠色旅行與消費』」為主題，帶領民眾閱讀碧雲莊社區的人文歷史、

環境永續與關懷據點的理念與作為，並將此社區空間美學和資源循環運用的概念運用影像和育教於樂的方式散播到世界

各地，協助社區居民培養環境保育的生活用續的概念，達到社區自主管理、永續經營的目標，以達活絡社區永續發展之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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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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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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臺東縣臺東市富岡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富岡里位於臺東市最北方，東至太平洋，臺11號省道貫穿本里，北以黑髮橋與卑南鄉富山村為界，西以加路蘭地段

及志航基地東側與卑南鄉為界，南至卑南大溪與臺東市區各里為界，面積共6.08平方公里。富岡社區主要由四個聚落所

組成，分別為：富岡(閩南人)、富岡新村(大陳新村 大陳義胞移民)、濱海(巴沙哇力部落 阿美族)、加路蘭(加路蘭部落 阿

美族)。 

  (1)富岡地質公園：富岡地質公園是台灣9座地質公園中唯一以地層倒轉聞名「東部海岸富岡地質公園」，其名源自珍

貴的地質遺跡-富岡砂岩，核心區則正位座落於於交通部觀光局東管處小野柳遊憩區，範圍涵蓋了(台東市富岡地區)，此

處因地質構造變動使得巨大砂頁岩上下倒置，是觀察學習地球板塊運動的絕佳地點，又因海浪長年累月的侵蝕沖刷，呈

現出造型奇特的地質現象，宛如天然的雕刻公園，配合海的律動和藍天的變化，特殊的自然景觀令人嘆為觀止。 

  (2)加路蘭遊憩區：加路蘭，它是東河鄉的阿美族部落，阿美族語稱為「kararuan」，意指洗頭髮的地方，因為附近小

溪富含黏地礦物質，洗髮後自然潤濕亮麗而得名。遊憩區原為空軍建設志航基地時的廢棄土置放場所，經東管處數次以

生態工法整建後，新增停車場、觀景台及裝置藝術，將廢棄區域整理成一個富有風情的遊憩區域與休息站。遊憩區也是

手創市場的新據點，一群東海岸藝術創作愛好者，以趕集的方式聚集在這裡，分享他們的夢想與生活方式，展售屬於他

們的創意。加路蘭手創市集固定每年都會舉行，找個時間來這裡逛逛市集，親身體驗結合自然、簡單、創意與原味的海

洋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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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臺東縣臺東市富岡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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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縣湖西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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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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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9年藉由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的規劃與執行，以「構築湖東3R 綠色教室」為願景，達到地方效益的互補性，

創造清淨家園地方特色，提昇居民生活品質，讓社區持續注入新思維、持續成長，徹底落實社區環境整理，加強居

民對環境整潔的友善環境意識，增加社區居民的向心力，提供更多大小皆宜的休憩聊天的空間，讓社區及居民整體

達到文化及環境永續的場域。  110年擬賡續109年的「湖東3R 綠色教室」透過參與、討論、發想、生產，透過工

作坊過程傳遞、環境教育及循環再利用垃圾變黃金，讓改造後的再生產品，可以兼具實用與美觀，為社區的特色產

業做更具特色的包裝，透過這個計畫，不僅把社區的特色推行到其他領域，更為環境減量與利用做到更好的境界。

期望因為我們的行動能影響居民能夠面對問題、解決問題，並非事事都得靠公部門才能解決，反而可以公私合力開

創更多的人力需求，創造更佳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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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澎湖縣湖西鄉湖東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淺潮湖東。輕旅行 惜食湖東。輕旅行 社區課程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