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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推動名單

縣市 社區名稱 地址 頁碼 

基隆市 
基隆市愛鄉文化協會 基隆市中正區社寮里合 3 

基隆市暖暖區過港社區發展協會 基隆市暖暖區過港路 54號 4 

臺北市 臺北市萬華區青年社區發展協會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二段 416巷 9之 4號 1樓 5 

桃園縣 
桃園縣龍潭鄉上林社區發展協會 桃園縣龍潭鄉上林村金龍路 112巷 51號 6 

桃園縣觀音鄉樹林社區發展協會 桃園縣觀音鄉樹林村 9鄰泰安街 209號 7 

嘉義縣 
嘉義縣義竹鄉埤前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義竹鄉埤前村 41號 8 

嘉義縣民雄鄉菁埔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民雄鄉菁埔村 56-2號 9 

臺南市 臺南市新營區姑爺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新營區姑爺里 2鄰 22號 10 

屏東縣 

屏東縣九如鄉九明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九如鄉九明村光復街 66號 11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舊庄路 1-2號 12 

屏東縣林仔邊自然文史保育協會 屏東縣林邊鄉林邊村忠義路 8號 13 

屏東縣萬丹鄉後村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九如鄉洽興村平和路 136巷 22-1號 14 

花蓮縣 15花蓮縣環保工作促進協會 花蓮市中美十街78巷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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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介紹 

社區

名稱 
基隆市愛鄉文化協會 

社區

介紹 

基隆市愛鄉文化協會位於海洋資源豐富的基隆市，本社區至今已有 300年以上歷史，社區內呈現多元樣

貌，包括：重工業、漁業及軍事要塞等，因此為族群多元化的社區。 

在自然生態方面，社區內擁有世界級的海岸地質景觀；在文化歷史方面，距今已有 300多年的北部地區最

早媽祖廟座落於社區內，更有能表現地方戲曲精髓的北管得義堂。 

本協會由許多熱情的在地人人士參與，透過協會的組織力量，將原本逐漸蕭條的小漁村，藉由和帄島豐富

的海藻及海產，搭配利用海邊漂流木營造海洋藝術村的意象，吸引外地觀光客前來社區參訪及消費，進而帶

動地方產業的發展與蓬勃，為社區注入活化新動力，也讓各地的人都能深入體會社區的美與好。 

愛鄉長期在和帄島社區營造已多年，這幾年在環保署的輔導下，愛鄉的志工們於阿拉寶灣種原生種植物、

髒亂點閒置空間綠美化及認養維護、牆面貝殼的彩繪藝術因而凝聚社區的向心力。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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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介紹
社區

名稱 
基隆市暖暖區過港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因基隆河之便，暖暖的開發甚早；根據史載，暖暖於清朝嘉慶年間便已開發，它以暖暖老街的河階台地

為腹地，發展出一商業貿易頻繁的聚落，暖暖原有交易頻繁、舟行往來不絕的港口，人稱「港仔口」，過港位

於「港仔口」對岸，由暖暖老街到此地均需過河，故稱「過港」。 

  民國 38年國民政府自大陸撤退來台，過港成為基隆市政府指定為機關疏散地，市政府、警察局、自來水

廠、前經濟部中國漁業公司等公教宿舍相繼建舍成村，大批的軍公教人員進住社區，人口逐漸增加，成為一

個文教區。 

  民國 57年過港社區整建工程完成，當時的過港教育體系完善，生活機能健全有里民活動中心、郵局、電

信局、電力公司、市場等，居民家庭副業有大型養雞場及婦女們共組的編織縫紉班。 

  所以 58年過港社區就成為台灣省示範社區之一，80年代大型集合式住宅陸續落成，大批外地人口移入，

過港由文教區轉變為多元文化呈現。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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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介紹 

社區

名稱 
臺北市萬華區青年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青年社區發展協會於民國 99年 9月成立迄今未滿三年，承蒙各級長官的愛護和社區伙伴的努力，連續兩

年獲得市政府社區發展工作績效獎。 

  然而在社區產業發展方面是稍嫌不足的，在寸土寸金的都會叢林裡，並沒有所謂的在地特產，居民們也

大多在一大早就士、工、商、軍、警的各自外出打拼工作。 

  在這樣的情況下，青年社區發展協會仍排除萬難舉辦了傳統藍染工藝和自然手工香皂製作的研習，在本

次環境改造計畫中，也設計了環保產業（深耕生根）項目，未來將會持續的研發，朝向特色化、商品化的目

標前進，在行銷包裝方面也要加緊努力，青年社區發展協會在此自我期許，在醞釀中的社區產業能夠快速的

萌芽和茁壯。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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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介紹 

社區

名稱 
桃園縣龍潭鄉上林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上林村為農業型村庄社區，總面積 25帄方公里，總戶數 1,557戶，人口 4,960人。 

  國道三號高速公路將本社區劃分成南北兩區，南區全以農為主，農業資源豐富，老舊的農村生活。 

  庄頭和庄尾兩座土地公廟均有百年以上的歷史；觀光大池風景優美是龍潭鄉的中心，池中有南天宮關聖

帝君，為鄉民所崇拜，為宗教信仰中心，香客來自全台各地。 

  老人會館位於觀光大池畔，會館前有棵百年老榕樹，原本是在龍元路土地公所有，因其歷史悠久，在地

人無人不知。 

  「社區營造」的精神帶來新視野與永續經營的契機，而最主要的是還保有傳統客家人的硬頸精神，在地

社區情感，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情感的連結才是未來永續經營最大的資源；休閒旅遊發展在這裡已成趨勢，

優質生活品質最重要的工作。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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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介紹
社區

名稱 
桃園縣觀音鄉樹林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樹林社區發展協會有感，村內極需整治社區西部濱海岸線景觀文化建構。 

  隨人口大量移入，不論落腳長居、或有緣一遊、在凝聚向心力環境整理與文化保存，期能讓村民有一個

更好的休閒場所與確保傳統文化存續。 

  本協會自始即以親水活動、復育保護、文化傳承、解說培訓、全村參與為出發點，期望響應各級政府推

動『社區總體營造』、『健康社區六星計劃』至今的『社區環境改造』，並結合樹林村資源與探尋社區特殊人文、

凝聚社區居民向心力，重新打造優質生活環境，借由政府輔導，讓失落的一環、能夠再生、傳承延續，進而

帶動整個社區活動起來。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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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介紹 

社區

名稱 
嘉義縣義竹鄉埤前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埤前社區目前仍尚有許多傳統民俗活動流傳至今，紅腳揹苓庄拼庄即為之一，俗稱「賽鴿笭」又叫「粉

鳥笭」，居民把木苓綁在鴿子身上，利用風進入木笭產生的浮力，讓鴿子飛得更高更遠，還能發出嗡嗡響聲帄

添樂趣，同時鴿子必須在特定距離和時問內，把木笭載回村莊，採村與村對抗，背回較多木苓者才算獲勝。 

  埤塘生態區之劃設是希望將位於社區聚落內原本閒置之大埤塘，及其他小型的閒置埤塘，導入生態之規

劃理念，成為兼具生態棲地、教育與居民休憩之區域。目前此一埤塘為社區內最大的荒廢埤塘，長期缺乏管

理，同時有部分村民私自填土作為菜園等違規使用，亦經常有私人垃圾、泥凝土塊傾倒造成雜亂。因此在核

心聚落內另外劃設埤塘生態區，以生態棲地池之方式重新營造一塊社區內的生態淨土。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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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介紹
社區

名稱 
嘉義縣民雄鄉菁埔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菁埔社區面積 4.8帄方公里，相鄰學府大學（嘉義大學、中正大學），社區內有菁埔國小，知識交流便利；

宗教信仰以道教為主，社區產業為農業，以聖女小蕃茄、美濃瓜、稻米為主，目前社區已開發蕃茄手工香皂，

及正在開發中的蕃茄蜜餞；環保布袋戲、樂團與石雕培訓，獅陣傳承、老樹保護、古井，荷花生態池維護，

是本社區藝術與人文特色，累積社區藝文能量。 

  環保工作一直是菁埔社區活動主軸，無論是綠美化環境，資源回收宣導或是研習，都吸引不少民眾參與，

經過去年及今年的社區環境改造，全體志工的努力之下，每座公園都由志工認養維護；並營造『育苗圃』、『花

草銀行』，成立環境糾察隊維護路面清潔，落實環境維護綠美化，提昇社區環境品質。 

  將環保的議題力行於音樂、藝術、布袋戲及生活中，形塑菁埔社區的特色，將環保工作落實於社區居民，

來營造改善生活環境，大家舉手之勞做環保，盡一份自己的心力，讓家園變得乾淨美麗，心靈也得到真善喜

樂，並用自創環保歌曲及環保布袋戲做宣導，推動環保回收再利用，利用環保素材做手工藝ＤIＹ，賦予回收

物新生命，同時也吸引許多社區前來參訪。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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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介紹 

社區

名稱 
臺南市新營區姑爺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社區居民以務農為主，人口外流嚴重；庄頭廟方面姑爺聚落以「代天府」為最重要的信仰中心，該廟已

有百年的歷史，主祀五府千歲。 

  莿桐腳聚落為「三子壇」，挖仔聚落則為「朝隆宮」；姑爺光復後，將原鐵線橋堡姑爺庄、莿桐腳、挖仔

三庄合設一里，以主要聚落姑爺庄作為里名，命名為姑爺里。 

  本環境改造計劃案係由姑爺社區推動閒置空間環境綠美化、街角綠美化，連結新南社區閒置空間環境綠

美化，教育社區環保志工共同協助，結合王公社區培育環保教育種籽，將髒亂點及社區空間綠美化，多氧多

氛多種植，整理成社區居民可以學習、知識、美化、種植、酵素、堆肥、環保之實務參與點，並積極推動垃

圾減量、蔬果皮回收再利用、環保清潔社區及清淨家園、全面推動「環保、低碳、美化社區、清淨環保、教

育場域」之目標。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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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介紹 

社區

名稱 
屏東縣九如鄉九明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本會 99年度第一次結合鄰近九清、九塊、玉泉社區等四個社區，向環保署提案四個社區聯合環境改造計

畫，希望帶動周遭的社區共同營造環境整潔及武洛溪沿岸淨溪與巡守工作，也因為有了這個計畫，讓鄉內各

社區越來越重視環境改造的重要性。因此本會在 101年度，受到九如鄉公所的長官請託下，希望以「母雞帶

小雞」的方式，帶領鄉內昌榮、洽興及新庄等四個社區，持續推動社區環境改造，讓鄉內居民個個是環保小

尖兵，共同創造環境新風貌。我們更樂意見到小雞長大茁壯，於 102年改由環境改造成效良好及有經驗的昌

榮社區擔任母雞角色，帶領更多的小雞繼續成長，讓鄉內的環境改造是多向進行，進而點線面的整合。 

  為了讓鄉內的環境能永續營造下去，本會擔任九如鄉公所的輔導團隊，責無旁貸將持續為鄉內環境改造

努力，故結合虎尾溝沿岸的三塊、大坵與玉水社區共同提出「九如鄉「高唱綠意〃屏水永續」水庄新風貌」

計畫，藉由「溪流保育」與「社區環境改造」等議題，開始激發居民對公共事務的關懷，卸除居民參與「公

共建設」或「公共政策」的冷漠感，進而參與並牽手打造「社區環境」的能力，並能對環境整體發展的未來

性多一點的思考及關懷，提昇大家的公民素養與參與能力，創造出不同的社區新風貌。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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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介紹 

社區

名稱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楓港社區 7 年多以來，不管在硬體、軟體方面的各項營造，及生態環境保育各方面，均是成就斐然；成

果深獲鄉親及各界讚賞。 

  94年榮獲林務局年度總評比為模範社區之殊榮，更頒贈「模範社區」獎牌，以茲鼓勵；95年受屏東縣政

府推薦，參加內政部台閩地區 95年度社區發展工作評鑑並榮獲「甲等獎」；96年參加屏東縣政府推動社區治

安工作評鑑榮獲「優等社區獎」；98年參加屏東縣政府推動社區道路清淨計畫比賽評鑑榮獲「優等社區獎」，

為此許多社區機關團體至楓港社區來參訪觀摩與交流。 

  伯勞鳥生態展示館完成後期能發揮伯勞鳥保育、宣導、導覽解說等多元化之功能。因應每年四、五百萬

到恆春半島旅遊民眾，及諸多學校學童之戶外教學之需要，增添遊客體驗較深度、多樣化、既充實、又豐富

的「知性之旅」；楓港社區蘊藏著諸多特有之在地文化，社區居民一起努力在加以探索、深耕、與傳承，也歡

迎各地社區一同來深度體驗楓港社區優美的文化。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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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介紹 

社區

名稱 
屏東縣林仔邊自然文史保育協會 

社區

介紹 

  在林邊，保存完整的清朝或日治時代的歷史建築處處可見；林邊溪口與濕地上，有著候鳥、留鳥、蟹類、

海茄冬紅樹 林等豐富的生態資源；鄉間村落裡大面積的蓮霧栽植，形成特有的產業地景；台糖窄軌火車道蜿

蜒穿過檳榔樹〃椰子林〃香蕉園，這樣的幽僻小徑甚具南國風情；而居家剪取檳榔的閒情，或農忙時攀伏在

蓮霧樹上修枝、剪葉、蓋網、疏花、疏果的景致，也再再流露出當地質樸的人文趣味。 

  香蕉事業走下坡後，代之而起的是養鰻事業，到處可見漁塭，為本鄉帶來不少財富，但是因為猛抽地下

水，所以地層下陷，海水倒灌，水質改變不能飲用。 

  民國 65年沿海公路通車，給本鄉帶來了繁榮，海鮮飯店、小吃店不計其數，「林邊海產」遠近聞名。 

  近年來村民廣植蓮霧，果實碩大甜美，贏得了「黑珍珠」的美名。 

  這些事業，帶來了本鄉空前的繁榮與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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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介紹
社區

名稱 
屏東縣萬丹鄉後村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後村社區自 95 年開始便展開社區營造的工作，經過八八風災肆虐後，讓社區環境滿目瘡痍，如何恢復

以往的成就並延續，是爾後社區環境改造的重點，藉由居民自主自發的參與，讓整個環境不論是公共區域或

是私人土地，都保持乾淨及美麗的風貌，尤其對於後村河堤公園以及社區口袋公園的維護，有其必要性與持

續性。 

  將持續推展環保志工維護社區公共區域及綠化認養制度，除了整頓社區閒置髒亂地外，也積極重新規劃

新氣象，展現新綠意。 

  而近年來只要颱風到來，一次次讓人體會大自然反撲人類過度開發的力量；協會基於珍惜環境萬物的心，

強調自然生態的重要性，因此成立環保志工團，持續推動綠美化，引進重視環境教育的復育生態世界觀，舉

辦村民環境認知成長課程，朝向未來永續的崙仔頂一步一腳印繼續往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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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介紹
社區

名稱 
花蓮縣環保工作促進會 

社區

介紹 

  花蓮縣環保工作促進會成立於 1998年，宗旨為推動環境保護、生態保育、資源回收利用、增進國民環保

觀念、以及落實環保於日常生活中；促進會亦時常舉行推廣活動，帶領學生認識花蓮的自然、生態環境，實

際體察生物多樣性，體驗花蓮自然美景及特殊地質地形產生的豐富生物樣貌，進而達到尊重生命的目標。 

  本會長期關注環境教育的推廣:包含垃圾減量、資源回收、清淨家園、減少汙染、資源循環再利用以及社

區綠色資源、保護、改造社區髒亂點為美麗好望角、利用社區閒置土地營造生物多樣性棲地、清除外來入侵

種如小花蔓澤蘭、銀膠菊等；本會曾於 97年度獲環保署補助清淨家園－讓蝴蝶飛出去計畫，於三個社區改造

被雜草淹沒、讓居民害怕不敢接近的閒置荒蕪土地，成為花木扶疏蟲鳴蝶舞鳥叫的地方；其後又於兩個社區

進行環境改造分別獲得 98、99年度花蓮縣、健康城市示範環境組特優。 

  促進會的義工們，深切的感受到地球及物種的危機，因此以尊重自然、愛護大地，和所有生命和帄共處

共存為終極目標，負起應有的責任，使天地永保藍與綠，使萬物生生不息。 

社區

照片 

第 15 頁，共 15 頁


	103年聯合名單
	103年社區網頁介紹-聯合
	11.pdf
	104年聯合名單
	104-網頁社區介紹-聯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