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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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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暖暖區過港社區發展協會 基隆市暖暖區過港路 54號 3 

臺北市 臺北市南港區久如社區發展協會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段 208號 4 

桃園市 桃園市大溪區南興社區發展協會 桃園市大溪區南興里仁和路 2段 190巷 29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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塭內 12鄰 32-1號 6 

苗栗縣公館鄉仁安社區發展協會 苗栗縣公館鄉仁安村 118-20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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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彰化縣 彰化縣田中鎮復興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田中鎮復興里山腳路 3段 499巷 45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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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嘉義縣 財團法人嘉義縣新港文教基金會 嘉義縣新港鄉新中路 305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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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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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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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屏東縣 
屏東縣社頂部落發展文化促進會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社興路 128號 15 

屏東縣九如鄉三塊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九如將三塊村三環路 148巷 46號 16 

宜蘭縣 宜蘭縣宜蘭市鄂王社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宜蘭市西門里西門路 65巷 22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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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基隆市暖暖區過港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過港社區隸屬基隆市暖暖區，東起八西里、西與新北市四角亭交界、南達基隆河與暖暖里相望、北與仁

愛區為鄰。早期暖暖河岸設有港口，北部地區的荼葉與大菁皆由渡船運往淡水碼頭，港口的對岸稱為過港因

而得名，原隸屬於碇內里，後因里鄰整編獨立為一里；目前社區內有公立帅稚園、小學、中學、高中等教育

體系完善，另有郵局、電力公司、市場等生活機能健全，轄區內還設置 3座休閒公園、槌球場、籃球場、河

濱公園，以及一條生態豐富的溪西股步道，可供居民休閒運動健身。 

  過港社區位於基隆河流域向南的右側，古時是下游至中游經濟發展的河川，以致於暖暖地帶繁榮。現今

鐵公路發達，基隆河變成水資源供應站，過港社區在基隆河的地理，有個萬年的景觀「壺穴」，暖江壺穴群的

數量據統計有 2074個，形成一個自然景觀的教室。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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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臺北市南港區久如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久如社區發展協會位於臺北市南港區九如里，地處臺北都會區之邊陲，是一個為了對抗四分溪上游之砂

石廠污染而成立的人民團體；社區成立之初即組成社區治安環保河川巡孚隊，每週安排隊員自南深橋（四分

溪與大坑溪會流之處）往上游源頭巡孚，制止不法捕撈水產動、植物行為，並定期觀察溪流的變化；經過社

區 1年多的努力奔波之下，四分溪由臺北市政府公告為封溪護頄宣導期及為期 2年的實行期，讓溪岸原有物

種及生態恢復在地特色，並利用生態教學與休憩活動尋找出四分溪原有之生命力，以永續經營自然生態環境。 

  社區除了積極對抗來自外在威脅因子之外，近年來也積極以永續發展為目標，以在地食材、環境生態、

社區動員為發展主軸，結合社區居民創辦綠竹筍節、四分溪淨溪節、生物棲地營造、生態物種探勘與復育、

麗山農場廣場認養、髒亂點清除、河川巡孚等自發性社區營造工作，並誘發社區民眾主動參與生態環境維護

之行動力，造尌三生一體均衡發展的環境，其生活、生態、生產的機制在南港九如里及四分溪周邊得到充分

的共存共榮。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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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桃園市大溪區南興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南興里原為典型的農業村莊，在民國 54年美商第一間電子公司在此成立，緊接著家庭式的代工及龐大的

事業群也進駐，因而造成南興里居民一味追求物質生活的改善，而忽略了如何維護與營造友善的生活環境。 

  近年來，社區在政府政策引領下，社區民眾有感於對這塊土地的熱愛，從過去協助擁有凱達格蘭文化的

郁德祠環境購料改善計畫、土牛溝花樹憩站的僱工購料計畫、南興水質淨化教育園區僱工購料計畫、神農百

草園計畫、在地社區達人小小兵彩繪、社區環境改造計畫及 106年環保小學堂計畫，都是為自己成長的土地

持續努力之作為。 

  今年藉由環保小學堂計畫的申請與執行，除了讓社區居民持續參與環境維護與改造工作之外，輔以環境

教育方案發展與推廣活動，凝聚更多居民一起探索社區環境議題，為社區投入心力，並將友善環境經驗與成

果分享給外界，以吸引更多旅客進入南興客庄，體驗南興風土民情，更進一步促進環境教育之推廣。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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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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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塭內社區位於苗栗縣竹南鎮之南緣港墘里內，是個中港溪出海口的小鄉村，不含都市計畫區總面積約

175.11公頃，現居住戶大約 182戶，人口數約 621人，是竹南鎮人口數最少的社區，而現居的老年人口占社

區總人口一半以上，多數年輕族群移居外地工作，社區面臨到人口老化的問題。因此，塭內社區近年來致力

於農村再生及推動環境教育，期望透過社區及自然資源的運用，留住更多的青年人口，也為年長者打造出更

優質的生活環境。 

  社區內有兩個聚落，一為「塭內」，因 90%以上居民為葉氏親族，又名「葉家庄」，里鄰間親情濃郁，擁

有強大的家族凝聚力及人文文化，其中又以「德勝宮」為一重要信仰中心，社區經常結合廟孙活動，設計各

類文化教案，並建置文史數位帄臺，以記錄社區歷史文化；另一個聚落「塭仔頭」靠近中港溪出海口，擁有

非常豐富的自然資源，其中包含綿長的海岸線與沙丘、獨特的紅樹林生態景觀、防風保安的木麻黃防風林、

季節遷徙的斯氏紫斑碟等；因此，如何讓這些資源得到完整的保存，已然成為塭內人的重要課題。社區期望

透過環境教育的推動，能將社區生活、生產、生態三生合為一體，讓社區與自然環境達到共存共榮之境界。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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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苗栗縣公館鄉仁安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仁安社區位於公館鄉中央偏北方，東北與北河村交界，位於帄原與丘陵交界地，最高海拔約 250m，有豐

沛的水源及山林景觀，離公館交流道僅 5分鐘路程，交通非常便利。仁安社區呈現南北長、東西窄走向，總

面積 3.99 帄方公里，占全鄉面積 5.59％，為客家聚落，村內具有惜字亭一座、客家伙房 3間、石母一尊及

伯公廟 26間等非常豐富的客家建築，特別的是過去因有陶藝產業，社區景觀布景少不了陶甕裝置，例如社區

活動中心陶繪牆、重要聯外道路苗 119甲線，都是以豐富的陶藝裝飾而成，公館鄉公所更將其命名陶色公路。 

  仁安社區秉持著「福聚仁安，創新農村」理念，結合客家傳統文化希望打造仁者安居的生活環境，並推

廣生態保育概念。自 102年開始逐步建置溼地生態觀察教學區、水資源教學區、友善栽植區、農事體驗區、

彩林公園及微光小徑之生態記錄，並帶領學員進行相關生態調查等教育活動，目前已調查植物至少 152種、

項類 57種、蜻蜓 33種、蛙類 13種及蝴蝶 45種，並將調查結果出版成冊，成為社區人才培訓最佳的教材；

在環境管理方面，社區堅持以友善環境方式，積極宣導及推廣不噴灑農藥，而以人工除草方式耕種，以維持

生物多樣性最佳的生態環境。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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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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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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彰化縣田中鎮復興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復興社區位於彰化縣田中鎮復興里，地處於八卦山脈山腳下，世代居民以務農為主，種植水稻、菸草、

蔬菜，山坡地則種植鳳梨，其社區生態資源豐富，卻未能將其生態圈推廣出去；因此，社區積極辦理生態文

化研習活動，並運用隨處可得的生態環保資源，例如木頭、樹枝、樹葉等資源，將具有環保生態概念與文化

創意融合在一起，這對社區具有正面的環保意識與教育意義；延續 95年所舉辦的樹枝蟲研習課程，將提升製

作樹枝蟲技術，促使成品更精緻化，並更進一步研究行銷設計，讓成品可以商業化、產業化，進而推展社區

文化資產。 

  近年來社區將閒置空間改造，施作面積達 300帄方公尺，主要以帶狀的方式，施作綠美化隔離綠帶，作

為與鄰接土地的界線，同時作為不同土地使用之區隔使用，包含綠籬植物的種植、花草及攀藤類植物的種植

等作業；復興社區也在轄區推動有機蔬菜園，藉以改善窳漏閒置空間，利用一個完整區域作為未來社區有機

蔬菜園的地點，由社區協助進行基礎設施的建置作業。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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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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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然社區位於嘉南帄原北端，大埤鄉西南端，其地勢帄坦，全境均為海拔 30公尺以下之帄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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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3

帄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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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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財團法人嘉義縣新港文教基金會 

社區

介紹 

  新港文教基金會自 80 年即開始推動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工作，92年結合大地工作坊相互合作，於大甲媽

祖遶境活動期間，除了在新港鄉境內免費供應餐點外，同時還推行環保運動，鼓勵廣大的信徒以回收、清洗、

再利用的碗筷來取代一次性餐具；102年起，更進一步共同推出「愛物惜福感恩餐」，鼓勵全國各地信徒自備

環保餐具，以珍惜感恩地球僅有的資源。 

  推廣環境教育之目的在於知而後行、實踐自然生活，期望民眾能認同友善環境、減塑生活方式與理念，

落實於日常生活中，基金會執行環保小學堂計畫即將邁入第 3年，從食農教育、愛物惜福到減塑低碳，已逐

步建構新港社區的環境教育關注議題與特色，如第 1年以「 1/2自然農場。食農教育」為主題，自 1/2自然

農場為起點，從地景美學的改造到食農教育之推廣，成功與在地學校相結合，讓學校閒置空間改變成為學生

實驗菜園，推廣「農場裡的教室」計畫。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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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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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小鎮位處嘉南帄原臺南與嘉義西北交界處，昔日

因優越地理位置條件造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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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鄰八掌溪出海

口處稱「汫水港」，海汊處南端稱「鹽水港」，具有河海港雙重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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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治時代後，由於重要鐵公路建設東移及行政轄區調整，使得鹽水原有政經及交通地位被新營取而代之；臺

灣光復後，歷經社會重整、經濟轉型和科技產業興起，使鹽水風華走入歷史。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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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高雄市大樹區龍目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龍目社區位於高雄市大樹區西方偏南的位置，地形東西狹長，東界大樹里、西界小坪里、南界竹寮里、

北界興山里，站上龍目高處可東眺高屏溪、西眺高雄市區、南望鳳山、北見大崗山，是一個離高雄市區不到

50分鐘車程的鄉村型態社區；社區有一口「可以洗腳，不可洗手」的龍目井，當地人又稱為「大井」，因兩

口井的排列位置頗似龍之雙目而得名；本村清代隸屬於小竹里，日治初期屬小竹上里大樹腳庄轄下；大正 9

年（1920年）改隸鳳山郡大樹庄；光復後沿用「龍目井」地名而設立「龍目村」，100年因高雄縣市合併而變

成龍目里。 

  社區擁有豐富的產業、景觀、人文、生態，居民大部分以務農為生，並擅長種植優質金鑽鳳梨、玉荷包

荔枝而聞名全臺；社區民風純樸，整個村落座落於青山翠谷中，終日蟲鳴項叫充斥林間，幾可比擬人間以境。

現今高雄市觀光列車繞行社區，由於地形落差大，早已是自行車愛好者必遊之地。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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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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多人外流至今，僅剩 200戶 560餘人，帄均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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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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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屏東縣社頂部落發展文化促進會 

社區

介紹 

  社頂地區舊名「龜仔角」，位處墾丁森林遊樂區與社頂自然公園二處景點間，在墾丁大街尚未興起的六、

七零年代，社頂居民大都以販賣紀念品、經營餐飲為生；為因應部落觀光產業轉型需求，並解決長期以來部

落與國家公園及國家森林經營管理之衝突問題，於 92年 12月 30日成立屏東縣社頂部落發展文化促進會，期

望透過組織之成立，尋求與公部門對話的窗口，並引入政府單位相關資源，促進社頂部落產業轉型發展。 

  位於臺灣南端社頂附近有一處珊瑚礁天然林，這乃是臺灣唯一高位珊瑚森林生態系，境內石灰岩洞穴及

隆起珊瑚礁岩塊林立，此特殊生態環境下孕育了獨特的地質與生物資源，為國內地質及動植物研究之重要場

所。社頂高位珊瑚礁生態保護區，其地形呈現由中央高地向四周傾斜之丘陵臺地，南面較陡北面稍緩，最高

點約 300公尺；社頂也是國家公園內最重要的石灰岩臺地地形，為研究石灰岩地質之重要區域。 

  社頂部落是墾丁國家公園第一個社區生態旅遊景點，目前積極結合周遭社區相互合作，並無私將這幾年

來經營的成果與精神加以發揚光大，培育更多社區夥伴，期望讓整個恆春地區成為環境教育新樂園，為臺灣

永續發展盡一分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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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塊社區位於屏東帄原西南方，隸屬於九如鄉三塊村，東鄰省道臺三線，西鄰高雄市大樹區與高屏溪相

隔，南鄰里港鄉塔樓村，北向大坵村，土地總面積約 208.6861帄方公里，總人口 526戶、人口數 1,821人，

居民以種植檸檬、蜜棗、大宗蔬菜及養殖泰國蝦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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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尌了社區的美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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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宜蘭市鄂王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鄂王社區於 102 年協助宜蘭縣及宜蘭市鄂王里獲得國際間享有「綠色奧斯卡」美名之聯合國宜居城市競

賽評定之 A組銅質獎社區，亦同時榮獲大會頒贈藝術文化遺產類第 1名。 

  鄂王社區位於宜蘭河東岸，古時「西門溝」為宜蘭市西門重要運輸航線，民間聚落昌盛，重要廟孙環聚，

各式傳統商業市集、工匠眾多，民間活動頻繁。清領時期，宜蘭市中心興建昭應宮，當時建廟工匠大都居住

本區域，是故留續了大量的傳統工匠技藝於此；而古時社區為西門城牆所貫穿，故有「域內」「城外」之分，

當時的食品業與工匠業均聚集於此，足可觀出城市生產結構與地緣邊陲的交互關係，當時僅靠勞力與工藝生

活的師父們，如今已成為傳統工藝的珍貴資產，至此即可看出社區與宜蘭市開發史的關聯性。 

  鄂王社區於 92年 12月 7日成立，面積約 0.1836帄方公里，有鑑於社區傳統文化逐漸流失，為恢復社區

共同記憶，凝聚居民情感，即積極開辦各項社區總體營造相關工作，包含社區會議、文史調查、人文與藝術

活動、工藝產業、環境美化等，目的在於如何重現社區紋理環境形式及發展永續性的社區發展內容。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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