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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社區環境調查及培力計畫」聯合社區 推動名單 

【母】臺北市萬華區國興水漾社區發展協會 

【子】臺北市萬華區中正新城社區發展協會 

【母】新北市新店區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子】新北市新店區和平社區發展協會 

【母】桃園市龍潭區大中正社區發展協會 

【子】桃園市龍潭區三水社區發展協會 

【母】臺中市南區城隍社區發展協會 

【子】臺中市南區德義社區發展協會 

【母】臺中市北屯區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子】臺中市北屯區同榮社區發展協會 

【母】雲林縣古坑鄉大埔社區發展協會 

【子】雲林縣古坑鄉樟湖社區發展協會 

【母】屏東縣里港鄉潮厝社區發展協會 

【子】屏東縣里港鄉三廍社區發展協會 

【子】屏東縣里港鄉過江社區發展協會 

【子】屏東縣高樹鄉菜寮社區發展協會 

【母】屏東縣屏東市崇蘭社區發展協會 

【子】屏東縣屏東市大洲社區發展協會 

【母】臺東縣太麻里鄉多良社區發展協會 

【子】臺東縣太麻里鄉查拉密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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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社區環境調查及培力計畫」聯合社區 推動名單 

縣市 類型 社區名稱 地址 頁碼 

臺北市 二聯合 
【母】臺北市萬華區國興水漾社區發展協會 臺北市萬華區水源路 195號 7樓之 4 

3 
【子】臺北市萬華區中正新城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 二聯合 
【母】新北市新店區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新店區溪園路 453號 6樓 

5 
【子】新北市新店區和平社區發展協會  

桃園市 二聯合 
【母】桃園市龍潭區大中正社區發展協會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 204號 

7 
【子】桃園市龍潭區三水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 

二聯合 
【母】臺中市南區城隍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南區合作街 92號 

9 
【子】臺中市南區德義社區發展協會  

二聯合 
【母】臺中市北屯區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北屯區仁和里崇德路三段 317巷 158號 

11 
【子】臺中市北屯區同榮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 
二聯合 

【母】雲林縣古坑鄉大埔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古坑鄉朝陽村大埔路 2之 3號 
13 

【子】雲林縣古坑鄉樟湖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 

四聯合 

【母】屏東縣里港鄉潮厝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里港鄉潮厝村(路)87-9號 

15 

 

【子】屏東縣里港鄉三廍社區發展協會  

【子】屏東縣里港鄉過江社區發展協會  

【子】屏東縣高樹鄉菜寮社區發展協會  

二聯合 
【母】屏東縣屏東市崇蘭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屏東市崇蘭里崇蘭 69號 

17 
【子】屏東縣屏東市大洲社區發展協會  

臺東縣 二聯合 
【母】臺東縣太麻里鄉多良社區發展協會 臺東縣太麻里鄉多良村 17鄰 217號 

19 
【子】臺東縣太麻里鄉查拉密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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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社區環境調查及培力計畫」聯合社區 推動名單 

社區

名稱 
【母】臺北市萬華區國興水漾社區發展協會 【子】臺北市萬華區中正新城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社區基本資料: 聯合社區位於位於萬華南邊新店溪及青年公園周邊國宅社區，環境條件及人文素質略無差異，其共

同特點為社區長者居多，缺乏環境教育素養、社區交流及共享共學社區資源應用。 

社區簡介: 母社區經過三年的單一社區計畫執行，期間與子社區活動及課程互動交流分享，將經驗傳承、資源互相

運用、利用經驗分享、共學共好夥伴連結的機會，以持續長效性為目標，共同推動社區環境教育，注入新的社區動力，

讓社區能永續性發展。 

社區特色: 以青年公園為媒介，無論是生態、環境、在地文史等，透過計畫讓居民對社區環境教育及自主精 神與互

助力量，共同營造社區意識、建構社區能量，讓社區資源呈現。 

相關活動或特色照片: 計畫從 6 月開始進行室內實體課程及戶外活動課程，因應疫情尚未減緩，將逐一推動計畫進

行及推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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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母】臺北市萬華區國興水漾社區發展協會 【子】臺北市萬華區中正新城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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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社區環境調查及培力計畫」聯合社區 推動名單 

社區

名稱 
【母】新北市新店區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子】新北市新店區和平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中山社區』自 100 年後經過多年的努力，102 年起連續 8 年獲新北市五星級環境認證，107 年榮獲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低碳永續家園認證評等】-銀級認證(全國 7810 個村里僅有 39 個銀級認證) ，108 年獲選為新北市低碳永續家園與

低碳績優里環境特色績優里營造與低碳遊程指定地點(新北市 1032 個里僅有 5 個里獲選)，多次獲新北市環境教育獎，目

前已有新北市超過 300 位里長、文化大學、景文科大、長榮大學、新店中正國小、崇光社大、永和社大、三重社大、各

階社會人士團、樹林里民團、板橋里民團、三重志工團、淡水志工團…等團體來訪，108、109、110 年執行本案所獲成

果，無論是環境調查(古厝、土地公廟)與導覽志工培訓，皆能派上用場，部份項目可獨立解說的志工有 5 位。 

『和平社區』為 1963 年台灣省政府為安置海南島與韓戰撤退的軍民及景美溪仔口一帶的溪埔居民而建的住宅區，

曾名為『達雲新村』。早年聚居的族群因語言溝通不易，頻生事端，地方上也稱之「土匪村」。『和平社區』是十四張僅存

的聚落，狹小的巷弄多是二層的窄樓，夾藏各種飯菜味、電視嘈雜聲、孩子嬉戲聲，還有 60 年的老舊氣味，巷弄裡幾乎

曬不到陽光，三百多戶的居民就這樣宥居在狹小悶濕的巷弄中。社區外則是央北重畫區興建中的豪宅，與此地更形成強

烈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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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母】新北市新店區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子】新北市新店區和平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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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社區環境調查及培力計畫」聯合社區 推動名單 

社區

名稱 
【母】桃園市龍潭區大中正社區發展協會 【子】桃園市龍潭區三水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設立日期:中華民國 85 年 4 月 15 日、會址: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 204 號，理監事 20 人、會員 178 人。 

98、99、100 年度桃園市旗艦社區領航計畫/領航社區、101 年榮獲桃園市政府社區發展工作評鑑為「優等」、101- 

106 年度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評鑑為「優等」、101-103 年度旗艦社區領航計畫/內政部/衛生福利部、104-109 年度榮獲桃園

市政府衛生局評定為健康友善社區、104-109 年成立龍潭吾愛日間服務站/衛福部/服務身障者、105-107 年度執行多元就

業開發方案及培力就業計畫、108 年龍潭區公所社區發展工作評鑑第一名、109 年龍潭區公所社區發展工作評鑑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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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母】桃園市龍潭區大中正社區發展協會 【子】桃園市龍潭區三水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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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社區環境調查及培力計畫」聯合社區 推動名單 

社區

名稱 
【母】臺中市南區城隍社區發展協會 【子】臺中市南區德義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城隍社區位於南區之東北側，轄內最主要的道路為忠孝路，由於忠孝路夜市位居其中，所以忠孝路夜市也是城隍社

區的一個相當有特色之一。而轄內有城隍廟的關係，城隍社區的文化及信仰都以城隍廟為中心。 

城隍社區發展協會目前以辦理文化及社區產業為主，而主軸則以城隍文化為主，且近年來城隍社區辦理以城隍文化

為主的一系列活動，如社區輕旅行，及發展一係列以城隍文化的產業，如城隍糕、城隍公仔，也持續向社會局或文化局

申請相關產業活動補助，成效斐然。 

城隍社區是文化薈萃之地，佛、道、基督等宗教皆於此設立據點，109 年計畫執行，已成功帶入環保祭祀觀念扭轉

居民傳統的香火習慣，目前臺中城隍廟已落實一爐一炷香、金紙減量、集中焚燒、減少炮竹等行動，且為居民接受歡迎，

未來將持續推動環保祭祀觀念到全國互訪的廟宇與香客。110 年度將規劃運用拜拜後產生的香灰與金紙灰於植物肥料中，

增加了廢物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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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母】臺中市南區城隍社區發展協會 【子】臺中市南區德義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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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社區環境調查及培力計畫」聯合社區 推動名單 

社區

名稱 
【母】臺中市北屯區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子】臺中市北屯區同榮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仁和社區、同榮社區是臺中市北屯區兩個南北相鄰的社區，皆位於 14 期重劃區，開發後的環境新象帶來社區居民不

小的衝擊，區內新建案不斷，造成將來人口勢必日益增多，先前仁和社區致力於推展社區各項營造時，已獲得四張犁國

中與四張犁國小，學區內學校的全力支持，因而 106 年仁和社區首次提案辦理環境調查與改造「環保綠緣樂生活」單一

計畫，獲得極大的回響!於是 109 年仁和社區再度提案辦理「舊愛新歡--環保趣藝」環境調查與改造單一計畫，深化居民

環改理念，發展社區環改觸角。進而 110 年仁和社區第三度提出「犂創綠廊藝視界」單一社區環境調查與改造計畫，帶

領社區志工與居民一路深耕自己的家園所在! 

今年 111 年仁和社區已將四張犂國中後圍牆外右側後門旁區域，這塊當初四張犁國中建校時後圍牆錯置，導致與人

行道間空出一條窄窄的超級長的空地，周遭居民便相繼於此雜亂種植耕作，私相授受下日久時有糾紛爭執產生，導致投

書、紛爭不斷的亂象帶狀地，整頓改造為社區培育香草類的植物地景園地，並點綴居民票選出的櫻花補植，耳濡目染下

豐富了學童與居民的環改概念與知識，進而提升社區在地生活品質與環境亮點。 

幾年下來深深感到臺中市立四張犁國中後圍牆與人行道間這條帶狀空間全長將近 140 公尺，若能有相鄰的同榮社區

共同來關心參與，將可更擴大維護成效並減輕志工隊員們的負擔。再加上這兩年來｢仁和與同榮」社區發展協會，皆為臺

中市北屯區｢小旗艦--仁者樂水 齊行迎新榮」培力計畫的協力社區，早已建立起社區間｢甘苦與共」的超強默契與共識，

因而起心動念有了締結｢聯合社區」共同環改的想法！讓兩個相鄰社區居民能一起落實環教、深耕環改，營造倆社區為｢

都會環保犁造綠園」，能與在地耆老、青少共學，與環保志工共做，進而共享環保綠生活的美好成果！來年仁和與同榮一

同深耕綠藝，遠程目標兩社區共同創享綠境，而能發展到環境教育教具，為將來結合四張犁國中、國小等周遭學校邁向

環保小學堂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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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母】臺中市北屯區仁和社區發展協會 【子】臺中市北屯區同榮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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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社區環境調查及培力計畫」聯合社區 推動名單 

社區

名稱 
【母】雲林縣古坑鄉大埔社區發展協會 【子】雲林縣古坑鄉樟湖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大埔社區從 94 年創立以來，歷經 3 屆的理事長，社區發展一直有持續，光是這一點就是不簡單！雖然僅有 3 鄰，

人口數目前 200 多人，實際居住 70-80 人，但是辦活動也有聲有色的。許多景點從無到有，歷經 16 年社區是先由打掃環

境開始的，慢慢累積志工出來，過了 16 年當時那批志工現在已經是 60-70 歲的志工，很有榮譽感。社區參加許多景點

PK 賽，一個個景點逐一完成，之後再連接成一路線，過程中的道路從不堪的道路變成如今平坦的柏油路。從社區文物保

留到歷史文部分結合從沿松柏坑溪有鐵馬道、自然生態園區、行殿吊橋、樟樹林道、感恩亭、樂和山田植物園、健行的

登山步道。第 1 名 pk 賽:松柏坑溪的自然生態公園的 2 個太陽的溼地-花許多年時間將景點串連成線，到如今整體成面，

變成 2 條可導覽解說路線。 

社區自然環境優美特殊、未遭過度開發破壞，擁有豐富原生植物、鳥類、魚類、昆蟲以及蛙類等自然生態資源。社

區多年來積極經營社區營造工作，設定出社區發展協會成員維護「環境景觀」、「環保生態」等規劃計畫實施,以「環境景

觀」計畫為基礎，執行本區之環境整體規劃,輔導社區居民積極進行環境整理及環境綠美化,並配合社區「環境生態」調查,

加強維護自然生態保護、森林資源保護、物種保育、能源節約等措施,以保育及管理自然資源,落實環境空間之理念 ,以追

求資源永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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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母】雲林縣古坑鄉大埔社區發展協會 【子】雲林縣古坑鄉樟湖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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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社區環境調查及培力計畫」聯合社區 推動名單 

社區

名稱 
【母】屏東縣里港鄉潮厝社區發展協會 【子】屏東縣里港鄉三廍社區發展協會 

【子】屏東縣里港鄉過江社區發展協會 【子】屏東縣里港鄉過江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屏東縣里港鄉潮厝社區發展協會: 

居民多數從事農務，因耕地不足，農民大多拓耕河川地，種植蔬菜維生，為鄉河川地拓耕河川地，種植蔬菜維生，

為鄉河川地拓耕最大面積的村。近年發展養殖泰國蝦，豐富農村經濟，開創農民另一春。 

往昔，二重溪畔有卓加、中萬甲、三張廍等三部落，因長年有洪水，河堤改道，將原分屬三處之三個部落沖走流失，

居民始遷居於目前村址，此為三廍村之由來。 

屏東縣里港鄉三廍社區發展協會: 

居民均屬閩南，於清初自福建遷臺，初落籍於台南縣學甲、西港等地，後移居至中崙、麻六甲定居，稱為中萬甲。

日據時代堤防修築完成，土庫方面的居民，在平時要往阿里港庄買賣，辦事都需要乘坐竹筏渡過三重溪的溪水，登岸時

身疲力倦時，步行到過仔港停憩，故而命名過江村，日據時代為里港庄第 4 保。 

屏東縣里港鄉過江社區發展協會: 

配合都市發展，良好的地理條件，最早擴建了 400 多戶的社區，如今更促成里港夜市商展大道；同時在社區居民共

同參與下，創造了河堤公園，為社區既可帶來商業生機，更能提昇生活品質，使整個社區充滿無限希望。 

屏東縣里港鄉過江社區發展協會: 

本村先民於道光十年左右自福建來台，初居船肚，其後由於閩客糾紛，劉連奎乃帶領劉姓人氏首先移居於此。後客

籍之廖、賴兩姓人家亦因水權糾紛由舊寮遷來，以種菜為生，乃漸形成上菜寮與菜寮兩部落。光緒十三年，部份原居大

埔之居民受水災侵襲移居本村西南，稱為上大埔(龍眼腳)。日據時代將三部落合併為菜寮村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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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母】屏東縣里港鄉潮厝社區發展協會 【子】屏東縣里港鄉三廍社區發展協會 

【子】屏東縣里港鄉過江社區發展協會 【子】屏東縣里港鄉過江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17 

「111年社區環境調查及培力計畫」聯合社區 推動名單 

社區

名稱 
【母】屏東縣屏東市崇蘭社區發展協會 【子】屏東縣屏東市大洲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崇蘭與大洲社區分別位於屏東市西北及西南方的邊陲聚落，自民國 96 年起，即共同參與屏東市健康社區聯盟。西元

1874 年蕭文崁修築崇蘭新圳，緊密地串起兩個聚落的鄉土情感及生活印記。 

近年來崇蘭社區隨著屏東市擴大都市計畫，設立公園及學校，吸引大量新居民。隨著道路的開闢亦衝擊原有聚落的

生活環境。社區約略可分為「舊聚落型態」和「新建築型態」。「舊聚落型態」較多老人及婦幼，社區經濟以農工為主，

公共設施不足。「新建築型態」以小家庭為主，對於子女教育及生活品質要求較高。另外大洲社區乃維持傳統的農村型

態，人口老化、年輕勞動力外移嚴重，社區經濟以農工為主，公共設施不足，但社區意識強烈。 

崇蘭社區 108~109 年執行「崇蘭綠色家園深耕計畫」辦理社區環境資源調查分析、推動環境綠美化植栽及社區減碳

行動。109 年結合崇蘭 C 級巷弄長照站規劃社區菜園及蚓菜共生計畫，配合慈濟基金會屏東分會互愛二組推動資源回

收。與青年工作室研發五行平安皂替代金紙燃燒。協助昌黎殿榮獲屏東縣寺廟環保貢獻獎。110 年規劃開心農場，結伴

勝利國小推動環保寺廟教育。結合青年工作室拍攝香煙繚繞-昌黎殿環保寺廟紀錄影片。陪伴大洲辦理社區環境資源調

查，將髒亂點改造成口袋公園及環境清潔維護，辦理社區組織培力課程及低碳環保績優社區觀摩，推動社區媽媽·二手市

集，榮獲 110 年行政院環保署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評選優等。 

111 年崇蘭及大洲社區加強環境維護成果及提升志工參與知能，推動環保回收資源再生的循環經濟。仝年屏東縣勝

利國小結合昌黎殿榮獲全國環教育實作競賽第二名，112 年更將承辦全國環境教育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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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母】屏東縣屏東市崇蘭社區發展協會 【子】屏東縣屏東市大洲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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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社區環境調查及培力計畫」聯合社區 推動名單 

社區

名稱 
【母】臺東縣太麻里鄉多良社區發展協會 【子】臺東縣太麻里鄉查拉密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多多良原稱(打腊打蘭社)，瀧原稱(察腊密社)，大溪原稱(大得吉社)，均為平地原住民排灣族，早在荷據時代即曾參

加西元 1665 年 5 月在卑南舉行的第 4 次東部集會。 

清治時期被列為太麻里一代平埔高山各社，受卑南輔墾局管轄，據(台東州採訪冊)載:(打腊打蘭社在大麻里西北 12

里；男、女 322 人，察腊密社在大麻里西南 15 里；男、女 535 人，大得吉社在大麻里西北 22 里；男、女 420 人。 

日治初期，被列為蕃地，由台東輔墾署直接管轄，日明治 31 年(1898 年)10 月廢署，改歸台東廳管轄，日明治 34 年

(1901)6 月設巴塱衛出張所，被劃入巴塱衛出張所轄區，同年(1901)11 月，改設巴塱衛支廳，廳分太麻里與巴塱衛兩區，

(打腊打蘭社)，(察腊密社)，(大得吉社)，等 3 社均隸屬巴塱衛區，日大正 7 年(1918)9 月，(打腊打蘭社)，(察腊密社)，

改隸太麻里區，大得吉社仍屬於巴塱衛區(日大正 9 年改為大武區)，日昭和 12 年(1937)，台東廳實施街庄制，該 3 社隨

之改為多多良，瀧及大溪等大字名，大溪並改歸太麻里庄，戰後進入國府時代，合併日治時期多多良，瀧，大溪等 3 大

字而設多良村，村治設於多多良，並將多多良簡化為多良。 

多良村是臺東縣太麻里鄉最南端的村落，東鄰太平洋，西倚南大武山，北接金崙村，南與大武鄉大竹村為鄰。是一

個景色秀麗，民風純樸的部落。交通只有南迴鐵路及南迴公路對外連繫，因經濟因素（在地工作很少），年青人大都往西

北部工作，留在部落的大都是老弱婦孺。 

由於本部落盛產紅藜、小米、樹豆等傳統原住民食材，但又無生產加工銷售之能力，主要都是交由商人收購，故最

大利潤皆為中間商人剝奪走，如何為部落的族人，創造一個可以生產加工並且能夠促進地方的經濟，是本發展協會目前

首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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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母】臺東縣太麻里鄉多良社區發展協會 【子】臺東縣太麻里鄉查拉密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