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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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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安樂區永康社區發展協會 基隆市安樂區崇德路 10巷 54之 1號 5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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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臺北市 臺北市文山區明興社區發展協會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二段 109巷 25弄 6號 5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區忠寮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淡水區忠寮里 11鄰後寮 6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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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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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 南投縣埔里鎮一新社區發展協會 南投縣埔里鎮一新里一新二巷 11號 9 

彰化縣 彰化縣福興鄉福寶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福興鄉福寶社區發展協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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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嘉義縣 財團法人嘉義縣鄉村永續發展協會 嘉義縣東石鄉洲仔村 41號之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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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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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屏東縣 屏東縣九如鄉三塊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九如鄉三塊村三環路 148巷 46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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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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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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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基隆市安樂區永康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永康社區地理位置處於基隆市安樂區最北邊，社區居民人口約 2235人；境內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其中永

康金桔園鳳蝶的繁殖區更具獨特和代表性。 

  為了維護多樣性生態支援的環境，本社區經過多年的努力，得到各方的資源挹注及肯定，不但獲選為基

隆市低碳示範中心，環保署低碳永續家園認証評等銀級，並於 105年度獲得第四屆國家環境教育獎社區組優

等之殊榮；期望社區居民秉持以往持續努力推動環境教育永續扎根及創新發展。 

  因此，永康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以多元化的活動內容，透過教育與遊戲方式，讓參與的學生、民眾能

夠吸收更多環境相關之知識，期許能落實在生活上，以創造更美麗的未來！ 

  本計畫擬透過社區發展協會、學校、機關團體共同推動，進而達到環境教育不分年紀的目標，將生態保

育的意識向下紮根。 

「厝邊頭尾作伙來，營造環保小學堂」，以在地情感為主軸，重新擾動地方環教教育熱情，已達傳承永續的精

神。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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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基隆市信義區智慧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智慧社區自民國 99 年即從事社區總體營造至今，2010 執行社區環境改造，八年來在多位環教資深老師

團隊的協助下，結合智慧與其他社區推動生態輕旅行，結合月眉秋色、公園文學步道、田寮運河、二砂灣砲

台古戰場、基隆港週邊生態園、古防空洞探訪，ㄧ直都是團體及背包客的首選。 

  社區將生態旅遊視為環境教育的手段之ㄧ，藉由遊程的規劃，教案的執行，帶領民眾體驗大自然、了解

自然環境與生活之間的關係，並訓練導覽解說服務志工隊，為民眾解說富含環境教育的內容，並透過學習單

及問卷，來了解作為解說服務團隊的研習參考及修正教案依據。目前正計劃加入基隆市環保局的編制，除了

接受河川資源相關知識訓練外，也共同維護田寮河的水資源自然生態。 

  智慧社區近年來持續扮演母社區角色帶領子社區從事社區發展工作，對 109 年環保小學堂計畫案定當一

本初衷用心庚續執行。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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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臺北市文山區明興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明興社區發展協會自 83年成立迄今已為第六屆，本屆理監事會議以「環保」、「健康」、「永續經營」為協

會發展宗旨。 

  透過「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社區治安面向」以及各項政府補助計畫，從發行「明興月刊」，將鄰里要聞、

六星專刊、有機生活與文山風情等訊息與里民溝通開始；進而協會將以各式活動促進里民之互動與健康、環

保之觀念，以具體提昇生活品質。 

  「幸福的社區、美麗都市桃花源」，這是我們生活在這裡的真實感受。因位處北市南郊，300年前這裡還

是一片綠意盎然的森林，至今我們仍坐擁山林生態資源；也是北市著名的文教區。 

  以守望相助隊長期為社區治安的耕耘，為實現在地照顧，人人健康的福利化社區，營造防範未然，安居

樂業的安全社區和推動大地與環境健康，尊重物種，適宜居住的生態社區所需的志工來源奠定良好的基礎。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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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新北市淡水區忠寮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本區長久以來大致保留原本農村風貌，百年古厝處處可見，李氏旗竿厝最具代表性〃公司田溪流經全境

為本區生活命脈，公司田溪源自於大屯火山群，層層過濾的礦泉水源成尌了優質的農產，更豐富了生物生態

的多樣性〃生態豐富生意盎然，離都會區近交通便利，無疑是台北人的桃花源，假日出遊拋開煩惱與負擔，

田間走走深深呼吸、賞賞野花看看飛項、曬曬太陽吹吹涼風、吃吃在地的農產、樹下坐坐聊聊是非、靜靜冥

想淡淡放空，好不愜意。 

  這幾年我們參與農村再生計畫，在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李鎮榮、社區耆老及一些返鄉青年的共同參與下，

開始關注社區生活環境、休閒產業、文史生態等議題。 

  100年參加農村再生計畫 102年通過再生計畫並開始執行努力推動各項計劃，105參加環保署環境改造及

教育計畫，透過計畫的執行與實作居民共同參與凝聚共識改造社區，推廣無毒友善耕作，鼓勵青年返鄉，發

展農業旅遊，期待由一級農產品轉型達成農村六級化的目標，提升在地居民更多尌業機會。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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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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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的一個純樸農村，三面水路環抱，座擁四口大埤塘，綠波稻浪綿延，田間小

徑錯置，成為新屋的「水鄉澤村」。 

  社區成立「埔頂社區可食地景營造，環境教育推動小組」，持續進行社區內各類可食用植物生態調查工作

及食農教育的課程設計建置，並積極推廣食農友善的耕作理念，營造埔頂社區成為桃園地居最有特色的「可

食地景的環境教育」及「食農教育」基地。 

  期望藉由新屋在地特色產物，結合埔頂社區多方導入跨領域資源、結合農田與埤塘友善土地的開拓，逐

漸發展休閒體驗的農村生活，也向遊客分享農村傳統文化。 

  將永續經營社區的理念，透過歷年資源調查和生態工作坊的彙整和在運用，增進社區自主和永續經營的

可能，期待能作為新屋社區營造的標竿，複製經驗傳承到新屋區的各社區。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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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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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九十二年初由張妙齡女士結合社區熱心人士，共同發起成立，並於當年度的六月二十九正式立案；

從籌備會即開始做資源回收，自創生產，並用此基金辦理各項研習及教育課程，創造一個學習型的社區環境，

並透過學習，讓冷漠的都市人學會相互關心，產生彼此互動；另又透過此基金－照顧社區低收入戶及獨居老

人，並做急難救助金，讓社會由最基層的相互把情傳下去~~ 

  不閉門造車的張理事長，於成立之 92年度獲得台中市社區規劃師分組比賽第一名，在理事長的帶領下先

後隔年（93年）榮獲台中市環境保護社區優等獎，環保署環境改造社區甲等，台中市社區綠美化第三名，今

年（94年）又榮獲台中市社區發展優等獎；向來謙虛且實做的張理事長，身體力行快樂的忙碌於社區，她常

置身於社區內原為髒亂點的大空地中，帶領大家除草澆花，成為美美的口袋公園〃另還有一群可愛又賣力，

越挫越勇的幹部團隊，各司其職的散布在社區每個角落，希望社造的前輩和朋友，有空可來社區坐坐聊聊，

相互分享彼此的經驗，相互打打氣，彼此鼓勵打氣後，為台灣的未來，整軍再出發。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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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南投縣埔里鎮一新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一新里早期應為原住民活動區域，而漢人入墾歷史約 120年，入墾漢人九成以上為客籍，以來自桃、竹、

苗等地為主，亦有直接自中國遷入者，現居民約為入墾先人之第三至五代。 

  在一新社區有種特冸值得認識的頄兒—臺灣白頄正式的中文名稱叫臺灣副細鯽，歸類為「珍貴稀有野生

動物」，唯一的野生族群，集中在埔里地區小溪流及茭白筍田裡。早期農民種植茭白筍多以採用慣行農法，甚

至為消滅福壽螺而下藥，在收成後的休耕期，也習慣放水翻土曝曬，造成臺灣白頄族群大量減少。 

  根據特生中心調查，2014年時透過調查發現臺灣僅存 1千尾左右的臺灣白頄，且棲息地區集中在埔里地

區，如果不即時保育，臺灣白頄恐怕會在臺灣絕跡。在埔里鎮一群種植茭白筍的農民的討論下，有意推展埔

里「綠保田」，在每塊茭白筍田旁，刻意保留一塊生態池，休耕後也不放水，保留臺灣白頄存續的空間，並以

鴨子、烏鰡來捕食、減少福壽螺的數量，不再使用傳統的福壽螺農藥，保育白頄棲地，讓牠們能繁衍下一代，

多年實施下來已有一定的成效，目前白頄的族群量大約有 5千尾左右。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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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彰化縣福興鄉福寶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福寶村面積為三，六七九七帄方公里，位於舊濁水與漢寶溪入海口處之間，東邊是台十七線濱海公路，

與二港村相鄰，西邊與北邊是台灣海峽，南接頂粘村，這個地方屬於福星鄉的廈粘與福寶二村，是典型的「風

頭水尾」之地。 

  福寶溼地由海堤、舊濁水溪南堤防及線 34號道路三面框圍而成，約 130餘公頃，範圍獨立而完整，人為

干擾有限，具優良實驗條件，此溼地位於彰化縣西邊沿海的福興鄉及芳苑鄉，範圍由台十七線以西，北至員

林大排，南至萬興排水道為界，介於舊濁水溪出海口；海岸線全長約 13公里，此溼地居於台灣第一大河－濁

水溪之間所形成的喇叭狀沖積扇河口潮間帶，至今所見的舊濁水溪是最早位於濁水溪的最北邊，期間河道經

歷七次的來回擺盪變遷所形成的。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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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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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然社區顧名思義是個重視環境及自然生態，生活怡然自得的好地方，座落在社區的「三秀園」更是兼

具地方人文特色和永續生態的境教場域。 

  三秀園在日治時代由張禎祥先生加以擴建，面積約三甲多地（1萬多坪），曾經被稱為台灣五大花園，與

板橋林家花園、新竹潛園、霧峰林家園邸等齊名。張禎祥先生在宅院景致規劃時特冸著重池水、綠蔭等生態

環境，在其遺作「雨後波添幾尺新，偏教冷豔競開頻。窺頄有鷺藏何處？一色依稀認未真。」可窺知一二。 

  近年更因原有的「丁字池」地基重新整建連結「南浦池」引流入「過濾池」，讓創新的永續工法在這古典

場域增添探究的價值。 

  舊庄國小長久以來以自然生態及永續校園做為學校本位課程核心，校園內植物種類、棲息項類繁多，加

上社區於此建置頄菜共生系統，提升了學童參與環境教育的興致和學習成效。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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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財團法人嘉義縣鄉村永續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嘉義縣鄉村永續發展協會於民國 99年 7月成立，協會成員來自四面八方，包含社區工作者、教育界朋友、

農村居民及熱愛及關心鄉村的一群夥伴們所組成。 

  協會辦公室設立於龍崗國小內，期望以立足龍崗為鄉村永續之根基，扎根拓展至全鄉後達至全縣，已達

到「鄉村永續，幸福嘉義」之田園城市樂活淨土。 

  未來本會將持續秉持著成立宗旨積極結合社區資源，進行在地化產業聯結模式，推動社區產業輔導計畫

與在地休閒農業推廣，並推動農村產業升級、鄉土文化傳承、自然生態保育及鄉村永續發展，使成為生產、

生態、生活、休閒養生兼備之良好環境。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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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社團法人臺南市南區國宅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國宅社區原為廢棄多年之鹽田，於民國 61年配合安帄工業區開發及臺南市第 2期都市重劃政策下，規劃

為國民住宅區。 

  社區於 105 年榮獲公共建築景觀類園冶獎之創藝綠廊，喚起鄰棟居民注意環境維護的重要性，成為本社

區環境改造的模範，這也讓社區沉寂多年的環境改造意識開始萌芽。 

  然而居民對於環境改造的維護與管理，因缺乏知識與概念，同時國宅社區尚有 7 處需要改善營造之鄰棟

公園；於是，在 106 年即針對社區環境問題，積極加入社區環境調查與改造計畫，主要重點為提升居民環保

概念、社區環境調查、環境資源建構及社區環境成長記錄之建立、找尋國宅文化特色，以及融入低碳飲食設

計，發展社區在地產業特色，成效頗佳。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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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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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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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尌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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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

照片 

第 14 頁，共 17 頁



「109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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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屬於九如鄉最南一村三塊村，東鄰省道台三線；西鄰高雄市大樹區與

高屏溪之隔；南鄰大坵村；北向里港鄉塔樓村，總人口 526戶、1821人，土地面積約（208.6861）帄方公里。 

  從 102 年開始設置社區關懷據點，從事社區營造工作，社區內的大鼓陣、素蘭陣是由媽媽教帶動，而村

內三多國小傳承為小素蘭陣，至伯大尼育帅院、老人之家做義演。104 年加入農村再生，步入另一個里程，

期待更好的發展，成為優良的績優社區。105 年社區環保產業啟動，106 年榮獲衛生福利部評鑑甲等獎，107

年獲得環保署環保小學堂補助經費，發展社區導覽、環保產業、環境教育，目標卓越社區。 

  社區發展協會於民國 81年 8月 27日成立，現有會員 107人、理事 11人、監事 3人，會務人員－總幹事

1 人、會計 1 人、出納 1 人。102 年開始從事環保社區營造，從羽化（環境改造－單一社區）、茁壯（環境改

造－4聯合社區）、成長（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專業（環境教育場域）數個歷程，逐步邁向優質化。 

社區

照片 

   

第 15 頁，共 17 頁



「109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花蓮縣花蓮市碧雲莊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民國四十年初，碧雲莊社區現址一片荒蕪，在林芥老先生及其子女的努力下填土整地，終化為帄坦的田園，

在這近三十甲的新生地上，先種植瓊麻及果樹，其後又養殖牛和鹿等，然皆因受其他環境因素等影響而無法

事成。 

  民國六十二年初，林芥老先生與其長子林燦昆先生著手規劃社區，同時整闢道路、修築水溝、興建公共

設施並爭取政府購屋者高額貸款，普受當時市民好評因而逐年擴建，人口亦漸增，至民國八十年前碧雲莊社

區已達六百戶住家，成為花東地區數一數二的新社區。 

  由於社區不斷發展，住戶即將衝破一千五百戶，人口邁向五千人，於是花蓮市公所將此社區與臨近幾個

社區一併成立一個新里。 

  更在民國九十一年六月，由工作會副主任委員劉裕源先生爭取角逐第一任里長，高票當選。從此配合行

政支援，工作會更積極改善社區綠美化工作，以期社區環境好要更好。 

社區

照片 

   

第 16 頁，共 17 頁



「109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澎湖縣湖西鄉湖東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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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西鄉是澎湖縣第一大鄉，也是往來澎湖空中交通的唯一入口

站，又因湖西鄉各地土壤肥沃，成為移民的第一選擇；例如陳姓、許姓、洪姓自金門渡海來澎，也都以湖西

為落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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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八零年代以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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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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