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年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推動名單

縣市 社區名稱 地址 頁碼 

基隆市 
基隆市信義區智慧社區發展協會 基隆市信義區仁一路 27號 9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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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隆興社區發展協會 新北市板橋區龍興街 42號地下室 5 

雲林縣 雲林縣斗六市榴中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斗六市中興路 1號 6 

嘉義市 嘉義市西區番社民生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市西區番社里西榮街 224號 7 

嘉義縣 
嘉義縣民雄鄉興南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民雄鄉興南村 2鄰 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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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明義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前鎮區南衙路南二巷 51號 10 

屏東縣 
屏東縣萬丹鄉灣內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萬丹鄉灣內村 5鄰灣內路 209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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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金門縣 金門縣金湖鎮山外社區發展協會 金門縣金湖鎮山外里山外 80-3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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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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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是我們社區剛接觸社去環境改造計畫，我們培育了一群環保志工，由志工帶領社區居民，針對社區

的髒亂點清掃、社區的生態環境調查，102年我們將里民活動中心周圍的雜亂點，改造為魚菜共生與開心農場，

並在里民活動中心屋頂放置 50 加侖水桶，蓄接雨水，再將雨水導入立體植生牆支撐水循環系統，澆灌生長的

植物，而後雨水將流入下方的魚池裡再利用抽水馬達，將池塘裡的水，往上抽到蓄水桶，不斷循環而達到節約

用水目的，103年我們除了維持這兩個地方外，另外從社區的耆老口中得知，我們社區曾有兩隻貓頭鷹飛來過， 

但因生態環境的改變，貓頭鷹又飛走了，所以我們在里民活動中心旁的牆面上，畫出屬於我們智慧社區的吉祥

物貓頭鷹，打造一個貓頭鷹社區。 

  105年我們將帶領鄰近的智誠社區一起加入社區環境改造的大家庭，不但要維持社區內的環境整潔，也會

在社區的聯絡道路上，利用藝術裝置品，打造另一個風貌，繼而與月眉國小結合，提倡環保酵素的功效，讓垃

圾減量，就要從家家戶戶做起，減少廚餘的丟棄，達到再利用的價值。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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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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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永康社區為一典型老舊社區，處於山坡貧脊地帶，社區發展協會成立後，即積極配合政府推行環保

「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節能減碳」等政策，多年來的努力雖小有成果，如今榮獲「節能減碳行動標章」、「資

源、回收」評比第一名，但環保工作一直仍是社區首要之務。因為其有特殊的行政區域，為凝聚共識，及政府

政策宣導無法有效深入社區。基此，為凝聚共識透過各項環保活動的漸次推動，促使周邊社區居民參與感漸增，

藉由環境改善與社區綠美化，並推展環保理念，營造整潔、乾淨、溫馨的社區，塑造周邊社區之特質新風貌，

希望籍今年計劃，髒亂點能清除多一些，綠化景點，引起居民的共鳴及重視，營造清潔綠色、消費環保議題推

動及提升社區舒適生活環境。 

  今年沿長石觀音步道路線，結合安和、樂一社區共同推動環保改造新社區理念，兩社區至今未成立志工隊，

兩社區環境髒亂，所以須加以培訓，居民對環保認知，導向環境教育之面向、清淨家園，~象美化進行，綜合

上述因素更需繼續推動社區環境改造計畫，使得環保成果能更持續也不至因中斷而功虧一簣。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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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新北市板橋區隆興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本社區位於板橋區浮洲地區，浮洲地區有龍興社區外、歡園社區與大安社區，日據時代到民國 52 年，曾

經是茉莉花與黃梔花的故鄉，添加到台灣出產的茶葉，增加香味發揮優質的茶味。後因颱風，淹沒所有花田，

這段香甜的記憶僅停留在長輩心中。 

  社區內歷經許多時代的痕跡後，除了學校與小型工廠外，大多住宅林立，公共及休閒空間極少，巷弄狹小，

路口轉角通常被居民視為沒人管理的角落，形成髒亂點。合宜住宅與板橋榮家的興建、周邊環境配套尚未就緒，

使居民生活在工地的環境中，影響交通安全、生活品質。 

  本社區與歡園社區、大安社區等五個社區共同合作，由龍興與歡園社區領航，自 101年到 103年辦理衛生

福利部福利社區化旗艦型計畫，整合在地資源，運用在地志工關懷在地弱勢族群，提升居民就業能力與素養，

增進居民福利。計畫中已凝聚社區居民意識，獲得多數居民的大力認同，且社區組織完善健全。龍興社區在

103年開始辦理環保署環境改造計畫，居民們開始主動維護社區環境，成果非凡，獲得市長與副市長親  自

蒞臨，更得到衛生福利部 103年社區工作評鑑優等的高度殊榮。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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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雲林縣斗六市榴中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尋幽探訪一甲子石榴舊驛，它位於離斗六市石榴班的福懋工廠不遠處，這無人管理的小小鐵路站房，隱身

於石榴班郊外的一片樹叢間，距離聚落遠，外人來到斗六市石榴班地區，如果沒有指標或當地人指引，真的很

難尋覓它的蹤跡。 

  鐵路局唯恐這無人管理的站房遭人惡意破壞，乾脆就架起鐵皮圍住售票房裡外，僅留候車亭及通道出入，

而綠色鐵皮與木造石榴舊驛讓視覺戚到非常不搭調，不禁讓人感慨石榴舊驛早已不像個車站。 

  石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改名的，原稱石榴班，因為附近有條石榴班溪；原先的站房建於二戰初期年間，

提供軍事運輸之需，至 1950年代才開始辦理客運，但 1990年以後即降為招呼站。 

  進入站內後，就看到月台上一座橫跨鐵軌的路橋及紅、灰色磚塊相間築成的廣場，而四圍樹木扶疏，遠眺

綠色田野一覽無遺，駐足於此觀賞田園風光，倒是別有一番風味!而站房旁邊的職員宿舍則因為疏於管理而雜

草叢生，景象蒼涼許多。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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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嘉義市西區番社民生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本社區乃由通運、民生、社內、以及慶昇等里合併而成，轄內曾是嘉義最早有人居住的地方，在漢人尚未

入墾前，即為帄埔族的家而得名，轄內早期有慶昇戲院及台汽公司，因番社為該地區舊部落名稱，故命名為番

社里。 

  本社區因地處嘉義市市中心，為市內重要商業活動中心，全區有彰化銀行、郵局、流行商品、服飾店等林

立，且全區尚有醫院診所、教會等地方提供里民醫療、教育、休閒等商業金融活動中心；此外為值得一提的，

社區更擁有世界有名的台灣交趾陶藝術文化。 

  目前民生社區發展協會，擁有民生隊約 30 人，環保隊約 30 人，致力於番社社區的環境整潔維護，以及

綠環境的美化，這些社區組織對於低碳社區概念的推動，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社區因位處都市地帶，希望

能帶領居民確保社區環境、經濟與社會目標均衡發展，以保障社區居民享有最優質的生活品質；並協助社區內

店家申請加入環保署的綠色商店，以落實低碳環保觀念；積極發展綠色運輸，提供社區居民一個穩定且具低碳

永續的未來；整理社區髒亂點，開發社區口袋公園，讓社區環境綠美化。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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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嘉義縣民雄鄉興南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興南社區與北斗社區有著共同相通的水脈鴨母堂大排，貫通了鄰近 7個村莊原本清澈的溪流，在現代環境

污染下，導致河川變色，於颱風侵台時淹水氾濫，三十年前興南與臨近三個村莊，未曾有淹水情況發生，但近

年來時常氾濫成災導致居民財產安全受危害，因此想藉由本計畫提出溯源尋根之旅，仔細檢視與審查這條溪流

到底源自何處，並溯溪調查周遭生態，進而連結鄰近村莊達成共識，一起為河川整治保育做努力外，定期由社

區自發性空拍收集環境及生態資源，將影片納入環保教材指導附近學區學生，亦可長期支援社區收集社區景物

變化等資料，也能成為社區防堵環境汙染的利器，藉由空拍設備長期協助與輔導鄰近村落進行環境調查工作，

我們在此大規模的進行蝴蝶的食草與蜜源植物栽種工作;並放養台灣原生種真鰍與野生鱔魚復育繁殖，利用原

始環境除了成為候鳥棲息地外，改造後也成為社區居民可以運動散心的休閒園區，廢棄物的運用造就了社區中

相當多點知名的觀光景點，改善了社區環境外，也減少了社區中的垃圾產生量，其資源回收再利用製作裝置藝

術可成為推動減碳行動或環境教育的特色，也希望將來能創新和設法吸引更多社區的學生和年輕人參與，以提

升環保行動的成效，讓社區運用創意重新給與生命、再次獲得利用。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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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嘉義縣民雄鄉菁埔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菁埔社區位於中山高速公路民雄交流道下往西 500公尺處，是民雄鄉西部的交通樞紐，為鄉村聚落間的傳

統農村社區。菁埔社區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及豐富的農特產，社區人口目前約有 2千人，573戶，居民大多個性

純樸、可愛，具有典型農村的勤樸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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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 頁，共 13 頁



「105 年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高雄市前鎮區明義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104年前鎮明義社區領航、帄等、鎮陽、築緣等 5社區共同推動聯合社區環境改造，已建立良好合作關餘，

聯合社區共同推動社區環境改造必要性不論志工人力、資源連結、組織強化、都比單一社區執行更具成效，104

年前鎮聯合社區一起推動登革熱防治工作，更能帶動週邊社區一起推動，有效降低登革熱區環境改善，更加有

信心改變聯合社區環境改造。 

  經過與在地居民溝通討論後，提出『義帄緣願景生活圈營造』空間改造計畫，因都會型社區休閒空間少，

透過民眾參與討論社區環境課題與對策討論後，形成共識及生活願景之形塑；共同提出「親子休閒閱讀綠生活

廊道規劃設計案」，在民眾積極參與及專業團體、社區之共同協助下，完成社區內捷運旁未閉關地，屬於社區

中公共開放的閒置空間，建構為社區親子休閒閱讀綠色廊道的整體規劃構想。繼續以社區民眾自主營造、社區

與專業團隊的參與協助與相關政府單位的支持配合下，由下而上的自主營建屬於社區的綠色空間，孩子在這嬉

戲，婦女可以在這看書泡茶欣賞各類蝴蝶，阿公阿嬤可以在這運動聊天，營造一個自然、綠色蝴蝶樂園取名為

「綠色書院」營造一個自然閱讀環境。 

社區

照片 

   

第 10 頁，共 13 頁



「105 年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屏東縣萬丹鄉灣內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屏束的萬新吊橋於 2010 年 2 月完工，連接萬丹灣內、新園田洋兩村沿堤自行車道，但吊橋設計為人行通

道，故在兩旁貼心設有自行車引道，讓您可以牽著您的愛車，漫步於吊橋上，欣賞著高屏溪的優美景色。 

  萬新吊橋的建立，帶動了萬丹灣內、新園田洋兩村當地產業和觀光的發展，也將自行車道連接成一線，成

為屏東縣最具特色的自行車道。吊橋上彩繪的童趣的圖案，綠色的大樹下，停著一輛自行車，仔細一瞧樹上還

有隻啄木鳥，而天空中鳥兒在 飛翔，另一面是雙人騎著自行車悠遊在林間小路上，而這座紅色橋身的吊橋將

萬丹灣內和新園田洋兩村的自行車道達成一線，可從屏東市一路暢行到東港鎮，沿途河岸景色風光明媚、視野

遼闊，飽覽高屏溪豐富的自然生態，騎累了還可下車品嚐灣內當地的飯湯文化美食。 

  本次聯合社區環境改造，以社區資源調查為基礎，打造另一層面的社區文化，凝聚社區居民對週遭環境的

關懷與改善對社區環境友善的態度，以此建構社區的特色與核心價值，再造社區精彩路線；並進一步提昇社區

居民熱心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意願，配合社區環境規劃的特色營造，推動社區各項工作的發展，為社區找出新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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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屏東縣九如鄉九明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針對環境日趨惡化，103年結合虎尾溝沿岸的三塊、大土丘與玉水四個社區共同提出「九如鄉『高唱綠意〃

屏水永績』 水庄新風貌」計畫，初期目標:希望以九明社區長期推動環境改造的經驗，帶動虎尾溝沿岸的社區

夥伴共同營造「環境改造」及成立虎尾溝河川巡守隊來捍衛「溪流保育」工作，主要是希望透過社區環境的改

造行動，激發居民親手打造「生活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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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大

家在公共政策的參與機制。經過一年的推動社區環境改造及虎尾溝河川巡守隊的成立，更深刻體會環境永績的

重要性，第二階段中期目標:以「自己的家鄉自己救」及「在地人管在地事」之精神目標，104 年度共同推動

「資源永績一滅廢防汙社區在地行動力」計畫，九如鄉是檸檬的故鄉，更是花卉與蔬果的集散地，很多果渣被

丟棄影響水質與汙染，唯有從垃圾源頭減量做起，才能有效降低環境汙染及保育溪流。所以運用社區農業廢棄

物改造成環保酵素、清潔劑及液肥，讓廢棄物資源循環再利用。也因為社區居民製作環保酵素、液肥及清潔劑

使用，就不必再購買化學的清潔劑，如此一來，社區的農業垃圾量減少了，同時也減少家庭開銷，有可以保護

環境，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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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金門縣金湖鎮山外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山外社區與下莊社區於行政區域劃分上均屬於山外里，早期戰備政務時期皆曾因軍事部隊的進駐繁華一

時，戒嚴解除後，軍人慢慢撤除，從前的榮景不再，兩個傳統聚落回歸優雅的居住環境，現在更希望透過聯合

兩社區的志工力量，營造一個生態保育公園。 

  山外社區位於太武山東側帄地上，社區人口超過 2000 人且持續增加中，是一個農工商多元混合型社區;

社區中心仍保留傳統閩南式建築群， 周圍則為現代建築群，其中閩南式建築的各種格局都有，最其歷史文化

價值者有 300年歷史的陳氏宗祠，敘述華僑成就的陳期宰洋樓、村民的信仰中心的英武山岩廟、戰爭史跡的迎

賓館和西山祠堂群。社區交通便捷，黃海路路貫穿南北直達沙美，環島南路通過太武山風景區，使社區居民意

識到清淨家園計畫如能結合人文生態、環境保育，將能觀光最佳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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