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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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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安樂區五福社區發展協會 基隆市安樂區樂利三街 32巷 9號 3 

基隆市愛鄉文化協會 基隆市和一路 153號 4 

臺北市 臺北市大安區溫州社區發展協會 臺北市大安區溫州街 74巷 14號 5 

桃園縣 

桃園縣大溪鎮月眉社區發展協會 桃園縣大溪鎮和平路 29號 6 

桃園縣楊梅市永寧里辦公處 桃園縣楊梅鎮永寧里小楊梅 25號 7 

桃園縣龍潭鄉中正社區發展協會 桃園縣龍潭鄉龍華路 479巷 5號 8 

雲林縣 雲林縣崙背鄉羅厝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崙背鄉羅厝村東興 145之 11號 9 

臺南市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安南區塩安路 28號 10 

臺南市關廟區新光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關廟區新光里新光街 205巷 16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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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屏東縣林邊鄉仁和關懷協進會 屏東縣林邊鄉仁和村中林路 21號 13 

屏東縣林邊鄉自然文史保育協會 屏東縣林邊鄉堤防路 14-10號 14 

屏東縣萬丹鄉崙頂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萬丹鄉崙頂路 99巷 300號 15 

花蓮縣 花蓮縣花蓮市民生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縣花蓮市復興號 50-4號 16 

第 2 頁，共 16 頁



「101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推動名單 

社區

名稱 
基隆市安樂區五福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基隆市五福社區發展協會的前身為台北州基隆郡七堵庄鶯歌石第八保，後改為台北縣七股鄉鶯歌村，至

民國 36年改制為基隆市七堵區鶯歌里，民國 69年成立七堵區五福里，民國 77年 3月 1日調整為安樂區，而

至民國 81 年 11 月成立五福社區發展協會；總面積 1.943 平方公里，人口數 4,271 人，戶數 1,598 戶，為一

封閉型社區。 

  為了將五福社區與六合社區的居民能享有更高品質的生活環境，並不辜負居民對社區發展協會的期待；

金龍湖的維護是協會近年來的工作重點，利用舉辦各種搶救活動，提升五福居民愛鄉愛湖的意識；協會的目

標是希望有一天，金龍湖能成為五福社區及六合社區的居民休閒運動的好所在；因此，協會針對社區生活周

遭環保問題提出解決方法，並運用在地資源，共同營造清潔、舒適的生活環境。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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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推動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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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和平島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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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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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推動名單 

社區

名稱 
臺北市大安區溫州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因舊地名為（大安庄），此為台北市大安區名之由來；大安區地理位於臺北市中段，為台北市的文教、住

商混合區，也是台北市人口最多的行政區；大安區學風鼎盛，國立台灣大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和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等著名學府均位於此區；溫州社區發展協會的地理位置屬

於大學里，位於辛亥路、新生南路、羅斯福路所相交之處，里內鄰數為 24鄰、戶數為 3,456戶、男性人數為

4,156位、女性人數為 4,615位，人口約 8,771人。 

  溫州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於民國九十九年八月成立，主要是由一群年輕居民自行發起，起初以關注社區流

浪動物與溫羅汀文化圈之營造為主，後續關注之議題則為逐漸擴展至守望相助、改善治安、美化環境、心靈

及健康教育等面向；地區之特色為處處可見的綠蔭盎然，且占住宅空間極高的比例，「五步一樹、十步一景」

是此地常見的景觀；而隱身於巷弄間的獨立書店、咖啡店等充滿人文氣息的各式店家，與散落於附近周邊的

老屋老樹相互呼應，處於寸土寸金的台北市精華區，更是凸顯其濃厚的文化氛圍。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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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推動名單 

社區

名稱 
桃園縣大溪鎮月眉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桃園縣大溪鎮月眉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於 2003年，由於月眉社區地處大溪農漁業園區，而社區發展協會成

立以來，陸續組織烹飪班、安親班、媽媽廚房、舞蹈班、氣功班、北管組、陀螺隊等組織，除了豐富居民的

生活外，亦都獲得豐富的成果與好評，進而將協會與社區做進一步緊密的結合。在台灣加入 WTO 後，對傳統

農業造成很大的衝擊，月眉農村產業也積極逐漸轉型,目前已有許多轉型成功案例。 

  月眉社區主要為：以『推動「地方產業觀光休閒農村」概念』、『推動「社區觀光文化導覽」』、『提升「地

方傳統藝術文化」』等主題進行社區營造與規劃，尤其推動環境改善以來已見明顯成效，著名景點如：月眉圳

風光，都是經過居民積極參與及討論，進而取得共識的成功案例；未來月眉社區將秉持熱愛環境的初衷，持

續推動環境改造，並與觀光產業相互結合，期待打造三生一體的月眉好風光。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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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推動名單 

社區

名稱 
桃園縣楊梅市永寧里辦公處 

社區

介紹 

  永寧里和梅新里位於楊梅市區之南，主要由老坑全境和小楊梅大部分合併而成；老坑是店子湖台地北側

的河谷和山坡地，老坑溪由南向北侵蝕山地而成縱谷地形，早年是原住民凱達格蘭族-霄裡社社民的居地；此

區山明水秀，居民為長壽族群，更有百歲以上人瑞，所以有「老人坑」之稱，後來簡稱為「老坑」。 

  老坑口前端有一燕子窩，因為早年以燕子多在此建築窩而得名，所以又稱為「鳥仔窩」；小楊梅因壢古比

楊梅小而得名，原來是楊梅壢一部分，而楊梅溪也稱大平溪由此山地源地；梅溪為永寧里與秀才里之分界；

老坑山上揚昇高爾夫球場，為全國著名的球場之一；校前路和環南路是精華區，人口最為稠密；目前永寧里

共有 2,264戶，總人口數 6,337人；而梅新里人口密度較低，共有 753戶，總人口數 2,432人。 

  此區域內保有永寧里有很多的老的事物，例如：老樹、老宅、步道和土地公，我們想把前人留給我們的

生活智慧，發揚光大並深入到我們的生活，讓我們向前輩們虛心學習，瞭解如何取之於自然，如何回歸自然；

以此虔誠學習的心，從永寧里出發，讓永寧里變成一個乾淨、美麗生活的人間樂土；把前人如何與大地共生

共處的智慧加以發揚，讓大自然成為我們大家的生活教室，讓我們學習如何尊重自然，如何自然快樂的生活。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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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推動名單 

社區

名稱 
桃園縣龍潭鄉中正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龍潭中正社區位於桃園縣龍潭鄉市中心，因快速發展而人口急遽上升，將過去中正、上華、龍星三村整

合為中正社區統轄；上華村離市區較遠且農田分佈較廣，所以中正社區成為多元混合形之社區；「三村一體、

邁向共榮」是中正社區發展的主軸，而本社區亦是一個具有濃厚客家原鄉特色的社區；本社區地理位置東與

九龍村－陸總部相鄰，西接宏碁渴望園區與小人國，南與龍潭大池相鄰，北接葉山樓，且由於是下龍潭交流

道必經之主幹線，因此交通非常發達。 

  此區域在早期是大湖底，都是田地，而地勢低漥，因而埤塘與池塘較多，最負盛名的是雙連埤；而本社

區最大的特色在於觀光休閒價值，三林觀光茶園步道、龍潭大池腳踏車步到終點站、社區內除了有大片的農

地茶園、龍潭農工園藝農場更增添許多風味美景，並配合客家文化節等多項活動；因此，每到假日，許多訪

客會至社區參訪並藉以舒展身心。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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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推動名單 

社區

名稱 
雲林縣崙背鄉羅厝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羅厝社區位於雲林縣崙背鄉東南側，為紹安客的聚集地；羅厝地名來源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為清朝

時期，羅姓１１代祖先由大陸來五定居，剛開始只有簡陋的５、６戶房屋，稱『羅厝寮』，後改為羅厝；第２

種說法認為此地區居民大都為詔安客，『羅厝』在詔安客中原為『老厝』之意，因其客語音近似閩南語之『羅

厝』，此為『羅厝』之源由。 

  羅厝社區北側與南側皆為農業區、東側接鄰港尾社區，西側緊鄰本鄉市區中心精華地帶，兼具城鎮與鄉

村多元的風貌；羅厝社區內居民多數務農，主要農作物為稻米、花生、番薯、蔬菜、瓜果；尤其以洋香瓜為

崙背鄉最具特色的農產；目前社區志工總人數達七十三人，分別就社區內的文書、關懷據點、環保清潔、社

區營造等面向，共同為創造富麗鄉里努力。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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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推動名單 

社區

名稱 
臺南市安南區鹽田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鹽田社區為一獨特且多元文化的社區，包括舊部落居民與眷村新遷入居民和科工區職員工居民和外勞三

種不同生活背景的組合的；在自然生態方面，塩田社區有塩水溪、嘉南大圳、曾文溪支流、四草河口４條重

要濕地河川，為台灣最重要的濕地之一，自然生態面向呈現多元性；而塩田社區涵蓋科工區與野生動物保護

區及大片魚塭之內，社區居民有感於自然生態的重要性，加上塩田社區早年是以曬塩維生而塩田本身就是保

護區，所以長期對自然生態保育也積極參與；鹽田社區目前所提倡的就是在地傳承這份尊重自然保育的態度，

可讓後代子孫對環保有更進一步的認知與瞭解。 

  為提升鹽田地區整體生活環境品質，本年度聯合社區由塩田社區擔任主要帶領社區，並協助周邊溪心社

區、鹿耳社區、顯宮社區共同執行社區環境改造計畫；因地區有嘉南大竣、曾文溪支流、四草河口、鹿耳門

溪４條重要濕地河川，期望配合巡守隊及環保志工隊努力協助保育，進行維護生態環境的工作，致力邁向『環

保生態』社區發展。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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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推動名單 

社區

名稱 
臺南市關廟區新光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臺南市關廟區新光村現分為 4 個小聚落，包括：南寮、北寮、咬狗溪、許厝湖；而南北寮古稱嗊哩，且

在地理位置上以許縣溪作為分界；咬狗溪和許厝湖則位置較邊緣，且地勢較高，咬狗溪上有上埤和下埤，埤

旁多為農田及鳳梨的栽種；代天府的池府千歲為主要的宗教信仰，當天南北寮的人都會準備牲禮來到廟埕祭

拜，早期王爺於當天會到南北寮巡境，而咬狗溪和許厝湖的居民並不會過來祭祀，王爺也不會去巡境，北寮

的宋江陣會到廟前慶賀王爺千秋聖誕，北寮的田都元帥是代天府的角頭廟。 

  因農業社會的逐漸衰退，新光社區內只見破舊坍塌的老屋雜陳以及荒煙漫草的空地林立，逐漸變成了無

生氣的凋零聚落；為改變逐漸凋零的農村聚落，一群人懷著夢想，思考著地區未來發展的走向；於是新光社

區發展協會成立於民國九十八年七月，除鼓勵的農事生產轉型外，更積極參與農村的總體營造及更生再造計

畫，空地、舊宅、荒廢農地都再次被賦予新的生命與氣象；「以人為本、以土為主、以水為輔」，這就是新光

社區未來築夢新願景的開始。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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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推動名單 

社區

名稱 
屏東縣九如鄉九明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九明社區舊地名稱「九塊厝」庄，九塊厝建庄至今約有 300 年歷史；因早期祖先原由福建九縣客，移民

族有 9 戶人家遷台定居，經先民辛勞的開闢耕耘，使原本遼闊的荒野，成為肥沃良田，延續發展後被稱「九

塊厝」庄；聚落共包括有下湖、門樓、茄苳仔頭、崁仔頂等結合。 

  九明社區居民現以務農較多且民風純樸，早期主要農作為水稻、大豆、甘蔗、甘藷、菸葉。為因應台灣

加入 WTO的衝擊，現今農業型態轉變，改以較高經濟的農產品為主，以種植蔬菜、檸檬、金桔為主要農作物，

其次以畜牧業如雞、豬及水產養殖泰國蝦等類的主要經濟收入。 

  九明社區自然環境特色與資源豐富，現有三級古蹟三山國王廟與大、小寺廟共 10所，日據時代建造煙草

試驗場、老人文康活動中心、綜合球場、百年茄苳老樹、歷史建築竹管厝文物館、普濟共修院、歐洲花園、

思親公園、環保公園、社區健康學苑、社區保母資源站等具有歷史文化的社區資源據點；因社區人口高齡化，

期待建立資源結盟與合作，推展以老人照護之福利社區生活型態，並運用人、時、事、地、物等資源，共同

營造社會福利化之樂活社區。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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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推動名單 

社區

名稱 
屏東縣林邊鄉仁和關懷協進會 

社區

介紹 

  仁和關懷協進會位於屏東縣林邊鄉仁和村，目前社區總人口數為 2,215 人；而仁和村位於鐵支路旁的村

莊，仁和村為早期以火車站工人休息的地方─「苦伕寮」整修工作作為社區營造工作開始，進而開啟社區閒

置空間綠美化環境營造工作；這幾年來，在 150 位志工無私奉獻之下，持續整理並美化社區環境，而進一步

提升社區整體的生活品質；在社區營造過程中，居民的向心力也逐漸凝聚，而社區志工也愈來愈多。 

  雖然之前 88風災重創居民認養營造的苦伕寮，在地方所有人的努力重建下終於重現風采，逐漸恢復苦伕

寮的昔日風貌，但為豐富其多元景觀，於是發揮廢棄物再利用的精神，透過裝置藝術的方法，利用在地漂流

木裝飾，將在地特色充分融入，希望能吸引更多遊客至社區參訪，並透過關懷環境的出發點，使外地遊客更

能瞭解這塊自然生態豐富多元的土地，進而帶動地方產業發展與振興地方經濟。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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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推動名單 

社區

名稱 
屏東縣林邊鄉自然文史保育協會 

社區

介紹 

  林邊鄉自然文史保育協會成立於民國 85年底，主要是由一群熱愛環保的人士在因緣際會中，集合林邊人

士的力量組合而成；除了更同為林邊的環境整潔盡一份心力，協會亦收集林邊過去的歷史背景資料，讓林邊

的子弟更認識在地的歷史文化，希望透過自然環境的保育與在地文史資料的維護，引領林邊鄉親邁向永續發

展之路。 

  林邊鄉自然文史保育協會開始就以林邊文史工作室稱之；會員由幾位慈濟林邊師兄姐號召並逐漸加入其

他團體與組織，協會成員都體會到環境保育的重要性，因此初步也從掃街、淨灘、資源回收等基礎層面做起，

並獲得林邊居民很大的迴響，也造就日後林邊鄉內各村義工隊的成立；而每年林邊地區遭受颱風侵襲過後滿

目瘡痍的場景，也讓協會及在地居民體會到環境變遷的大自然力量，因此也積極從事環境教育，而在地豐富

的自然生態便成為最好的天然環境教育的教室，諸如：認識林邊溪生態、沙灘環境生態、紅樹林環境、彈塗

魚、候鳥的環境等等。協會期待透過深化在地的環境認知，喚起林邊居民對林邊環境的愛護疼惜之心，這是

協會創立時的初衷，也是協會持續下去的主要動力。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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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推動名單 

社區

名稱 
屏東縣萬丹鄉崙頂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日據時期因高屏溪每每溪水犯濫成災，造成生命與財產的損失難以估計，因此調動區域所有資源，開始

修築堤防的工程並歷經十年之久才完成提防工程；而台灣經濟奇蹟帶動高度工商發展，進而產生大量的廢棄

物，但由於一般民眾缺乏愛護環境的心態，原本防洪之用的堤防，成為傾倒事業廢棄物、建築廢棄物、家具、

化學物質等各種廢棄物的溫床；之後，歷經了廢棄物整頓及堤防的綠美化工作，成就全國第一座森林堤防，

如今森林堤防形成一條幽長的綠陰大道，而生態豐富多元的生態廊道也在此默默的伸展開來。 

  協會本著愛鄉愛土的情懷，整理耆老所講述過去的精彩史蹟，並故鄉板凳及砧板的傳統產業，保存北管

樂團的民俗技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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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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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推動名單
社區

名稱 
花蓮縣花蓮市民生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花蓮縣花蓮市民生社區在荷蘭、西班牙、明鄭到滿清時期，漢人尚未進入開墾，此地居住著奇萊平埔族

原住民，當時位居「鯉浪港」（今美崙溪）以南，統稱「南勢」，因此民生里也包括於其中；清朝嘉慶道光年

間，吉安新城地區，陸續有漢人集資開墾，然而花蓮港附近因居住著奇萊地區的原住民，經過多次衝突，直

到咸豐 7 年(西元 1857 年)，花蓮港地區聚落才真正紮根；西元 1920 年時，因日本人對東部資源的開採，花

蓮港市移民漸多，復興街已經是花蓮的鬧區，當時稱為大街，是有錢人住的地方；復興街在日治時代稱為「春

日通」（俗稱大街），是最繁華的街道，尤其是本省籍巨賈聚集於附近；「國軍英雄館」在日治時代叫「昭和紀

念館」，因為昭和天皇在當太子時到花蓮，曾下榻在今日的國軍英雄館現址(此地為當時的「昭和紀念館」舊

址)。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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