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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推動名單

縣市 社區名稱 地址 頁碼 

臺北市 臺北市萬華區華江里辦公處 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 170號 1樓 3 

桃園縣 
桃園縣楊梅市秀才里辦公處 桃園縣楊梅鎮秀才里 25鄰新江路 225巷 3號 4 

桃園縣觀音鄉保生社區發展協會 桃園縣觀音鄉保生村 11鄰 59-1號 5 

新竹縣 新竹縣湖口鄉信勢社區發展協會 新竹縣湖口鄉成功路 454巷 53弄 1號 6 

苗栗縣 苗栗縣苑裡鎮山柑社區發展協會 苗栗縣苑裡鎮山柑里山柑 58號 7 

臺中市 臺中市西區大忠里辦公處 臺中市西區大忠南街 90巷 3號 8 

彰化縣 彰化縣秀水鄉馬興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秀水鄉馬興村鎮南巷 20號 9 

雲林縣 
雲林縣林內鄉社區產業文化協會 雲林縣林內鄉林北村增產路 48號 10 

雲林縣台西鄉台西藝術學會 雲林縣台西鄉中山路 299巷 35-6號 11 

嘉義縣 嘉義縣新港鄉頂菜園發展協會 嘉義縣新港鄉共和村頂菜園 12號 12 

臺南市 
臺南市後壁區後廍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後璧區後廍村 19號 13 

臺南市南區金華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南區慶南街 201號 14 

花蓮縣 
花蓮縣壽豐鄉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中興街 37號 15 

花蓮縣花蓮市持修積善協會 花蓮縣花蓮市進豐街 57巷 7弄 40號 16 

臺東縣 臺東縣鹿野鄉永安社區發展協會 臺東縣鹿野鄉永安村永安路 75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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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臺北市萬華區華江里辦公處 

社區

介紹 

  華江社區位處臺北市的西南偶，以淡水河與新北市為界，南邊銜接環南市場，北與台北市最有名的觀光

夜市廣州街、華西街及西昌街夜市為鄰，西與中國時報、糖部甘蔗文化相對；也正因為其特殊的地理環境，

進而造就了獨一無二的社區特色，也成為萬華區三大主題特色之一，亦即華江社區的自然保護景觀－雁鴨公

園；為了維護這獨特的雁鴨自然景觀，除了由台北市政府建設局輔導成立的華江雁鴨工作坊，社區本身則結

合各環保團體、專家、學者、學校，另又成立華江濕地守護聯盟，陪伴社區居民共同守護華江雁鴨自然生態

公園並定期舉辦相關生態、環保雁鴨季活動。 

  華江里內有二個基層服務單位，亦即華江社區發展協會及華江里辦公處；社區發展協會主要負責社區內

的軟體工作，舉凡社團、慶典、室內、外的活動等；里辦公處則全權執行社區內一切硬體建設，小至路燈、

水溝、馬路、污水下水道等民生基本需求、建設及維護等，大至社區現在及未來發展的硬體的規劃，亦即地

區環境改造計畫、地區發展計畫、公共藝術造景、造街計畫、招牌改善計畫、人行道及騎樓整帄改善計畫等；

華江社區發展協會及華江里辦公處兩者之間，存在合作無間及相輔相成的關係，為華江地區創造雙贏的局面。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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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桃園縣楊梅市秀才里辦公處 

社區

介紹 

  秀才里於民國八十七年自大帄里分出，此地名據說清初有個來自大陸的秀才勘輿家，雲遊竹塹（新竹）

至各地看風水，當他來到楊梅西南方高地時，發覺四方開闊，近觀遠眺皆相宜，讚此地聚落為『好地理』，居

民因而大喜，以後遂稱秀才下轎處為「秀才窩」，因而取名為秀才里。 

  秀才里目前人口數約為 4,047 人，主要族群為客家族群，約占 70%以上，本里處處可見客家人勤儉耐勞

的傳統精神；本里居民有感於公共環境維護的重要性，於民國八十八年成立環保義工隊，義工無私奉獻的精

神感動居民，因此義工人數由初期五十餘人增至目前的一百六十人，負責執行本里各項之綜合事務；而秀才

里在社區環境改造方面，執行績效卓越，曾多次獲得中央與地方政府多次肯定。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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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桃園縣觀音鄉保生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保生社區發展協會位於桃園縣沿海的觀音鄉，且是典型的農業社區，但是周邊有豐富的埤塘文化，其中

新屋溪的藻礁為國內目前碩果僅存的生態景觀；而藻礁濕地在每年候鳥到南方過冬時，為許多愛鳥人士的最

愛，但隨著觀音鄉附近部分工廠興建，社區人士發現文明產業衝擊到環境生生態，影響到藻礁的生存空間。 

  為保存台灣碩果僅存的藻礁地區，保生社區發展協會認為成立保護自然生態區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社

區透過生活故事為主的「女生心」與生態環保的「灰渣來了」等議題，凝聚社區居民對於生活周遭事物之共

識，社區更透過劇場「阿婆的海巡」演出，讓居民更加重視藻礁生態。因此，多數社區居民有共識要讓這片

僅存的藻礁自然生態地區，進一步能成為生活、教育及自然生態兼具之保護區，請大家為保護我們共同的資

產藻礁而努力，並留給後代子孫一片美麗的自然生態景觀。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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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新竹縣湖口鄉信勢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信勢村（信勢社區）為新竹縣湖口鄉本鄉第一大村；民國九十年由信勢村分為信勢村及信義村，以北勢

溪為界，以東為信義村，以西為信勢村；現有住戶數共計 1,325戶，人口約計 5,360人，而人數持續增加中；

信勢村土地使用多為住宅區，區內並沒有其他重大產業的設立；農業為多數居民的主要產業，仍有部分居民

通勤至其他鄰近區域工作；因為本區並沒有特殊商業及工業活動，環境綠化的成效卓越。 

  信勢社區自民國七十年成立，八十一年改為信勢社區發展協會，信勢社區這幾年來致力推動社區志工定

期清掃社區環境，進而強化志工的向心力；尤其在共同維護北勢溪沿岸清理，志工發揮景觀創意，利用在地

資源打造北勢溪沿岸閒置空地五處的髒亂點，原先的髒亂點後來都成為附近居民休閒運動的最佳去處，並推

動居民環境認養的模式，建立『青山常在，綠水長流』的好環境。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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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苗栗縣苑裡鎮山柑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山柑社區座落於苑裡鎮東南端大安溪北岸，東邊靠國道中山高速公路，西邊緊鄰中二高帅獅工業區，依

畏交流道傍，地靈人傑，聯外道路交通極為便利，社區居民世代務農，勤勞儉樸產業有機稻作、蔬菜為主，

有苑裡鎮穀倉之稱；發展協會成立於民國 83年，社區總面積為 168,000帄方公尺，社區戶數為 488戶，社區

人口數為 2,095人，為典型的城鎮鄉村型社區。 

  山柑社區擁有美麗的田園景觀，為了建立社區共同體意識，凝聚里民的向心力，多年前推動環境綠美化

及資源回收，里民們積極熱心投入，目前已成立五處資源回收站，並設立托兒所「環保小學堂」，並自創環保

歌曲及「環保電音六福星」，不但榮獲苗栗縣資源回收評比冠軍，更獲選為環保署全國二十大環保模範社區，

由此可見其執行績效之卓越。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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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臺中市西區大忠里辦公處 

社區

介紹 

  民國九十二年結合社區熱心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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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產生彼此互動。另外透過此基金─照顧社區低收入戶及獨居老人，並做急

難救助金，讓社會由最基層相互把情傳下去~垃圾變黃金，黃金變愛心由此可見。 

  不閉門造車的張理事長，於成立之九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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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年)榮獲台中市環境保護社區優等，環保署環境改造社區甲等，台中市社區綠美化第三名，

今年(九十四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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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台灣的未來，整軍再出發。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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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彰化縣秀水鄉馬興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道光二十六年間，陳益源家族渡台開基祖陳文德長子陳榮華建造益源大廈（即今之益源古厝），由於其妻

為馬姓之女，為讓其家室能更加興旺，而將定居之地命名為「馬興」；馬興社區位處秀水鄉最北部，東鄰彰化

市、北連和美鎮、西臨義興村、南接鶴鳴村、屬於小型農業社區，居民生活勤儉樸實，農產品以水稻為主；

社區內有近百年的芒樹及梓樹，居信仰中心是三座土地公廟；而二級古蹟益鴻古厝為馬社區最主要的文化資

產，古厝與皮橋林家及霧峰林家齊名，是台灣最具特色的民宅之一。 

  本社區於民國 82 年成立，在過去所有幹部及熱心志工的努力經營下，已奠定一個良好且深厚的營造基

礎；而維繫志工最重要的是每個月的第三個禮拜天的「環保日」，義工們總會固定地自動參與各項社區的綠化

社區空間、整理公共區域、清除不當張貼的小廣告等等；看到志工為了社區的環保公眾事務默默地奉獻一己

的時間和精力，感動了更多的居民，而有更多的人願意加入志工的大家庭，為發展馬興社區而共同努力與付

出。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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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雲林縣林內鄉社區產業文化協會 

社區

介紹 

  雲林縣社區產業文化協會設立的宗旨為改善雲林地區逐漸沒落的社區產業發展，希望透過協會的協助、

輔導與規劃，藉由社區營造凝聚向心力的方式，瞭解社區文化、產業與生態的脈絡，積極運用現有資源，開

創社區產業、社區居民、人文生態、生態景觀多元面向的多贏局面。 

  雲林縣林北社區為此次社區產業發展文化協會所積極輔導的社區，該社區位於雲林縣林內鄉之西北一

偶，東眺林內山，清水溪和濁水溪在此匯流，濁水溪隔著河堤沿繞著林北社區而流；林北社區為典型的農村

型聚落，蘊藏豐富的自然與人文景觀資源；而林北村正好位於蝴蝶北遷的路徑上，每年的３月到４月中旬前，

都可以看到成群的蝶隻過境，成為當地一特殊且壯觀的自然生態景觀，林北的生態概念由此處慢慢生長與茁

壯。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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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雲林縣台西鄉台西藝術學會 

社區

介紹 

  台西鄉為雲林縣最西邊的邊陲鄉鎮，過去曾是台灣最大的文蛤產銷中心，也是台灣西部觀賞落日最美的

景點點，亦是紅嘴鷗停留的生態豐富據點；但是這一且後來在以工業發展為重的主軸下，過去一切的美好逐

漸的消失與褪色！縱使工業污染再嚴重，區民卻必須面對，於是一群社區藝術家思考在地未來的發展性，台

西藝術學會因此而成立。 

  以關懷社區發展為出發點，台西藝術協會積極參與社區各項營造工作，運用社區藝術家的美學概念結合

其他專業團隊及學術單位，協助台西地區社區保存固有文化特色，亦輔導逐漸沒落的傳統社區產業找尋出路；

學會的輔導方式主要是運用居民對這塊土地的情感與關懷，培力社區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能力，不以專

業團隊主導在地社區發展，而從社區居民本身需求出發並探索規劃方向，並獲得在地社區很大的迴響。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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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嘉義縣新港鄉頂菜園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嘉義縣新港鄉共和村頂菜園社區屬於傳統的農村聚落；其居住總戶數２３戶，人口近１５９人，屬比較

分佈零散的社區，其中百分之七十家中產業以務農為主，由於傳統農業逐漸的凋零，年輕人大都移居外地工

作，村內留下來的只有老人家與小孩；人去樓空、土地廢耕，村內到處都是荒涼的景象，毫無生機與未來可

言；有鑑於此，嘉義縣成立第一個以社區關懷據點出發的頂菜園社區。 

  頂菜園社區的主要據點為位於嘉北公路上的頂菜園鄉土館，一個不起眼的入口，穿過狹隘小徑後，矗立

在眼前的頂菜園鄉土館彷彿走入台灣五○年代的農村生活；頂菜園鄉土館從一磚一瓦做起，打造一處呈現農

業時代景觀的世外桃源；也為了保存台灣早期農業文化的空間，園區隨處可見廢物利用的巧思；老舊失修的

豬舍，經過改造後變成了「豬舍客棧」；廢棄不用的木製電線桿也重新被賦予價值當做小木屋的建材。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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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臺南市後壁區後廍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後廍位於台南市最北的後壁區，且為後壁區之最北村落，北臨八掌溪，南接菁寮、墨林兩村；先民大多

於明末崇禎年間，由福建省同安縣一帶移民到此拓荒墾殖，世代務農，因廣植甘蔗糖廍林立，所以稱為後廍；

後廍是典型的農業社區，隨著農業的逐漸凋落，年輕人口多數外移工作，目前人口多為老年人，但仍保有古

樸農村色彩。 

  後廍社區是一個沉寂多年的老社區，直到這兩三年推動農村改造計畫，並以社區營造為主軸，才逐漸喚

起社區的活力；過程中，將居民的向心力凝聚，也在社區環境改善呈現具體成果；但最重要的是社區的活力

要能恆久，就必須讓居民認同這土地，因此社區的人文、景觀、生態、產業就必須讓居民更深入的認識。 

  後廍無米樂紀錄片引起台灣人民對過去老農民的關注，另外加上崑濱伯冠軍米的效應發酵，帶來休閒農

村的觀光人潮；但居民的需求並非隨伴觀光而來的利益，而是村民居住環境生活品質的改善，且保有無米樂

的精神；此外，為進一步落實過去農業所提倡的環保理念，後廍積極推廣自然無毒的環保生活，鼓勵農民採

用對環境無害的有機植栽方法，營造專屬於在後廍的幸福環保的好所在。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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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臺南市南區金華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金華里原本是一片靠海荒廢的鹽田，政府為配合台南市安帄工業區之開發以及都市重劃，規劃為國民住

宅區並設置為國宅里；而後台灣經濟迅速發展，在台南市行政區域整編後，將新孝路以北部分另行劃定金華

里，而後成立金華社區發展協會，取名「金華」的意涵，在於金碧輝煌，並象徵社區會務推動蒸蒸日上；金

華社區位於台南市南區西北面，面積約 0.2796帄方公里，東毗金華路二段與再興社區為界，西抵中華西路一

段與安帄工業區為鄰，南接新孝路與國宅社區、新興國中相對，北以健康路二段與文南社區為界；由於社區

地形四方完整且交通便捷，商業活動交易熱絡且人口聚集，為典型的住宅與經貿綜合性社區。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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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花蓮縣壽豐鄉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社區

介紹 

  牛犁社區交流協會所關心的土地為花蓮縣壽豐鄉的豐田三村，其位於花東縱谷的起點，豐山村倚鄰中央

山脈，豐坪村隔花蓮溪與海岸山脈相望，豐裡村則位在兩個村的中間，整體山水景色十分秀麗；鄰近怡園、

理想渡假村、立川河蜆養殖區、富麗漁村、南接兆豐農場，擁有日式背景、客家文化，以及一群努力打造豐

田成為優質的桃花源的社區居民。 

  「牛犁社區交流協會」的前身為「牛犁工作群」，這是一群對家鄉有感情、有想法的居民，因而一起組成

了想讓豐田更好的團隊，而後越來越多的人受到感動而陸續加入工作群；後來，在花蓮師院姚誠教授及花蓮

縣文化局共同推動之下，民國９０年正式立案，改稱為「牛犁社區交流協會」；希望以牛犁象徵著鄉土勤勉努

力的耕耘，而這群人的精神正是如牛犁一樣，一步一步勤勞踏實的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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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花蓮縣花蓮市持修積善協會 

社區

介紹 

  持修積善協會以推展公益、青少年教育與社會福利等三大面向；其中推展公益著重於心靈教育及日常生

活問題的引導；青少年教育則著重人際關係、領導統御、獨立自主、互動之訓練；而社會福利則著重於眾人

起而作、自我潛能開發、提升自我創造力、想像力、判斷力、協調溝通、語言表達及合作互助等能力。 

  持修積善協會成立至今已走過將近十年的歲月，協會是由一群花蓮熱心公益及具有使命感的當地居民所

組成；自成立開始，即常常參與或支援公部門的活動，並開啟宜花東境內青年志工參與公共服務之大門；其

中以進行募集二手物資轉贈弱勢家庭的行動獲得很大迴響，充分發揮愛物惜物的環保精神；協會長年「以行

動關愛社會、用微笑溫馨人間」，並推廣「公益心、共享情」的理念，希望能促進花蓮地區環境教育的重視與

發展。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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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臺東縣鹿野鄉永安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鹿寮清代屬於南鄉務祿千社的領域，清同治末年牡丹社事件發生之後，清朝廷開始進行開山撫番措施，

漢人見此地野鹿成群，故稱為『鹿寮』；本村的設立年代源自日治時期大正六年，但大部份的開發建設都是台

灣光復以後的事；光復初期，本村仍名鹿寮村，到民國三十七年才正式將村名改為『永安村』。 

  永安社區位於花東縱谷南段，為地廣人稀型的村落；社區內族群呈現多元化，包括閩南、客家、阿美、

大陸藉等族群，社區主要農特產為鳳梨及福鹿茶；有感於環境維護的重要性，永安社區以環境面向作為出發

點，並積極推動社區營造與環境教育的工作；此外，為能使社區能夠永續發展，永安全力發展觀光產業，以

能全覽花東縱谷美景的鹿野高台的飛行傘場地作為觀光號召，加上優美的風景及純樸的人情，並搭配著名的

福鹿茶，參訪永安社區的遊客逐年增加，並成為東台灣環境、觀光與產業均衡發展的成功範例。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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