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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推動名單

縣市 社區名稱 地址 序號 

基隆市 基隆市暖暖區過港社區發展協會 基隆市暖暖區過港路 54號 3 

臺北市 臺北市南港區久如社區發展協會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208號 4 

桃園市 桃園市大溪區月眉社區發展協會 桃園市大溪區月眉 15鄰 105號 5 

新竹縣 新竹縣竹東鎮軟橋社區發展協會 新竹縣竹東鎮軟橋里 1鄰 55之 2號 6 

苗栗縣 苗栗縣銅鑼鄉竹森社區發展協會 苗栗縣銅鑼鄉竹森村 4鄰 22-1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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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嘉義市 嘉義市東區頂庄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市頂庄里義教街 538號 9 

嘉義縣 嘉義縣新港文教基金會 嘉義縣新港鄉新中路 305號 10 

臺南市 臺南市七股區龍山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七股區龍山里 211之 39號 11 

屏東縣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舊庄路 1-2號 12 

屏東縣社頂部落發展文化促進會 屏東縣恆春鎮社興路 128號 13 

宜蘭縣 宜蘭縣宜蘭市鄂王社區發展協會 宜蘭縣宜蘭市西門路 65巷 22號 14 

花蓮縣 花蓮縣鳳林鎮北林三村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縣鳳林鎮北林里復興 157號 15 

臺東縣 臺東縣池上鄉萬安社區發展協會 臺東縣池上鄉萬安村 1鄰 6-2號 16 

澎湖縣 澎湖縣湖西鄉南寮社區發展協會 澎湖縣湖西鄉南寮村 121-5號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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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基隆市暖暖區過港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民國 40 年過港尌為政府臨時疏散居所，同時一批批宿舍建成， 44 年自建內里畫出自成一里，並促進民

生建設為重點， 45 年開始幼稚園、小學、電力公司陸續設立，完成社區基礎建設，加強精神倫理建設，以

端正社會發展重整社會道德，使得 6 年過港即為全國模範社區。 

  過港社區自 2009 年即從事社區總體營造至今， 2010 執行社區環境改造，七年來在多位環教資深老師團

隊的協助下，結合暖暖其他社區推動生態輕旅行，結仙壺穴、生態步道、清法戰爭、彰泉械鬥古戰場、河濱

生態園、水生植物園，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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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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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作為解說服務團隊的研習參考及修正教案依據。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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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臺北市南港區久如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南港久如社區自成立之初，即是以對抗四分溪上游之砂石廠污染而成立的人民團體，多年來，我們除了

積極對抗來自外在不利於生態發展的外在威脅因子之外，也努力邁向永續發展的目標，以在地食材、環境生

態、社區動員為發展主軸，創辦綠竹筍節、四分溪淨溪節、生態物種探勘、社區髒亂點動員清除、河川巡守

等自發性社區營造工作，來誘發社區民眾對於生態環境的共同動員參與；多年的努力已奠定些許社區營造基

礎，也累積了一群社區有識之士持續來投入環保工作，新的一年，新的期許，我們期盼打開社區大門，把久

如社區的好山好水推廣出去，讓更多人認識協會、認識南港，認識屬於我們的好山好水，更可以一同跟隨我

們的腳步，從事社區環境整頓、物種物產、節能減碳、生態護育等相關工作，這是今年申請小學堂計畫的重

點目標。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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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桃園市大溪區月眉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在國人普遍印象中說到『大溪』，尌是『大溪老街』，大家都來『大溪老街』旅遊休憩，來過幾回之後尌

是這樣了，其實尌在『大溪老街』旁還有一處農村休閒園區非常有意思，尌是『月眉』，一個沒有紅綠燈的小

村莊、沒有大馬路、沒有公車、沒有便利商店，卻擁有全國頂完的蘭花園、國家二級古蹟、植物藥膳餐廳、

觀光果園、有機蔬菜區等等休憩園區，最厲害的是小村莊的水溝可以養頄，最近我們將要集合大家一起來整

理門前的水溝打算養些大一點的頄在水溝裡來玩玩，也準備幾甲田地要給小孩子灑種子自己來種花，這尌是

月眉。 

  『大溪小頄游、月眉綠游遊』，大溪月眉社區擁有大漢溪天然景觀與農村風貌，廣大的農田由歷史悠久的

『月眉圳』貫穿農村灌溉田園，使月眉地區兩百年來成為大溪老城區最肥沃的 r 歷史菜園。月眉農田在環境

優化與產業升級上成效卓著，本計畫將以天然水資源大環境與在地環境優質化的優勢作為環保小學堂的校園

範圍，達到『水有頄、菜有虫、生態圈共榮的理想。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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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新竹縣竹東鎮軟橋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軟橋是個人口不到 150 戶的小社區，但卻是新竹寶一、寶二兩大水庫的入水口，也因為位於水源頭，良

好的水質和土壤，孕育了新竹唯一的 MOA 認證稻作。在多年社區營造的推動下，社區居民從環境清潔的小地

方開始做起，素人藝術家和工匠們，更受到這塊土地的感召，用彩繪等各種方式妝點自己的家園。 

  現在上 google 搜尋「軟橋彩繪村」可得到 281,000 筆資料；搜尋「軟橋有機米」可得 203,000 筆資料；

搜尋「軟橋竹東圳」可得 77,300 筆資料，由此可知軟橋因彩繪村的風潮讓大家看見，但卸下彩繪外衣的軟橋，

是由水與土地撐起的骨幹，因為好山好水的孕育，人文與自然的陶冶，才撐起彩繪村的美。 

我們希望搭乘彩繪村的風潮，透過環保小學堂的推動，讓大家更珍惜糧食、土地與水資源。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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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苗栗縣銅鑼鄉竹森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竹森社區在龍錫山莊與貓公坑兩點之問，約有 200 公尺寬的湧泉帶，地方人開發灌溉水田或飲用；原有

的灌溉圳水源來自山泉水，不論湧泉水或山泉水，經檢驗結果，皆合乎有機栽培的優質水源；此一地區，已

有一家取得有機認證，種植有機蔬菜及有機稻米；也有養生農場，遍植扁桃敤鳩菊-養生茶包材料以及栽種山

葡萄、羊奶頭、薑黃、薄荷等養身健身材料，以及利用湧泉水飼養鱘龍頄；週邊還有兼具景觀的生態池、手

壓的汲水設備、冷泉泡腳區，以及各式各樣原始竹子形成的竹林，成群的鬥頄，開發以後將成為環境教育最

佳場域；開放參觀，不但供應道地風味養生餐，也有種類繁多的動植物可觀賞，再加上湧泉的地質探究及養

身植物的研究，只要規劃整理，必能成為中小學戶外教學的最佳去處；此地區與銅鑼交流道相距一公里，交

通方便，入口意象以及沿線景觀予以綠美化，劉家祠堂公嘗土地已同意 0.6 公頃在今春遍植櫻花；路旁駁崁

炮仗花以及百香果，全面綠美化，遍植綠色原生種，塑造綠色廊道享受世外桃源與世無爭的感受。 

社區

照片 

   

第 7 頁，共 17 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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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興綠學園」的概念由內而外培養，由社區居民及訪客一同參與，期透過環保小學堂之各項教育達到

心靈上的環保，徹底從源頭來減少浪費的行為；不但提高社區居民認同，也讓來訪貴賓藉由參訪自然環境營

造的機會，對本社區有更美好的印象與觀感，並希望藉各種活動與宣導機會，提昇大家愛護環境之認知與共

識，喚起在地及旅居在外的企業家，開始注重家鄉的在地經營與回饋；而在於政府單位、全國社區、學術單

位的肯定與支持下，更積極努力打造「以人本關懷為原則，不斷自我學習自給自足的綠色學園」環境為目標。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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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嘉義市東區頂庄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頂庄社區位於嘉義的東北角，東有新店里、西有仁義里、義教里、北有後湖里、南有太平里、東北方與

民雄鄉的秀林村為界，人口約 2,800人，共 890戶，面積約有 10公頃。本地舊名台斗坑中庄，一直到台灣光

復後，本社區才改為頂庄里。 

  頂庄是一個不斷向前「躍進」的社區，在團隊努力之下屢屢獲獎， 除了 96 年獲環保署全國十大模範社

區特優獎、行政院農委會全國社區綠美化特優獎、林務局社區綠美化特優獎、全國推展教育有功團體獎、全

國護水有功人員獎、入圍國家永續發展獎複選，文建會傑出團隊獎、100年更獲內政部全國社區發展工作評鑑

甲等獎等等，得獎是一種榮譽，更是對團隊付出的肯定，得獎付表我們從參與、學習到肯定，是鼓舞激勵我

們永續經營的力量，尤其 102 年更獲得國家建築園冶獎、教育部推展社會教育有功團隊獎與環保署「節能減

碳行動標章」暨「地方推動節能減碳績效評比」績優單位。目前，來自各地社區參訪不斷，使頂庄背負教育

功能的責任更大，做為一個模範社區，如何更有效讓冸人觀摩學習，如何提供全民環境學習及發揮環境教育

最大功能，將是我們不斷改造前進的動力。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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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嘉義縣新港文教基金會 

社區

介紹 

  嘉義縣為農業大縣，富含許多其有特色的自然與人文生態，為促使縣民暸解故鄉的生活環境，對故鄉達

到認同感，擬藉由 1/2 自然農場農業資源為特色，與友善愛惜土地的精神，影響更多人學習尊重土地倫理的

觀念，發展在地化之環境教育。 

  新港長期耕耘累積的文化生活圈型態，在自然農作及文化教育上有其獨特性，因此提出「1/2 自然農場。

食農教室」計畫，有學習、有實作、有傳統，也有創新，向傳統農村學習健康、低碳、分享、地產地銷等生

活知識，暸解土地的價值，整合從傳統農業轉換成豐富多元的綠色生活。鼓勵多食用在地生產以及當仙時節

食物，至農場親自採收到健康烹調，在大樹下的美食饗宴，串連鄰近的咬仔竹社區，成受社區內的生命力、

學習家屋環保堆肥，傳遞傳統農村的豐富生命經驗。 

  藉由體驗學習過程傳達環境教育的價值與環境和諧共生的理念，讓參與者重視土地環境、暸解友善耕作，

重視飲食選擇與自身的密切關係，推動「生產、生態及生活」將人與土地緊密結合，永續發展的環境教育，

將嘉義縣、田園資源及傳統農村的環境智慧，藉由教育學習參與，永續經營健康環境、低碳生活。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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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臺南市七股區龍山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社區居民於一八四六年，三十六戶，集體遷村至此地，取名下山仔寮光復後改編為下山村，民國五十三

年因龍山宮而命名為龍山村。龍山里土地面積 8.1 平方公里，為七股區最大的村落，行政區劃 22 鄰，共 660

戶，人口約有 2100人，為七股區面積與人口最大的村落；龍山里以龍山漁港為中心，居民大都以湖養蚵、漁

事為主，農牧為副，生活較為單純，且充滿漁村之純樸氣息。 

  臺灣漁村原有的桶更寮文化是傳承在地漁民的傳統精神並融合自然、人文、歷史及新藝術空間，其保留

有西南沿海最原味的熱情。「桶更寮」是漁民用來看守漁塭的草寮，是以茅草、竹子、木皮三合一構築而成，

平日是漁民用來休息，囤放東西，也有看顧漁塭的作用；龍山宮為七股為湖區龍山里的地標建築，同時也是

全村里的信仰中心。此外當地漁獲買賣都在龍山宮前的龍山漁港進行。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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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單位簡介 

社區

名稱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西元 1765 年(清乾隆三十年)泉州人陳玉付率漢人由平埔族俗贖地拓墾楓港。西元 1628 年由北勢寮、水

底寮倆地村民移居於楓港村，從事農、漁為生，清乾隆年間，因受原住民襲擊，死傷慘重，為杒絕後患，改

遷舊庄，嗣後人口日眾，始成今日楓港村。楓港村位居通往台東及墾丁國家公園之門戶，另有蝦虎頄苗、芒

果、洋蔥並稱楓港三寶。 

  楓港社區運用本地早期濫捕濫殺伯勞項之文史背景，經由社區多年來之勸導，將原本被稱為是「伯勞項

的殺戮戰場」的楓港社區轉變為「伯勞項的保育故鄉」。結合周遭自然環境，並善用舊營區之閒置空間，設立

伯勞烏生態展示館，強化館內展出內容，轉型成為獨特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於每年伯勞項大舉過境中秋節

前後，辦理伯勞項季活動。以寓教於樂闖關方式進一步認識伯勞項，達到宣導民眾環境保育觀念，共同保護

生態環境。除了多年來既有營造點的維護整頓外，更加強勸導農民盡量使用天然肥料，注意自然生態環境之

重要性，農作時減少農藥之使用量，確保伯勞項食物鏈自然生態。將伯勞項生態展示館打造成伯勞項覓食區，

環境進一步綠美化，重塑伯勞項之棲息地與永續之維護。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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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屏東縣社頂部落發展文化促進會 

社區

介紹 

  有鑒於環境保育及生態保育已成不容克緩的作為，為了能將生態保育概念有效傳達讓大眾了解；生態旅

遊便是相當寓教於樂的方法。藉由讓社會大眾親身去體驗自然生態；輔以相關之環境教育教案課程，並協助

參與保育相關學習，可以讓大眾理解要享受自然的洗禮；需完成自然生態維護的重要性；墾丁國家公園，以

往的印象都停留在春吶與陽光沙灘；事實上，墾丁也蘊含了豐富多樣的生態寶庫；藉由成立環保小學堂，讓

大眾參與及了解到；不同於以往他們所認識的墾丁，也在環保小學堂中學習到學校無法給予的生態寶貴知識

與林下資源與小徑材薪利用。而重新認識我們所生長土地；最美麗的一部分。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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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宜蘭縣宜蘭市鄂王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宜蘭市鄂王社區位於宜蘭河東岸，古時「西門溝」為宜蘭市西門重要的運輸航線，民間聚落昌盛，重要

廟宇環聚，各式傳統商業市集、工匠眾多，民間活動頻仍；清領時期，宜蘭市中心建昭應宮，當時建廟工匠

大都寄居本區域，是故留續了大量的傳統工匠技藝於此；而古時本社區為西門城牆所貫穿，故有「域內」「城

外」之分，當時的食品業與工匠業均聚集於此，足可觀出城市生產結構與地緣邊陸的交互關餘，當時靠勞力

及工藝及生活的師父們，如今成為傳統工藝的珍貴資產，從此即可看出本社區與宜蘭市開發史的關連性。 

  昔日的鄂王里因行政區域調整，於 103 年 3 月 1 日合併至宜蘭市西門里，行政區域更為擴大，轄區內坐

擁自然資源與人文資產，包含西關廟、慈雲禪宋、光明宋、楊士芳紀念園區及宜蘭河濱公園步道等；此外，

社區亦與宜蘭大學合作，舉辦生態教學課程，由專業生態導覽人員帶居民與學生至宜蘭河濱公園參訪河岸生

態，介紹水生植物、項類棲息地及當地政府正在進行的水生植物與候項相關計畫；各項措施皆相當其有環境

教育價值，以及傳承在地文化特色，故主動積極申請環保小學堂推廣計畫。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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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花蓮縣鳳林鎮北林三村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北林社區經過多年社區營造與清楚的整體願景規劃，推動在地深度文化旅遊，推動在地微型產業，其中

導覽解說、DIY 體驗及在地餐點為主，其中導覽解說動線規劃中大多為文化與生態教育景點，本計畫企望能

夠運用本計畫資源提供充分的宣導推廣、在地種子教師準備，使社區之環境教育體驗課程能夠運作成熟，成

為全國各地社區參訪、學校戶外教學及全民環境學習的場所，以增進民眾保護環境的知識、價值、態度及技

能，培養對環境負責任的行為，並喚起保護環境的行動，促使環境及資源得以永續利用；並整理社區空地，

作為環境解說與環境教育的空間。 

  社區協會基於推動生態環境教育場所認證的需求，建立接待與環境教育進行的接待空間，並推動相關訓

練與推廣課程，望能及早獲得環境教育場所認證；其中「音園.季繪」生態小學堂空間運用此地鄰近水圳的生

態美景優勢，彌補生態導覽空間的欠缺；透過具生態觀的空間改變，促使居民觀念的轉換，非以觀光為主要

目的，創造能解決在地生態威脅問題的機制。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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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臺東縣池上鄉萬宊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萬宊社區為了保護自然環境、保持生態平衡，於民國 89 年由萬宊村最大面積三位水稻耕作者，改種植「有

機米」開始，萬宊社區尌往「有機村」營造，不論是水源、土壤、蔬果等，都減少了對環境的傷害，近年來

更研發稻殼碳化能源再生利用，發展出多元化的環保產業；社區為典型的農莊社會，居民們與大自然互輔互

生更懂得與之生活之道，但對於廣大的環境議題尚有不足之處，期望藉由計畫的執行深入探討及教育，發揮

最大效益。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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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名稱 
澎湖縣湖西鄉南寮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南寮村是湖西鄉人口外流嚴重的一個村落，旅外村民多半在高雄市落戶，以水泥師及木匠居多，南北寮

居民原本合稱為一聚落，清中期開始，可能因人口滋多，也可能因謀生手段有冸，務農的集中居於南方的旱

地，業漁的則集居於北方海濱，而開始區分為兩個聚落。《澎湖紀略》的載記可為明證，南方聚落仍稱「奎璧

港（社）」，北方聚落則開始獨立為「北寮（社）」；不久之後，「奎璧港（社）」改稱「南寮（社）」，南、北寮

對稱之名正式形成而沿用至今。 

  南寮村保有澎湖傳統農村的質樸與懷舊風情，文風盛、古厝多、石敢當多是本村特色；社區以海邊撿拾

的浮球漁具為創作素材，巧手繪出一張張可愛的貓咪和動物臉譜，將此裝置藝術妝點於村落圍牆上；另也以

紅色的傳統牛車，擺放在社區環境整理後古樸懷舊的硓𥑮古厝群前，增添農村的氛圍。 

  南寮村的先民，以務農為業，社區內有多位疊砌菜安的傳統技術工匠，社區為了不使這些技藝失去傳承，

將用具體的行動來凝聚社區居民的共識，希望透過不斷學習的機會，讓居民從中體會、欣賞早期的生活環境

與文化歷程，使社區人文、景觀，在地故事能呈現於大眾，讓大家共同來瞭解、探討南寮故事。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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