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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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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巷 61號 3
臺中市 臺中市豐原區豐田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豐原區永康路 329號 4
雲林縣 雲林縣虎尾鎮堀頭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虎尾鎮堀頭里 87-2號 5

嘉義縣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村 5鄰 1-28號 6
嘉義縣新港鄉板頭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村 5鄰 17-1號 7

臺南市 臺南市六甲區林鳳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六甲區菁埔里 139號 8
屏東縣 屏東縣內埔鄉隘寮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內埔鄉隘寮村清涼路 2段 206巷 6號 9
金門縣 金門縣金城鎮後豐港社區發展協會 金門縣金城鎮後豐港 33-1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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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介紹 
社區

名稱 
基隆市信義區智慧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位於基隆市信義區，東與智誠里毗鄰，西與仁愛區接壤，日據時期稱田寮町，光復後更名智慧里。里內

有一所幼稚園一所托兒所，二個補習班，一家便利商店、二家海產店、二家水果攤。 

  貓頭鷹是智慧的象徵，早期在社區及月眉國小附近檳榔樹及高的樹上有貓頭鷹出現，但是隨著環境變遷、

棲息地改變，貓頭鷹已不見蹤跡，智慧社區以貓頭鷹為社區象徵，期許本著貓頭鷹的精神，希望營造一個幸

福快樂的社區；基隆市信義區智慧社區發展協會，於民國 82年成立，101年開始智慧社區發展協會致力社區

環境重整，苦心經營，徹底打造出新的社區風貌，除了環境維護清潔，社區內打造開心農場、頄菜共生系統

及立體植生牆、裝設雨水循環系統。 

  105年，緊鄰隔壁的智誠里加入大家庭由智慧社區協助做社區環境田野調查，從社區環境清潔到空間美

化，也讓智誠里改善居住環境清潔，連外道路清潔與安全，也讓處於智誠里的月眉國小擔任環保小尖兵的腳

色，學校師生可以跟智慧社區攜手推廣環保酵素製作，協助智誠社區各個家庭，學習垃圾減量，廚餘再利用。

把社區永續經營的概念，引進智誠社區實行。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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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介紹 
社區

名稱 
臺中市豐原區豐田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豐原舊稱「葫蘆墩」，相傳是大甲溪的漂砂所形成，其形狀恰似一只大葫蘆樹林土墩，以柴乾、米白、美

人多，俗稱「葫蘆墩三寶」。近代豐原因地利優勢、氣候宜人，逐漸發展成為都會型社區，繁榮的商業，交通

四通八達雖帶來大量人潮，但隨之而來的，便是廢棄物四散、垃圾亂丟、家庭及工廠廢水任意排放、隨意張

貼廣告等問題，使得社區環境日益髒亂，不僅嚴重阻礙社區發展，更對居民生活品質造成衝擊。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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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介紹 
社區

名稱 
雲林縣虎尾鎮堀頭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堀頭社區位於虎尾市區東側，北鄰埒內里、東接中溪里，西與東仁里交接，南與平和里及下溪里為鄰，

面積約為 1.83平方公里。 

  明治 42年(西元 1909年)屬於土庫支廳大墩仔區大坵田東堡埒內庄，大正 9年(西元 1920年)劃歸虎尾街

埒內大字堀頭小字，光復後編為堀頭里；「堀」是水窪地的意思，因本地位於舊虎尾溪河川的溼地，里內有多

個池塘窪地，聚落位於池塘窪地的北面，因此稱為「堀頭」。 

  頭社區長期深耕社區環境保護工作，其執行成果相當豐碩，為營造優質環境，更著手社區鄰里街道、公

園、綠帶的綠美化，全力投入環境保護的執行，充分結合學校、社區資源，力行生活環保共同推展環境維護

工作；堀頭深信唯有教育，環境才能永續；虎尾鎮堀頭里里長兼環保達人-李萬壽帶領社區居民執行各項環保

工作已有 10年以上的經驗，更是雲林縣各項環保工作及社區營造競賽的常勝軍，堀頭社區發展協會自行成立

環保志工，人數達 52 人，對於社區環境清潔維護不餘遺力；社區曾數度榮獲環保家園、清淨家園、節能減

碳等殊榮。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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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介紹 
社區

名稱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社區面積有 2.4845平方公里，地形單純而平坦，屬嘉南平原一部份，行政區域屬民雄

鄉居鄰里各村中心位置此命名為興中村，北與中央村及中和村為鄰，南與福興村為鄰，西與山中村為鄰，東

與文隆及興南為界。 

  興中社區舊稱江厝店，由舊時江厝店、江厝仔、義橋仔、劉竹仔腳、坔墘、客人庄等聚落合併而成，江

厝店、江厝仔等係粵潮人江姓先祖拓殖聚成之村落，因而以江厝店命名，且為粵潮人故奉祀三山國王。興中

社區清朝時屬打貓南堡，日據時期於宣統元年，改屬打貓支廳打貓區，民國九年改為民雄庄江厝店保。光復

後改為興中村。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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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介紹 
社區

名稱 
嘉義縣新港鄉板頭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板頭社區是一個風頭水尾的偏僻村莊，以板頭村為主，分為板頭厝與灣仔內，日據時代台糖五分車鐵道

穿梭板頭村，鐵橋下有古笨港戶外考古園區，民國 98年起由板陶窯文化發展協會開始申請藝術介入空間一

案，成功營造苦楝樹藝術牆面，農村再生活化的注入，精緻農業的發展，故有板頭藝術村之美名。 

  共和社區由後庄、頂菜園、籃仔厝、洪厝、黃厝、董厝和苦苓腳等七個聚落所組成，日據時代，劃分行

政區，以新港鄉第一、二公墓以西之董厝、黃厝、洪厝、後庄、頂菜園等庄頭整合，編為共和村。各庄居民

均有其宗教信仰中心，如後庄（廣福宮）、頂菜園（水月庵）、董厝（三山國王）等。共和村內有新港著名的

洋桔梗花(俗稱媽祖花)，沒有大筆輔助經費的支助，新港花卉產銷班第 6 班的年輕農民們，靠自己的力量將

洋桔梗推向國際舞台，以高品質的農產品，證明台灣生產切花的實力，另外洪厝內還有多種認證農特產品，

如洋香瓜、小番茄、空心菜等。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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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介紹 
社區

名稱 
臺南市六甲區林鳳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臺南市六甲區林鳳社區位於六甲區之西邊村落—由中社里、龜港里與菁埔里三個里組成，社區位置圖如

右所示。社區北接柳營區與八翁里、光福里為界、東側與本區水林里、二甲里相接，南與官田區相 隔，西望

與下營區相接。幅員遼闊，面積 1020公頃(10.2平方公里)，為文化、產業集中之聚落。 

  林鳳營的地名由來，經典故考據，乃是當時西元 1661年由鄭成功身邊左虎衛鎮左協將林鳳將軍（福建省

龍溪縣人），隨鄭成功到臺灣，同年六月奉令率兵屯墾開闢，船經茅港、龜仔港，終點港仔頭，並在龜仔港與

港仔頭一帶登陸；林鳳將軍率領其士兵，至中社、龜仔港、大菁埔一帶，篳路藍縷，慘淡經營，建立聚落，

後人以他的名字做為這裡的地名，稱為林鳳營庄（今六甲區的中社里、龜港里、菁埔里一帶）。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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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介紹 
社區

名稱 屏東縣內埔鄉隘寮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隘」是隩要的地方，「隘寮」則是於關隘要地所搭建的屋舍，以供人員駐守之用。早期漢人在沿山一帶

拓墾，為了防止原住民的攻擊，便於關隘要地派員駐守，一旦發現原住民蹤跡，立即發出警訊，好讓大家有

所防備，以有效維護地方的安寧。清乾隆 40年（1755）台灣知府蔣元樞，為防範傀儡山上原住民，於隘寮溪

口設立關隘，稱為雙溪口隘，撥派阿猴社的熟番（即平埔族）前來駐守，於是當地逐漸拓殖而形成聚落，「隘

寮」 的地名也隨之而形成。 

  隘寮社區位於屏北內埔鄉境內，全社區範圍行政劃分重疊北有水門隘寮村;東可經過涼山隧道通往瑪家鄉

涼山部落;南接黎明村;西倚瑪家鄉三和部落。聚落集中於 185縣道與 187縣道相會處。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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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社區環境調查及改造計畫」聯合型社區 單位介紹 
社區

名稱 
金門縣金城鎮後豐港社區發展協會 

社區

介紹 

  金門縣後豐港社區位於金城鎮金水里靠近水頭商港，為金城鎮最西邊社區之一，是一個兼為農、漁村型

社區，老年人口約有二成。後豐港社區在明末洪旭後代〃後豐港流傳著的十八石洞金銀的故事。 

  社區試圖藉由耆老轉述先民先賢以往的史蹟，以及海洋生態與軍事遺趾找回過去社區的歷史文化，並進

一步凝聚居民的環境維護的認同感與向心力。 

  目前社區志工有 40多人，占總人口數的五分之一。社區靠山、面海，大家主動認養髒亂點，改造社區環

境，其他人也起而效尤；除了空地環境綠美化，後豐港社區也是金城鎮第一個認養草坪與海灘的社區，由居

民管理維護各綠地與建功嶼海灘，目前由社區主動認養近十年，每月實施定期打掃及清潔維護，並不定時機

動維護社區環境整潔，經金城公所評比、年年得績優獎，成效深受肯定。 

社區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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