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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輯以樹幹年輪為發想，象徵社區營造的成果，如年輪般的經年累月， 透

過社區民眾、公部門、大學生的同心與努力下，打造完好的社區，讓社區 逐

年成長茁壯，更加凝聚當地民眾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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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大高雄要從小社區做起

高雄因地理區位及產業發展優勢條件，吸引多元族群聚居，因而擁有豐富多樣的文

化。從過去的「移居城市」到「宜居城市」的轉型，需先回歸到日常生活環境的營造，

「社區」則是最小的實踐單元。

因應高雄 38 個行政區各有不同的人文地產景特色，以及社群組織的蓬勃發展，本

局自 2011 年起全力推動清淨家園計畫，其成果豐碩，深植人心，且年年獲園冶獎

之肯定。2013 年更率全國之先，推出社區園藝行計畫，以植栽培育及資材庫分享

的概念，開啟社區互助永續綠化的新模式。

2017 年再結合大學社會責任政策，推出大學生根方案，由學生自組創作團隊，與

社區夥伴們共同申請提案，以創造議題的多元及趣味性，諸如：社區內具有共同記

憶或代表性之閒置空間加以活化利用，以作為社區記憶傳承、文物展示、社區活動、

特色地景導覽或發展社區產業之空間等。此專案並藉由專業師資及社區規劃師團隊

陪伴輔導社區及學生團隊，讓兩者之間的合作更加順利，並激發出創意之火花及構

想，為高雄市社區營造累積更多動能。

這八年來執行清淨家園計畫，過程中清楚展現了社區夥伴及青年學子們無比的熱情

與活力，以及社區令人動容的改變；從閒置荒地變轉角公園、從頹廢老厝變人文空

間、從紊亂野地變生態共存，居民之間的距離從疏離變友善，這一篇篇社區的酷事，

猶如現代版的高雄傳奇，值得被記載、傳頌，期待未來有越來越多民眾投入社區營

造工作，共同編織高雄好生活。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 王啓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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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都發局從縣市合併（西元2011年）開始推動「清淨家園社區營造」計畫，

透過社區營造手法，鼓勵民眾走出家門參與髒亂點改造為社區亮點的工作，7 年來

共補助 230 餘個社區，動員志工協力合作將社區環境進行整理改造，總計完成 450

處社區內閒置髒亂空地變身為綠意開放空間，不僅讓社區變漂亮，也建立社區情感、

加深居民的社區認同感，其中更有 19 處社造成果獲得建築園冶獎的肯定，帶動公

民參與社區環境營造的意識。 

除了由社區自主提案推動以外，本局從 2017 年起進一步規劃邀請大學生帶著創意、

熱情，以準專業者的角色走入社區，與社區志工們共同成長，透過不斷的討論、協

調過程，學生們感受到創意構想越來越具體，進而發展為成熟的計畫，再透過實作

過程被實現，整個過程大約歷經 8 個月，不論是學生或社區志工們都上了寶貴的一

課。將大學生豐沛的創意與活力帶入社區，也讓學生們有實地活用課堂所學的機會，

在社區紮根。 

不論是社區在地的志工，還是懷抱熱情的大學生們，他們在社區做的是一件很酷、

也很有意義的事情。由於成果豐富、類型多元，無法全部收錄介紹，僅以轉角公園、

生態環保、人文風采、社區園藝及大學生根等五大主題，並以得過建築園冶獎的案

例為代表；而每個案例，都是一篇值得回味的美好故事，因此特以本書「高雄的社

區酷事」記載之，為所有參與這段故事的人事物留下珍貴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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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角公園
當我漫步在社區的巷弄間，偶一轉彎，映入眼簾

的是一片花木扶疏的小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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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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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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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藍田里原地名「下鹽田」，日治時代與橋頭鄉頂鹽村（俗稱頂鹽田）合稱「鹽田」，

光復後因縣市面積分割整編，下鹽田編屬高雄市，遂取「藍田種玉」之意改名為「藍

田里」。

在社區裡，有一處古樸的三合院，是社區理事長謝坤易的祖厝，在寸土寸金的都會區

裡，要擁有一處讓社區志工聯誼交流的優質空間著實不易，因此，謝理事長提供自家

三合院古厝前埕及周邊空間，透過參與式規劃設計，營造出一處可休憩散步與辦理活

動的場域，作為社區與居民的交流平台。

三合院昔日也是長輩們曬網晾衣，孩童們玩耍嬉戲的地方，隨著時代的變遷，高樓逐

漸取代老屋、汽車停滿廣場，氛圍的轉變，讓人與人更加疏離。為了找回昔日的懷舊

感，理事長挨家挨戶的尋找舊時的農具及可裝置的素材，如：古早味的汲水器、搗米

石臼及硓𥑮石等。

三合院前埕原有一卵石排列的如意圖形，因破損而被水泥填平，為再現當年的如意，

志工們敲除生硬的水泥鋪面，以如意當作主體，融入中國結元素，帶有吉祥如意之象

徵，讓三合院建築與前埕空間相互輝映，在大樓林立的周邊，保留一部份聚落早期的

歷史影像與記憶。

在樟樹下設置沙坑、手動汲水器互動區、硓𥑮石牆及石磨流水景觀，提供社區內孩童

遊憩的空間，並以蒐集來的硓𥑮石作為空間邊界，巧妙地將早期建材融入空間規劃，

成為一處兼具景觀及互動遊戲的休憩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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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色古香三合院建築，令人拋開塵囂煩擾。

紅磚步道提供穿越及漫步的用途。

三合院建築與前埕空間相互輝映。

硓𥑮石與早期汲水器讓人回憶過去的純樸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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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樹區大坑里，舊名「姑婆寮」，清咸豐年間村民多在高屏溪高地建屋居住，後因溪

水暴漲村民全部遷移至姑婆寮高地，民國 34 年各部落以大坑為中心形成一庄社，且

有一條自然形成之大坑溝，故命名為大坑村。

大坑溝為社區重要之溝渠，昔日溝岸十分熱鬧，家戶都會在此活動，居民們的童年美

好記憶都在這裡，為感念水帶來的遷徙與安定，2014 年秋天由社區理事長，帶領著

居民著手進行環境改善的追憶工程。

聽到社區要自主將堤岸改善及整理，土地管理機關國產署南區分署二話不說同意計畫

的進行。為呼應大坑溝的水與綠，以軟綿綿的草皮作為基底，倚著大坑溝鋪設，再以

柔美的如意形狀作為主要圖騰，將大坑溝與基地巧妙的融合，留下大面積的草地提供

居民追憶、休憩及活動的好場所。

本案有別於一般直線規則配置的手法，以色彩豐富的草花引領賓客進入花園的繽紛世

界，並採用大量連續的波浪形樹籬做為點綴，不僅增添童趣意味還提升整體景觀的活

潑性，再配合大片草皮及廣場的設置，提供社區一處不單調且趣味無比的休憩空間，

藉由社區營造之過程凝聚社區向心力、增加參與感，進而促使居民主動維護此綠地，

實現社區環境風華再現之願景。大
樹
區
・
大
坑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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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點完成後，社區居民經常在此聚會。

呈現綠意盎然又多彩繽紛的視覺享受。

以入口景石迎接造訪社區的賓客。

無論如何，地整了，花種了，人來了，昔日難以親近的大坑溝又回來了，

大樹大坑社區「如意花園，風華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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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勁溪三邊包圍的中華社區，早期是鋼鐵廠的用地，後來因為遷移而改成住宅區，與

東邊的台塑仁武廠只有一路之隔，西邊隔著後勁溪與高雄煉油廠相望，長期與兩大重

工業廠址緊鄰，工廠沿溪流蓋起，周邊畸零地成為人居住的地方，居民長期與污染對

抗，人與環境的關係近乎失衡。

為了減緩工廠對居民生活環境的衝擊，社區理事長以「自己的社區自己救」的精神，

挺身號召志工團隊致力推動環境綠美化，希望能藉此改善家園的生活品質。經過十年

來的一步一腳印，總算完成今天中華社區周圍的環境綠帶，為一個久被工業包圍的家

園增添綠意。

從台 1 線彎進華中街，來到中華社區，順著高速公路擋土牆邊至河堤北路沿岸，帶狀

綠地公園完整串聯整個社區，從綠色堤岸廊道、螺旋花圃、波浪狀植栽，以至社區字

樣的植栽意象，這裡的一草一木、石頭地磚，都是志工們的心血，貨車開不進來，志

工們不辭辛勞地用推車一車車把磚頭推進來舖設，成功為社區創造一個宜居舒適的環

境，不遺餘力的打造專屬中華社區的綠色奇蹟。

仁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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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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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展
協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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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細心維持植栽雕塑的中華社區意象。

沿著後勁溪畔屬於社區的堤岸風光。

波浪狀植栽柔化生硬的擋土牆面。

用心維護的志工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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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香社區營造點位於岡山要道岡燕路邊，原為地勢低窪，蚊蟲孳生導致登革熱疫情的

閒置荒地，社區為改變現況，積極向市府提案，期望能透過綠美化方式，改善疫情並

提供居民一處運動休閒場所。

在計畫草創階段，社區採納專家學者建議，將基地兩側規劃草溝，以草溝型式取代生

硬排水溝，去水泥化的減碳設計又能達到基地排水，除了融入自然環境，更將友善環

境的概念落實於社區環境之中。

除此之外，社區志工更善用回收資材，將風災過後留下的樹木殘枝，發揮巧手，製作

成鹿、馬等動物藝術品，擺設在入口迎賓，盆景蘭花妝點著圍牆，改造後這裡不只是

公園，也是社區用來舉辦攝影寫生、小型音樂會的場地首選。

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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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名稱標示牌，幫助大眾認識植栽。

在路口歡迎貴賓的鹿、馬木雕藝術，出自社區志工們的巧手。

志工無私提供自家蘭花盆景裝飾紅磚牆面。

改造後的綠地是團康活動及表演觀賞的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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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昏時刻，搭乘高雄捷運來到都會公園站，你可以順著青田街走到後勁溪堤岸，吸引

目光的不再只是夕陽倒映在後勁溪畔，街角的花台更會令你想停下腳步。

這裡本來是堆放著建築廢棄物的荒地，地形關係阻礙了來車動線，造成居民的不安，

經由社區志工們運用巧思，克服原有的高台地形，利用兩段式擋土設計來處理高程，

上層內縮以維持轉角視線通透性，細葉雪茄花、日日春、馬齒牡丹等繽紛植栽分層點

綴，地毯般的綠意草皮覆蓋著高台，一座都市梯田於焉誕生。

原來的廢棄高台變身為後勁溪畔觀賞夕陽的絕佳位置，也因此在 2018 年獲得建築園

冶獎的評審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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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階梯與繽紛的植栽搭配。

上層設施廣場及休憩座椅供遊客觀賞夕陽。

小小志工們也一起守護這個基地。

從活動中心的 2 樓眺望是最佳的觀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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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保
環境翻轉，社區與自然和諧共處亮起來。當蝴蝶

在你頭上盤旋飛舞代表幸福即將降臨！



紫
蝶
幽
谷

茂
林
區‧

濁
口
溪
生
態
保
育
協
會

茂
林
區
‧
濁
口
溪
生
態
保
育
協
會

濁口溪為紫斑蝶遷徙避冬的「紫蝶幽谷」，是全球唯二避冬型的蝴蝶谷，為推廣紫

斑蝶生態環境教育，濁口溪生態保育協會致力營造紫斑蝶園區，提供一處乾淨且易

親近的生態教育活動空間，為生態環境盡一份心力。

昔日基地內即有野生之臺灣澤蘭、長穗木、馬纓丹…等，所以當時就有為量不少的

紫斑蝶活動在這個區域，但因為閒置空地長久無人管理，經常被有心人士傾倒廢棄

物，致使紫斑蝶不再飛來，為保護自己心愛的土地及紫斑蝶，協會與隔壁萬山村石

板工藝達人合力打造生態紫斑蝶園區，翻轉過去的窳陋環境。

在基地既有喬木下，運用山區溪谷石塊堆砌成休憩座椅，並以當地魯凱族特有的石

板屋建築石材作為座椅鋪面，搭設簡易帳篷作為園區內紫斑蝶生態環境教育之圖片

解說場域。利用回收磚材、碎石、石板屋之石板打造全區步道及廣場，並以廢棄甕

缸彩繪原住民圖騰，妝點步道邊緣，呈現魯凱族傳統文化特色。

秉持著不破壞大自然的態度及責任，取於自然，就還於自然。營造點內保留既有之

多元喬木，並增植蜜源植栽及食草植栽，營造出屬於紫斑蝶及其他物種的幸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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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朝一日茂林濁口溪可以成為全世界紫斑蝶遷

徙數量最多的地區。創造屬於茂林的紫色奇蹟，讓

這裡成為名副其實的紫蝶幽谷。

營造後之社造點已有紫斑蝶飛舞。

種滿蜜源植物的園區是紫斑蝶的覓食基地。

大學生根邀請學生與社區疊石達人共同堆疊矮石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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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基地位於荖濃溪畔的八八風災受災區，為將這塊遭八八風災破壞的土地改造成

為社區居民的活動空間，協會在與居民取得共識後，定調以創造豐富生態環境為其

設計理念，結合人文與藝術展示於營造點內，並藉由社區居民休憩使用的同時，作

為社區經營理念的呈現。

營造點周邊環境生態多樣，自然環境優美，為延續此環境優勢，協會採用低干擾設

計手法營造此地，利用廢棄舊農具改造結合景觀及植栽設計，營造多處具藝術巧思

及美感的休憩空間，保留既有喬木及果樹、果園，並順應原有地形以草溝型式排水，

利用現地卵石圍塑生態池邊界，選用誘鳥植物如樟樹、小葉桑、九芎等；誘蝶植物

如金露花、高士佛澤蘭、馬櫻丹、長穗木等，以及原生植物月桃、鐵色、野薑花等

植栽，以進行多項生態植栽教學。因生態環境極為豐富，吸引周邊生物來此棲息，

小小的生態池時常可以見到蝶類、蜻蜓飛舞，其中蛙類數量多達 15 種，已占台灣

蛙類總數一半以上，台灣原生種的白頷樹蛙亦為此地之貴客。

為延續社區經營理念，營造點已成為多項藝術及生態活動的舉辦場所，如生態教室、

社區大學及兒童戶外寫生、草地音樂會等活動，並由社區居民共同協辦參加。協會

亦配合協助各單位進行生態調查及杉木色彩分析等多項研究工作，已發展成為社區

經營環境教育的核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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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廢棄木料及農具，營造社區休憩空間。

營造點是經八八風災侵襲地區，基地樹木倒塌、土石堆積。

結合繪本說故事活動，展現小朋友對學習的熱情與創意。

繁茂多樣的植物生態，總是吸引親子前來進行果實、種子採集。

取得共識後，居民合力進行營造點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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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洲位於旗山南方四公里處，北邊與三協里五鹿溪為界，南至南勝里，東臨楠梓仙

溪，西側以中寮山為自然界址而成的一個聚落，溪洲至今仍是旗山香蕉產銷大本營，

近年來由於香蕉產業漸趨沒落，隨之生活型態變遷，人口外流甚多，形成老人化的

社區，老者自耕居多。

「蕉香園」原為社區內一處荒廢果園，面積約 1,925 ㎡，地形狹長，四周為民宅所

圍繞，民國 98 年初栽種果樹，遭 88 風災摧毀後雜草叢生、蚊蠅肆虐，影響環境衛

生及視覺景觀，高雄市旗山區聯合社區營造協會動員社區志工同心協力，運用各方

能獲得的資源，如廢棄連鎖磚、石塊、八八風災的漂流木，以及原本牴觸工程要移

除的樹木，分三期逐步將環境營造美化，現今，「蕉香園」是社區大小朋友最常來

休憩的快樂處所，這裡聽得到社區的歌聲、聊天聲及小孩嬉鬧聲。

更重要的是…生態回來了，生態環境好不好動物最知道，園內目前動物定居戶有黑

冠麻鷺、白頭翁、綠繡眼、蟬、蝸牛等等數不清的昆蟲、動物，還有不時幫忙鬆土

的蚯蚓，這裡也是綽號「薑母鴨」躲避野狗的最佳避難所。園區內有個「傻湖」，

已退休的快樂志工郭成全先生常說，他在做傻事，傻人有傻福，社區志工無私的熱

情，讓人跟動物都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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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88 風災的漂流木，打造園區內的傻湖。

盾柱木移居 - 數棵來自大林火力發電廠的盾柱木，原本因牴觸發電廠建設

須移除，被社區知道後設法搶救回來，在蕉香園展開第二春。

生態環境好不好動物最知道 - 園內目前動物定居動物戶有黑冠麻鷺、白頭

翁、綠繡眼、蟬、蝸牛，還有不時破壞草皮的蚯蚓。

廢棄步道磚的新表情 - 蕉香園內的每處舖面都是回收來的，這裡有來自各

處廢棄不用的步道磚、有連鎖磚、有平板磚，還有已經很少看到的六角

連鎖磚，社區活用資材，不斷的嘗試將不同尺寸地磚協和的順搭，長久

使用下來，草皮隱隱的從磚縫掙脫出來，盡顯歲月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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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二仁溪出海口旁的白砂崙，是個原以漁業維生的傳統小漁村，惟 30 餘年前二

仁溪下游因非法焚燒廢電纜及廢五金酸洗等問題列名台灣最嚴重的污染河川之一，

魚蝦絕跡，原有河口紅樹林也消失大半。

當地漁民們體悟到環境保護之重要，遂於民國 84 年成立茄萣舢筏協會，利用漁暇

時間參與污染源之稽查、清除及水質監測工作，並致力於紅樹林及濕地生態復育。

經過 10 餘年的努力與堅持，二仁溪水質已有改善，溪邊高灘地已是復育有成的紅

樹林濕地，也是彈塗魚、招潮蟹、凶狠圓軸蟹，還有各種水鳥、白鷺鷥的棲息地。

為利生態復育導覽，協會利用當地架設蚵棚之竹管，於生長茂密的海茄冬群落中搭

設林間步道，並於 2012 年動員志工整理白砂崙漁港旁廢棄髒亂的海巡哨所，成為

白砂崙漁港公園，公園入口的木牌，還是 88 風災時的漂流木，經社區志工巧手加

工成為入口意象。

協會於 2013 年獲環保署頒布為南區生態環境教室，同年 9 月 27 日茄萣舢筏協會

更舉辦娛樂漁筏「白砂崙 1 號」啟航活動，再為二仁溪河口生態旅遊打響知名度，

市府也相繼投入多項環境改善公共建設，讓更多人可以從水上及陸上體驗二仁溪不

同的生態之美。

2017 年協會更沿著二仁溪灘地自力搭設竹橋、竹棚架及自製木座椅，並種植林投、

土沉香等濱海植物，豐富多樣的濕地生態每年吸引超過 5,000 人次到訪。

社區居民非常珍惜得來不易之污染整治成果，亦將環境維護及河川巡護工作當作是

漁暇時鍛鍊身體的機會，社區長遠發展目標是打造一個生態環境永續之社區。以前

捕撈漁蝦的小漁村，如今已逐步轉型為生態觀光導覽重鎮。

協會志工運用精湛的綁蚵架技術，自製竹橋，樣式創新又能降低自然破壞。

2013 年 9 月白砂崙 1 號啟航，社區轉型發展生態觀光導覽產業。

2012 年整理完成的白砂崙漁港公園。

茄萣舢筏協會復育有成的河口段紅樹林，志工利用竹架綁紮，在泥灘地開闢導覽路徑。

白砂崙濕地是彈塗魚與招潮蟹的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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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風采
人文特色風采富饒的聚落，環境美化後，能聚人

心、說故事，翻轉老時光成為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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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林里位於橋頭區境內北端，原與隔壁東林里在日治時期為同一聚落，名為五里林，

民國 34 年光復後，始分為東、西林兩村。社區裡有一處古樸的紅磚老厝，位於主

要道路及活動中心旁，古厝北端房舍為社區僅存的老藥房，南端則為現代水泥建築，

皆有人居住，僅古厝中段主體部分因長年無人居住致使大部分瓦牆崩塌，雨季來臨

積水成為蚊蟲老鼠孳生的地方，經與地主、社區志工討論後，保留南北兩端房舍及

部分古厝牆面，打造社區優質生活空間，目標成為社區招牌亮點。

古厝北端房舍的保安堂，是西林社區歷史最為悠久的老藥房，至今仍保留著當年的

風貌 ( 內部擺設、藥材、製藥機械、老藥房格局 )，在社區長者的回憶中，具有深

刻且重要的位置。經過社區理事長與保安堂後代子孫的協調與討論，決定留下這珍

貴又充滿歷史回憶的老藥房， 為社區也為長者保留了一個可以與年輕一輩講述傳承

的老故事。而保留下的舊古厝老牆面以綠色植栽妝點，在古老風格中注入綠色生命

力，創造悠閒的好時光。

32

高
雄
的
社
區
酷
事
－
高
雄
市
社
造
成
果
專
輯



01

02

03

04

環境美化後，發現原來保安堂不僅能醫病痛，甚至可以聚人心，讓老時光變成好時光。

彩虹步道連結社區活動中心與中藥店。

保留完整的中藥櫃是社區內共同的記憶。

義大中醫部蔡金川部長開辦社區義診，並率領年輕醫師參觀基地旁的保安堂中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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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頭人表示，昔日保安堂前就經常有耆老們及孩童在談天、玩耍，如今古厝廣場的完成增加了開

闊的草地、舒適的步道及遮蔭的喬木，越來越多的居民喜歡到此休憩及聚會。環境的改善、社區的

情感連結，都藉由這次的美化，串連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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崙港社區位於阿蓮區港後里，以崙頂、港後兩聚落合名作為社區名稱。早年社區主

要的產業是養鴨，剛開始是在中甲圳養，民國 63 年開始培育宜蘭試驗所改良的土

番白毛鴨，在當時成為台灣有名的養鴨專業區，並因此獲得「崙港鴨聲」之盛名，

這是社區居民共同擁有的記憶。

鴨鄉漫遊位於社區道路旁一處古樸三合院的後側，原本是雜草叢生的閒置空間，經

過社區居民的討論，期望透過社區環境綠美化改善社區門面，並提供社區居民可共

享的休憩公共空間。雖然大多數的居民都是上了年紀的長者，但在營造過程中，意

外成為長者們表現專長的機會，包括步道鋪磚、植栽修剪、彩繪等等，都是社區的

老人家們共同參與的作品。因此社造點完成後大家都很有成就感，也更增進長者參

與社區公共事務的向心力，提供他們展現活力的另一個舞台。

為了表現出養鴨的在地特色，社區幹部們經過幾次的嘗試後，總算費盡心思想出用

葫蘆灌模的方式，做出一隻隻圓潤可愛的鴨子造型裝飾，妝點在社造點，成為社區

最亮眼的共同記憶。

古樸的三合院，透過簡約的畫風及與建物融合的色調，表現出鴨群漫遊的意趣。

平整的紅磚步道，表現出養鴨人家的純熟技藝。

營造點過去是一片雜草叢生的廢墟。

區內的鴨子都出自志工的巧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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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坪社區位於高雄市內門區東邊，四周有山巒環繞，中間有溝坪溪流貫其中，形成

山谷中靜謐河谷平原。據說清初先民到此墾荒時常有猴子出入偷取食物，故先民稱

此地為「猴坪」，因閩南語「猴」與「溝」的發音略同，故地政官吏遂以「溝坪」

地名登記沿用迄今。

宋江陣出自《水滸傳》宋江攻城所用的武陣，早年由於內門位處偏遠，常有盜匪出

沒，故居民出於自保，便傳習宋江陣以保衛家園，流傳至今反成為內門區最具特色

的民俗節慶活動，更為各鄉里互相交流之競技項目。

為發揚地方民俗技藝，社區內的溝坪國小，無論男女學童都要修習宋江陣技藝。故

社區以文化傳承的精神為發想，結合社區民眾、溝坪國小師生、並與在地藝術人才

合作，以不同形式的創作方式將此文化融入社區營造當中，發揚在地特色。

營造過程更以環保及生態工法為主，步道以回收再利用的磚頭鋪設，排水溝以淤積

河道的石頭堆砌，涼亭以廢棄的舊電桿搭設，宋江木偶以龍眼樹木頭雕刻，巧妙地

運用了在地的「三材」，即所謂的石材、木材以及人才。

經由社區志工親手規劃、改造，完成後不僅讓社區環境煥然一新，更融入了地方的

特色與創意，打造成一處花木扶疏、綠意盎然的微笑綠園，讓到的社區居民或外地

遊客，都能深切感受彩繪牆上對聯「微風徐徐草木綠、笑聲歡樂滿庭園」的美麗意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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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電線桿搭設的涼亭是居民歇息的好所在。

在地龍眼樹廢木頭製作的宋江陣人偶。

志工運用回收資源，巧手製作裝置藝術利用。

運用竹編圓盤作為宋江陣的盾，搭配在地竹材、

龍眼木及茅草，創造出質樸卻深富文化意涵的

入口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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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社社區原名保舍甲，位於大社區之北，中圳溝與典寶溪上游鳳山厝溪之間，過往

以農業發展為主，爾後因交通便捷及產業轉變，工廠林立，社區環境開始改變，但

社區內仍保有過去農村時代的純樸人情味。

社區內僅存的傳統閩南建築為徐家古厝，建物構造內牆為土埆磚、外牆為紅磚，旁

邊也是當地第一間平樓洋房。因古厝長年無人居住，致使大部分瓦牆崩塌，每當雨

季來臨積水成為蚊蟲老鼠孳生之地，主管機關查報登革熱髒亂點，已嚴重影響社區

居民生活品質。經由社區志工們開會討論並取得屋主同意後，進行整體環境改造，

改造重點除環境整理外，並設法保留部分古厝牆面及洋樓建築，以保存地方生活記

憶，營造後已成為保社社區的特色景點。

由於古厝內牆為土埆磚，為避免雨淋沖蝕，社區運用傳統工法，架設竹棚保護。拆

卸下來的磚瓦，社區重新再利用作為藝術牆及座椅。保留下來的建物部分空間則作

為農村文物收藏館，見證過往農村生活樣貌。因此整個社造點不僅是社區居民活動

的最佳草坪，也是認識在地歷史的文物館。

保留既有之古厝結構，賦予嶄新的裝置藝術及綠美化，完美將古今融合。

社區共同努力保留的古厝土埆牆面，讓後代人可以緬懷過往老屋樣貌及傳統建築工藝；上方並用竹

編棚架保護，避免雨淋沖刷。

斑駁的木門，仍然歡迎著來客的到訪。

以天然素材搭建文物收藏展示空間。

保留古厝元素，並加入農村特色，如斗笠燈、農車等，呈現在地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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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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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園藝
住在便捷城市，也能零距離享受森林芬多精，這

是一處提供綠色分享、生生不息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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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新社區位於高雄西海岸之村落 - 頂寮里，居民主要生計以內海捕魚與牡蠣養殖為

主，境內魚塭面積為全路竹區之最，社區產業早期多從事養殖業、捕魚業，部分居

民從事農耕工作。頂新社區於 2011 年推動一系列社區綠美化計畫，改造效果甚佳，

更於 2014 年響應本局，成立社區園藝行。

頂新社區園藝行撫育了近千株的喬灌木，例如烏心石、土肉桂等原生樹種，還有翅

果鐵刀木、風鈴木、緬梔等賞花樹種，培育成功後，分享給愛樹的民眾認養，加速

城市綠美化。

黃理事長表示，社區園藝行的設置本身就是一種樸門精神，發掘大自然的運作模式，

再模仿其模式來設計庭園、生活，以尋求並建構人類和自然環境的平衡點，因此黃

理事長帶領著社區志工打造樸門螺旋紅磚迷你花園，作為植物水份供給需求的示範

區，不僅為整體景觀帶來效益，更具有善待環境、尊重自然的教育意義，讓老一輩

及年輕一輩在從事休憩活動時能更加體會永續發展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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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社區及家庭，要永續，就需要友善的循環， 才能使綠芽、綻放。

堆肥材料區循環再利用。

社區觀摩來參訪。

展現社區漁業養殖特色之牆面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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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新社區已推動自製環保酵素多年，利用收集家戶不要的果皮，生廚餘等裝桶發酵成為環保酵素，可

提供居民洗滌污物及清潔之用。自有社區園藝行設立後，社區志工們更進一步利用修剪下來的枯枝敗

葉結合環保酵素的菌種培養，設置堆肥區，經過數週的翻堆熟成，提供樹木植栽最佳的有機土壤改良

肥分，形成良性生態循環，讓環境更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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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鳳誠社區位於鳳山區北端，社區舊名「牛稠埔」，早期居民以務農維生，牛隻成了

當地重要的生產工具，在居民心中佔了不小的份量，更成為象徵社區精神的意象。

原本沒有綠地公園的社區一直有個夢想，要讓社區有個乾淨舒適可供居民運動休憩

的公園。社區旁邊原為國防部實踐四村，隨著眷村遷移後，很長一段時間變成雜草

叢生的髒亂點，充斥廢棄物及臭味，也有治安隱憂；雨季更成為病媒蚊孳生溫床，

在前任趙里長及區公所的協助下，國防部終於在 2011 年同意提供社區維護改造，

開始了八百坪土地實現夢想的社造故事。

由於基地甚大，故社區分 5 年的時間分段完成，整體的規劃是以城市中的悠閒田園

生活為主軸，從西側入口進入社區即是春夏之際，開著黃花迎賓的林蔭大道，穿過

社區志工精心培育的社區園藝行，則可接到東側散發人文與藝術氣息的牛稠埔休閒

公園，公園入口處牧童與牛的陶燒藝術敘說早期農民的日常生活、園區內詩詞題字

是社區無師自通的蔡老師所創作。

01

02

03

04

園藝行規劃的教學示範區域，提供社造施作交流場所。

牛稠埔公園入口處陶燒藝術象徵居民過去務農為主。

環境營造行動，從鳳誠路上荒廢多年的空地改善開始。

舒適的休憩空間是社區的夢想，而這個夢想，是由這群志工無私奉獻所完成。

02

04

0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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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基於照顧植栽的興趣，2013 年更響應本局的社區園藝行構想，以社造資源分享為理念，由社區自行撫

育適合南台灣氣候的優良苗木，免費分享給市民及社區。園區設置了社區客廳、苗圃區、教學區，這

些分享與交流的空間是由社區志工及居民主動參與營造，經過多年的操作與園藝老師的指導，社區志

工已玩出植栽培育的高超技藝，因此許多種類的樹木，志工均可以扦插或播種的方法培育新苗，無須

花錢另購新苗，故園藝行猶如植物園，處處看得見社區志工用心照顧的各式喬灌木。

透過社區志工的努力，自力砌花臺、接水電、玩創意，將一片荒地變化成可培育苗木、乘涼、散步、

看夕陽的休憩場所，成就一段美好的逐夢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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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根
社區與學生這兩股勢力碰撞在一起，肯定會有精

彩的花火。這不是一場普通的比賽，這是尋找年

輕夢想的起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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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楠里屬於都市型的社區，楠梓區行政中心也位在該里。在楠梓行政中心附近的小

巷弄裡藏著一棟紅磚古厝，其不僅屋況不佳且被棄置大量垃圾，環境髒亂，居民避

之唯恐不及。

理事長不捨此地荒廢，於是積極與地主溝通，終究被理事長所感動，願意無償提供

土地給協會使用，便開啟了一段感人故事。

沿著小徑走著走著，在遠處就聽到熱鬧的歡笑聲，走到了小徑的盡頭，映入眼簾的

是一座紅磚古厝遺址打造成的休憩小公園。居民們悠閒的在園內的休閒座椅上談天

說地，此時理事長抱著一盆精緻的小盆栽從小徑中走過來，擺放在適合的位置後，

開始述說著這裡的故事。

理事長話說當初，好不容易說服地主同意提供土地，在整理過程中，發現部份磚牆

結構不穩固，基地內更堆滿了許多廢棄電線，正感灰心之餘，社區一位土木匠師承

諾自願來協助，大學生們也提出了將紅磚現地再運用的想法，就這樣惠楠社區造美

團開工了。

悶熱的十月天，社區居民們一鏟一鏟、一車一車接力將廢棄物運出基地，揮汗如雨

的在巷弄中穿梭著，而土木匠師熱心的利用傍晚或班餘時間施工，甚至挑燈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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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厝及周圍環境的改善，帶給惠楠人許多驚喜，也因為少了這層隔閡，古厝不再孤獨，也不在拒人於外。

社區園藝達人運用廢棄課桌椅作為基底，營造迷你園藝造景。

老屋、小徑、綠草皮讓小巷充滿桃花源氣息。

鐵道枕木為志工一根一根搬運至營造點，並親手組裝固定、拋光上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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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社區志工的初步整理後，讓這塊土地再次被看到，有歷史的古厝懷舊氣息。有趣的是，比鄰古厝

主人見到環境改善後，默默將自家古厝旁雜亂的小空地也整理乾淨了，小花理論著實的在此實現。

如今，原來的小巷，時常有人穿梭其中，紅磚平台上也經常有孩童在此玩耍，在大家的努力下，營造

了一處社區居民活動集會之場所，更藉此讓社區長輩們可以重懷古厝情意，也讓新生代能夠體驗昔日

的純樸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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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目社區位於大樹區，以金鑽鳳梨、玉荷包荔枝出名，社區營造經驗豐富且有多處

具體成果。營造點為理事長提供居民休憩之場所，其前身則為龍目社區最早的雜貨

店，也是老一輩居民共同的童年回憶。

耆老口中的雜貨店，以前是什麼都有賣的，油、米、醬油、醋，還有小朋友最喜歡

的零食、汽水等…帶給里民滿滿的回憶。經過社區與大學生們的討論，決定販售在

地的農產品及作為駐村學生或團體的營運空間，賣的不只是物品，也將有無限的創

意在這裡產生。

高苑科大建築系的學生們也透過自身專長及所學，過程中發揮分工合作精神，由內

而外將內部環境、外部景觀有條不紊的改造一番，無論油漆粉刷、展售櫃訂製、室

內佈置、景觀佈置等，均具專業水平。

眾人的辛勞有了美好的產出，不僅使在地成為社區居民閒話家常及聚會的好場所，

舒適的環境也讓「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高雄大學團隊，選定該地點成為

計畫執行的駐村處，且也促成了社區及二所學校學生的交流，成了另類的跨域合作

契機，著實體現了「龍情覓藝工坊」的意函。

隨著時代的改變，賣的東西也不同了，昔日賣的是長輩們的生活點滴，今日賣的是

年輕人的創意，或許那不只是賣點，更是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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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代的改變，賣的東西也不同了，昔日賣的

是長輩們的生活點滴，今日賣的是年輕人的創意， 

或許那不只是賣點，更是亮點。

竹材元素的加入軟化了生硬的牆。

好的空間就會吸引好的團隊進駐。

大學生參與內部油漆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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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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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隸屬旗尾區吉洋庄，在光復後將日治時代大字吉洋的地區，劃分為吉洋里、

吉東里與吉和里。

吉和社區屬於典型的散村聚落，房舍是傳統合院型態，社區內以客家人為主。社區

裡一戶三合院，擁有廣闊的前後埕空間， 屋主童小姐不捨兒時的古厝荒廢，抱著回

饋鄰里的心態，和大學生們及張總幹事，不停的討論著如何改造心愛的家園。純樸

的巷弄間充滿著歡笑的討論聲，坐在家前板凳上的長輩們也不時的提供了一些有趣

的意見，趣味的開始已成功了一半。

「有陽光就可以了！」，長輩不經意脫口說出的一句話，讓屋主、總幹事及大學生

們互看了五秒後，噗茲的齊聲大笑點頭。大滿足的綠地活動休憩空間， 讓使用者可

以照射到冬天溫暖陽光、夏天則可以吸收地面的熱氣，好的規劃設計就是要讓人覺

得好用才是！ 

一日，大學生們努力的在牆面上作畫，路過的水蓮種植農人，開玩笑的說，「感覺

好像少了點什麼」，有木瓜、紅豆、美濃米、水蓮的花，怎沒有在地的水蓮的菜呢？

隨後經同意後，信手在牆上畫了兩撇，大學生們覺得很有意思，就將其延伸至創作

上，豐富了牆面的畫作內容，也讓每一條線條都有它的意思。

吉和、結合、融合都足以表現客家團結的精神，從參與討論、開工祭拜、施工過程、

完工維護等，在在展露精誠團結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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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俐落的設計，不僅古厝前後結合了，過程中，也集合了社區的人心，正所謂軟硬兼施呀。

社區用心的營造獲得評鑑的優良成績。

柔美的磚紅步道搭配磚木座椅，不僅抓住了社區居民的心，更成為往來旅客手機相簿的美麗照片。

大學生們合力為斑駁的牆面打底漆，如同打粉底一般的細心。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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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
吉
和
社
區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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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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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里部份區域屬鳳屏工業區，而大部分為農業生產區，主要以大寮知名的紅豆為

主。社區裡保留了許多古厝，此營造點為其中一處，是里長父親所留下的房舍之一，

已有一甲子歷史，與區內林立的工廠比較之下，星點分佈的古厝形成一股清流。

社區裡有一位土木匠師，技術精湛。一日大學生們在砌磚椅時，雖是建築系所畢業，

但缺乏實務經驗，實在無法砌的順利，正巧匠師經過營造點，索性停下，細心的示

範教導，不到一會兒功夫即完成磚椅，大學生們無不驚訝。後續匠師也經常會到營

造點與大學生一起實作，如同師父及徒弟般的微妙關係，也為此這次的實作增添了

趣聞。

原古厝內即有部份的古農具，諸如：灶、風鼓機、陶甕等，社區聽聞營造點內部環

境就要整修完成，紛紛將家中珍藏的古物捐獻出來，一心只為社區營造盡一點力量，

因此說此地為古物聚寶盆。

經整頓過後的古厝，在社區與大學生的討論共識之下，決定未來會在此提供免費咖

啡，讓社區轉角在假日時總有咖啡香。

01

02

03

04

05

大學生根方案 x 社區營造，讓古厝能夠有翻轉的機會，也提供了平台及機會給予匠師、學生可以發

揮的空間。

完工後，古厝及周邊顯得神采奕奕。

土木匠師、學生及里長討論座椅如何製。

大學生按照匠師教的正確水泥砂漿調和比例，細心的修補著破損的老屋簷。

磚紅色花圃內種滿了蔓花生，等待著明年春天溢滿花圃。

02

05
03

01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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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寮區有三大聚落「前庄」、「中庄」與「後庄」。前庄里為新舊聚落組成，新社

區範圍接近中正路，舊聚落則位處原前庄路附近。里內以陳姓人家為大宗，居民以

務農為主，民風純樸。前庄社區營造點現場留存一棟結構完整的傳統閩南建築，唯

有屋頂的部份有局部破損的部份，在地耆老口述，昔日這裡是很熱鬧的地方，常常

有大辦桌、兒童玩耍…等，彷彿像是「前庄ㄟ大灶腳」一樣，隨時代變遷，人事已非，

只剩下老厝，還有回憶！

於是，為了幫助社區找回昔日的前埕美好時光，學生與社區攜手發揮創意及賦予老

屋新生命，原破損的屋頂以透明PC板處理，給予屋內充足的光線，點亮老屋新希望，

昔日破碎的屋瓦，今日賦予他們新的任務，作為安定行人腳步的鋪面，前埕的橢圓

花圃是耆老記憶中的大辦桌。

在新舊的交織與碰撞，既有中式古樸的風韻，又不失現代新穎的設計，從一個單純

的意念出發，在學生與社區攜手合作之下，勾勒出社區記憶中的前埕美好。

01

02

03

04
02

03

01

04

新與舊的交織與碰撞，既有中式古樸的風韻，又不失現代新穎的設計，勾勒起我們記憶中的前埕美好。

一片一瓦都是社區與學生齊心打造。

昔日古厝原已屋瓦殘破。

刮平及擊碎碎瓦增加地面平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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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清淨家園社區營造計畫其目的在於透過改善環境的方式，凝聚人心及創造適居的環

境氛圍。而本專輯匯集了高雄市清淨家園社區營造計畫的心路歷程，邀請廣大市民

共同來感受社區營造的溫暖。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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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竹北嶺社區 - 綠美化

彌陀漯底社區 - 珍愛漯底

永安新港社區 - 新港好所在 

永安鹽田社區 - 鹽田古厝再生

路竹頂新社區 - 百忍春翠

路竹竹西社區 - 巷弄小花效應

永安保寧社區 - 同心保安寧

永安人文 - 老樹蘊新境春翠

其
他
優
良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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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官梓和社區 - 珠聯璧合 

仁武高楠社區 - 高楠休憩角落

湖內葉厝社區 - 生態清水池

甲仙關山社區 - 老厝新生

梓官典寶社區 - 追風水岸遊典寶

楠梓吉川社區 - 廣昌美樂地 

燕巢安林社區 - 安林公園

阿蓮玉庫社區 - 老公堀圳休閒步道

其
他
優
良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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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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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岡山大後協社區 - 綠美化

岡山壽天社區 - 城市花園停庭看

內門內豐社區 - 綠美化

美濃吉東社區 - 田園生態

岡山石潭社區 - 樂活石潭 - 轉角遇見幸福

岡山潭底社區 - 等待，綠豐收

內門木柵社區 - 木柵不朽，春暖繽紛

內門光興社區 - 尋寶，光興的迷藏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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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祿興社區 - 祿興風情 樂活園地 

鳳山誠信社區 - 笠樹誠信

大寮後庄社區 - 營造社區新風貌

林園廣應社區 - 綠色風華廣應里

美濃中圳社區 - 盤花園

鳳山快樂北門社區 - 時光長廊

大寮昭明社區 - 綠美化

大寮翁園社區 - 花香蝶影嗡嗡嗡

其
他
優
良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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