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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實踐作為一種志業
文/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王明輝教授

序

很多人認為社區實踐工作，基
本上是一種服務性的工作，這份工
作在道德上有高度的正當性，但是
卻也可能缺乏積極性，因為做多做
少視個人參與程度而定，是不能勉
強的。然而，在此我要提供一個不
同的視角，讓參與社會實踐者，不
僅感覺到有道德上的行動感，同時
也具有生活上的成就感，那就是把
社區實踐作為一種志業。

首先，把社區實踐作為一種志
業，其所產生的道德實踐感，是大
家都能認同，而且確實能夠感受到
的感覺，不用再多說。但其內涵或
許可再補充，以深化其關聯的內容
。在之前我已提過，社區實踐的目
標是指向改變社區，使社區往正向
發展；而改變社區的目的，則是為
了要改變社會。所以說，當我們在
進行社區實踐的工作時，其實我們
已經在做改變社會的事了，這樣想
來，行動的意義就更加的豐富了。

社區參與者在服務中，獲得更多人之間的連結豐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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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社區實踐作為一種志業
，讓我們更能把注意力擺回到周遭
的環境及事物來。試想，我們是否
多久或者從來都沒有去注意到，社
區裡的環境到底有那些東西：海岸
、沙灘、房屋、樹木、花草、貓狗
等，還有以前跟現在有那些差別和
變化？當你的注意力不在它們的身
上時，就不會與它們產生連結，沒
有連結就沒有情感，沒有情感的結
果，就會對周遭環境冷漠以待，最
終就是個人疏離了他的生活場域。
或許，現代社會逐漸變成一個疏離
的社會，就是這個原因。因此，社
區實踐的志業，確實可以讓人降低
疏離感，具安定人心的作用。

再次，社區實踐作為一種志業
，可學習在地知識，提升個人智識
。事實上，以往提倡志願服務工作
內涵時，人們就一再強調其具有之
服務、學習與成長三大功能。社區
實踐工作，一方面具志願服務的性
質，另一方面又具在地性，也就是
一種在地服務又兼具學習的歷程。
因此，社區實踐就是一種在地志願
服務，在服務的過程中，又可進行
在地知識學習，對於個人智識的提
升，助益甚多。

另外，社區實踐作為一種志業
，可增進人際關係的發展。我在本
刊前文曾提及，社區實踐的兩大課
題之一，就是要進行人與人之間的
親密性連結。作為社區實踐的參與
者，甚至是主要的促成者，必然在
這過程中，會獲得與更多人之間的
親密連結。如此當會獲得更多的人
際關係發展，豐富個人的生活內涵
。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社區實
踐作為一種志業，還可追求自我實
現的人生目標。自我實現的目標可
以是多樣的，有人求名，有人求利
，但最有意義與價值的自我實現，
是能完成利己利人又利眾生的事情
。社區實踐若能成為一種志業，其
實正是在進行這樣一件最有意義與
價值的事。

既然社區實踐是這麼一件有意
義又有趣的事，大家不用再遲疑了
，趕快加入我們的行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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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歡喜在一起

警察榮退的馬公市朝陽社區發展
協會的顏明清理事長，具有雙重社
會身分，除現任為社區理事長，另
一身分為馬公市朝陽里長，相繼於
103年當選里長，106年勝任為社區
領袖幹部，迄今社區服務歷程已有
9年之久的時間，在他的領導與朝
陽社區志工隊的和睦合作之下，促
使社區組織愈漸成熟穩定，得以推
展多元福利社區化服務工作，以及
發揮里長的角色與前任理事長共同
奔走，並於107年新建落成朝陽集
會所活動中心，提供社區居民做為
研習、活動、交誼、集會的空間。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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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理事長述說起，朝陽社區今
天能夠順利推展多元的服務，舉凡
守護社區治安的朝陽社區巡守隊；
環境保護的水巡守隊；以及至今持
續推動長的健康營造計畫、提供達
10年的社區關懷據點、食物銀行等
福利服務，其中關懷據點的老人餐
食服務，在昔日馬公市33社區都沒
有推展，當時身為里長的他，看見
中央政府推動長照政策，並知曉澎
湖縣老年人口最多為朝陽社區，運
用民政系統探詢有照顧服務需求的
對象，便向前理事長聯袂推展老人
共餐，成為全市唯一提供服務的社
區組織，也成為社區間學習的夥伴
社區，共相發展區域社區服務工作
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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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社區
為澎湖縣推展社區據點的
老人餐食服務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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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動社區多項主題的福利服
務，理事長雖為首要監督的角色，
不過也要從中思考，將服務順利輸
送到有需求的居民生活之中，過程
是許多志工(人)付出汗水辛勞而成
的，所以便投身參與服務，從中慢
慢的摸索學習，習得社區組織若要
永續運作，最重要的精神指標就是
「人和」，才能匯聚團體力量，有
效運用資源，展現服務的廣體性，
向目前致身投入社區服務之中的夥
伴，一同勉勵。

未來的展望，明清理事長對自
我的期許為：有始有終；盡力做好
！雖有辛苦，願意持續推動有共同
需求的居民服務，打造「朝陽社區
是咱兜」，大家歡喜在一起！

守護社區治安的朝陽社區巡守隊

 朝陽社區社區健康營造計畫，打造「朝陽社區是咱兜」

111年推展社區清寒或
邊緣戶民生物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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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澎湖縣社區再造培力中心 林建豪社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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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福利化工作

近年來，「性別平等」、「多元
性別」、「同性婚姻」、「性傾向
」、「性別刻板印象」等性別議題
，越來越受到大眾的關注，在政治
、文化及社會等面向，法規和政策
也紛紛作出因應。從行政院主計總
處2022年發布的性別圖像可知，台
灣性別平等位居全球第六名，使臺
灣成為亞洲性別友善之冠的國家。
但是作為女性、非異性戀族群，在
社會中仍須面對許多社會既有框架
和阻礙，特別是許多鮮少被關注的
女性，以及性別少數族群(LBGTI)，
很少能夠被大眾所正視。

作為政府部門及民間團體，關
注需求和弭平不公是我們的使命，
建立婦女、多元性別族群的社會支
持，期待社會不再是替男女性、性

別少數群等性別氣質，再複製刻板
印象的眼光，而是能夠看見多元性
別特質，特有的生命樣態，從中發
掘議題，相互理解在社會中的處境
，逐步行動。

像是行政院在2011年頒布、
2017年修正的「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就指出：教育是建構性別平等社
會的基石，基本的理念與觀點包含
：一、追求平等，反制歧視；二、
尊重差異，鼓勵多元；三、公平分
配，共享資源。

然而，鄰里是社區發展的基礎
，社區是推動各項社會福利政策的
基礎單位，也是分布最廣泛的社會
組織，那性別友善的福利業務與社
區工作該如何結合？又如何讓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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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具有性別敏感度，落實生
活環境呢？

在縣內社區發展協會能夠意詢
澎湖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婦幼科、澎
湖縣社區再造培力中心相關性別議
題資訊，亦能與村里鄰長等，透過
社區友善措施、社區安全及居民性
平意識等3個面向，結合社區的據
點規劃性別培力工作坊、盤點社區
資源和推廣CEDAW暨性平宣導等
，讓社區民眾從個人經驗中，體認
到生活大小事都與「性別平等」相
關，進而願意改變觀念，翻轉傳統
性別刻板印象，再討論出社區居民
最關切的議題，或檢核鄰里環境是
否符合不同性別的使用需求，再做

為社區發展性平(多元)特色的方案，
並在辦理方案中學習且累積經驗，
以公私部門協力，加深民眾對性別
友善環境。

小TIP
CEDAW是「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的簡稱，稱為「婦女
人權法典」，於1979年聯合國大會
通過，我國於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內容確保男女在教育、就業、保
健、家庭、政治、法律、社會、經
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消除對
婦女之歧視，全世界已有189個國家
簽署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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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社區再造培力中心111年度著
實執行輔導澎湖縣一市五鄉，各有至
少一組參與聯合社區計畫，分別遴選
11個社區發展協會勝任領航社區，藉
成熟社區相互帶動的擴張性外部效益
，媒合26個社區發展協會擔任協力社
區，激發潛力社區參與意願。最終，
共有36個社區發展協會結盟合作，促
進成就公共利益的使命感。

往年，在馬公市澎南、白沙、西
嶼、七美地區，長期都由單一社區勝
任領航產生疲態，加上潛力社區不敢
於嘗試勝任的被動窘境。在中心循序
輔導與鼓勵，馬公市重光、風櫃社區

發展協會、白沙鄉後寮社區發展協會
、西嶼鄉外垵社區發展協會、七美鄉
平和社區發展協會等潛力社區，在今
年度首次擔任領航社區。

協力社區部分，西嶼鄉內垵社區
發展協會、白沙鄉城前、員貝社區發
展協會，也首次參與，近身觀察領航
社區的模式觀摩學習。其中，值得一
提的是，在員貝社區陳天瑞理事長發
揮主動積極的精神，安排船舶交通，
與白沙本島擁有豐富經驗的社區相互
合作，共同突破二級離島地理先天劣
勢，順利輸送社區長者的健康促進的
服務；澎湖縣最南方的七美鄉本島，

08

文/澎湖縣社區再造培力中心  林建豪社工員

聯合社區計畫實踐SDGs
和世界一起脈動

社區角落

111年澎湖縣參與聯合社區計畫社區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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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區更是志願參與，彼此相互合作學
習，提升能力，打造七美鄉大社區區域
工作能量之願景。

在福利社區化方案方面，中心以
社區人才培力做為創造新知與傳遞知識
，嘗試讓社區與聯合國提出永續發展目
標(SDGs)要解決的問題相輔相成，期
望在社區福利服務輸送中結合SDGs理
念，並按照社區的特性與意願，即可用
的資源，進行共做議題確認，培力這些
議題綜整SDGs環境、經濟、社會三面
向的觀點，共計有37福利服務方案，
回應SDGs其中16項目標，運用聯合社
區計畫實踐SDGs，和世界一起脈動。

其中，馬公市東衛社區發展協會
、西嶼鄉外垵社區發展協會、竹灣社區
發展協會、白沙鄉中屯社區發展協會，
分別運用社區環保綠能、產業再造、傳
統打寸子文化資源等主題，設計規畫4
項創新服務─世代共融方案，結合社區
老中少，促進在不同時空、社會環境成
長下的群體，一起活動或共學，跨世代
的交流。

未來，期許澎湖縣社區發展協會
，在推展福利化社區工作，觸媒聯合國
2030永續發展目標（SDGs），期許帶
著此素養進入社區，正面思考想要把我
們 的 社 區 打 造 成 什 麼 樣 子 ， 並 能 把
SDGs當作推展社區服務工作的工具來
使用，一同制定社區的未來幸福願景。

馬公市東衛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聯合「做・廢」行動方案

西嶼鄉竹灣社區發展協會
辦理世代共融方案
─滾球活動

白沙鄉員貝社區發展協會辦理長者體適能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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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15

111/09/04
西嶼鄉竹灣社區
樂活世代共融服務

111/09/18
馬公市興仁社區
家庭扶助親子烘焙時光方案

111/09/20
白沙鄉後寮社區
長者體適能及餐食方案

111/10/24
西嶼鄉外垵社區
世代港口綠化區塊維護行動

西嶼鄉內垵社區長者活躍老化方案11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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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31
白沙鄉中屯社區
世代社區產業LOGO設計想像

111/11/06
白沙鄉員貝社區
健康老化享樂活

111/11/15
七美鄉中和社區
長者健康綠生活方案

111/11/19
七美鄉東湖社區
古合友愛家庭方案

111年聯合社區計畫領航社區獲頒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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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社區再造培力中心111年度著
實執行輔導澎湖縣一市五鄉，各有至
少一組參與聯合社區計畫，分別遴選
11個社區發展協會勝任領航社區，藉
成熟社區相互帶動的擴張性外部效益
，媒合26個社區發展協會擔任協力社
區，激發潛力社區參與意願。最終，
共有36個社區發展協會結盟合作，促
進成就公共利益的使命感。

往年，在馬公市澎南、白沙、西
嶼、七美地區，長期都由單一社區勝
任領航產生疲態，加上潛力社區不敢
於嘗試勝任的被動窘境。在中心循序
輔導與鼓勵，馬公市重光、風櫃社區

12

湖西福利社區化旗艦計畫成果展111/10/29

湖西福利社區化旗艦計畫成果展111/10/29

湖西福利社區化旗艦計畫成果展111/10/29

111/10/29
湖西福利社區化旗艦計畫成果展

111/10/29
湖西福利社區化旗艦計畫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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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8/31
馬公福利社區化
旗艦計畫
修改計畫輔導

111/09/01
案山社區
共做社區議題討論

111/09/26
計畫書撰寫及修正

111/09/06
東衛社區
共做社區議題討論

馬公福利社區化旗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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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02
苗栗金卓越社區
作法與經驗分享

111/09/26
大旗艦計畫執行
與經驗分享

111/10/29
土地之下
創意的培力行動

111/11/09
福利社區化政策
與公所的合作

社區核銷3.0111/09/18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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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19
台灣夢外垵社區
提前審查輔導

111/11/09
台灣夢外垵基地
提前審查

111/12/21
第二次培力資料
建置輔導

111/12/23 
第二次委員培力

擔任菊島馬拉松加油團111/11/06



澎湖縣社區再造培力中心，為促成澎湖縣社區幹部及居民交流的平台，藉由「
菊島・社區事」刊物發行，讓投入社區的同伴們，藉由文字的溫度及圖像的輝映，分
享社區組織的經營心得、社區服務的行動經驗等永續深耕的紀實故事，為社區的成
長與改變做紀錄，引導公共事務訊息的交換，聽聽社區角落的聲音，觸動真實感受
，啟發社區民眾認同，進而產生人人關心社區事，大家參與社區事，營造協力共好
的澎湖願景。

徵稿內容：
1.各鄉市社區發展協會推展社區福利化服務實踐與願景。
2.社區人物、團體、機關單位參與社區活動經驗、心得分享。
3.社區福利政策或社會弱勢關懷的行動宣傳
4.挖掘澎湖縣社區在地故事與資源特色。
5.社區相關議題討論

投稿流程
1.文字稿件以word檔，夾帶電子圖檔寄至信箱 d01416060@ems.npu.edu.tw
2.電子信件主旨：［投稿］＿姓名＿題目＿日期
3.來稿文末請註明真實姓名、連絡電話（手機）、地址，以利投稿相關事宜聯繫所用。
4.澎湖縣社區再造培力中心保留編審權，將在14個工作日內回覆稿件是否刊登。
5.稿件一經刊載，稿費以每字（含標點符號）0.85元計算。

稿件規格：
1.文字稿件內容800~1200字為宜。
2.提供畫素500 萬（2560 x 1920）以上的2-4照片
3.照片圖檔為JPG或JPEG檔。
4.照片圖像請於投稿信中提供相關說明
5.照片圖像勿加邊框（白框、模糊背景等）。

注意事項：
1.本站保留選稿、文章修潤，以及大小標修改之權利，倘若投稿者不接受潤稿服務，請另行註明。
2.若來稿或照片有涉及抄襲、盜用或侵害他人著作權等，作者須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3.投稿稿件是要未曾出版或發表過的文章，其版權屬於澎湖縣政府、本中心與作者所共有、複製、散佈及轉載。

徵稿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