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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造需要有規劃，每個社區的特性不同，規劃時不要急著要模
仿其他營造出色的社區，而應好好思考自己社區的特性，在訂定營造
的策略。以下提供幾點選定社造策略時的原則，供大家做參考：

先找人，再找事 
 社區裡可以營造的地方非常多，不必急著找事情做，也不用怕會沒事
做，比較重要的是，事情會不會有人做。因此，當開始有社區營造的
念頭後，就應該先去找人來參與，先找到人願意參與後，再開始找事
情做。找人時，先從自己的左鄰右舍、親戚朋友及志同道合的居民找
起，再透過他們慢慢擴大出去。事情則可以從小的方面做起，等到大
家有經驗了，再找一些大的項目來做。

定目標，找問題 
 當進行社區營造工作時，一定要去思考一下，我們為何要做這些事？
做這些事對我們社區的意義是什麼？也就是說，我們做社區營造，不
要盲目的做，也不要別人做什麼，我們就跟著做什麼。我們所要做的
，應該就是我們社區裡需要去處理的問題，並且很清楚，做了這些營
造之後，可以達成什麼目標。

重溝通，有共識 
 在社區裡，難免會有看法不同、意見不合的現象，做社區營造工作面
對這個現象，要小心處理。此時，主事者或做事的人，應該有更大的
耐心，不厭其煩地跟大家溝通，增進大家的共識。有時，身體力行，
以行動表達自己的誠意，讓大家看到我們無怨無悔地在做，其效果可
能更佳。

文/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王明輝教授

社區如何選定營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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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來，歡喜做 
 社區營造本來就是社區民眾自動自發的工作，但為了讓事情做起來更
有效率，社區還是需要經常性的志工來幫忙。其實，社區志工是社區
營造的核心，因此組織一群有活力、有理念、有向心力的志工團隊，
是社區營造成敗的關鍵，也是社區營造能否永續經營的重要基礎。

找特色，推推看 
 當社區營造工作慢慢穩定下來之後，這時或許社區可以去找一些社區
特色來推看看。社區營造是一項持續推動的工作，也是一個不斷累積
的工作，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凡做過也必留下成果。所以，找社區特
色嘗試做看看，可以保持社區的動力，也可以創造社區的新傳統。

居民愛，一起來 
 社區營造的穩定狀態，就是社區民眾大家都樂意一起來參與。要做到
這樣的境界，需要一段時間的經營，而且進步也是緩慢的。因此，不
必然要經常辦一些大型活動，大家都來參加才算是成功的營造。反而
，我們要多做一些細水長流的工作，讓社區民眾了解社區正在進行營
造工作，歡迎他們有空也可來參加，沒空的話沒關係，給予支持與鼓
勵也是可以的。

湖西社區大旗艦計畫參與社區思考社區特性，訂定營造策略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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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仁和校長是西嶼竹灣國小退休的校長，亦是大家對他熟悉的第一印象
，起首接觸社區服務時間為民國85年，當時以社區營造的方式帶領學校師
生與社區家長共同討論製作鄉土教材，參加全國社區總體營造。後來，於
民國101年，因竹灣社區理事長許進清敬重的邀約，經過商討服務理念及原
則後，達成合作共識，加上自身對竹篙灣土地的情懷連合教育興趣，期盼
讓故里共好共榮，便應許擔任社區總幹事一職。

 在目前從事社區服務八年的歷程中，仁和總幹事發揮自身教育工作者的專
業，主動積極進行社區調查竹篙灣的歷史、地理、語言、藝術、自然等五
大面向，編製成竹灣風情一書；現在，竹灣國小透過課程，依循書中的內
容，引領兒童探索認識社區的鄉土民情，增強社區學童對竹篙灣這塊土地
的毗連。未來，仁和總幹事將計畫結合社區所承辦的樂齡學習中心，以活
化記憶的課程來操作，請社區長者分享昔年的生活樣貌，匯集社區珍貴的
文化資產，並做成紀錄得以永續傳承。

 在從事社區服務的歷程中，仁和總幹事告誡表示：「切記不要超越社區總
幹事的權限，扮演好一位承上啟下的角色，成為一位良善的溝通者及協調
者。」分享在實務上，時常面對外部單位或公務機關的請求，這時務必得
知曉社區所擁有的資源，評估社區的能力、思量民眾的需求及時間等因素
，再經過自身審慎的規劃後，與社區理事長充分討論，取得社區幹部認同
或是達成雙方的共識，再進行外部的溝通對話，表達社區所能夠做的範圍
，方能在推動社區福利服務，以相得益彰的模式進行推展。

社區臉譜
處身以人相互，和悅做社區

專訪人物 / 陳仁和
西嶼鄉竹灣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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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志工服務團隊形成，總幹事表示，社區志工不斷地在更迭，帶著不同的
因素離開，相對地得不間斷地尋覓新志工。在竹灣社區的志工隊管理模式，會
憑藉著社區志工的人格特質及專業能力，適當的分配在社區的環境清潔義工隊
、社區關懷據點及樂齡志工隊、社區成長教室隊、社區巡守隊等，若是有專業
能力的志工，讓他們學習帶活動，目前已培養多位成為社區樂齡中心講師，創
造機會讓志工得以嘗試。同時，不間斷提升志工們的知識與能力，可藉由安排
社區觀摩、鼓勵參與培訓課程等，改變固守的觀念，增加收穫感。

  穩健的社區能夠發展成熟，得仰賴社區中的每一份子，社區總幹事以自己的
名字「仁和」，表述這些年的服務心得，政府的政策並不是每個社區都適用、
有助益，予以的東西也未必對每個人都有用，而是得學習如何以他人的需求來
做社區，並以尊重的態度，謙卑地溝通與各方回應對話，放下利害關係，開闊
心胸，在服務上施展個人專長，與人合作，相信一定能夠達成照顧社區居民的
目標。

西嶼鄉竹灣社區發展協會陳仁和總幹事

社區志工，地盡其利，打造志工農場，
添增除草兼吃果的樂趣

仁和總幹事發揮自身教育工作者的專業
主動積極進行社區調查竹篙灣

社區成立美食研習班，志工討論製作適合長者餐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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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玉英總幹事因任職的航空公司停飛，在思考未來工作生涯規劃之時，
因妹妹引薦至案山社區發展協會，經過與社區理事長商討過程中，感受到協
會面對社區發展心有餘力而力不足的困境，加上對於「社區服務」的新鮮感
，萌發好奇心，即應承勝任社區總幹事一職，就此踏進該領域，至今已有八
年的服務經驗。

  玉英總幹事回溯，最先對於社區服務一知半解，自己僅能從協會中的公文檔
案從中了解，察覺出社區多為辦理一次性又消耗經費的活動，未對社區民眾
有較實質的助益，並思索如何轉型，改變社區的文化，即從零開始，積極閱
覽許多社區服務叢書或資訊，期望獲得更多啟發，汲取適用性、立即性的見
解，將其參考納入社區可執行計畫之中，便選擇以「社區健康營造」社區福
利化服務做為開端。

  秉持健康要從小開始養成的習慣，而不是方到年老之際才注重健康，於是乎
從兒童及少年族群切入著力形塑健康營養概念，結合學校資源；接著逐一納
入社區婦女團體、社區長者等，將健康促進活動導入到社區，內容的設計打
破單一貧乏的宣導講座，而是搭配手作、趣味競賽、桌遊、音樂等元素。

  今日，社區健康營造能夠順利推展數年，志工為功不可沒的角色，並分享主
要是依社區志工實際居住區域的方法，運用社區井字型的地理特性，訂定服
務區域範圍，進行組織及系統性的管理，使其志工團隊清楚明確進行服務，
不管是熱情號召民眾參與、關懷訪視，或是活力的支援活動等，總是持續的
付出與合作，也使社區逐漸形塑出大家相互關懷的精神文化。

社區臉譜
從0開始，勇於任事，造社區

專訪人物 / 許玉英
馬公市案山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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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認為一位稱職的社區總幹事，須能夠做到整體性的活動規劃，便不間
斷的求新求變，即獨創辦理五至六年的兒童科學營，主動尋覓管道，爭
取資源，期望帶給澎湖孩子不一樣的視野，多元培養興趣機會。在面臨
高齡的社會，對於社區長者也不遺餘力，為了顛覆大眾看待長者荒老的
印象，於每周六的社區關懷據點推展代間學習、親子共讀，增加跨世代
的聯繫及互動，讓社區長者不僅要受到照顧，還得學習、認知同時俱進
，盼望藉由吸收知識，愈發進步，培養社區長者成為社區志工及講師。

  最後，玉英總幹事述說渺小的力量會慢慢累積並創造社區發展，不要覺
得一個人的力量很小，把自己跳脫出來，展現魄力，發揮主動性，只要
是助於社區的事物都可以盡情施展；同時，持續保有願意學習之心態，
建構自身能力，特別是文書行政的提升，若政府有開課，建議踴躍報名
，將有助於社區業務推展。當然，核心的一點，光是有社區總幹事撰寫
計畫辦理活動是不足的，必須與社區理事長相互支持溝通且分工合作，
才是決定未來社區是否能永續發展的關鍵，期許我們一起為澎湖社區產
生不一樣的變化，逐漸進步吧！

志工來，歡喜做 
 社區營造本來就是社區民眾自動自發的工作，但為了讓事情做起來更
有效率，社區還是需要經常性的志工來幫忙。其實，社區志工是社區
營造的核心，因此組織一群有活力、有理念、有向心力的志工團隊，
是社區營造成敗的關鍵，也是社區營造能否永續經營的重要基礎。

找特色，推推看 
 當社區營造工作慢慢穩定下來之後，這時或許社區可以去找一些社區
特色來推看看。社區營造是一項持續推動的工作，也是一個不斷累積
的工作，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凡做過也必留下成果。所以，找社區特
色嘗試做看看，可以保持社區的動力，也可以創造社區的新傳統。

居民愛，一起來 
 社區營造的穩定狀態，就是社區民眾大家都樂意一起來參與。要做到
這樣的境界，需要一段時間的經營，而且進步也是緩慢的。因此，不
必然要經常辦一些大型活動，大家都來參加才算是成功的營造。反而
，我們要多做一些細水長流的工作，讓社區民眾了解社區正在進行營
造工作，歡迎他們有空也可來參加，沒空的話沒關係，給予支持與鼓
勵也是可以的。

馬公市案山社區發展協會許玉英總幹事

玉英總幹事親力親
為進行社區活動規劃
及主持活動，
盡情發揮能力

案山社區運用名冊蓋章，
追蹤記錄社區長者社會參與概況

玉英總幹事透過案山社區健康營造，
宣揚健康促進活動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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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仁和校長是西嶼竹灣國小退休的校長，亦是大家對他熟悉的第一印象
，起首接觸社區服務時間為民國85年，當時以社區營造的方式帶領學校師
生與社區家長共同討論製作鄉土教材，參加全國社區總體營造。後來，於
民國101年，因竹灣社區理事長許進清敬重的邀約，經過商討服務理念及原
則後，達成合作共識，加上自身對竹篙灣土地的情懷連合教育興趣，期盼
讓故里共好共榮，便應許擔任社區總幹事一職。

 在目前從事社區服務八年的歷程中，仁和總幹事發揮自身教育工作者的專
業，主動積極進行社區調查竹篙灣的歷史、地理、語言、藝術、自然等五
大面向，編製成竹灣風情一書；現在，竹灣國小透過課程，依循書中的內
容，引領兒童探索認識社區的鄉土民情，增強社區學童對竹篙灣這塊土地
的毗連。未來，仁和總幹事將計畫結合社區所承辦的樂齡學習中心，以活
化記憶的課程來操作，請社區長者分享昔年的生活樣貌，匯集社區珍貴的
文化資產，並做成紀錄得以永續傳承。

 在從事社區服務的歷程中，仁和總幹事告誡表示：「切記不要超越社區總
幹事的權限，扮演好一位承上啟下的角色，成為一位良善的溝通者及協調
者。」分享在實務上，時常面對外部單位或公務機關的請求，這時務必得
知曉社區所擁有的資源，評估社區的能力、思量民眾的需求及時間等因素
，再經過自身審慎的規劃後，與社區理事長充分討論，取得社區幹部認同
或是達成雙方的共識，再進行外部的溝通對話，表達社區所能夠做的範圍
，方能在推動社區福利服務，以相得益彰的模式進行推展。

社區福利化工作
融合多元文化，從我們的心做起

本縣依內政部移民署外籍配偶嶼大陸配偶(含港澳)配偶人
數統計資料來看，新住民人數截止置目前(109年7月份)為
1,898人，其中外籍配偶為1,009人、大陸配偶(含港澳)為
889人。另與本縣總人口數(105,174)相比，新住民人數占本
縣總人口數為1.8%，透過數值發現新住民族群占本縣人口
群近2%。

    社區中有許多弱勢族群別，包含大家熟知的老人、婦女、
兒少、身障、家暴等，也有部分多元族群之新住民族群生活
在社區當中，和我們的生活仍互相影響與互助。

  澎湖縣政府於96年間設立「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由專業
社工人力輔導需協助的新住民家庭，透過各項服務方案增加
新住民家庭願意走出家庭，參與社區事務，但仍是有部分新
住民個人或家庭不願參與課程、活動，可能因交通距離、時
間有所顧慮。

  回歸我們自己的社區，是否在服務的過程中願意設計服務
方案提供給我們新住民家庭，鼓勵他們先踏入最熟悉、最近
距離的社區活動中心呢? 新住民如同我們的家人、夥伴，甚
至是我們社區未來重要資產之一，不妨各社區可以開始著手
，從我們接納、包容、尊重的心，來營造多元文化的環境、
空間與活動，相信將會看到不一樣的他(她)們。

菊島社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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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支持

社會
支持

家庭
支持

多元種子師資培訓
技能培訓

多元文化體驗
多元文化宣導

新住民家庭互動
親子家庭互動

澎湖縣聯合社區計畫 
新住民發展基金計畫：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

https://ifi.immigration.gov.tw/wSite/mp?mp=1

服務方案的經費

服務方案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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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玉英總幹事因任職的航空公司停飛，在思考未來工作生涯規劃之時，
因妹妹引薦至案山社區發展協會，經過與社區理事長商討過程中，感受到協
會面對社區發展心有餘力而力不足的困境，加上對於「社區服務」的新鮮感
，萌發好奇心，即應承勝任社區總幹事一職，就此踏進該領域，至今已有八
年的服務經驗。

  玉英總幹事回溯，最先對於社區服務一知半解，自己僅能從協會中的公文檔
案從中了解，察覺出社區多為辦理一次性又消耗經費的活動，未對社區民眾
有較實質的助益，並思索如何轉型，改變社區的文化，即從零開始，積極閱
覽許多社區服務叢書或資訊，期望獲得更多啟發，汲取適用性、立即性的見
解，將其參考納入社區可執行計畫之中，便選擇以「社區健康營造」社區福
利化服務做為開端。

  秉持健康要從小開始養成的習慣，而不是方到年老之際才注重健康，於是乎
從兒童及少年族群切入著力形塑健康營養概念，結合學校資源；接著逐一納
入社區婦女團體、社區長者等，將健康促進活動導入到社區，內容的設計打
破單一貧乏的宣導講座，而是搭配手作、趣味競賽、桌遊、音樂等元素。

  今日，社區健康營造能夠順利推展數年，志工為功不可沒的角色，並分享主
要是依社區志工實際居住區域的方法，運用社區井字型的地理特性，訂定服
務區域範圍，進行組織及系統性的管理，使其志工團隊清楚明確進行服務，
不管是熱情號召民眾參與、關懷訪視，或是活力的支援活動等，總是持續的
付出與合作，也使社區逐漸形塑出大家相互關懷的精神文化。

圖文/澎湖縣政府社會處

社區發展工作自戰後聯合國提倡引進台灣以來，歷經五十餘年的發展，在
各級政府相關政策引導及輔導、經費補助、行政與專家學者技術支援下，配
合社區熱心民眾、社區領袖積極參與和戮力合作之下，對改善社區生活環境
、提昇基層生活品質等方面，已獲得相當之成果。
以下將針對本縣社區發展概況、聯合社區計畫及輔導社區工作成果績效等方
面圖表說明。

一、打破過去一社區一計畫，鼓勵多個社區聯合，從「陪伴社區」進而成為
「伙伴社區」發展區域社區能量。

社區角落

活力菊島  再造社區
澎湖縣離島社區發展輔導工作之突破與創新邁進（下）

菊島社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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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邀請專家學者走入社區，運用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專業協助與技巧，進行分級培
育社區，規劃輔導策略，以協助本縣社區推動社區發展工作，進而解決社區問題、
培養社區能力。

結論
    在上述社區輔導策略之下，本縣近年來社區工作表現上屢獲中央評鑑肯定，也代表
本縣歷年來對於推動社區發展工作相當重視，除輔導社區發展協會健全組織，鼓勵
推動福利社區化工作之外；在面臨現今高齡化社會、社區事務多元化的環境下，我
們也思考如何輔導本縣社區發展協會朝向「活力」、「自主」、「幸福」、「永續
」以及本縣的社區願景「開創」、「凝聚」、「傳承」，賡續推動各項社區福利措
施、聯合社區計畫及精進社區人力培訓等工作，以落實社區照顧弱勢、自主營運及
永續發展之願景，這也是本縣正努力的方向與挑戰。

三、面對整體資源不足情況，積極爭取內部預算推動服務，連結社會資源，爭取中
央經費挹注，更戮力對外爭取經費補助及民間捐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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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公市朝陽社區參加澎湖縣社區評鑑

7
03

聯合社區計畫：小門社區輔導

7
07

馬公市五德社區參加澎湖縣社區評鑑

7
03

聯合社區計畫：馬公市前寮社區
辦理老人福利─傳統美食製作活動

8
16

馬公市東衛社區參加澎湖縣社區評鑑

7
03

聯合社區計畫：
馬公市東衛社區辦理志工成長訓練

8
23

白沙鄉中屯社區參加澎湖縣社區評鑑

7
03

聯合社區計畫：馬公市案山社區
辦理兒童及青少年方案─側包彩繪親子活動

8
30

聯合社區計畫：西嶼鄉橫礁社區
辦理老人福利方案─健康律動

8
30

社
區
評
鑑

聯合社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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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鄉社區聯繫會報

8
03

澎湖縣社區再造培力中心團隊
與縣府進行第三次會議

7
13

湖西鄉社區聯繫會報

8
12

七美鄉社區聯繫會報

7
30

馬公市社區聯繫會報

8
12

西嶼鄉社區聯繫會報

8
03

澎湖縣社區再造培力中心
跨部會聯繫會報

8
28

社
區
會
議
會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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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團隊：「社區培力輔導之作為」外督

7
04

湖西鄉社區福利化旗艦計畫─
生活咖啡美學

7
26

中心團隊：
「社福考核指標及現況執行工作內容」

8
24

湖西鄉社區福利化旗艦計畫─
林投沙灘清理計畫

8
23

湖西鄉社區福利化旗艦計畫─
聯合社區理念與做法課程

7
30

台灣夢兒少社區陪伴扎根計畫鎖港基地成果

8
22

7
07

中心團隊進行
湖西鄉福利化社區旗艦計畫輔導工作

台灣夢兒少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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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社區再造培力中心
辦理課程：社區資訊服務網站操作

7
28

澎湖縣社區再造培力中心
辦理課程：多媒體圖形製作

7
31

澎湖縣社區再造培力中心
辦理課程：多媒體動畫製作

8
04

澎湖縣社區再造培力中心
辦理課程：社區成果整理技巧與實務應用

8
29

澎湖縣社區再造培力中心
辦理課程：社區行銷技巧

8
18

澎湖縣社區再造培力中心
辦理名人社區公益活動

8
19

澎湖縣社區再造培力中心
辦理課程：社區計畫核銷實務

8
22

澎湖縣社區再造培力中心
辦理課程：網路應用程式安全漏洞介紹與防護

8
25

社區人才培育課程



菊島社區事活動
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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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  大  小  事
1 0 9 年 1 0 月 1 2 月

項

目 
單位 內容 日期 地點 聯絡資訊 

活 

動 
鎖港社區發展協會 中英繪本故事閱讀 

每周三 

14：30 
鎖港社區 

06-9952346 

翁學儀小姐 

活 

動 
菓葉社區發展協會 健康操活動、園藝治療 

10/04（六） 

09:00-12:30 
湖西社區 

0935-755783 

湖西社區發展協會 

辛天澤理事長 

活 

動 
澎湖縣社區營造中心 

成功社區及成功國小師生─ 

傳統漁法「擼魚栽」成果體驗 

10/14（三） 

09:00-11:00 
成功社區 

0911-883849 

洪玉真小姐 

會 

議 
湖西社區發展協會 

109 年全國社區發展業務 

聯繫會報 

10/22（四） 

11:20-20:30 
澎湖福朋 

喜來登酒店

宴會廳 

0935-755783 

湖西社區發展協會 

辛天澤理事長 

10/23（五） 

08:30-13:00 

活 

動 
紅羅社區發展協會 

10月業務聯繫會報 
10/24（六） 

08:00-09:00 
湖西社區 

湖西海岸海廢認識與分析 

湖西海岸清理計畫 

10/24（六） 

09:00-12:30 

活 

動 
菓葉社區發展協會 健康操活動、園藝治療 

10/25（日） 

09:00-12:30 
紅羅社區 

活 

動 
澎湖縣社區營造中心 

文化旅遊年-109年度澎湖縣社區

營造點成果展/聚落走獨輕旅行 

10/31（六） 

09:00-12:00 
成功社區 

0911-883849 

洪玉真小姐 

10/31（六） 

12:30-17:00 
五德社區 

11/01（日） 

09:00-12:00 
東衛社區 

活 

動 
大旗艦社區 大旗艦計畫成果展 

11/01（日） 

14:30-16:30 

湖西鄉公所

大禮堂 

0935-755783 

湖西社區發展協會 

辛天澤理事長 



發行所 澎湖縣政府      
發行人 賴峰偉
總編輯 陳寶緞             
副總編輯 陳怡蓁
編輯小組 
歐陽鴻麟 呂惠民 歐雅雯
楊倩姿 王明輝 陳采君 林建豪
封面照片 林連守
 

澎湖縣政府 澎湖縣政府粉絲頁澎湖縣政府LINE 澎湖縣社區再造培力中心

粉絲頁

電話 06-921-5653、06-926-4115 # 1026、1030
地址 88049澎湖縣馬公市大賢街160號2樓(勞工育樂中心旁)

880011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六合路300號(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教學大樓E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