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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您累了嗎？
文/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王明輝教授

理事長抱持凡事都能盡心盡力地做的心態，就會有成果，期能共勉

最近參加一些社區座談會，或
者私下和一些社區理事長聊天時
，經常聽到他們的一些心聲，其
中有一個共同的聲音，就是覺得
理事長當得好累！聽到理事長們
這樣的心聲呼喚，在此不免想要
跟理事長們加油打氣一下。

    首先，社區工作很重要，台灣
社會未來的發展，關鍵就在社區
。事實上，台灣上層的體制改革
，已幾近完成，但基層的改革，
卻相對大幅落後。因此，如果台
灣社會要改變體質，朝一個更文

明化的階段邁進，就必須要再進
行推動基層的改革，而這基層的
改革場域與重點，正是社區這個
領域。

    其次，社區工作是自我實現的
主要方式之一。上面提到，社區
工作對整體社會如此重要，能參
與其中，自當是功德一件；從個
人的角度思考，其實也是相當有
意義，因為那也是個人自我實現
非常好的表現方式之一。畢竟，
社區工作的內涵，正是利人、利
己、利眾生的事業，能夠躬逢其
盛，人生會感到特別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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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社區工作需要有人來帶領。
台灣的社區營造特性之一，就是它
沒辦法只靠組織或法制，或者傳統
的習性，即能自主運作，而是必須
有社區領袖的帶領方可。社區領袖
往往須具備高度的熱忱、專業及實
力，才能得到民眾的信服。因此，
如果您已是理事長，代表您具備了
諸多讓民眾信服的能力，您要感到
自信與自期，不要枉費了自身這麼
好的條件，當然也不要讓對您有期
待的民眾失望。

  另外，凡事盡心盡力就好，慢慢來
，比較快。社區工作沒有止境，所
以會有做不完的事。既然做不完，
就不要急著一定要趕著做完什麼事
。最重要的心態應該是，凡事都能
盡心盡力地做，只要用心做，就會
有成果。時間久了，成果的累積就

會很可觀。所以，如果您現在有點
累了，不妨回頭看一下，您會發現
您確實已做了不少事，就會感到更
多的成就感，與往前繼續做下去的
動力。

  最後，傳承與培養新人接棒非常非
常的重要！其實，在此與理事長們
相勉勵，並不是要您們一直做下去
，做到累趴，大家都不能走人。人
生是有階段性的，凡事也不是非我
不可，更重要的是，社區工作需要
有更多的人來參與，如果今天您一
直做，做到變成一個不可替代的領
袖，那也不是一件好事。因此，我
希望大家從現在開始，就開始培養
接棒的人，讓社區領袖有傳承，同
時發掘更多社區人才的參與，這樣
您真的就可以不必那麼累了！

讓社區領袖有傳承及培養，發掘更多社區人才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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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起湖西鄉鄉長吳政杰，從
鄉長接任以來至今，社區的大小
事，能出席絕不缺席，但社區的
維繫卻也不是想像中的如此容易
，除了有著相關專業團隊的培力
與輔導，公所的角色更為重要，
從中介入支持與協力。透過社區
總體營造中心的成立，支持社區
能量較大的社區繼續向上提升，
至於社區量能較弱的部份，就由
公所這邊從旁協助輔導，才不會
造成強的會越來越強、弱的越來
越弱，甚至直接放棄，這樣也能
維持各社區間發展的平衡，並期
許於每年度申請計畫時，將好的

能量加進來，排除掉不好的，將
大家的共識，慢慢調整出來。

    鄉長提到：「湖西鄉共有21個
社區，今天若只推動了5個社區，
就只會有5個社區的呈現。但問題
點來了，這也會造成沒被關注到
的社區，開始出現不公平的聲音
，而鄉公所的角色重要性就在此
，鄉長認為他們就有這個責任，
從中去協調搭配。落實社區資源
的分配達到公平，讓落差不要那
麼大。」

跨域合作：社區工作在公所的角色？
用自己的熱情寫自己的故事

吳
政
杰

專
訪
人
物   

湖
西
鄉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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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造就是把地方創生、永續發
展放在一起，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
回歸到最原始，地方創生與永續發
展息息相關，也跟社區間緊密連結
。若社區想要自給自足，就是要想
辦法讓自己能自給自足，創造自己
的產業。當然最重要的 也是要有中
央的支持，給予社區們更多的支持
，也能讓社區與公部門的關係更為
親近，提升社區們凝聚力，這也是
我所重視的。」鄉長表示著。

  然而，在推動社區發展的過程，
除了中央對社區要有清楚的發展觀
念外，另一方面，村民的態度也要
出來。時常會因為村民不想動、理
事長嫌麻煩，或者帶人帶不起來…
等。想要社區發展好，關鍵點在於
說，你本身有熱情、想動嗎？利益

看得重跟輕都差很多。每個社區具
有社區的特色，我們都不懂他們社
區。他們長期生活，所以知道長期
的歷史故事，社區能怎麼發展，他
們最清楚，但最缺的就是資源，得
由我們就給他們一個角色，讓他們
去搭配。這是我們要走的路，所以
說現在許多基層地方政府，會自我
要求，而我們更應給它們更大的一
點權限，讓它們足以發揮。最後，
鄉長也提及到：建議說有些計畫應
是要由公所來整合，公所的角色可
以做結合，透過培力中心或其它單
位，協助社區創造品牌、通路，再
由公所來結合。畢竟在這個區塊，
公所還是沒有足夠的空間、角色去
結合，亦還需要整合，創造出合作
的力量。

吳政杰鄉長於公所成立社區總體營造中心，整合湖西鄉各社區創造出合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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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至今，長居於澎湖縣馬公
市烏崁社區的黃健忠理事長，對
於社區生活環境的變化，有相對
的敏感度，觀察社區的地理位置
與澎湖機場緊鄰，長期深受飛機
起降噪音的侵擾，影響社區民眾
生活品質；此外，社區產業發展
部分，海洋資源不再豐沛，一級
農漁產業式微，且未有多樣性的
工作機會，導致社區年輕族群日
漸外流，隨之社區邁向高齡化，
存有長者照顧之需求。因此，黃
健忠理事長，期盼將看似限制烏
崁社區發展的劣勢，能夠轉為機
會，透過社區服務的方式，為社
區帶來改變。

  目前身任烏崁社區發展協會的理
事長六年社區服務經歷，在社區
福利化工作方面，起先辦理成立
社區關懷據點，推展社區長者活
躍老化的健康促進活動，吸引許
多長者參與，使高齡人群預防延
緩失能，實踐老人照顧服務。不
僅如此，近年接連參與聯合社區
計畫，帶著開放的態度，與周遭
鄰近社區共同合作學習，發展區
域社區工作能量，辦理兒童及少
年福利方案，透過書法的三大面
向修養、藝術、實用，帶入社區
家庭裡，進而增進家庭的和諧以
及互動，傳達愛與包容防暴理念
進入社區的各個角落。

運用資源
建立自主運作且永續經營的社區營造

黃
健
忠

專
訪
人
物         

馬
公
市
烏
崁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理
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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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環境保育烏崁社區不遺餘力
，為求海膽及海洋生物資源永續，
於105 年間提出社區自主性管理，
並制訂公約，集結20名社區志願服
務者，自行組成澎湖縣第一支漁業
資源巡守隊，主動向縣政府申請獲
准於烏崁海域成立禁漁區。透過「
保育」、「復育」海洋資源，為社
區「培育」人才，發展生態保育觀
光，創建年輕族群留在社區工作機
會，帶領遊客體驗海洋生態，營造
在地特色產業，更寄望帶動澎湖海
洋生態保育風氣。

  「有效運用資源，建立自主運作且
永續經營的社區營造模式」。理事長
表示近年運用烏崁生產又大又清脆的
高麗菜資源，社區一群志工，發揮長
才，齊心研發製作高麗菜酸包子、高
麗菜水餃，得到熱烈迴響，不僅如此
自辦高麗菜王競賽，吸引澎湖各地菜
農一同較勁，亦成為社區年度盛事；
還連結外部體育運動發展協會資源，
辦理路跑賽事，期待串聯社區產業，
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增加社區的能見
度。在未來，將與辛勤的志工們，持
續服務，形塑烏崁社區是一個友善、
有愛、有溫度的地方。

▲烏崁社區自主成立澎湖縣首支漁業資源巡守隊，於烏崁海域成立禁漁區 

▲ 烏崁社區志工群，
     齊心研發製作高麗菜酸包子

▲ 烏崁社區
      推展社區長者健康促進活動 



訪問起湖西鄉鄉長吳政杰，從
鄉長接任以來至今，社區的大小
事，能出席絕不缺席，但社區的
維繫卻也不是想像中的如此容易
，除了有著相關專業團隊的培力
與輔導，公所的角色更為重要，
從中介入支持與協力。透過社區
總體營造中心的成立，支持社區
能量較大的社區繼續向上提升，
至於社區量能較弱的部份，就由
公所這邊從旁協助輔導，才不會
造成強的會越來越強、弱的越來
越弱，甚至直接放棄，這樣也能
維持各社區間發展的平衡，並期
許於每年度申請計畫時，將好的

能量加進來，排除掉不好的，將
大家的共識，慢慢調整出來。

    鄉長提到：「湖西鄉共有21個
社區，今天若只推動了5個社區，
就只會有5個社區的呈現。但問題
點來了，這也會造成沒被關注到
的社區，開始出現不公平的聲音
，而鄉公所的角色重要性就在此
，鄉長認為他們就有這個責任，
從中去協調搭配。落實社區資源
的分配達到公平，讓落差不要那
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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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108年衛生福利部統計，
在全國6,919個社區發展協會，會
員總數為76萬 7,803人，其中男
性39萬8,887 人(51.9%)、女性36
萬8,916人(48%)。其中，女性會
員比率與103年43%相比較，提
升5%。同年，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長人數為6,921人，男性比率占
78.12%，女性擔任理事長比率自
103年17.1%提升至108年27.87%
，成長比率近10%，顯現女性擔
任社區發展協會決策階級，有逐

年增長趨勢，促使社區服務相關
工作推動，也越來越重視女性需
求及資源運用。

    從婦女觀點出發，社區發展協
會在推動各項婦女族群社區福利
化工作時，能夠以「充權」婦女
能力為考量，運用社區婦女的優
勢提升性別意識，建立性別平權
的友善社區環境，那社區該如何
做呢？

社區婦女族群福利化
社區工作支持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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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組職能夠展現公私協力合
作模式，強化連結公部門、民間
團體等，洽詢澎湖縣婦女福利服
務中心，或婦女團體等社會資源
。在社區普遍性地佈展婦女支持
性服務，例如：「推展婦女權益
」，形塑婦團社區聯繫網絡，提
供她們社會參與的友善環境；或
是舉辦「團體培力成長課程」，
培養生活第二專長，輔導協助就
業，創造經濟競爭力；又或是辦
理「性別平等宣導」，增進公平

發展的機會，重視婦女意見，加
強參與社區組織運作及決策，能
夠在多元社會架構下順應，培養
成為服務社會的志工，對社區發
揮更高層次的積極影響，不僅持
續自我成長，也服務他人。無形
之中，施展社區福利化的意涵，
在社區內，為了社區的民眾的需
求來催動，亦由社區居民，自己
來提供福利服務與照顧。 

相關訊息，可洽詢「澎湖縣政府社會處─社工婦幼科─婦女福利服務」
聯繫電話：06-9274400分機397
或搜尋Facebook臉書「澎湖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https://www.facebook.com/chica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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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感謝澎湖科技大學王明
輝教授的邀請參與科技部大學與地
方政府合作計畫，因為我的夫婿與
王教授是二十幾年的好朋友，王教
授是我的夫婿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
求學時的學長，不論在博士班的學
習或是後來正式成為教授之後，在
教學或是行政工作，我的夫婿常常
向王教授請教，他總是不吝情指導
他。我們一方面是感恩，另一方面
也嘗試學習利他的精神，看看自己
可否為澎湖略盡棉力。於是乎，我
也就顧不得自己是否可以登大雅之
堂，就承擔起為澎湖地區設計社區
音樂照護的活動。

    我是科班音樂系畢業，大學主修
聲樂，也在美國西北大學取得聲樂
表演碩士，回國後在中台科技大學
服務十多年，再到高雄師範大學進
修，取得成人教育博士學位。從我
的專業看來，社區音樂照護的活動
設計與帶領，對我而言，應該是遊

刃有餘。同時，王教授已經在澎湖
社區經營二十多年，紮根得很深，
與各地社區都有良好的合作關係。
不論是我的專業或是在地化的機緣
，讓我一開始對於社區音樂照護的
推動，就非常有信心。

   這三年來，我的夫婿每月都陪我
到澎湖，協助我推動社區音樂照護
，他從旁觀察協助記錄，以利我做
活動設計與教學改善。經過一年之
後，有一天在回程等候飛機時，他
很認真而嚴肅地對著我說：「你是
很有福氣的人，這麼多人願意跟妳
學習。」當時，我覺得他說得很有
道理，但是感覺並不強烈，我覺得
自己很認真設計活動，也很認真教
學，無愧於我的專業。但是，這三
年來，我夫婿的這番話，在我內心
的感受越來越強，我真的完全認同
他的分享。

    雖然只是每個月到澎湖一次，每
次大約二至三天，但是對我的體力
與壓力都是不小的負擔，我動過兩
次大手術，年紀也漸長，體力已經
大不如前。雖然我的夫婿非常支持
我，沒有他的協助與陪伴，我實在
很難想像我可以堅持三年，未曾懈
怠。事實上，這三年來對我最大的
支持，除了我的夫婿外，就是社區

自利利他
的社區音樂照護
文/中台科技大學老人照護系副教授  林亮如



11

志工願意學習的心，特別是純樸而善
良的德行。他們常跟我說，他們很期
待我的教學，也會想我，我起初只覺
得這是客套話，但是我越來越覺得他
們是說真話。

    第三年之後，再度感謝王教授的推
薦，我們將繼續接受縣政府的支持，
持續推動社區音樂照護，也將在馬公
市與湖西鄉各設立一鄉一市的示範教
學中心，王教授期待我們可以一直做
下去，做到退休再繼續做。坦白說，
在三年前完全沒有這樣的決心，但是
這三年後，我感受到社區志工願意學
習與願意協助社區長輩的心，如此良
善而美麗的心，讓我們將王教授的勉
勵深深埋在心裡，也相互勉勵，不要
辜負王教授與社區志工的期待。在澎
湖協助推動社區音樂照護，感覺上我
們是在學習做利他的事業，事實上我
們內心的喜悅－－對於社區志工願意
學習與助人的美好感受，才是我們最
大的收穫，我們每次在候機室等待回

台中時，都是帶著滿滿的幸福回到我
們的工作崗位，也越發認真地做好自
己崗位該做的事。我們非常感謝社區
志工願意學習與願意助人，讓我們也
有機會向他們學習，一起共成長與相
互學習共善的連結。

湖西鄉湖西社區志工一同參與音樂照護課程

▲帶領馬公市朝陽社區音樂照護課程

▲馬公市案山社區長者一同參與音樂照護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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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公市鎖港社區110/02/25
台灣夢兒少社區陪伴扎根計畫輔導

110/03/05 澎湖縣公所督導計畫

110/03/05 澎湖縣公所督導計畫花絮

馬公市鎖港社區110/03/29
台灣夢兒少社區陪伴扎根計畫續案審查

110/02/24
110年度
澎湖縣政府 與
社區培力中心
第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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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3/16 白沙鄉場

110/03/23 馬公市場110/03/16 湖西鄉場

110/04/27 望安鄉場

110/03/30 西嶼鄉場

110/04/29 七美鄉場

110/04/09 110年第一次跨局處會議

社區聯繫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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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3/30
五德社區申請計畫輔導

聯合社區計畫

馬公市 110/04/10
橫礁、竹灣、池西社區輔導媒合

西嶼鄉

110/04/10
東衛、前寮、興仁社區輔導媒合

馬公市 110/04/14
朝陽、光榮社區輔導媒合

馬公市

110/04/16
案山、西衛、鎖港社區輔導媒合

馬公市 110/04/19
東衛社區申請計畫輔導

馬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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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3/27

辦理淨灘活動
湖西社區

110/03/25

聯合社區計畫 聯合社區計畫

110/04/20
赤崁、中屯、後寮社區輔導媒合

白沙鄉 110/04/27
東安、西安、水垵、中社社區輔導媒合

望安鄉

福利社區化旗艦型計畫

福利社區化旗艦型計畫輔導
110/03/13
辦理園藝治療

110/03/20
辦理記憶中的菜餚

菓葉社區 菓葉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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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社區大小事 110年6月-7月

項目 單位 內容 日期 地點 聯絡資訊 

課程 澎湖縣社區 
再造培力中心 

社區幹部研習班 
(基礎課程) 6/5（六） 澎湖縣社區 

再造培力中心 

06-9264115 
分機 1030 
陳采君小姐 

活動 

紅羅社區發展協會 
湖西海岸海廢認識與分析 

湖西海岸清理計畫 
6/5（六） 

09:30-12:30 湖西社區 

0935-755-783 
湖西社區發展協會 
辛天澤理事長 

菓葉社區發展協會 健康操活動、園藝治療 
6/6（日） 

09:30-12:30 菓葉社區 

白坑社區發展協會 

產業分析及產物規劃 
6/12（六） 
09:30-12:30 

白坑社區 

風茹草概況分布與茶覺生活 
6/13（日） 
09:30-12:30 

課程 澎湖縣社區 
再造培力中心 

社區幹部研習班 
(進階課程) 6/27（日） 澎湖縣社區 

再造培力中心 

06-9264115 
分機 1030 
陳采君小姐 

活動 

紅羅社區發展協會 
印尼新住民家鄉菜 7/2（五） 

18:00-20:00 紅羅社區 

0935-755-783 
湖西社區發展協會 
辛天澤理事長 

菓葉沙灘認識守護行動 7/3（六） 
09:30-12:30 菓葉社區 

白坑社區發展協會 烹飪教學 7/4（日） 
09:30-12:30 白坑社區 

課程 澎湖縣社區 
再造培力中心 社區領袖高峰會 7/4（日） 澎湖縣社區 

再造培力中心 

06-9264115 
分機 1030 
陳采君小姐 

活動 白坑社區發展協會 風茹草開墾暨餐飲禮儀 
7/11（日） 

09:30-12:30 
白坑社區 

0935-755-783 
湖西社區發展協會 
辛天澤理事長 

課程 澎湖縣社區 
再造培力中心 社區社福經理人專班（一） 7/14（六） 澎湖縣社區 

再造培力中心 

06-9264115 
分機 1030 
陳采君小姐 

活動 

菓葉社區發展協會 

記憶中的菜餚 7/17（六） 
10:30-12:30 

菓葉社區 0935-755-783 
湖西社區發展協會 
辛天澤理事長 

健康操活動、園藝治療 
7/18（日） 

09:30-12:30 

北寮社區發展協會 
點心DIY暨7月份社區聯繫會

報 

7/24（六） 

09:00-12:00 
北寮社區 

課程 澎湖縣社區 
再造培力中心 

鄉（市）公所研習 8/7（六） 澎湖縣社區 
再造培力中心 

06-9264115 
分機 1030 
陳采君小姐 社區社福經理人專班（二） 8/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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