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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社區大小事 110年11月-12月

項目 單位 內容 日期 地點  聯絡資訊 

活動 

湖西社區發展協會 
菓葉社區發展協會 
紅羅社區發展協會 
白坑社區發展協會 
林投社區發展協會 
北寮社區發展協會 

110 年福利化社區旗艦計畫 
永續社區─精采菊島・共好湖西

成果展 

11/12（五） 
15:00-16:30 

湖西鄉公所  
二樓禮堂  

0935-755-783
湖西社區發展

協會 
辛天澤理事長 

課程 
西安社區發展協會 跳棋棋譜製作課程 11/15（一） 

10:30-12:30 

望安鄉東安  
社區活動中心  

東安社區發展
協會 

王文霖總幹事 

中社社區發展協會 青海菜（礁膜）餅製作課程 11/18（四） 
16:00-18:00 

活動 

東安社區發展協會 
西安社區發展協會 
中社社區發展協會 
水垵社區發展協會 

各社區棋子及棋譜成果展示暨 
推廣在地特色跳棋桌遊 

11/27（六） 
09:30-12:00 

活動 

主辦單位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承辦單位 
澎湖縣社區營造中心 

110年度澎湖縣社區營造點
成果展─澎湖社造看見∞NEXT  

11/27（六）
11/28（日） 
14:00-16:00 

洪根深
美術館園區  0911-883-849

洪玉真小姐 

活動 澎湖縣政府社會處 110 年福利社區化成果展 
12/25（六） 

09:00-12:00 

澎湖縣立
體育館  9274400#528 

邱智裕社工師 

 

 

手冊發表
Power

11
26

澎湖縣看見社區優勢，發展多元福利Power手冊發表

以湖西社區發展協會為例
Power手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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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社會從社區做起
文/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王明輝教授

最近走訪社區，鼓勵社區參與社區營造
工作，有時社區幹部們會問：「我們為何
要做社區營造？」的確，我們的社區營造
行動，應該要有一個合理的說法，不能因
為看到別人在做，我們跟著做就好。因此
，在這裡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看法，給大家
做參考。基本上而言，我認為要改變社會
，就必須要先從社區做起，何以如此？

▲馬公市前寮社區發展協會成立志工團隊
     建立社區長者健康關懷網絡

15

基地活動規畫及
活動設計執行工作坊

台灣夢西嶼鄉外垵社區兒少陪伴扎根計畫

申請書撰寫輔導110/11/14外部資源合作意向共識會110/11/05

110/11/09

澎湖縣社區再造培力中心

社區分級
輔導訪視

110/10/01

110/10/01 110/10/01

110/11/27 110/10/01
湖西鄉尖山社區 湖西鄉隘門社區

馬公市重光社區 望安鄉將軍社區

西嶼鄉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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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過去台灣的社會運動，
已證明光有體制的改革是不夠的，
還必須要有基層的社會改革才行。
台灣在1980年代，曾經歷過劇烈
的社會改革運動，最後並促使政府
進行了大幅的體制改革。然而，從
此之後，台灣社會是否就更加民主
？社會品質向上提升？顯然地，大
部分人都還是認為台灣社會並沒有
因此變得更完美，其主要的原因，
就是基層沒有改變，只有上層改造
，這樣是不夠的。而基層的改造工
作，就是要從社區做起。

其次，由於體制不可能完美，
彌補這個不完美的做法，就是要依
靠集體的相互關懷網絡，這個網絡
的建構場域就是社區。事實上，古
今中外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過
一種體制，可以使每一個國民都能
過好日子，或者讓不能過好日子的
人，得到良好的照顧。以台灣目前
傾向走資本主義體制的情況而言，
社會出現的貧富差距、社會弱勢等
問題，絕對是政府沒有辦法徹底解
決的現象。此時，還要再期待有好
的社會體制嗎？不是的，現在應該
建構的是，社區的集體安全網，所
以推動社區營造工作才是正途。

最後，社區營造經一段時間下
來，台灣基層社會已出現轉化的契
機，證明社區營造確實是改變台灣
社會的正道。社區營造由政府規劃
推動，至今已歷時二十多年，由於
政府推動此政策的方向不變，且推
動力道愈深愈廣，故已改變不少社
區的體質，打造出不少優質社區。
雖然，目前台灣還有更多的社區需
要進行改造，而且慢慢地，政府的
角色也要逐漸淡出，讓社區自主經
營才行。但我們看到，社區營造只
要能成為一種趨勢，台灣社會的底
層就會慢慢地改變，當底層改變達
到某種程度，我們的社會體質就真
的改變了。

所以，我們堅決地相信，社區
營造是我們要堅持走下去，並號召
大家一起來參與的道路。

14

社區與家庭防暴力知能建立訓練

110/10/04

社區核銷實務研習

110/10/24
澎湖縣身心障礙者福利資源

110/10/04
全國金卓越社區選拔研習活動

110/10/01

馬公市朝陽、東衛社區

澎湖縣社區再造培力中心

澎湖縣鄉市公所
研習課程

社區人才
培育課程

新住民多元族群生活在社區

新住民福利化社區工作認識

舞動世界X有氧韻律操

西嶼鄉社區作伙來做社區課程

110/10/02

110/10/30

110/10/30

110/11/03

11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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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本土外垵村長大的小孩-月里
鄉長。對於社區印象是李登輝前總統
早在 1994 年提出「從精緻的文化產
業角度切入，開發令人賞心悅目的地
方特色，整合多樣的文化活動與產品
，使各個項目發揮整體相乘的效果」
之「社區總體營造」的理想（文建會
，1995）。這樣信念，在還沒有擔任
鄉長一職，就申請到社區30幾萬元費
用，一點一滴在為社區努力！

在西嶼鄉對社區發展共分為兩部
分進行打造永續社區。第一:社區志工
團隊合作是成功社區發展最重要一環
。早期鄰長對社區組織，以及村落是
非常重要的扮演聯繫，其實社區的基

本成員更是連結合核心。社區夥伴往往
都是在忙碌之餘加入社區擔任志工，目
的只有一個，為自己社區好。社區志工
其職扮演各自的角色，就像外垵社區，
不僅是鰆魚洄游的產地，沿岸的沙灘更
適於拖曳網作業，漁村社區家家戶戶互
相幫忙；社區以前環境髒亂，有養豬、
養牛、種蕃薯花生透過不同分工營造一
個小型社區雛形。現在，社區在理事長
帶領，環境乾淨、福利化落實，均是志
工們無私奉獻志工。這是讓我最欽佩，
有效時間分配，早上忙家裡的事業，但
是下午一定會出現在社區，織出一張井
然有序網絡，透過社區理事長協同志工
共識、共享、共好。

許
月
里

專
訪
人
物         

西
嶼
鄉
鄉
長

居民齊力打造
共創西嶼永續社區力

13

澎湖縣聯合社區計畫
10

03

辦理婦女技藝培訓活動馬公市興仁社區

10
06

辦理婦女暨新住民
<緣來自一家人>活動

馬公市西衛社區

11
27

辦理海廢跳棋
創意比賽成果展

望安鄉

10
10

辦理武術健身課程西嶼鄉橫礁社區

11
26

辦理高齡照吃營養
無牙美食教戰

白沙鄉岐頭社區

10
24

撥出鄉情炒出味道
撥魚比賽

馬公市嵵裡社區

11
17

結案輔導馬公市東衛社區

11
17

核銷輔導馬公市五德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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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社區認同，透過自主發起
方式與教育過程來培養居民社區意識，
啟發社區民眾發揮自動自發、自助及人
助的精神，貢獻人力、物力、財力，以
提 昇 社 區 永 續 建 構 。 擔 任 澎 湖 縣 第
15-17屆縣議員時，積極在西嶼鄉各社
區發展協會，落實老人共餐、長照，日
照等，逐一建構。不過政策落實也是邊
做邊修正，接納各方意見。諸如老人共
餐，以前是縣政府向外標案，發現送到
社區長者手中時已經冷掉，後來提議要
透過社區執行，有社區願意，才開始有
老人共餐一個人一個便當。至今在111
年起西嶼鄉橫礁社區關懷據點暨長弄長
照c站，服務對象社區轄內65歲以上長
者；竹灣社區、大池社區、內垵社區關
懷據點等均能每月提供1次大供餐服務
，社區就是和縣政府及鄉公所合作，共
創社區美好。

擔任鄉長期間，更協助輔導竹灣
村、小門村及轄內相關機構單位等，共
同推動災防韌性社區之建構。續辦西嶼
鄉樂齡學習中心 (歡迎55歲以上民眾參
與)，利用社區資源和人力，本著活到
老學到老的精神，提供樂活多元學習場
所。社區的付出是真的不簡單，每個角
色都是相當重要的缺一不可、居民、地
方鄉市公所、政府單位編出一張互助的
網。大家齊心，希望社區能夠越來越茁
壯，能夠發展在地特色，雖是一個小小
的社區，但卻都是鄉內最重要的核心。
我感謝社區每一位，感謝村長、理事長
帶動志工，一步一腳印，築起永續城鄉
西嶼鄉。

福利社區化旗艦型計畫

12

湖西福利社區化旗艦型計畫

旗
艦
社
區
大
合
影

菓葉社區健康操種子教師成果表演

紅羅社區辦理海洋生態體驗成果

北寮社區幹部訓練成果發表

林投社區志工創意手作發表

白坑社區辦理南島美人工坊成果湖西社區鑼鼓表演

110
1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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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溫暖的心月總幹事，當前於湖
西鄉北寮社區擔任社區總幹事，在五
年的社區服務閱歷，陪伴社區的耆老
、志工，及自己，藉由熱衷的學習、
熱絡的參與、熱力的合作等過程，各
自將本身具備相關社區事務能力，用
以提昇個人生活、組織社區功能，看
見平凡裡不平凡的價值。

心月姊回想當初參與社區工作的
契機在於期望純樸的北寮漁村所衍生
的生活文化，藉由自身的專長，付出
一些力量，便決定擔任志工參與規劃
社區輕旅行計畫。起初透過訪談的方

式，鼓勵社區耆老們成為社區解說員，
把原以為不足稱道的傳統的漁法與漁村
風情，藉由自身的口吻，轉譯紀錄向大
眾分享。因為如此，北寮社區有一位退
休船長的表現，從原本木訥的性格，帶
著自我懷疑，且否定社區資產能被旅客
接受的態度，卻在經過多次的解說，及
大眾的正向回饋後，轉而開始自我認同
北寮社區，也逐漸看成為解說員的附加
價值，便曾說出：「雖然我不擅言語，
但我很珍惜社區，而我將所珍惜分享給
您聽，分享就好！」而這一位退休船長
，也不曉得自己的分享，竟然也成為學
校的一位講師，有機會向社區的學童傳
承這一份記憶（技藝）。

原來我也可以做些什麼？
看見平凡裡不平凡的價值

江
心
月

專
訪
人
物         

湖
西
鄉
北
寮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社
區
總
幹
事

11

案）共九個社區營造點，透過11月27
日-28日兩天在洪根深美術館園區以
「影像力」、「走讀力」、「手作力
」三大主題現場展示與互動，讓澎湖
縣民對社區營造有更多的接觸與認識
，展現社區營造點的年度成果，使每
個來參觀的人透過視覺影像、故事解
說及體驗創作，感受澎湖縣各個社區
的活力與亮點，促進更多民眾共同參
 

與社區營造的行列。

此外，社區營造計畫將在明年
（111年）進入第四期，文化部將規
劃以「NEXT明日社造」為主軸，發
展「公共治理」、「世代前進」、
「多元平權」、「社會共創」四大
政策議題，開展社區營造計畫新氣
象。
 

▲澎湖社造。看見∞Next成果展實踐－共學、共伴、共想、共創、共享願景

▲澎湖社造。看見∞Next成果展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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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船長成為社區解說員
      將所珍惜的社區事分享旅客聽

其後，北寮社區為求出版社區小
書，心月總幹事成為居中的橋樑，發掘
社區社區潛在人才，發揮網絡連結力，
從社區耆老熱心撰寫豐富的社區資產資
訊、理事長辛勤捕捉多元種類的漁產圖
像、社區媽媽們施展拿手烹煮技藝，針
對不同的魚種，熱衷的相互討論，設計
多道風味料理食譜。雖然小書不豐厚，
但大家日以繼夜的編輯校稿，人盡其才
，物盡其用，展現社區的凝聚力，也成
為北寮社區甘之如飴的一樁社區事。

在北寮社區服務經驗的累積之下
，看見社區成員越來越認同社區組織的
表現，因而願意參與活動以行動支持，

願意給予的回饋，逐漸重視當地的文化
特色及環境景觀的意向轉變。心月總幹
事也從原本擔任家庭主婦、志工的付出
角色，後來培力成為一名解說員，開始
勝任社區總幹事成為推動社區改變的使
能者，愈見內發賦權的意蘊。

最後，心月總幹事表示，希望激
勵更多與她一樣的人，不再認為只是一
個家庭主婦，能夠探問自己，「原來我
也可以做些什麼？」。若能保持熱誠的
心，勿忘初衷，能有更柔和的心來做每
件事，保持求知欲，不斷學習新知，將
會發現社區不可限量的潛能與自己難能
可貴的價值，期能共勉之。

北寮社區媽媽施展烹煮技藝
設計漁村風味料理

澎湖社造。看見 ∞ Next
110年澎湖縣社區營造點成果展─

10

文/澎湖縣社造中心  專案人員    洪玉真

澎湖縣社區營造點成果展是澎湖
縣政府文化局的年度社區營造盛會，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以「澎湖社造。看
見∞Next」作為110年社區營造點成
果展活動之主題，具體展現社造三期
五共之願景－共學、共伴、共想、共
創、共享：營造澎湖共好家園。

本次主題「澎湖社造。看見∞
Next」來自於社區營造在臺灣推動即
將邁向第三個十年。110年度澎湖縣
社區營造點成果展，作為社區營造三
期的最後一年，主標題定為「澎湖社
造　看見∞Next」。

以「∞」符號，期待澎湖社造在下
個階段發展的無限可能。

以「Next」呼應文化部社區營造四
期所擬定的「公共治理」、「世代前
進」、「多元平權」、「社會共創」
四大政策面向。

本次成果展集結馬公市興仁社區
、五德社區、虎井社區、白沙鄉小赤
社區、瓦硐社區、湖西鄉成功社區、
菓葉社區、離島出走工作室（聯合湖
西鄉紅羅社區提案）、澎湖縣地方產
業發展協會（聯合湖西鄉白坑社區提

▲澎湖社造。看見∞Next─影像力成果展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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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幹部訓練的目的在於提升
社區幹部的能力。但是，社區發
展協會被視為一個微型的地方組
織，時常受限於社區的規模及區
域的社會環境與經濟條件，影響
著組織的運作，以至於當代國家
對於社區型的政策推展，大多以
已沒落、落後或邊緣化的地區為
主。然而，這些地區存在人口老
化、青年外流、社經地位低落等
情況。此外，這些人口老化及被
邊緣的社區中，社區組織的幹部

相對於都會地區的人口，也常是
高齡、低社經或非主流文化的情
形，在這樣的狀況中，即使國家
提供經費及方案機會給這些社區
，但社區的人口與幹部，可能無
法與政策或主流相近，依然無法
輕易的申請補助或方案種類。因
此，若從方案執行和滿足社區需
求的角度來看，方案與行政能力
則被視為最重要的面向。在這樣
的情況下，存在社區幹部訓練的
必要性。

提升社區幹部的能力
文/澎湖縣社區再造培力中心   林建豪社工員

社區幹部訓練的目的

社區幹部能力提升說明圖

09

社區人才培育課程相關訊息，可洽詢澎湖縣社區再造培力中心（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聯繫電話：06-926-4115#1026、1030
或搜尋Facebook臉書「澎湖縣社區再造培力中心」粉絲專業，
按讚追蹤瀏覽最新活動資訊！

社區幹部訓練的第一個目的，除
促進社區幹部提升方案和行政能力外，
更重要的在於領導與組織發展的能力，
就是形成帶領核心幹部的能力。第二個
目的在於透過幹部訓練形成工作團隊，
而成期待形成有相同意識的工作團隊。
總而言之，社區幹部訓練的目的在於：
提升個別幹部人員的能力，協助社區幹
部與政府的政策方案相連結，促成幹部
團隊的集體能力。

如社區培力中心的核心任務在於
促進社區組織的能力提升，主要的策略
方法包括幹部訓練、實地輔導組成社區
工作團隊、建立社區分享平臺。因此，
每年中心依照社區幹部的能力面向，規
劃設計包括：組織、領導、行政、財務
、方案執行與網絡連結等主題的社區人
才培育課程，並期待社區幹部、志工將
受訓的成果回應到社區行動中，促進個
人能夠發揮他的熱情，實踐具有的能力
為地方貢獻。

▲ 澎湖縣外垵社區發展協會社區團隊參與志工團隊的建立管理訓練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