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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島社區事。社區臉譜。

起 91 年起開始投入社區內服務，看見社區內的

長者雖有空間可以休息卻沒有方向及學習的機

會，也發現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活動的機會少之又少，所

以透過與社區內的夥伴們共同討論，應介入何種資源進

入社區內才能幫助社區居民現在的需要。在我的想法，

社區需要多些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的介入，才可讓

社區各種福利服務可以推動，社區居民能擁有使用的權

利與機會。

　　擔任理事長的職位已長達 7 年，其實也不求什麼回

報，僅希望社區居民享有「快樂、簡單、互助及學習」

的生活，所以不斷在社區內加入這些元素，藉由申請

「樂齡學習中心」、「老人關懷據點」、「老人共餐服

務」等計畫，另外也為社區連結其他正式與非正式的社

會資源，活絡社區工作方案。這兩年因辦理老人共餐服

務，想將共餐的餐食朝向有機無毒的方向，所以我們搭

設了「金瓜走廊」有機農場，使食用餐食的長者可以吃

得健康、吃得安心。

　　其實在這過程中，我十分感謝一路上幫忙社區的好

夥伴，第一個謝謝總幹事，總是讓我很放心在外面接洽

資源，他卻很支持我的想法與作為，也願意陪伴我共同

推動社區工作，他如同我的「兄弟」，感謝一路上的陪

伴與支持。另也感謝社區願意主動贊助的居民們，不吝

嗇將捕獲之魚貨（養家生計）分享在社區給予社區長

者，這一份回饋社區的溫度，讓受益之居民感到溫暖。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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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島社區事。社區臉譜。

月初剛開始社區拜訪輔導時，就先到小赤社區活

動中心找林大哥，在遠處即聽到呼喚海文的聲

音，就感覺到林大哥對社區輔導者的熱情接待。後來我

才知道，口中的理事長「林大哥」，是前任理事長，現

任社區理事，但卸任後對於社區事務仍是很熱心，認為

社區事務就是自己的事，能多幫忙就幫忙，這就是我們

口中的理事長－林錦清大哥。

　　從民國 95 年開始理事長即投入社區事務，那時候

的林大哥還沒有退休，有時間就協助事務，也是那時候

認識縣府社區發展承辦人惠民。剛開始社區很多事都自

己來，由於大家都不太懂，很多事情都是必須摸索；尤

其社區長期在社造景觀部分，十年來持續推展以「蟬」

作為社造藝術的主題，參與多次空間營造與社區規劃師

活動，社區的環境也在大家共同努力下逐步改變。小赤

村是一個迷你型村莊，這幾年配合社會處推動福利社區

化，加上看到許多社區長輩老化需要照顧，遂於 107 年

成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共餐服務，希望暖暖的幸福味

散播給社區每個長者。

　　在社區服務的過程中，一直都抱持著利他回饋的心

裡，長期經營也會遇到錢跟人的問題，所以覺得社區還

是要有一些產業，讓服務的熱情不減社區發展才可以長

長久久。很高興縣府在社區服務的路上有著許多夥伴像

是惠民、玉真、映羽、海文的在地輔導，大家一起努力。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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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島社區事。福利社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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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中的福利服務

社區，應該要有怎麼樣的樣貌呢 ? 

社區，應該要發長成怎麼要呢 ?

社區，應該如何自創自立呢 ?

社區，有屬於自我的福利服務嗎 ?

社區，經營福利服務的內容是什麼 ?

社區，需要用什麼方式去推展福利服務呢 ?

區發展協會為推動社會福利的單位，辦理方案包

含成長教室、老人關懷據點、老人餐食等等，使

社區居民能就近獲取福利服務，但我們有反思過這樣辦

理的活動真得符合社區居民所想要的嗎 ? 還是只因為申

請經費才來辦理活動呢？其中目的性又是為何呢 ? 又或

是對於社會福利服務未有明確辦理的方向呢？

　　福利服務在社區中的存在，為鼓勵社區居民主動參

與社區事務、建構非正式支持情感網絡系統、蒐集社區

居民需求則辦理方案滿足需求等面向，唯有協助社區發

展協會建構社會服務策略與方法，促使社會福利能夠有

脈絡性發展運作，以達到社區自立發展之目的性。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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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社區計畫

˙ 大旗艦計畫

˙ 老人關懷據點計畫

˙ 新住民據點計畫

˙ 實物銀行

˙ 兒少福利服務方案

˙ 長照 2.0 方案

。菊島社區事。福利社區化。

有一種關係，叫做「夥伴關係」

社區內最純真的幸福感

社會福利

資源

社區再造

培力中心

社區發展

協會

培力

連結資源

社區
發展協會

˙ 發展社區專屬福利服務

˙ 建構社區福利資源網絡及人力

社區
再造培力中心

˙ 穩固社區組織之運作

˙ 培力社區組織推長福利服務

˙ 扶植社區組織人才建構及訓練

˙ 協助社區盤點福利資源

˙ 培力社區尋找福利資源

˙ 輔導社區申請福利資源

˙ 培植社區自創福利資源

區再造培力中心現在和社區發展協會正

建立一種夥伴關係的合作方式及互動機

會。我們正找到一同共事的方法與內容，

我想我們可以這麼做：

˙ 協助社區發展協會如何從事社會

福利服務推動的策略及方法

˙ 協助社區發展協會組織

運作的策略及方法

社

們想拾回以往社區人與人之間的互助情感、單純分享生活瑣事的

情感交流、願意不求報酬主動回饋社區人事物，讓社區居民間共

同合力創造屬於社區自主的福利服務。藉由社會福利方案計畫的申請，

申請福利服務經費幫助社區內需要的人們，社區也正學習如何建構在

社區內提供福利服務，日後可由社區自力發展福利社區化之型態。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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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社區工作，常囿於局限在社區「地域」發展

的限制，社區之間往往缺乏交流與互動。尤有甚

者，由於各社區資源及能量不一，若干社區呈現了邊緣

化的現象，為了這種現象及打破這種單打獨鬥，資源缺

乏，方案推動不易，且經驗無法有效交流的困境，澎湖

縣於 102 年起推動「聯合社區計畫」，希望籍由社區

結盟的模式，組成合作伙伴的關係，共同協力推動社區

工作。

　　而聯合社區之精神係以相互學習、經驗傳遞、資源

共享為理念，在聯合社區概念下，打破過去一社區一計

畫的執行方式，鼓勵由多個社區聯合，並由績效較優之

社區扶植帶領尚待學習成長之社區共同成長、結盟協力

使聯合社區發揮一加一大於二之效益，鑑於社會資源有

限，透過聯合社區之策略結盟，使社區工作發揮更大效

益及服務範圍。

　　在聯合社區計畫內，縣府鼓勵推動社區內弱勢民眾

福利服務為主題，即以執行福利社區化方案為導向。其

福利社區化方案包括：老人福利服務、兒童及少年福利

服務、新移民家庭福利服務、婦女福利服務、單親家庭

福利服務、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弱勢家庭福利服務、

或志工培訓方案及其他與弱勢民眾有關之福利服務方

案。                        

　　統計「聯合社區計畫」執行 102 年到 107 年間，

已有 34 個領航社區帶領 65 個協力社區共同推動 127
個福利社區化方案，部分社區在加入聯合社區計畫後，

經由領航社區的帶領及培力，後續也開辦了社區照顧據

點或其他福利方案。其中七美鄉西湖社區已連續 6 年擔

任領航社區，而湖西鄉湖西社區的聯合社區計畫模式，

除結盟規模及服務成效逐年擴大，更規劃於 109 年提

報衛生福利部福利化社區旗艦型計畫，這將會是澎湖縣

的第一個大旗艦計畫，而一直未有提案結盟的望安鄉，

也規劃將由西安社區領航提案。我們未來期盼更多的社

區投入社區工作，共同為自己生活的這片土地，大家戮

力以赴。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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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島社區事。福利社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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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島社區事。福利社區化。

澎湖縣 102 年至 107 年推動聯合社區計畫成果統計表

鄉 ( 市 ) 領航社區
領航

年數

領航經歷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馬公市

西衛 4 ○ ○ ○ ○

朝陽 1 ○

興仁 5 ○ ○ ○ ○ ○

　裡 1 ○

前寮 1 ○

鎖港 1 ○

湖西鄉
南寮 2 ○ ○

湖西 2 ○ ○

白沙鄉
赤崁 4 ○ ○ ○ ○

小赤 3 ○ ○ ○

西嶼鄉
竹灣 3 ○ ○ ○

大池 1 ○

望安鄉

七美鄉 西湖 6 ○ ○ ○ ○ ○ ○

領航社區數 34 6 5 6 7 5 5

協力社區數 65 9 7 7 9 16 17

執行方案數 127 19 17 22 26 17 22



文
／
呂
惠
民

。菊島社區事。社區角落。

入小赤社區，隨處可見以「蟬（　蛄蠐）」為主

題的社區意象，在候車亭及活動中心前的牆面，

充滿巧思及佈置美麗陶板且具特色的廊道景觀，非常吸

睛。

    「　蛄蠐，吼咩咩，吼欲食秮糜，秮糜猶未煮，哮

欲食鳥鼠，鳥鼠猶未，哮欲食旺來，旺來猶未買 …」。

從小在活在都市的小朋友幾乎沒看過「蟬」，在小赤社

區以生態教育及傳統文化形式保存下來，深受感動。如

果有機會走訪小赤社區，不妨停下駐足，留些時間仔細

感受「　蛄蠐」的故鄉，體驗鄉村慢活的生活步調，讓

平常忙碌的生活，轉換一下心情。

走

　
「
　
蛄
蠐
」
的
故
鄉

白
沙
鄉
小
赤
社
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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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莊
明
哲

於馬公市樹德路與文化路交叉口，路旁一個公園

屹立著一個紀念銅像，是為慈暉公園，現亦是白

寶珠女士紀念公園。

　　牆上鮮明的慈祥老太太呈現出白寶珠女士慈祥和

藹，搭配著公園的綠地與涼亭，很適合黃昏的午後，

三五成群的長輩一起聊天、下棋呢！

位

。菊島社區事。社區角落。

都市溫暖的蔽蔭小角落

－慈暉公園



。菊島社區事。觸動紀事。

湖縣政府 105 年起與中信慈善基金會合作，輔導

社區申請「台灣夢－兒少社區陪伴扎根計畫」，

改善偏鄉孩子學習環境與家庭現況，今年度起本縣輔導

馬公市鎖港社區為台灣夢執行計畫。

　　社區再造培力中心三月份起安排社工固定時間至社

區輔導訪視，討論本計畫執行的精神、計畫書撰寫、經

費編制與專業陪伴課程等…。鎖港社區理事長與里長對

此計畫十分贊成，認同計畫照顧兒童的理念，社區理事

「阿福哥」與專案執行佩燁姐原本分別有各自的事情，

因對社區的認同且本身自己也有孩童，遂下來擔任此計

畫的主持人。

　　輔導的過程中不是每次都能完全知道社區情況，就

實地接觸社區發展協會，遂自己要懂得察言觀色，了解

社區的概況，每個下午驅車前往社區，目的雖然是透過

實地輔導達成目標，自己也在每次的輔導服務中得到寶

貴的予每個人互動的「眉角」。

　　計畫預定 7 月份起執行，社區也更密集準備與整

理，感謝阿福哥與佩燁姐百忙之中仍努力執行此計畫，

也看到許多新生力軍，期待後續計畫能順利進行。

澎

台
灣
夢
計
畫
輔
導
ㄟ
心
路
歷
程

啟
動
愛
的
循
環
， 文

／
莊
明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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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島社區事。觸動紀事。

入社區工作一段時間，慢慢深入社區裡的巷弄，

開始覺得社區是個寶藏，千百戶家庭組成的大家

庭，不同職業、不同身分、不同個性、不同興趣及不同

夢想的居民在當中生活，呼吸著同樣的空氣，耕耘著自

己的人生。 

　　社區建立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塑造人們對社區的認

同，陪伴人們成長。社區工作可以影響一個家庭，更影

響一個國家，政府積極輔導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福利社區

化工作，充權社區能力發展、凝聚社區居民之社區意

識、建立社區居民對社區的歸屬感，而福利社區化的推

行需要藉利於社區發展協會共同推展福利服務，得以讓

社區居民能夠就近在社區中獲得各項社會福利服務，以

滿足社區居民的需求，以達到社區和諧與文化共融的社

區，由在地人服務在地人，而社區如何聚集這份心是一

個課題。

　　社區再造中心的成立，希望培訓社區志工與幹部，

深入社區服務，拉近人與人之間互動，使政府無法深入

服務的弱勢族群，藉由社區的力量，將福利傳遞到社區

每個角落。有時社區都會問一個問題，就是社區的人在

哪？但往往這些社區人才，可能就在我們身旁，我們低

估他們，如果能讓這些人走出來，了解社區工作，或許

成為社區很大的助力。

　　社會處每年辦理不同的培訓課程，邀請社區實務工

進

　
　
看
見
社
區
服
務
的
意
義

我
們
的
工
作
，

文
／
陳
海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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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經驗豐富的講師，透過他們真實的經歷，希望傳遞社

區工作價值與意義。如果社區能邀請居民走進教室坐下

來聽聽講師們的經驗，或許可以點起每位居民對社區服

務的心，給予居民們看見新的眼見，重新思考自己居住

的地方自己能付出甚麼？

　　記得某位社區夥伴在課堂上聽到製作長者的回憶

綠，下課後，告訴著我，她內心湧入一股衝動想為社區

長者製作自己的回憶錄，如果我們沒有如此作，這一生

可能沒人會為他們做，後人也無法認識過去這些長者生

活的風貌，反而無法更認識自己的故鄉，之後她更積極

地投入社區，反覆地為社區老人做些事情。

　　如何讓人走進社區看見需要，或許就是需要牽引著

他們走進社區門口，看看社區的問題，發掘自己能力可

做的事，賜於它意義，並實踐於社區中，讓生活更添加

了有價值的回憶。

。菊島社區事。觸動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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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西鄉大旗艦計畫

湖西社區參加評鑑聯合社區提案討論

聯合社區：東衛場

。菊島社區事。活動成果。



聯合社區：鎖港場

聯合社區：北寮場聯合社區：烏崁場

聯合社區：白坑場

。菊島社區事。活動成果。



社區人力培訓學院

聯合社區：西溪場聯合社區：紅羅場

鎖港臺灣夢計畫

。菊島社區事。活動成果。



。菊島社區事。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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