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料提供單位 臺南市衛生局 

姓名 蕭麗芬小姐 

電話 06-2679751#1202 

聯絡人 

E-mail Second07@mail.tnchb.gov.tw 

主題 長榮社區發展協會 

內容 

 

長榮社區自民國 80 年(北垣社區時代)開始，十八年來均是以在地居民關心在

地生活的公共事務為出發點，組織社區居民一起面對自己周遭的生活環境進行改

善，社區居民共同參與的社區發展策略如下： 

 

經營策略  說 明 

1 關注公共議題 

(1)持續老人社區照顧服務：強化社區志工組織,投入社區關懷工

作-如長青食堂、健康管理站、關懷問安等,建構對老人關懷

照顧的基礎。 

(2)社區環境的管理與認養：透過居民會議討論生活公約,針對居

民對社區環境改造工作的需求,並擬定居民認養及管理制度。

(3)各棟建物維護管理與互助安全促進：透過活動的促進與教育，

建立使居民能參與高層集合住宅建物的公共空間與設施設備

的常態性參與機制，並藉此促進同棟建物居民彼此間的互動

與安全的防範與互助。 

2 延續互助傳統 

(1)聯合守望相助巡守隊：延續昔日眷村守望相助精神,擴大結合

鄰近社區成立聯合巡守隊。以社區最省之人力與物力,達最大

之成效。 

(2)推展社區年節活動：透過固定年節等節日的活動參與,加強環

境變遷後,居民彼此間互動熟識的機會。 

(3)創造社區特有節慶：透過因應社區環境所需居民參與的部分，

創造社區共同參與的環保清潔等節慶，以增加居民參與及互

助的認同與機會。  

3 創新社區文化 

(1)眷村文化的延續：口述歷史及社區故事等具有社區文化特色的

記錄與拍攝。 

(2)社區藝文季與居民藝文活動的表演：由社區民俗技藝團隊演

出。 

(3)傳統文化節慶活動的辦理並嘗試創造新的社區參與文化：對於

暨有的文化活動，將其納入生活的常態，藉以做為文化延續

的基礎。 

(4)老人文化的參與演出：藉由在社區內成立社團的運作方式，保

存既有的國樂、戲曲、書法等文化才藝，不僅提供老人參與，

更鼓勵青少年參與學習延續，並與老人形成良好互動。 



長榮社區自民國 94 年起，配合台南市政府營造健康城市之願景以及社區發展策略

因應不同議題所參與提出的計畫如下: 

1、94 年社區參與年--以『我們都是一家人－眷村生活與文化』計畫，透過『文化就

在生活長巷裡』『歡喜迎新友』等等活動，來促進新舊住戶居民間的互動關係

與彼此距離，同時建構成為一個居民會彼此互相照顧，且會每日外出在社區

中庭活動，彼此連繫的互助型社區。 

2、95 年社會福利年--以『我們都是一家人－營造開元地區長青頤養生活圈』計畫，

期以長榮經驗來帶動鄰近社區，共同打造開元地區優質生活共同圈。 

3、96 年文化觀光年—以『咱ㄟ做十六歲－走過社造十六年成果回顧與醒思』，藉由

這個活動讓社區居民一起思考在這幾年環境變遷與新舊住戶共同進住後，未

來整體社區的發展願景與期待；同時為社區編輯十六年來社造經歷的專書--

『竹籬笆新春天』，真實的呈現與記錄著我們新舊住戶彼此間的對話與溝通省

思的過程。 

4、97 年健康安全年-提出春滿長榮、福滿樓—為家妝點『安全、幸福與創意』計畫

則是在透過新舊住戶彼此間的對話與溝通省思的過程，深入思考如何以現有

的社區營造基礎，除了以社區公約與管理公司對於我們公寓大廈的維護，更

期能藉由社區教育與活動的辦理及參與，喚起社區居民對自己生活居住的公

寓大廈能進行自主的維護管理，促進居民的互動與安全維繫，真實體現居民

理想的優質社區。 

5、98 永續發展年-提出『樂居長榮、幸福遠傳』的計畫，其主要目標有二： 

(1).社區內部文化的建立與生活的結合：對社區內部文化的形成，社區長期在計

畫活動的辦理上已累積了具體成果，希望藉由計畫能對近五年來對於社區營

造成果與經驗進行彙整，使社區文化能有積極傳承的機會；並透過社區生活

教育與學習，使在地生活文化能有更進一步的紮根與內化。 

(2).社區外部的交流與學習成長：對於社區營造成果的維繫與永續經營，計畫嘗

試藉由與外界經驗交流與討論的過程，使社區能不斷學習成長，並使社區經

驗能為其他社區所分享；而藉由其他社區的建議，亦能為未來社區推展方向

有激勵與啟發作用，並促使社區不斷成長與進步。 

依據上述目標提出三項具體策略如下：  

(1)、社區文化發展的記錄與傳承：將近四、五年來所紀錄豐富的生活，包含

眷村媽媽故事、旗袍姥姥故事、眷村私房菜故事、我的浪漫故事等豐富

的社區生活內容，彙整成冊，使成為社區文化永續傳承。 

4 追求永續經營 

(1)深化社區文化的基礎：使社區的互助文化、敬老文化得以在生

活中實踐。 

(2)創造社區未來發展的公共議題：藉由與社區以外的學術團體與

機構互動學習中重新尋找社區在居民生活中的角色扮演，如

社會福利的轉介、健康促進等。 

(3)社區環境維護與管理的參與機制：藉由社區實際生活的體驗，

使社區居民能參與生活週遭社區環境的維護管理與監督的工

作，以追求社區的永續經營。 



(2)、社區在地生活的紮根與學習：藉由青少年的組織與學習，使社區年輕族

群在計畫推展的參與過程中，對在地社區生活能有新的看法與認識，並

內化於社區內的日常生活，以建構並強化社區與年輕居民互動的社會網

絡展現共同生活的積極意涵。 

(3)、社區營造經驗的分享與傳播：基於眷村空間、文化的變遷與保存及高齡

者社區照顧對轉型後眷村生活品質的重要性，舉辦『從新村到新城－轉

型中的眷村生活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藉由演講、發表與討論，使眷村生

活文化的保存與照顧服務的推展能進一步成為討論與分享的知識讓眷村

轉變的經驗成為台灣當代社會的重要啟示。並藉由研討學習過程，使社

區推展營造工作的經驗與知識能被討論與傳播。 

 

 

 

 

 

 

 

 

 

95 年 5 月 10 日上海婦女精英幹部一行

14 人到社區交流 

 

 

 

 

 

 

 

 

 

每年暑假藝文季活動讓社區各族群有表演機

會也提升社區內文化意涵。 

照片 

 

 

 

 

 

 

 

 

 

 

97 年 1 月 17 日及 23 日分別由金門烈嶼鄉及金寧鄉鄉長帶相關主管到社區交流。 

姓名 潘美純理事長 

電話 06-2356582 

推薦縣市或社

區代表 

E-mail Meichun2006@yahoo.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