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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白河區位於臺灣臺南市東北端，北隔八掌溪與嘉義縣水上鄉、中埔鄉相鄰，

西鄰後壁區，東連嘉義縣大埔鄉，南接東山區，面積約 126.4046 平方公里。原

轄下共 24 里、293 鄰，於 106 年 04 月依據「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定，

進行里鄰編組之檢討。106 年 11 月 10 日經臺南市政府核定及公告，全區 24 里調

整為 21 里、293 鄰調整為 213 鄰，並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及 04 月 30 日分兩階段

實施。 

白河區里整編之命名，係由區公所與地方研議後訂定。廣安里、蓮潭里進行

整編，蓮潭里產蓮規模最大，其里名富含寓意，因此取其蓮字，並保留廣安里原

名其中一字，兩者組合命名為「廣蓮里」。甘宅里、草店里進行整編，另與崎內

里進行邊界調整，將甘宅里 11 鄰、12 鄰整編入崎內里，甘宅里舊時為馬稠後南

邊的聚落區，草店里則係舊馬稠後庄之中心，因兩者最早即屬同一區域之分割，

故如今整編後追本溯源回歸舊地名命名為「馬稠後里」，符合當地多數里民之期

望，亦富含歷史寓意。詔安里、玉豐里進行整編，詔安里及玉豐里命名由來皆與

早年開基祖先之故鄉有關，詔安里開基祖先李成萬來自福建漳州府詔安縣，玉豐

里最早來拓墾者則為張祐，來自中國大陸廣東惠州府海豐縣，感念前人開拓之艱

辛，因此各保留兩里其中一字命名為詔豐里。崎內里與甘宅里僅進行里界調整，

故崎內里仍維持原有名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B%E6%8E%8C%E6%BA%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8%89%E7%BE%A9%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8%89%E7%BE%A9%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F%94%E9%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8C%E5%A3%81%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8%89%E7%BE%A9%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8%89%E7%BE%A9%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5%B1%B1%E5%8D%80_(%E8%87%BA%E5%8D%97%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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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各里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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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位 日期 摘要 

區公所 106 年 04 月 10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一次研商會議」 

各里 106 年 04 月 20 日 里鄰調整所內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02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說明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04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二次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12 日 
該日起區公所與各里討論並聽取地方相關建

議研擬里鄰調整方案規劃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15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里鄰編組及調整

製圖教育訓練」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24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里鄰編組及調整

製圖教育訓練」 

區公所 106 年 06 月 06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三次研商會議」 

民政局 

區公所 
106 年 06 月 23 日 民政局里鄰整編小組至所內研商會議 

廣安里 

蓮潭里 

詔安里 

玉豐里 

甘宅里 

草店里 

106 年 06 月 27 日 針對需進行整編之 6 里內部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7 月 06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四次研商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7 月 13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本市 37 區里鄰

整編各區調整方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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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位 日期 摘要 

區公所 106 年 08 月 07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里鄰整編個案協

調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08 月 22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五次研商會議」 

甘宅里 

廣安里 

詔安里 

106 年 08 月 23 日 針對須整編之里別里長個別意見討論 

草店里 

玉豐里 

蓮潭里 

106 年 08 月 25 日 針對須整編之里別里長個別意見討論 

區公所 106 年 10 月 05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整編分階段生效日會議」 

區公所 106 年 10 月 17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向臺南市議會簡報「臺

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報告」 

市政府 106 年 11 月 10 日 里鄰編組及調整案公告 

區公所 106 年 11 月 20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研商『里長團體

傷害保險辦理方式暨里鄰整編後續作業』會

議」 

區公所 106 年 11 月 21 日 
該日起至 106年 11月 30日各區逐戶發放市民

須知 

區公所 

詔安里 

玉豐里 

106 年 12 月 12 日 針對詔豐里此一新里名舉行重新命名協調會 

區公所 107 年 01 月 24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里鄰整編公告實

施後辦理身分註記研商會議」 

市政府 107 年 01 月 29 日 里鄰編組及調整案第一階段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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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位 日期 摘要 

區公所 

戶政事務所 
107 年 01 月 29 日 該日起標註身分證及戶口名簿 

區公所 107 年 04 月 19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里名稱變更作業

研商會議」 

市政府 107 年 04 月 30 日 里鄰編組及調整案第二階段實施 

區公所 

戶政事務所 
107 年 04 月 30 日 該日起標註身分證及戶口名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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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鄰編組及調整情形一覽表 
 

調整後里別 調整前里別 實施日期 頁碼 

白河里 白河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8 

永安里 永安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0 

外角里 外角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2 

庄內里 庄內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4 

秀祐里 秀祐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6 

河東里 河東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18 

虎山里 虎山里 未調整 3-20 

大林里 大林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2 

崁頭里 崁頭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4 

六溪里 六溪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6 

仙草里 仙草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28 

關嶺里 關嶺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0 

大竹里 大竹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2 

竹門里 竹門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4 

崎內里 崎內里；另與甘宅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4 月 30 日 3-36 

昇安里 昇安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38 

汴頭里 汴頭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40 

內角里 內角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42 

詔豐里 詔安里、玉豐里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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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鄰編組及調整情形一覽表 
 

調整後里別 調整前里別 實施日期 頁碼 

廣蓮里 廣安里、蓮潭里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6 

馬稠後里 
甘宅里、草店里；另與崎內里進行

里界調整 
107 年 04 月 30 日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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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里鄰編組概況 
白河里（Baih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白河里共 756 戶，門牌數共 827 個，屬於

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調整。

鄰調整部分，調整前白河里共 19 鄰，調整後白河里共 1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白河里北以三民路為界與外角里、庄內里接壤，西以中山路為界與永安里接

壤，南以白水溪為界與崁頭里接壤，東與河東里接壤。 

白河里地形狹長，開發雖較大竹、庄內、外角等里為晚，但相傳早期有老農

來此地設店鋪賣茶飲，遂逐漸發展為熱鬧街市，並得名店仔口。現今里內發展蓬

勃，蓋了許多棟透天厝，而白河里較具代表性的廟宇為中山路的福安宮，新起街

則有湄洲宮，再加上永安里的永安宮，不到方圓三公里的範圍內，卻有三座媽祖

廟，足以展現里民對信仰的虔誠。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環保義工、社區巡守

隊、並有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呷飯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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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河里照片集錦 

  
福安宮 白河教會 

  
湄洲宮 中山路街道 

  
白河里活動中心 白河里二號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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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里（Yong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永安里共 1,254 戶，門牌數共 1,482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

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永安里共 22 鄰，調整後永安里共 17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永安里北與大竹里、庄內里接壤，東以中山路為界與白河里接壤，西與秀祐

里接壤，南以急水溪與東山區東山里為界。 

永安里里名之由來相傳是因為店仔口街自從形成街道逐漸熱鬧以來，即屢遭

強盜匪徒洗劫，或遭亂事波及受創，尤其清道光 12 年張丙事件兵災毀街後，一

度更名為「永安街」，藉「永安」-永遠平安之好吉兆，祈求此地能長居久安之意，

里內信仰中心為永安宮，主祀漳洲天上聖母，根據其廟碑記載，聖母姓洪閨名杏

蘭，在世時期雖體弱多病仍不忘行善助人，困苦十多年後歸神。里內行政教育機

關林立，有白河區公所、農會、郵局、衛生所、地政事務所、警察局、圖書館等，

公立學校則有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白河國民小學，並成立社區發展協會、環

保義工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呷飯廳等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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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里照片集錦 

  
永安宮 武聖殿 

  
白河區公所 中山路街道 

  
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白河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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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角里（Waijia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外角里共 619 戶，門牌數共 590 個，屬於

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調整。

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外角里共 13 鄰，調整後外角里共 1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外角里西以白河里為界，北以庄內里毗鄰，東、南側為白水溪所環抱與河東

里為鄰。 

外角里雖名為外角卻位處於白河區的主要街區中，會有如此有趣的現象其實

是因為早期外角里一帶之聚落發展和客庄內有著密切的關連，早期外角里、庄內

里、下角里共稱客庄內三角頭，而外角二字指的應是客庄內的「外角」，因客庄

內一帶人口日愈繁衍，遂遷至其南側的「外角」，故而得名。而其中的下角里則

因人口外流嚴重，居民日愈稀少，因此於民國 67 年行政區域調整時，整編入外

角和庄內兩里中。里內有臨水宮，主祀臨水夫人，臨水夫人本名陳靖姑，相傳古

時靖姑犧牲自身生命為臨水鄉人求雨，鄉人為感念她遂建廟奉祀臨水宮也為里內

居民的信仰中心。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有環保義工、社區巡守隊、並有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及呷飯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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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角里照片集錦 

  
三官寶殿 三民路街道 

  
方溪良紀念圖書館 臨水宮 

  
農田水利會白河工作站 白河區自來水廠公司營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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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內里（Jhuangne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庄內里共 686 戶，門牌數共 638 個，屬於

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調整。

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庄內里共 13 鄰，調整後庄內里共 1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庄內里東與虎山里接壤、西與大竹里、永安里接壤、北與昇安里接壤，東北

以汴頭里為界，南與河東里接壤並以新興路為界與外角里接壤。 

庄內里舊時與外角里、下角里（民國 67 年整）一帶共稱客庄內。而最早到

客庄內墾居的先民為誰，有兩種說法，一說是，明鄭時，張鑒公及張婆太後裔兩

兄弟，自大排竹移居至此；另一說則是此地為張祐於明鄭時期的屯丁部落。里內

有福呂府，前身為「福德廟」，廟內最早供奉福德正神，因早期庄內人口建增為

求糧食豐足因此興建土地公廟以求其守護農產豐收，現則主祀天官監察呂府大千

歲，為里內居民信仰中心。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環保義工、社區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及呷飯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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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內里照片集錦 

  
福呂府 福呂府龍鳳閣 

  
新興路街道 張鑑公（張姓祖先之一） 

  
張婆太（張姓祖先之一） 

臺南市政府 106 年核准興建外角里
庄內里聯合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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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祐里（Siouyo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秀祐里共 365 戶，門牌數共 333 個，屬於

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

但由於有新建案進駐，在人口或戶數上之成長皆為必然趨勢，未來發展性大，故

未予以整編。鄰調整部分，調整前秀祐里共 7 鄰，調整後秀祐里共 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秀祐里北以大排竹大水線為界與大竹里相鄰，東以烏樹林大排水為界與永安

里相鄰，西以嘉南大圳北幹線為界與後壁區嘉苳里及長安里相鄰，南與東山區東

山里及三榮里為界。 

秀祐里的起源有 2 種說法，一為秀祐原名「臭祐」，可能是當地種有許多柚

而得名，後因「臭」字不雅改為「秀」，「柚」字又誤為「祐」。另一說法是，康

熙末年，中國大陸移民林秀祐率眾初墾於此地而得名。轄內有舉人公廟主祀舉人

公，舉人公乃讀書人，據說會保祐考生如願上榜，故每逢考試時期，廟內案桌均

置放大量准考證，以祈求金榜題名，為廟方獨有之特色。重興宮廟－供奉中壇元

帥、觀音佛祖、虎爺諸神等。近來，工商日益發展，秀祐里因近白河街市，興建

了許多新社區，致使原本古樸的古老聚落漸漸有了城市風貌，人口的組成也更複

雜。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有環保義工、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有呷飯廳提供長

者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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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祐里照片集錦 

  
舉人公廟 重興宮 

  
桃聖宮 舉人街街道 

  
市道 172 線 秀祐里活動中心及辦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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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東里（Hed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河東里共 558 戶，門牌數共 562 個，屬於

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

但該里位於水災潛勢區，里內有水災保全戶，考量救災能量及疏散撤離問題，且

戶數已接近 600 戶，不宜再與他里整編。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河東里共 12 鄰，

調整後河東里共 1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日實施。 

河東里北以白水溪為界與外角里接壤，東鄰虎山里並以國道 3 號與大林里為

界，西與白河里接壤，南與崁頭里接壤。 

河東里舊名為糞箕湖，於白河街改為白河鎮之後，因本里地處白水溪的東方，

故名河東里。里內原本大致分為 8 個村落，除了 1 至 5 鄰的糞箕湖本庄之外，還

包括 6 鄰的潭墘、7 鄰的潭底、8 鄰的內洲仔、9 鄰的凹底、10 鄰的莊仔、11 鄰

的匏仔園及 12 鄰的西勢尾。河東里內有顯濟宮，據傳於康熙年間由庄內先民創

建，主祀神明為保生大帝（俗稱大道公），後於白河大地震時倒塌，經信徒樂捐

後重建，現為里內民眾的信仰中心。里內種植農作物以麻竹筍及綠竹筍佔大宗，

因地利關係，竹筍品質優良，每逢生產季節，老饕互相爭購。里內成立社區發展

協會、環保義工、社區巡守隊並舉辦呷飯皇帝大供餐活動，讓里內長輩可以每天

相約一起吃午餐閒話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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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東里照片集錦 

 

 

 

 
顯濟宮 菩提寺 

  
農村社區活動中心 福德祠 

  
西勢尾良天宮 河東國民小學 



 

3-20 
 

 
虎山里（Hush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虎山里共 201 戶，門牌數共 172 個，屬於

交通不便或住戶分散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調

整。鄰調整部分，虎山里共 6 鄰，僅第 2 鄰不符規範，但因與規定戶數僅差 1 戶，

考量未來人口增加之可能，本里之鄰未調整。 

虎山里位處白河區的中心，北以白水溪為界與汴頭里接壤，南與大林里接壤，

東與仙草里接壤，西與河東里、外角里、庄內里接壤。 

虎山里內信仰中心為木屐寮「福顯宮」，主祀土地公。相傳早時有一位王得

祿，出生窮困的佃農之家，幸得王家收為養子，幼時王得祿喜好在外流連，幸得

土地公保佑得以平安長大，其功成名就後為感謝土地公的庇祐，因此特向皇上討

封御賜土地公戴紗帽。里內還有知名的善知院，前往修行求道人數眾多；同時也

是鄰里鄉親聚會聊天的好地方。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有環保義工、社區巡守

隊、呷飯廳等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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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山里照片集錦 

 

 

 

善知院 福顯宮 

 

 
十七戶部落-方府千歲 時光綠廊 

 

 

登山古道 虎山里活動中心及辦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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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里（Dali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林里共 262 戶，門牌數共 165 個，屬於

交通不便或住戶分散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調

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大林里共 9 鄰，調整後大林里共 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大林里北與河東里、虎山里接壤，東與仙草里接壤，西以國道 3 號為界與河

東里接壤，南與崁頭里、六溪里接壤。 

大林里舊稱檨仔林，緣起於初墾階段，里內有許多檨仔樹（芒果樹），因而

取名為檨仔林。里內有保安宮，主祀保生大帝，為當地居民的信仰中心，里民大

多種植柳丁及竹筍，品質優良；目前里內有一家竹筍加工廠，每逢盛產季節，工

廠皆需全員出動協助收割。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環保義工、社區巡守隊、並

有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呷飯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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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里照片集錦 

  
保安宮 大林里活動中心 

  
大林里關懷中心 普音寺 

  
杭內聖安宮 大林里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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崁頭里（Kanto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崁頭里共 183 戶，門牌數共 134 個，屬於

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

但該里面積廣大，聚落分散，係由莿桐崎、農場、中洲、竹圍、土庫各部落所聚

合之里，各部落之間相距甚遠，如里辦公處至莿桐崎部落就將近 3 公里。且本里

約二分之一面積位於國道 3 號以東，交通較為不便，故未予整編。鄰調整部分，

調整前崁頭里共 10 鄰，調整後崁頭里共 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崁頭里北與河東里接壤，東與大林里、六溪里接壤，西與東山區東正里、東

山里接壤，南與東山區大客里接壤。 

里內信仰中心為保安宮，在白河區內保安宮係僅次於關帝廟之最古老的廟，

有百餘年歷史，香火鼎盛。崁頭里內農地因靠近溪邊適合種植甘蔗，因此在日治

時期大片農地被收購作為農場使用，故直至今日里內尚有「台糖公司新營總廠白

河農場」掛牌營運。相傳崁頭里早期墾民是自東山涉急水溪而來，從現地廟宇仍

有加入東山碧軒寺之三十六庄頭香陣可看出端倪，每年農曆 12 月 23 日碧軒寺之

觀音佛祖必須入住碧雲寺，翌年正月 10 日再回鑾，崁頭里也是此趟佛祖回娘家

路程的必經之地，在此段期間里內也相當熱鬧。現今里內除成立社區發展協會之

外，尚有環保義工、社區巡守隊等組織，促進及維護里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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崁頭里照片集錦 

  
保安宮 代天府 

  明聖殿 台糖公司新營總廠白河農場 

  
福興宮 崁頭里活動中心及辦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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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溪里（Lious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六溪里共 234 戶，門牌數共 157 個，屬於

交通不便或住戶分散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調

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六溪里共 12 鄰，調整後六溪里共 1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六溪里北與大林里及仙草里接壤，東以關嶺里水湖部落為界，西與崁頭里、

大客里接壤，南與東山區東原里、東山區高原里接壤。 

六溪里內原有 11 個部落，分別為 1、2 鄰的山仔頂、檨仔坑及石廟、3 鄰的

三重溪、4 鄰的弄子內、5、6 鄰的六重溪本庄、7 鄰的石牌、8、9 鄰的南勢、10

鄰的頂埔，11 鄰崁下，及 12 鄰的檳榔腳。里內早期多種植愛文芒果及竹筍、龍

眼等作物，近期種經濟較高作物如香蕉、鳳梨、綠竹筍等，因品質優良，帶動里

內經濟發展。里內信仰中心有鎮安宮、文興宮、蓁元宮、王爺廟等廟宇，香火鼎

盛，另外本里也是每年農曆正月初 10 東山迎佛祖遶境隊伍從碧雲寺回東山碧軒

寺的必經道路，活動期間里內亦相當熱鬧；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環保義工隊

等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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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溪里照片集錦 

  
平埔族牌摟 河東國民小學六溪分校 

  
百年石廟重興宮 蓁元宮 

  
王爺廟 六溪里平埔族公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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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草里（Sianca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仙草里共 665 戶，門牌數共 471 個，屬於

交通不便或住戶分散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調

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仙草里共 21 鄰，調整後仙草里共 1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仙草里北與崎內里及嘉義縣中埔鄉三層村接壤，東與關嶺里及嘉義縣中埔鄉

東興村接壤，南與六溪里接壤，西與虎山里及大林里接壤。 

仙草里係屬白河山區當中人口較為集中之處，除本身為集村因素之外又加上

有白河榮民之家成立於此，故使本地雖為山區卻人口眾多。里內有知名佛教景點

同時為國定三級古蹟－火山碧雲寺，寺廟位於枕頭山半山腰，面向廣闊的嘉南平

原，四周樹木翠綠、雲霧繚繞充滿思古之幽情。另外大仙寺亦為南台灣知名佛教

勝地，廟宇輝煌莊嚴，南北香客絡繹不絕，廟宇每日供應數桌至數十桌的素菜予

香客食用。此外還有龍安府也香火鼎盛，因地利關係成為地方信仰中心同時也是

里民的聚會所。往返仙草里的主要道路為市道 172 線，因本地甕缸雞遠近馳名，

主要商家皆位於此路上，帶動地方經濟。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於仙草里活動

中心運作，會裡有環保義工、社區巡守隊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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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草里照片集錦 

  
碧雲寺 大仙寺 

  
龍安府 白河榮民之家 

  
市道 172 線 仙草里活動中心及辦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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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嶺里（Guanl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關嶺里共 487 戶，門牌數共 931 個，屬於

交通不便或住戶分散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調

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關嶺里共 16 鄰，調整後關嶺里共 1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關嶺里北與仙草里及嘉義縣中埔鄉東興村為界，東與嘉義縣大埔鄉永樂村、

西興村為界，西與仙草里、六溪里為界，南與東山區高原里為界。 

關嶺里位於臺南市白河區東北郊枕頭山，山區原為平埔族聚落所在，早期屯

駐此地的日本士兵在東北方的露山谷發現了關子嶺溫泉，自日治時期起，與陽明

山、北投、四重溪並列台灣四大名湯，屬鹼性碳酸泉，為全臺少見的泥質溫泉，

因而有「黑色溫泉」之稱。里內崁頂福安宮，為全台灣三大土地公廟之一，也是

全台唯一供奉三界（天界、地界、人界）土地公廟。因其神威顯赫，分靈在全台

各地的福德正神有多達四萬餘尊，每年農曆 08 月 15 日福德正神聖誕，信徒蜂擁

而至盛況空前。水火同源又稱為水火洞，由於地質構造特殊，有天然氣冒出且終

年不熄滅，同時又有泉水湧進，於是形成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的特殊景觀。里內

公共設施包含仙草國民小學關嶺分校、關嶺派出所、嶺頂公園、紅葉公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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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嶺里照片集錦 

 

 

 
崁頂福安宮 火王爺廟 

  
水火同源 關子嶺溫泉街道 

  
嶺頂公園 關嶺里活動中心及辦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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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里（Dajh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竹里共 584 戶，門牌數共 473 個，屬於

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

但該里幅員廣闊，考量服務能量，故未予整編。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大竹里共 14

鄰，調整後大竹里共 1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大竹里北與詔豐里、後壁區土溝里接壤，東與昇安里、庄內里接壤，西與後

壁區土溝里、嘉苳里為界，南與永安里、秀祐里接壤。 

大竹里是白河區內開發最早的聚落，遠在明鄭時期就有人來此開墾，並逐漸

發展成熱鬧的街市，在清朝時期最為繁榮，但也因吏治不彰導致治安敗壞，打家

劫舍者眾多，因此村人為了保護村莊安全而在村庄外圍種植成排的刺竹以為防禦

之用，故而得名大排竹，時至今日仍有里民以大排竹來稱大竹里。里內有興建於

清朝嘉慶年間的六順宮、興建於清康熙末年的福德廟及香火鼎盛的觀音廟等，為

當地里民的信仰中心，另外還有目前白河地區保留最好的木造輾米廠及鄧家古厝

等特色建築，里內並成立社區發展協會、環保義工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呷飯

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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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里照片集錦 

  
六順宮 觀音廟 

  
蓮田風光 大竹街景 

  
大竹國民小學 大竹社區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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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門里（Jhume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竹門里共 382 戶，門牌數共 346 個，屬於

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戶數過少，不符「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

惟因本里位於水災潛勢區，內有水災保全戶，考量救災問題，里未予調整。鄰調

整部分，調整前竹門里共 13 鄰，調整後共 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竹門里北與馬稠後里接壤，東與崎內里接壤，西與詔豐里接壤，南與昇安里

及汴頭里接壤。 

竹門里位在白河區的較北邊、靠山，據傳早期人民以竹子作為房子之建材，

且為了防盜入侵，在出入口以刺竹當屏障，乃得名。竹門里有竹門本庄、竹圍仔、

九甲園、番仔園，早期在竹門里，吳姓和王姓是兩大宗族，他們同時來台，傳說

吳氏是勇士，居住在北邊，王氏屬文雅之士，居住在南邊，且能共同抵禦土匪入

侵，和平相處。現在的竹門里不只是王、吳姓的天下，也移入了許多人口，民間

信仰中心則有草創三百餘年的中妙宮，緣當時先民渡海來台拓墾之際，為祈海陸

平安及避免瘴疫之害，乃請二媽、三媽、南靖媽護眾，卜居竹門漸成部落，神明

乃由庄民輪流奉祀，而維護信徒情誼，鞏固團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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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門里照片集錦 

  
中妙宮 竹門活動中心 

  
竹門綠色隧道 街道情景 

  
竹門國民小學 竹門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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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內里（Cine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崎內里共 317 戶，門牌數共 244 個;甘宅里

共 250 戶，門牌數共 183 個，崎內里屬於交通不便或住戶分散地區，符合「臺南

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調整，甘宅里屬於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

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調整，考量服務能

量，將原甘宅里 11、12 鄰與崎內里整編。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崎內里共 10 鄰，

甘宅里（部分）共 2 鄰，調整後崎內里共 10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崎內里北與內角里及嘉義縣水上鄉南鄉村接壤，東與嘉義縣中埔鄉為鄰，西

與馬稠後里、竹門里、汴頭里相臨，南與虎山里及仙草里為界。 

崎內里由外向內共分 10 鄰，每鄰恰有一庄頭，1 鄰外崎內，2 鄰鵝酒坑，3

鄰山豬陷，4 鄰溪尾（頭前溪尾端），5 鄰藥仔會社，6 鄰公館，7 鄰頭前溪庄，8

鄰越仔厝，9 鄰芎蕉宅東庄，10 鄰芎蕉宅西庄。里內早期種植竹筍、香蕉、檳榔

樹，近年以柳丁及香蕉為大宗。較具代表性的廟宇有外崎內的玉真宮及越仔厝的

照安宮，主祀劉國公及玄天上帝，皆為里民的信仰中心，因此香火鼎盛。此外里

內近年增加行道樹植栽，除了環境美觀之外也利用活動場合宣導節能減碳，建立

里民環保愛地球的觀念，構築永續且有品質的生活環境，並藉著安居樂業的富麗

新農村形象，吸引年輕人返鄉，活化農村再生。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有環保

義工、社區巡守隊等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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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內里照片集錦 

  
里活動中心 玉真宮 

  
照安宮 親水公園 

  
芎蕉宅部落 越仔厝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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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昇安里（Sheng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3 月人口統計資料，昇安里共 535 戶，門牌數共 517 個，屬於交

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

但該里戶數已接近規範標準，且本區唯一一所國中位於本里行政區域內，可吸引

有需求之民眾至此地居住以便利就學，未來人口有增加性。故該里未予調整。鄰

調整部分，調整前昇安里共 12 鄰，調整後昇安里共 10 鄰，於 107 年 1 月 29 日

實施。 

昇安里北與竹門里接穰，東與汴頭里為鄰，西與大竹里相臨，南與庄內里為

界。 

昇安里內分為三間厝及埤仔頭兩大部落。三間厝地名由來相傳為早期有戶人

家興建三屋，因地理環境豐饒因此家業興隆，來拜訪者眾多，為便利指路乃報問

路人曰該人家位於三間厝，因而得名。里內有全安宮及仁安宮分別供奉玄天上帝

及伽藍尊王，為里民主要信仰中心因此香火鼎盛。本里雖位於白河市區外圍，惟

四周風景優美，可遠眺大凍山，同時臨近蓮花產業專區、竹門綠色隧道、關子嶺、

鹿寮水庫等等知名景點，里本身除保有傳統宗祠建築及農村文物外，也時常舉辦

宗教慶典、風俗民情特殊，是全家大小同遊的最佳去處。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

有環保義工、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呷飯皇帝大共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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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安里照片集錦 

  
活動中心 全安宮 

  
仁安宮 沈家宗祠 

  
黃家宗祠 白河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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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頭里（Bianto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汴頭里共 309 戶，門牌數共 242 個，屬於

交通不便或住戶分散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調

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汴頭里共 11 鄰，調整後汴頭里共 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汴頭里北與崎內里、竹門里接穰，東鄰竹門里及白河水庫，西與昇安里及庄

內里相臨，南以白水溪為界與虎山里相鄰。 

汴頭里內共分四大部落，此次整編後各鄰分別坐落於以下部落範圍，第 1 鄰

及第 2 鄰為林子內，部落內有林仔內教會及朝天宮兩大信仰中心，第 3 鄰為五汴

頭部落，以寶安宮為信仰中心，第 4 鄰為內枋林部落，信仰中心為上帝廟，第 5

鄰及第 6 鄰為洪溪州部落，有赤中寺及石斛蘭觀賞區。本里位於白河水庫西南邊

小山區及洩洪道下白水溪沿岸，因此水資源豐沛孕育出山中多種鳥類、自然景觀

豐富優美、涵蓋大量的生態資源與生物多樣性，里內還有林子內心靈步道供民眾

健行，洪溪州天宮石斛蘭瀑布、南 93 線爪哇旃那木花及沿線蓮花田美景皆是吸

引外地遊客來訪的原因，同時也是適合低碳輕旅行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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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頭里照片集錦 

  
活動中心 上帝廟 

  
赤中寺 林仔內教會 

  
朝天宮 寶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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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角里（Neijia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內角里共 324 戶，門牌數共 256 個，屬交

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

但該里面積大，且里內人口老化嚴重。經綜合考量里內幅員及服務能量，故里未

予整編。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內角里共 13 鄰，調整後內角里共 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內角里北與嘉義縣水上鄉接壤，東與崎內里相鄰，西、南與馬稠後里相接。 

內角里主要對外聯絡道路為 165 縣道（嘉白公路）及嘉市南 15 號鄉道，

境內有將軍山，其土質呈灰紅色故稱紅土園，日據時期即為軍事用地，迄今仍為

陸軍營區和靶場。內角社區擁有自然的農村純樸氣息，里內尚有歷史悠久的女媧

宮，主祀女媧娘娘，至今歷經二次整修重建，香火鼎盛，為里民的主要信仰中心

之一，另外還有太城宮，主祀城隍爺。里內並成立社區發展協會、環保義工隊、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呷飯廳等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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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角里照片集錦 

.  
糞箕科靈山寺女媧宮 太城宮 

  
內角國民小學 陸軍部隊訓練南區聯合測考中心 

  
內角戰俘營舊址 內角里活動中心及辦公處 



 

3-44 
 

 
詔豐里（Jhaof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玉豐里共 490 戶，門牌數共 417 個；詔安

里共 368 戶，門牌數共 290 個。玉豐里、詔安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皆

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戶數過少，進行調整。二里的共同

學區為玉豐國民小學，另兩者的信仰中心皆為太子爺，生活圈與習慣相似，且整

編後的面積不至於過大而影響里長服務能量，故整編為詔豐里。鄰調整部分，調

整前玉豐里共 13 鄰、詔安里共 9 鄰，調整後詔豐里共 14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詔豐里北邊與廣蓮里三角潭部落接壤，東邊以頭前溪下游圳溝為界與馬稠後

里接壤，南邊與大竹里接壤，西邊與後壁區土溝里為鄰。 

詔豐里由玉豐里、詔安里整編而成。 

原詔安里舊名詔安厝，係白河區開發甚早的聚落，早期當地居民都稱詔安厝

為戰厝，相傳是因為日本據台時期此地居民相當強悍並奮力抗日因而得此名稱；

里內有保安宮主祀中壇元帥，即太子爺，為居民的主要信仰中心，故每逢祭典皆

會設壇供里民參拜。原玉豐里轄內有海豐厝、崁仔頭及頂山腳 3 個部落。海豐厝

內有太豐宮、頂山腳內有頂山宮、崁仔頭內有大豐府，為當地居民的 3 大信仰中

心。舊時有分頂埤（蓮蓬埤）、下埤（海豐厝）和林初埤三大埤塘鼎立，水源充

足、物產豐饒，故得以較早開發。里內最知名的景點為林初埤木棉花道，入選全

球最美 15 條花海街道之一，也是亞洲唯一，同時因媒體報導使得玉豐里木棉花

道成為全國知名景點，每年皆舉辦木棉花節活動，人潮絡繹不絕，遂成地方盛事

之一，此外里內亦種植大片蓮花田，風景優美。里內有社區發展協會、環保義工

隊、社區巡守隊等組織並設有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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詔豐里照片集錦 

  
詔豐里入口處大斗笠 社區彩繪 

  
保安宮 知名景點-木棉花道 

  
太豐宮 里活動中心 



 

3-46 
 

 
廣蓮里（Guangli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廣安里共 269 戶，門牌數共 168 個；蓮潭

里共 348 戶，門牌共 239 個；蓮潭里、廣安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皆未

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戶數過少，進行調整。二里的共同學

區為玉豐國民小學，且生活圈與習慣相似，整編為廣蓮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

廣安里共 6 鄰、蓮潭里共 9 鄰，調整後廣蓮里共 12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

施。 

廣蓮里北邊以八掌溪、頭前溪為界與嘉義縣水上鄉接壤，東邊與詔豐里接壤，

南邊與詔豐里及後壁區土溝里相鄰，西邊與後壁區上茄苳里接壤。 

廣蓮里由廣安里、蓮潭里整編而成。 

原廣安里轄內有埤斗子及枋子林等兩部落，枋子林主要住民係包姓與張姓，

包姓居北邊，張姓在南邊，里內有廣濟宮化安寺，主祀清水祖師，為里民的信仰

中心。原蓮潭里則分山子腳、蓮潭、北埔、三角潭四大聚落，山子腳是蓮潭里的

生活中心，此地居民大多姓賴，係屬典型的單姓聚落；蓮潭則位於在蓮潭里的西

北端，過八掌溪便是嘉義縣水上鄉；北埔有一雙溪口，為八掌溪和頭前溪匯流處；

三角潭開發較早相傳早期曾有街道市集。蓮潭里內有大山宮創立於西元 1997年，

主祀五穀仙帝，為里民的信仰中心，一旁還有阿勃勒黃金隧道和蓮花田，每年 05、

06月皆吸引許多遊客來此地欣賞美景，里內居民多以務農為業，主要作物有稻米、

蓮子、蓮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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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蓮里照片集錦 

  
廣濟宮外觀 大安宮 

  
小南海菩提寺 阿勃勒大道 

  
張家古厝 大山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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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稠後里（Machouho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甘宅里共 250 戶，門牌數共 183 個；草店里

共 384 戶，門牌數共 306 個。甘宅里、草店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戶數

過少，皆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調整。甘宅里第 1 至

10 鄰與草店里整編為一里；另甘宅第 11 至 12 鄰調整入崎內里，兩里舊時皆屬馬

稠後庄，甘宅位於馬稠後南邊的聚落區，草店里則係舊馬稠後庄之中心，地理位

置相鄰；另兩里學區相同，里內兒童皆至內角國民小學就讀，故將兩里整編為馬

稠後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甘宅里（部分）共 10 鄰（其中 2 鄰與崎內里整編）、

草店里共 11 鄰，調整後馬稠後里共 14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馬稠後里北邊與內角里、嘉義縣水上鄉義興村接壤，東邊與崎內里接壤，南

邊與竹門里接壤，西邊與詔豐里接壤。 

馬稠後里由甘宅里、草店里整編而成。 

原甘宅里及草店里皆屬臺南市白河區馬稠後 3 個舊聚落之一，從清代至日治

時代皆屬於下茄苳北堡馬稠後庄，光復後，馬稠後分為甘宅里、草店里、內角里。

原甘宅里聚落大多分佈於頭前溪畔，緊鄰主要之交通要道市道 165 線，早期種植

許多柑橘，因而俗稱『柑宅』，後轉為「甘宅」。里內廟宇有國聖廟，主祀開臺

聖王鄭成功、金府帝爺廟－主祀金府帝爺，為當地里民兩大信仰中心，另有保存

完好的鄭家古厝，為白河區數一數二的特色建築。原草店里舊時為馬稠後庄的中

心，里內有關帝廟，原名為文武聖帝廟，主祀關聖帝君，為當地居民信仰中心。

草店社區位於白河區大棟山的山下，白河水庫下游的一個村落，農村內居民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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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稠後里（Machouhou Village） 

以務農為業，近年來面臨 WTO 以及農業精緻化等壓力，社區居民轉向經營產銷

班和社區發展協會，並將社區內的閒置空間加以美化、豐富社區多元的生命力，

提升社區休閒產業永續發展之潛力。此外里內亦成立呷飯廳提供長者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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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稠後里照片集錦 

 

 

關帝廟 社區活動中心 

  
珠惠宮 國聖廟 

  
金府帝爺廟 鄭家古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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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第二屆里長名冊 

區別 里別 里長姓名 區別 里別 里長姓名 

白河區 白河里 林光輝 白河區 玉豐里 陳清枝 

白河區 永安里 黃輝虎 白河區 大竹里 陳國禎 

白河區 外角里 盛偉崇 白河區 詔安里 曾中成 

白河區 庄內里 張茂山 白河區 廣安里 包永松 

白河區 秀祐里 王春棋 白河區 蓮潭里 賴建臣 

白河區 河東里 劉朝仁 白河區 竹門里 陳新店 

白河區 虎山里 吳昕璨 白河區 崎內里 黃登志 

白河區 大林里 吳進丁 白河區 昇安里 翟志勛 

白河區 崁頭里 陳惠君 白河區 汴頭里 吳瑞成 

白河區 六溪里 張峰旗 白河區 內角里 魏豊勝 

白河區 仙草里 詹宗梧 白河區 草店里 陳石圍 

白河區 關嶺里 楊和男 白河區 甘宅里 鄭文賢 

註：以上資料為里鄰整編期間在任之第二屆里長（未含辭職、去職或停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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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名錄 

 

特別感謝／時任白河區區長譚乃澄（現任新市區區長）和所有給予本區里鄰整編

指導及關心的議員、里長、鄰長、地方賢達與市民朋友 

策劃召集／蕭福清 

執行團隊／臺南市白河區公所、臺南市白河戶政事務所（白河辦公處） 

執行編輯／陳玉惠、鄭桂蘋、柯靜如 

編審人員／陳鴻柱、毛建中、吳明凱、陳清凉、謝麗玫、王健州、吳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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