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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西港區位臺南市西部，東接麻豆區，北連佳里區，南接安南區、安定區，西

迄七股區。面積約 33.7666 平方公里。原轄下共 12 里、241 鄰，於 106 年 04 月

依據「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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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維持 12 里不變、241 鄰調整為 151 鄰，並

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西港區里整編之命名，係由區公所與地方研議後訂定。西港里、永樂里、竹

林里、南海里、新復里、劉厝里、慶安里及營西里僅進行邊界調整，故仍維持原

有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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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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里 106 年 03 月 20 日 
著手規劃研判各里鄰人口聚集態樣及住宅型

態 

區公所 106 年 0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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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安里 106 年 04 月 18 日 與里幹事討論鄰調整事宜（第 1 次協商） 

港東里 

檨林里 
106 年 04 月 24 日 與里幹事討論鄰調整事宜（第 1 次協商） 

後營里 

營西里 

金砂里 

106 年 04 月 25 日 與里幹事討論鄰調整事宜（第 1 次協商） 

西港里 

永樂里 
106 年 04 月 26 日 與里幹事討論鄰調整事宜（第 1 次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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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厝里 

竹林里 
106 年 05 月 02 日 與里幹事討論鄰調整事宜（第 1 次協商） 

新復里 106 年 05 月 03 日 與里幹事討論鄰調整事宜（第 1 次協商）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0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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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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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里 106 年 05 月 07 日 與里長、里幹事討論鄰調整事宜（第 1 次協商） 

檨林里 106 年 05 月 07 日 聯繫協調鄰整編事宜 

港東里 

永樂里 
106 年 05 月 08 日 與里幹事討論鄰調整事宜（第 2 次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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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位 日期 摘要 

檨林里 106 年 05 月 08 日 協調溝通鄰調整事宜 

後營里 

營西里 

金砂里 

106 年 05 月 09 日 與里幹事討論鄰調整事宜（第 2 次協商） 

西港里 

劉厝里 
106 年 05 月 10 日 與里幹事討論鄰調整事宜（第 2 次協商） 

慶安里 

南海里 
106 年 05 月 11 日 與里幹事討論鄰調整事宜（第 2 次協商） 

新復里 106 年 05 月 12 日 與里幹事討論鄰調整事宜（第 2 次協商） 

民政局 

區公所 

各里(未含  

檨林、營西) 

106 年 05 月 12 日 與郭清華議員研議西港區里鄰調整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19 日 召開里鄰調整規劃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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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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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復里 106 年 06 月 09 日 與里長再次協商 

檨林里 106 年 06 月 13 日 至檨林里三安宮與里長協調溝通鄰調整 

區公所 106 年 07 月 05 日 
製作里鄰整編簡報，並於里幹事工作會報中概

述本區里鄰整編之概要內容 

區公所 106 年 07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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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位 日期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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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復里 

檨林里 

永樂里 

106 年 07 月 20 日 
民政局同本所及新復里、檨林里、永樂里等 3

里里長於本所辦理里鄰整編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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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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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港里 106 年 11 月 30 日 協商西港里第 1 鄰整編至營西里第 4 鄰事宜。 

區公所 106 年 12 月 01 日 
接獲西港里民拒絕整編至營西里陳情案，本所

依「臺南市里鄰整編及調整辦法」回覆辦理 

區公所 106 年 12 月 11 日 
接獲西港里民拒絕整編至營西里陳情案，本所

依「臺南市里鄰整編及調整辦法」回覆辦理 

西港里 106 年 12 月 13 日 
召開西港里第 1 鄰反對整編至營西里協商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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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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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  位 日  期 摘  要 

市政府 107 年 01 月 29 日 里鄰編組及調整案第一階段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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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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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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港里 西港里，另與營西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14-8 

南海里 南海里，另與新復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14-11 

港東里 港東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4-14 

檨林里 檨林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4-17 

後營里 後營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4-21 

營西里 營西里，另與西港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14-24 

金砂里 金砂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4-26 

劉厝里 劉厝里，另與新復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14-28 

竹林里 竹林里，另與慶安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14-31 

永樂里 永樂里，另與新復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14-34 

新復里 
新復里，另與劉厝里、永樂里、南

海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14-37 

慶安里 慶安里，另與竹林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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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里鄰編組概況 
  西港里（Sig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西港里共 1,257 戶，門牌數共 1,394 個，

營西里共 519 戶，門牌數共 498 個，均屬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雖符合「臺南

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但因西港里土地幅員廣大且較為狹長，人口分散，

進行調整。里調整部分，西港里第 1 鄰 69 戶整編至營西里，調整後共 1,188 戶，

門牌數共 1,321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西港里共 32 鄰，調整後共 2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西港里東與港東里相鄰，西與慶安里相鄰，南與安定區海寮里相鄰，北與營

西里相鄰。 

日治時代屬西港庄大字西港，戰後設村，沿用西港的名字至今。村轄範圍原

指西港街鎮中心一帶，民國 77 年時因人口擴張，於是劃分為西港、慶安二村，

以中山路（臺 19 線省道）為界，以東屬於西港村。縣市合併後，更名為西港里。

西港里位居西港區的核心地帶。主要庄頭有：西港仔街、瓦厝內、茄苳腳、堀仔

頭，此四地再加上南海里的南海埔，就是地方俗稱的「五角頭」，和慶安里兩里

同為西港區最熱鬧的地方，各類商店、小吃大多都集中在此，雖然沒有大都會的

繁華，但是生活機能已可以自給自足，也展現出小鎮別具一格的生命力。西港里

位於本區中心，區公所、農會、衛生所、圖書館，電力公司等重要行政機關都座

落於此，還有西港國民中學，故本里是西港區的政經中心。 

西港仔街簡稱「西港仔」，是西港區的中心聚落，以前是「濱海民番貿易」

的中心，今天這個地名已經擴散到整個西港區。西港仔位於曾文溪北岸，曾經是

臺江潟湖的一個內港，可能是因位於當時「直加弄港」的西邊，所以稱為西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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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港里（Sigang Village） 

里內的瓦厝內位在中山路和慶安路交叉口的東南隅，相傳此地有一大瓦厝，因而

以此為名，不過今天已經見不到了。此地由先民吳士連入墾，當年隨鄭成功來臺

後，在此蓋瓦造大厝居住。吳士連曾在「朱一貴」事件時，引導清將藍廷珍率兵

入西港平亂，清廷為了表揚他的功績，賜予牌坊一座，同時為了紀念因為朱亂而

戰死的漢番，在吳宅前建有向忠亭。今日瓦厝內居民大多是吳士連的後代，庄內

建有吳士連先生紀念館，一樓空間設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是居民經常活動聚會

之場所。里內的茄苳腳昔日種植許多茄苳，先民在樹附近築屋居住，所以「茄苳

腳」這個庄名，是慶安宮五角頭中，聚落規模最小的一個，現在尚有一株茄苳樹

存於樹王公廟前。里內的堀仔頭「堀仔」是池塘的意思，早期在庄內的北方有一

個約六、七分大的水塘，因而取名「堀仔頭」，堀仔今已填平。由於此處地勢低，

而且靠近曾文溪河邊，所以容易積水，在堤防未完成前，經常因大雨而成為水鄉

澤國，居民苦不堪言。有時水勢高時，甚至到達屋脊。此外，原本還有一個「頭

庫」庄頭，清朝時是個大規模的聚落，到了明治 36 年時，戶籍記錄上只剩下 10

戶，現已經散庄。根據地方文史工作者謝武昌的考證：「據查頭庫或書土庫、塗

庫。清末鼎盛時，還分頂土庫、下土庫，約在今天西港國民中學東北方 300 公尺

處的垃圾場北邊。當地的農夫耕作時還常會撿到瓦片。庄廟奉祀保生大帝於青龍

宮，大正 15 年青龍宮廟倒，土庫村民將保生大帝寄祀於慶安宮。每回千歲爺出

巡時，人民信念中擔任千歲爺先生（西席）的保生大帝（瘟醫）例當隨行出巡。

後移居佳里的原土庫村民重建青龍宮，請回其主神保生大帝，然青龍宮保生大帝

任千歲爺先生已成慣例，故每屆刈香時青龍宮保生大帝定當返回參與。」（資料

來源：珍藏西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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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港里照片集錦 

  西港區公所 西港里活動中心 

  西港區農會 綠川廊道 

  西港區圖書館 樹王公—保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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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里（Nanha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南海里共 872 戶，門牌數共 828 個，新復

里共 401 戶，門牌數共 401 個，均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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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南海里土地幅員廣大較為狹長，且幅員橫跨本區曾

文溪南北，人口分散，又因第 22 鄰計 22 戶位於曾文溪以南，鄰近新復里，地緣

關係將南海里第 22 鄰整編至新復里第 1 鄰，調整後戶數 850 戶，門牌數共 801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南海里共 21 鄰，調整後共 1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

實施。 

南海里東與慶安里、西港里相鄰，北與竹林里、慶安里相鄰，西與永樂里相

鄰，南與新復里相鄰。 

南海里跨曾文溪兩岸，南以嘉南大圳曾文溪分線與安定區相接，位於「西港

仔」西南邊，俗稱「南海埔」。在日治時期屬西港庄大字南海埔，光復後設村，

沿用南海埔設南海村，民國 67 年合併由中港、東港及曾文溪以南的中東溪埔寮

所組成的中東村，仍名為南海村。（按：中東村於光復後設村，村名取自中港、

東港的首字，後來因人口日減所以併入了南海村）縣市合併後，更名為南海里。 

在臺江陸浮之前，此地還屬於內海範圍，道光 3 年，曾文溪改道進入臺江內

海，造成內海迅速淤積，西海岸淤積外移，此區漸漸陸浮後，形成了「海埔新生

地」，又因為位於西港仔之南，所以有了「南海埔」之稱。（資料來源：珍藏西港） 

里內原分有南海埔、中港、東港和南海溪埔寮四個庄頭，因里鄰整編，考量

地緣關係將南海溪埔寮整編至新復里。成立南海社區發展協會，環保義工，及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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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里（Nanhai Village） 

守隊。臺南地區頗有名氣的明星學校私立港明中學座落於此。村庄位於曾文溪畔，

堤防旁立有日治時期所建之治水紀念碑，夕陽時分到此遠眺落日之美、溪床生態，

可以引發幾分懷古的幽情。 

里內的南海埔是南海里的主要庄頭，也是慶安宮的五角頭之一。早期居民以

黃姓為主，根據當地居民說法，先民來自嘉義的義竹頭竹圍。庄頭名保留「海埔」

兩個字，正可以見證臺江內海淤積陸浮的歷史。「埔」在閩南語中則有雜草叢生

的意思。里內的中港以前是舊大塭寮和西港仔之間的小河港，所以稱為中港，另

有一說是指位於南海埔與蚵殼港之間，才得到中港的稱謂。早期的移墾者皆為臺

南大地主謝群我的佃農，所以此地的姓氏較為繁雜。此庄頭因鄰近曾文溪，在還

沒有建立堤坊之前，有豐富的「走大水」的經驗。大正元年，曾文溪氾濫時，蚵

殼港、舊大塭寮毀庄，中港亦半毀。避難的居民有一部份移入新市區永就里的「移

民寮」。里內的東港位於中港西南方，昔日也是曾文溪畔的小港灣，位於新港之

東，所以稱為東港。推測建庄時間，應該比中港、新港要來得晚。依據曾姓祖譜

記載，先祖乃曾肇祥，祖籍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曾尾鄉，渡臺後幾經轉折，最終

遷入了今日的東港。里內的南海溪埔寮位於曾文溪南岸的溪埔寮，屬於南海里管

轄範圍的稱為南海溪埔寮。是「溪埔寮」中最東邊的小庄頭，後因里鄰整編考量

地緣關係將南海溪埔寮整編至新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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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里照片集錦 

  
南海社區活動中心 港明高級中學 

  
廣興宮 澤安宮 

  
曾文夕照 治水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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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東里（Gangd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港東里共 573 戶，門牌數共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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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該里戶數達 573 戶且目前陸續有建案（第 8 鄰 36 戶、第 10 鄰 16 戶、第 11 鄰

6 戶）有發展空間，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港東里共 22 鄰，調整後

港東里共 1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港東里東與檨林里相鄰，北與後營里、營西里相鄰，西與西港里相鄰，南隔

曾文溪與安定區文科里相鄰。 

港東里日治時期屬於西港庄大字八份，光復後沿用八份的舊名設八份村，另

外以烏竹林、雙張廍、下面厝三個部落為一村，成為「三落村」，諧音「三樂村」，

有三庄和樂的意思。民國 68 年，當時八份村因人口數太少，於是與三樂村合併

為一行政村，這時村內有一港東國民小學，因此更名為港東村，臺南縣市合併後

更名港東里。港東里最大的庄頭—八份，廣場前豎立了四根大旗干的庄廟姑媽宮，

在西港區眾廟中具有獨特的歷史地位，是西港仔香的起源。 

港東里有八份、雙張廍、下面厝、烏竹林 4 個部落。里內八份據聞約 150 年

前，有 8 名陳姓先民來此開墾，共同經營一間糖廍，所以稱為八份，當地尚有「廍

地仔」之地方性用語。在日據早期，八份是擁有百戶以上人家的大庄頭，傳說姑

媽宮還曾被選為諸羅縣九大廟宇之一。里內下面厝因為於八份、烏竹林庄頭以南，

所以稱之為「下面厝」。里內雙張廍民間傳統的製糖廠就稱作「廍」，一張廍有兩

個石車、幾隻牛，因為以前此地有兩間製糖的草廍，所以稱雙張廍。里內烏竹林

位於八份東南邊，以前滿地都是刺竹，密密麻麻，閩語中黑暗為烏，因此稱為「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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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東里（Gangdong Village） 

竹林」。早期聚落位置在今庄廟廣慈宮西北邊，後來因風水不佳而遷村庄到今天

的位置。據庄廟廣慈宮碑文記載，此地先祖是鄭成功之部將，軍分一旅駐紮西港

仔堡烏竹林，開發相當早。居民以謝姓為主，一說先祖是謝記涼，乾隆末葉從學

甲方面移居而來此，另一說法是來自麻豆的謝厝寮。（資料來源:珍藏西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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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東里照片集錦 

  
港東里活動中心 港東國民小學 

  
入庄牌樓 港東里街景 

  
八份姑媽宮 街景—玉蘭花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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檨林里（Sheli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檨林里共 593 戶，門牌數共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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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空地多，戶數達 593 戶且目前陸續有建案，有發展空間，故未予調整。鄰調整

部分，調整前檨林里共 22 鄰，調整後共 1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檨林里東與麻豆區謝厝寮里相鄰，西、北與後營里相鄰，南與港東里、安定

區文科里、安加里、蘇厝里相鄰。 

檨林里是西港區最東的村庄。里名「檨林」，乍看之下常讓外地人一頭霧水，

其實是台語「檨仔林」的簡稱，「檨仔」就是芒果，相傳此地昔日種植了一片芒

果樹，因此留下了今天這個饒富土味的地名。舊時果樹枝繁葉茂的景象，可惜今

日已不復見。根據鳳安宮重建碑誌內文記載：「昔時，荷蘭人佔據台灣，為祭曾

文溪河洪，於距本宮東側 600 公尺處之曾文溪畔，栽植三重之八卦形檨仔樹，荷

蘭人離台後，首由本庄開基祖宅內角先民謝兩水先生在此處搭屋管理，斯時因附

近一帶土地荒廢待墾，且於曾文溪畔捕魚甚為方便，五口灶內，莊姓、潘姓先民

相繼由外地移民到此定居，結為一部落，又因有三重之八卦形檨仔樹之故，檨仔

林庄名由此而得之。」由碑文中得知，本地早在三百多年前的荷蘭時代就出現檨

仔樹的種植，後來隨著先民們接續地移入開墾，到了康熙 56 年（1717），在《諸

羅縣誌》上首度出現「檨仔林」的文字：「麻豆之南曰灣裡溪……過蘇厝有甲（有

溪）、檨仔林（有渡）。」灣裡溪就是今日我們熟知的曾文溪，此時文獻上已經出

現「檨仔林」的地名，因此推測在西元 1717 年之前應該就有檨仔林聚落的存在

了。到了昭和 8 年（1933），曾文溪治水工事施工，檨仔林全聚落被劃為工事範

圍之內，於是原聚落的住民被迫遷村，移到了今日的本部落、新部落（新檨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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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檨林里（Shelin Village） 

與五塊厝等幾個地方，庄名仍沿用「檨仔林」舊稱。而那一排在夏天時結著累累

青果的「檨仔樹」，自然也就隨著治水工程的完竣，全數淹沒在曾文溪浩浩蕩蕩

溪水之下了。 

檨林村目前共分有八個庄頭，分別是：檨仔林、五塊厝仔、新檨林村、社仔、

太西、三合寮仔、中周寮、東竹林。原庄頭的位址在曾文溪河床內，距離今日鳳

安宮東側約 600 公尺，因為以前栽種許多檨仔樹而有了檨仔林之稱，是本村聚落

發展的起源地。相傳開基先民來自麻豆的「謝厝寮」，有「宅內角」的謝兩水在

此搭寮，並管理檨林樹，後來有「五口灶內」的莊、潘兩姓接續移入。昭和 8 年

（1933）日治政府治溪造堤期間，全庄居民被迫西遷，移入東平寮仔居住，後來

居民的墾居範圍向外擴張，也漸漸取代了原東平寮仔的地名，而沿用了檨仔林的

舊稱。 

里內的社仔位於今日檨仔林庄域北邊，屬於檨仔林聚落的轄區，因為位置在

三合寮仔的東邊，所以又有「東平寮仔」之稱，是治水遷居後檨仔林最早建庄的

地方，謝姓遷居聚庄後稱之為「社仔」。東平寮仔的庄頭雖然已被檨仔林居民遷

入多年，不過平時如果遇到祭祀、賞兵的宗教活動時，居民還是會回到三合寮仔

內的公厝三安宮，與西平寮仔、中周寮仔居民共同祭祀。里內的三合寮仔在檨仔

林西邊，治水遷村前，檨仔林原址的西方有東平寮仔、西平寮仔、和中周寮仔三

個聚落，所以合稱為三合寮仔。治水工程遷村後，檨仔林聚落西遷進入東平寮仔

混居，而三合寮仔則取代西平寮仔，成為當地的地名。里內的中周寮在三合寮仔

的西南邊，因早年是周姓所聚居之處，是往「八份」的中途站，故稱「中周寮」。

里內的五塊厝仔在檨仔林之南的小庄頭，也是日治政府治溪造堤西遷時所建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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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檨林里（Shelin Village） 

，原址在今曾文溪的溪埔地，在初遷時僅有五戶人家，所以有「五塊厝仔」之稱，

大部分居民為莊姓。里內的新檨林仔位於檨仔林西北，介於檨仔林和太西之間，

當地人稱為「新部落」，原本是種植甘蔗的「會社地」。新檨仔林和五塊厝仔屬於

同源，在治水前是同一個聚落，當初日本政府為了安頓遷居居民，在現址上購地

建屋、設計規劃，時至今日仍不難發現，新檨林村和五塊厝仔的道路和屋舍格局

極為相似。里內的太西位於檨仔林西北邊，舊名稱為「潭底庄」，庄內以前有大

型的沙丘分佈，和不斷改道的曾文溪流向有關。「太西」地名其實是由「泰師」

諧音而來，根據庄內北極殿的碑文記載，清初時本區由漳州府「龍溪縣廿九都白

十堡」人丁泰所入墾，丁泰是此地製作農耕用牛犁的著名師傅，庄人習慣稱他為

「泰師」，久而久之就漸漸取代了庄名。日治時，泰師被誤寫成了「太西」，一直

沿用至今。里內的東竹林位於檨仔林西南方，以前遍地長滿了莿竹林，和港東里

的烏竹林連成一氣，因位於這片竹林的東邊，因此稱之為「東竹林」。本庄原本

和港東里的八份、荔枝林聚落一同合祀姑媽宮，後來自行建有公厝保安宮，居民

以王姓居多。(資料來源:珍藏西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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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檨林里照片集錦 

  
檨林里入口意象 檨林里活動中心 

  
松林國民小學 藺草工坊 

  
王家古厝 三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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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營里（Houy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後營里共 516 戶，門牌數共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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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該里空地多，戶數達 516 戶，目前南 47 線有建案且後營里位於南 173 線主要

要道，該里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後營國民小學及鄰近西港國民中學，與麻豆區

及佳里區相鄰，具發展空間，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後營里共 17

鄰，調整後共 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後營里東與檨林里、麻豆區謝厝寮里相鄰，北與金砂、麻豆區安正里相鄰，

西與營西里相鄰，南與港東里相鄰。 

後營里是「後營二村」之一，是西港區中特殊的「一庄兩村」之地。日治時

期屬西港庄大字後營，戰後，因後營人數過多，為了行政管理方便因而將此庄劃

為二個行政村，分別為後營村、營西村，以普護宮廟前庄路為界，路東沿用後營

之名設為「後營村」，路西則設為「營西村」。縣市合併後，更名為後營里。 

臺南市有許多地名中有「營」字，全都和鄭成功的軍隊駐屯有關，其中「後

營」更是鄭成功開臺的第一營。1661 年鄭成功軍隊從鹿耳門進入臺江內海，需要

在前線的後方擇地安營，以作為後勤支援的基地，當時後勤部隊便選中此地，稱

為「後營」，此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後來臺灣歸入清朝版圖後，原本駐在後營的

鄭軍大部分都被遣回大陸的原居地，後營的軍事色彩消失，轉變為樸實靜穆的農

村了。後營雖然比不上今日西港仔市街上的繁榮熱鬧，但是庄民在生活上頗能自

給自足，可說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後營里也是「後營二村」之一，與營

西里居民仍有著相同的歷史淵源，生活上是共同體，宗教活動也都一起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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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營里（Houying Village） 

庄廟普護宮位於後營里轄內，也是庄民們重要的信仰中心和集會場所。庄頭

鄰近內有零售市場、農會辦事處、派出所、加油站、便利超商，在樸實的農務生

活中同時享有城鎮的便利，是一個介於傳統農村和現代城鎮之間的迷人小村落。

（資料來源：珍藏西港） 

康熙 23 年，台灣劃歸為大清版圖之中，沒有妻室產業的鄭軍官兵都被調回

大陸原居地，跟隨鄭軍來臺的福建金門人蔡應科因已娶妻生子，在本地區開枝散

葉，傳有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五個宗親血脈，以四房人數最多。加上

巷仔、竹圍、新厝、水溝、社尾等五角頭，合稱為後營境內的十角頭。戰後，後

營一庄雖然分為二村，庄民間互動往來並不因村的分界而有所隔閡。 

  



 

14-23 
 

 
  後營里照片集錦 

  
後營普護宮 蔡氏宗祠 

  
七娘仙姑 鎮南宮 

  
蔡氏池塘 後營里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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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西里（Yings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營西里共 519 戶，門牌數共 498 個，西港

里共 1,257 戶，門牌數共 1,394 個，均屬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營西里因戶數

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進行調整。將西港里第 1 鄰，

戶數計 69 戶，門牌數共 73 個整編至營西里 4 鄰。鄰調整部分，調整前營西里共

18 鄰，西港里(部分)共 1 鄰，調整後共 1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營西里東與後營里相鄰，西與慶安里相鄰，南與西港里、港東里相鄰，北與

金砂里相鄰。 

營西里也是「後營二村」之一，日治時期同屬於西港庄大字後營，向來就屬

於後營庄頭，戰後為了行政管理之便，將後營一庄分設兩村，將後營庄的西半邊

稱為「營西村」。雖然庄頭被一分為二，但是後營里與營西里毗鄰而居，且居民

仍有著相同的歷史淵源，兩里的發展息息相關，生活習性相同。在生活上是共同

體，宗教活動也都一起進行。庄廟普護宮位於後營里轄內，營西村內另有一間慈

鳳宮，也是庄民們重要的信仰中心和集會場所。縣市合併後，更名為營西里。 

營西里位於本區 173 線主要道路，里內有零售市場、農會辦事處、農會倉庫、

胡麻故事館、麻油間仔、派出所、加油站、便利超商，里內設有後營國民小學、

本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且鄰近西港國民中學，與麻豆區、佳里區相鄰。社區成

立後營社區發展協會，環保義工隊。與後營里居民仍有著相同的歷史淵源，在生

活上是共同體，宗教活動也都一起進行。在樸實的農務生活中同時享有城鎮的便

利，是一個介於傳統農村和現代城鎮之間的迷人小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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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西里照片集錦 

  
西港區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後營國民小學 

  
後營零售市場 慈鳳宮 

  
導航站 保生大帝紀念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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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砂里（Jinsh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金砂里共 247 戶，門牌數共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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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該里位於西港區邊陲，是本區最北及面積最大的里，住戶分散各部落，目前配

合農村再生執行計畫已進入第 4 年執行階段，具發展空間，故里未予調整。鄰調

整部分，調整前金砂里共 13 鄰，調整後共 7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金砂里東與麻豆區安正里相鄰，北與佳里區子龍里、民安里、忠仁里相鄰，

西與佳里區鎮山里相鄰，南與西港區營西里、後營里相鄰。  

清道光 3 年，曾文溪改道，灣裡溪的河道失去水源逐漸淤塞，因此溪床裸露，

再經過東北季風的吹襲，於是在金砂里境內屯積成砂丘，從新寮一直延伸至砂凹

仔、中社、施寮，形成在西港區內特有的砂丘地形。金砂里日治時期隸屬西港庄

大字下宅子，成堆的金黃色砂丘是村內以前最為獨特的地理景觀，因此戰後設村

就取名「金砂村」，縣市合併後，更名為金砂里，但金砂里以前一片金黃的「砂

丘」地貌今天已經看不太到了。（資料來源：珍藏西港） 

目前金砂里內共有砂凹仔、中社仔、下宅仔、施寮仔、新寮仔、學甲寮仔六

個庄頭，是一個小而美、很典型的農村社區。配合農村再生執行計畫已進入第 4

年，里內有後營國民小學金砂分校及陸軍防空飛彈指揮部，並成立金砂社區發展

協會、環保義工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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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砂里照片集錦 

  
進興宮 後營國民小學金砂分校 

  
金安宮 新安宮 

  
花旗木步道 金砂里鄉村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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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厝里（Lioucu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劉厝里共 524 戶，門牌數共 459 個，新復

里共 401 戶，門牌數共 401 個，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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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調整，將新復里第 7 鄰，戶數計 12

戶，門牌數共 29 個整編至劉厝里 1 鄰。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劉厝里共 16 鄰，新

復里(部分)共 1 鄰，調整後劉厝里共 1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劉厝里位於西港區西北部，西南邊界和七股區銜接，以北與佳里區相鄰，東

與慶安里、竹林里相鄰，南與永樂里相鄰。 

劉厝里由先民劉登魁來此開基建厝，因而稱為劉厝。日治時期屬於西港庄大

字劉厝，光復後設村，一直沿用劉厝地名。而縣市合併後，更名為劉厝里。劉氏

登魁宗派宗親會在淵源簡介中記載：溯吾來臺始祖登魁祖，來自中國大陸福建省

泉州府同安縣二十四都後山尾窗裡社。離鄉背井卜居臺灣府諸羅縣安定里西保含

西港（即今臺灣省臺南縣西港鄉劉厝村），闢荒務農，開基立業距今已三百年餘，

綿延已有十四世裔孫。三百多年來，劉氏宗親在劉厝這個小村庄開枝散葉，十四

代所綿延而出的子孫人數已有數千餘人。里內原有蚶西港、劉厝、中社仔三個庄

頭，里鄰整編因考量地緣關係，將新復里第 7 鄰（麻豆寮）整編至劉厝里。該里

鄰近本區成功國民小學及納骨堂，與佳里區相鄰。成立劉厝社區發展協會，環保

義工隊，是個樸實的農務小村落。里內有劉家古厝是西港區境內現存年代久遠的

古厝，非常具有歷史建築價值，位於劉厝村聖帝宮廟旁西側，據說古厝建於清同

治三年（1864）距今已有 147 年歷史，這間劉家古厝門額上寫著『薰風南來』，

內門額上寫著『福星拱照』，散發出濃濃的閩南式建築風味，古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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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厝里（Lioucuo Village） 

蚶西港清代時的舊名為「含西港」，現在的「蚶」字因同音而被後人誤植。「含

西」是魚名，傳說以前有一對大含西從大海游到港口，破壞了當地的風水，一隻

被庄民打死，另外一隻則逃到了八份才死去。捉捕這對含西大魚的事件在當時也

許頗為轟動，所以此港口自始因魚而得名。蚶西港在清朝時與西港仔、外渡頭（在

今佳里區境內）三地同為臺江內海北岸的港口。後來曾文溪多次改道，造成臺江

內海的淤積，港口也因此逐漸完全失去了功能，舊港口位於今日劉厝橋附近，曾

有「舢舨頭」的舊地名，顯示此地的確曾為海汊，而且有船隻可以溯溪而上進行

貿易。劉厝橋下的大排水是七股溪的上游，黃文博在《南瀛地名誌》中有進一步

的考證：「昔七股溪進入西港後形成兩條支流，在南邊者叫『下頭港』，址在今『南

寶樹脂公司』南側水圳，在北邊者叫『頂頭港』，即『蚶西港』。」蚶西港是當年

劉登魁登陸的港口，也是劉厝村聚落發展的源頭。據說早期含西港庄頭的規模相

當大，庄廟開仙宮參與「西港仔香」時，可以出動兩組宋江陣、兩組跳鼓陣和一

組天子門生。全庄目前僅剩 100 多戶，居民以黃姓為主。庄頭中還有一個比較鮮

為人知的小地名，稱為「內渡頭」，應是相對於佳里區的「外渡頭」而來。 

劉厝位於蚶西港以南，明鄭時期，泉州同安縣人劉登魁追隨鄭成功的部隊來

臺後，移入此地，稱為劉厝。後來劉氏子孫在此地開枝散葉，庄頭的規模漸漸取

代了沒落的蚶西港，到了日治時期時已成為了劉厝村的主要聚落。中社仔位於劉

厝庄頭的西方，因為庄頭位置介於劉厝和外渡頭之間，所以稱為中社仔。全庄僅

有 20 多戶人家，以王姓居多。(資料來源: 珍藏西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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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厝里照片集錦 

  
劉厝里入口意象 劉厝里聖帝宮 

  
古厝—薰風南來 武英殿 

  
開仙真宮 劉氏古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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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里（Jhuli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竹林里共 461 戶，門牌數共 377 個；慶安

里共 1,779 戶，門牌共 1,942 個。竹林里與慶安里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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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調整。因地緣之關

係，將慶安里部份第 4 鄰（67 戶）整編至竹林里，調整後竹林里戶數共 528 戶，

門牌數共 457 個。該里有一所成功國民小學及私立港明高中，有本區納骨堂，且

本里南鄰 173 線至七股，北接佳里區，位居交通要道，具有發展空間。鄰調整部

分，調整前竹林里共 18 鄰，慶安里（部分）共 1 鄰，調整後共 1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竹林里東、北與慶安里相鄰，西與劉厝里相鄰，南與永樂里、南海里相鄰。 

竹林里位於西港區西部，里內只有一個庄頭，庄名大竹林，是典型的「一庄

一村」制，日治時期隸屬於西港庄大字劉厝，戰後獨立建村，沿用庄頭名稱，設

「竹林村」。（資料來源：珍藏西港）縣市合併後，更名為竹林里。大竹林里民大

多來自同一血脈，宗親之間往來頻繁，感情特別濃厚，汾陽殿和郭氏宗祠是里民

的活動中心。里內的竹林庄頭位置在本里中央，相傳以前此地荒野、刺竹叢生，

因此稱為大竹林。聚落的歷史發展與「郭姓」一族息息相關，庄廟汾陽殿簡介歷

史的碑誌上如此記載：「肇基始祖至九世開高公、闢高公、旋公暨十世夢嚴公於

順治 18 年辛丑隨鄭成功先後入臺，卜居大竹林開墾本村，其時攜帶天上聖母神

像乙座於船上護航來臺供奉於祖厝（今本村宗祠）內。」郭氏族人口中的「開基

九世祖」，來自於漳州府龍溪縣二十九都石美堡寮里社（錦湖社），當時九世郭開

高、郭闢高、郭旋和十世郭夢嚴，隨著鄭成功部隊來臺入墾，移居此地後，共傳

有八房。後來部分的族人遷居向南拓展，漸漸形成新的庄頭，最後建立「大塭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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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林里（Jhulin Village） 

與原本大竹林形成「頂下寮」聯庄（大竹林為頂寮，大塭寮為下寮），兩庄感情

融洽，猶如兄弟之邦。大竹林的聚落相當集中，以庄廟汾陽殿為中心，共分有四

角頭：東北角、中寮角、中央角和頂頭角。里內的郭氏宗祠，建於民國 45 年，

是傳統的三合院建築，左與汾陽殿相鄰，汾陽殿的前身其實是郭姓第八房族的祖

厝（宗祠），主要奉祀郭家的祖先靈位，到了明治 31 年時，村民們倡議迎神奉祀，

郭家祖厝搖身一變成為地方庄廟，奉祀天上聖母、保安廣澤尊王等神明。民國 45

年，族人郭良榮發起汾陽殿的修繕工作，同年間郭氏宗祠也正式完工，於是便將

祖先靈位全部移到宗祠祀奉，門聯上以「竹林」兩字為首，頗有意味：竹翠花開

三寶地．林深水秀六和村。（資料來源：珍藏西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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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林里照片集錦 

  
入庄牌樓 汾陽殿 

  
西港區納骨堂 郭氏宗祠 

  
成功國民小學 光陰迴廊—竹林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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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里（Yongl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永樂里共 400 戶，門牌數共 332 個，新復

里共 401 戶，門牌數共 401 個，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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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調整。因地理位置特殊，鄰別橫跨曾

文溪南北，將永樂里第 15 鄰 28 戶，22 個門牌整編至新復里第 4 鄰，將新復里第

1 鄰至第 6 鄰 140戶 121 個門牌整編至永樂里第 8 鄰至第 10 鄰，整編後永樂里計

10 鄰，戶數 512 戶，門牌數 431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永樂里(部份)14 鄰，

新復里（部分）6 鄰，調整後共 1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永樂里東與南海里相鄰，西與七股區竹橋里相鄰，南與新復里相鄰，北與劉

厝里、竹林里相鄰。 

永樂里跨曾文溪兩側。日治時期屬於西港庄大字大塭寮，戰後將曾文溪北邊

的大塭寮和溪南的大塭寮、溪埔寮合為一村，希望居民能夠「永遠和樂」，取名

「永樂」村。縣市合併後，更名為永樂里。里民通常稱永樂里為「大塭寮」。成

立社區發展協會、環保義工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里內有特有的傳統農作物—貴

黍，原本只是製作掃帚，但傳統產業落沒，為了不讓產業文化消失，於是社區陸

續研發出以貴黍為主的吊飾，文昌筆、燈飾、面紙盒等文創商品，為產業注入創

意製造商機。村庄鄰近於曾文溪畔，夕陽時分到此遠眺落日之美、溪床生態，可

以引發幾分懷古的幽情。（資料來源：珍藏西港） 

里內的大塭寮在清朝初年，大竹林郭姓進入此地經營魚塭，日後人數越來越

多慢慢成為一個新的庄頭，早年因為居民常常會在魚塭旁搭建「塭寮」，所以庄

名取名為「大塭寮」。而大塭寮共分有七角頭：半股仔、管寮股、路南股、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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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樂里（Yongle Village） 

股、中社仔股、學甲股及西平股（路西股），大塭寮遷庄前，各股在舊寮地時和

一般庄頭一樣，分佈相對集中，但是遷庄後搬到今天大塭寮的位置後，七角頭的

分佈就四散了。大塭寮和大竹林是「兄弟之庄」，兩地自古的關係就很密切，合

稱「頂下寮」，大竹林是頂寮，大塭寮是下寮。明治 44 年時曾文溪改道氾濫，全

庄頭都難逃水患，舊庄頭的位置今天已經淹沒在曾文溪的溪底了，被里民稱為舊

大塭寮或舊寮地。里內的永樂溪埔寮位於曾文溪南岸的「溪埔寮」中，屬於來自

蚵殼港遷庄的溪埔寮一部份，因為行政區域的劃分隸屬於永樂里，所以稱為永樂

溪埔寮或大塭寮溪埔，里鄰整編考量地緣關係，將永樂溪埔寮整編至新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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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樂里照片集錦 

  
永樂里入口意象 永樂里活動中心 

  
永樂里保安宮 永樂里地標—永樂水塔 

  
永樂社區樂活園 永樂特有植物-貴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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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復里（Shinf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新復里共 401 戶，門牌數共 401 個，永樂

里共 400 戶，門牌數共 332 個，劉厝里共 524 戶，門牌數共 459 個，南海里共 872

戶，門牌數共 828 個，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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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調整。因地緣關係將新復里第 1 鄰至第 6 鄰，

戶數 140 戶、門牌數 121 個整編至永樂里、第 7 鄰戶數 12 戶、門牌數 29 個整編

至劉厝里，並將南海里第 22 鄰共 22 戶，門牌數共 27 個，調整入新復里，永樂

里第 15 鄰共 28 戶，門牌數共 22 個，調整入新復里。調整前新復里（部分）共 3

鄰、南海里（部分）共 1 鄰、永樂里（部分）共 1 鄰，調整後新復里共 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新復里北隔曾文溪與永樂里、南海里接壤，西與七股區相鄰，南與安南區相

鄰，東與安定區相鄰。 

新復里整編前原有新港、麻豆寮仔、溪埔寮三個庄頭，里鄰整編後新港整編

至永樂里，麻豆寮仔整編至劉厝里。新復里整編後由原新復里(部分)、南海里(部

分)、永樂里(部分)所構成。 

昔日的新復里有新港、麻豆寮仔、溪埔寮三個庄頭。而原址在曾文溪行水區

中的「蚵殼港」庄頭已於明治 44 年的大水中完全沖毀，居民四散到公親寮、公

塭、十二佃、溪埔寮等地。蚵殼港庄名由來，相傳以前此地以蚵殼貝石築港，因

而稱之。據慶安宮香科資料記載，蚵殼港在未散庄前可獨立自組「蜈蚣陣」參加

西港仔香，要組一隻蜈蚣陣所需人力動輒上百，當時庄頭的規模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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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復里（Shinfu Village） 

新復里位於西港區的西南邊，全里跨曾文溪兩岸，南邊和安南區相接，日治

時期屬於西港庄大字大塭寮。明治 44 年曾文溪氾濫，將大塭寮內舊大塭寮和蚵

殼港庄沖毀，並將大塭寮庄土地一分為二，居民四散。等到昭和 6 年曾文溪治水

工程完成後，曾文溪河道大致底定，一部分的居民又搬回蚵殼港舊地，即今曾文

溪以南的地方搭寮居住，稱為溪埔寮，光復後取其「新恢復的聚落」之意，名為

新復村。現今縣市合併後，更名為新復里。「走大水」是新復里庄民自祖輩口中

流傳而來的共同記憶，鄰近庄廟安溪宮旁的蚵殼港祖廟，放置了從曾文溪底挖掘

出來的蚵殼港珍貴文物，見證了這一段先民與曾文溪搏鬥的歷史。(資料來源:珍

藏西港) 

里民通常稱新復里為「溪埔寮」。「百足真人—蜈蚣陣」是庄頭頗為盛名的傳

統文化，由溪埔寮安溪宮和公塭仔萬安宮共同組成。參加西港仔香，要組一隻蜈

蚣陣所需人力動輒上百，百足真人長達 138 公尺，有 68 位神童，是香陣中信眾

注目的焦點。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環保義工隊。新復里鄰近新吉工業區及安

南工業區，未來極具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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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復里照片集錦 

  
新復里活動中心 安溪宮 

  
黃氏宗祠 福安宮 

  
北極殿 百足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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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安里（Cing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慶安里共 1,779 戶，門牌數共 1,942 個，

竹林里共 461 戶，門牌數共 377 個，慶安里及竹林里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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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調整。因慶安里戶數多，土地幅

員大，又因第 4 鄰較偏遠且鄰近竹林里，地緣之關係，將慶安里部份第 4 鄰共 67

戶，門牌數共 80 個整編至竹林里 11 鄰。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慶安里共 36 鄰，

調整後共 2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慶安里東與營西里相鄰，西與劉厝里相鄰，南與竹林里相鄰，北與佳里區鎮

山里相鄰。 

日治時期本里分屬西港庄大字西港及大字中州，光復後設村，屬於西港村轄

區。民國 77 年（1988），因為村里人口過多而分出，村轄範圍在中山路（臺 19

線省道）以西，村內有著名的金大廟「慶安宮」，所以稱為慶安村。縣市合併後，

更名為慶安里。中山路兩旁座落的行政機關，屬於慶安里轄區有警察局、戶政事

務所、郵局、守望相助隊等，還有西港國民小學、西港區複合式籃球場、中央公

園及頗具盛名的慶安宮。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環保義工隊，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其中，以「三年一科」刈香聞名全國的慶安宮，是西港人的信仰中心，當地

人習慣稱之為「金大廟」。大廟旁是信和禪寺，禪寺對面是聖教會教堂，多元宗

教集聚在此，相安互敬，也展現了西港區宗教的多元性。里內的中州仔位於本里

西南方靠近竹林里之處，是從西港仔通往劉厝途中的一個小庄頭。在康熙年間的

臺江內海時期，中州仔正好位於蚶西港和西港仔之間，繁榮一時甚繁榮，今日只

剩下十幾戶住家，以周姓居多，地名由來不詳，可能是從「中周仔」訛傳而來。

在日治時期的臺彎堡圖中此庄頭又名「下中州」，「下」指得是位於南方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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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安里（Cingan Village） 

里內的下中洲此庄頭從清朝時期就一直是叫做「檳榔林」，推測當時應種有

茂盛的檳榔樹，亦曾經繁榮一時，後來鬧鼠疫遷走了不少人。日治時期的臺灣堡

圖中，此地名為「頂中州」，「頂」是位於北方的意思。為什麼今天庄頭名字叫做

下中州呢？據謝武昌老師表示：「光復後，興南客運路線經此，為和學甲中洲區

別站牌書為下中洲。從此就產生了嚴重誤解，此地由頂中洲變為下中洲。」居民

以黃、陳為大姓。因此，此庄頭的舊名其實是「頂中州」才對，而今日的中州仔

反而才是「下中州」。里內的檳榔林是今日所稱的檳榔林庄頭，位於下中州的西

邊，此庄常被併入「下中州」中，視為同一個庄頭。(資料來源: 珍藏西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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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安里照片集錦 

  
慶安宮 西港分駐所 

  
西港國民小學 慶安社區活動中心 

  
西港區中央公園 西港區複合式籃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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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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港區 西港里 吳景盛 西港區 金砂里 黃金清 

西港區 南海里 黃光暉 西港區 竹林里 郭高興 

西港區 港東里 方郭秀雲 西港區 永樂里 郭吉山 

西港區 檨林里 謝文賢 西港區 新復里 黃國文 

西港區 後營里 方隆民 西港區 慶安里 吳明欽 

西港區 營西里 方世雄 西港區 劉厝里 劉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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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4 
 

協助名錄 

 

特別感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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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娟 

執行團隊／臺南市西港區公所、臺南市佳里戶政事務所(西港辦公處) 

執行編輯／林耿漢、劉志琮、高金玲 

編審人員／黃智慧、李郁潔、顏怡芳、郭嘉倩、林裕真、曾亦淑、黃敏華、 

何永隆、朱國屏、王士英、陳峯傑、溫瑩宜 

照片提供／區公所（含里辦公處） 

參考資料／前西港鄉公所出版之「珍藏西港」。 

※參考資料引用如有不盡周延之處，望各方賢達不吝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