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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將軍區位於臺南市西側，東鄰學甲區、佳里區，南接七股區，西瀕臺灣海峽

與澎湖群島對望，北隔將軍溪連北門區，面積約 41.9796 平方公里。原轄下共 18

里、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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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里調整為 12

里、304 鄰調整為 124 鄰，並於 107 年 01月 29 日及 04 月 30 日分兩階段實施。 

將軍區里整編之命名，係由區公所與地方研議後訂定。西華里、西和里進行

整編，西華里與西和里以前是屬「漚汪四甲」的「西甲」地區，因此以西甲里為

新里名。忠興里、嘉昌里進行整編，以忠興里、嘉昌里各取一個里名重新組合命

名，以忠嘉里為新里名。保源里、苓和里進行整編，保源里與苓和里原是「苓仔

寮二村」（原設四村）之一，因以苓仔寮里為新里名。仁和里、北埔里進行整編，

仁和里原分為仁巷、和巷二個村庄，在民國 67 年 08 月整編為仁和村（當地人稱

為「巷口」（臺語）），現與北埔里之里名各取一字重新組合命名，以巷埔里為新

里名。將富里、將貴里、三吉里進行整編，將富里與將貴里原稱將軍庄，三吉里

之先民也來自將軍吳氏血脈相連，因此以將軍里為新里名。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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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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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日 將軍區里鄰調整規劃第一次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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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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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里 106 年 05 月 17 日 將軍區里鄰調整規劃第二次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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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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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 將軍區里鄰調整研商會議 

民政局 

區公所 

各里 

106 年 06 月 21 日 將軍區里鄰調整規劃第三次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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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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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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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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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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局 

區公所 

西華里 

西和里 

忠興里 

嘉昌里 

苓和里 

北埔里 

將富里 

將貴里 

三吉里 

106 年 11 月 29 日 將軍區里鄰調整討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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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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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榮里 長榮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6-7 

玉山里 玉山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6-10 

廣山里 廣山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6-13 

長沙里 長沙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6-16 

平沙里 平沙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6-19 

鯤鯓里 鯤鯓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6-22 

鯤溟里 鯤溟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16-24 

巷埔里 仁和里、北埔里 107 年 04 月 30 日 16-26 

西甲里 西華里、西和里 107 年 04 月 30 日 16-29 

忠嘉里 忠興里、嘉昌里 107 年 04 月 30 日 16-32 

苓仔寮里 保源里、苓和里 107 年 04 月 30 日 16-36 

將軍里 將富里、將貴里、三吉里 107 年 04 月 30 日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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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里鄰編組概況 

  長榮里（Changr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長榮里共 436 戶，門牌數共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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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里地理範圍大部分位於都市計畫內，有大片建地尚未開發，里內目前持續興

建房屋，預計具有人口大量移入、增進商業發展潛力，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

分，調整前長榮里共 13 鄰，調整後長榮里共 7 鄰，於 107 年 01月 29 日實施。 

長榮里北與忠嘉里接壤，東與佳里區佳興里接壤，西與西甲里接壤，南與佳

里區海澄里接壤。 

長榮里戰後設村，以日治時代「漚汪一保」的東甲設為「長榮村」，將軍區

境學生數最多的漚汪國民小學在此里。 

１.東甲：在漚汪文衡殿之東的聚落，因多姓楊（另有許姓、謝姓），故亦稱

「東勢楊仔」。 

２.竹仔腳：在漚汪南郊的小庄，因早年在刺竹下結庄而稱「竹仔腳」，約十

來戶，以王姓為主，入庄有「萬應元帥」有應公廟，傳聞為文衡殿關帝爺所封。 

 里內成立社區發展協會，於長榮里活動中心運作，有環保義工、社區巡守

隊、長壽會、媽媽教室、滅蚊防疫隊等。 

長榮里之文化瑰寶─香雨書院：「香雨書院•鹽分地帶文化館」座落在臺南

市將軍區漚汪庄，此乃財團法人漚汪人薪傳文化基金會創辦人林金悔先生，為推

動文化紮根，自掏腰包四百多萬元所興建。素雅簡約的白色現代建築，傳達著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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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榮里（Changrong Village） 

造一座臺灣古根漢博物館文化藍圖的構想，館內集結鹽分地帶濱海鄉鎮的臺灣文

學著作和美術作品，呈現出臺灣鹽分文學獨特迷人的藝術美學和人文氣息。（資

料來源：黃文博「南瀛地名誌」、將軍鄉 2010 改制紀念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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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榮里照片集錦 

  
太子宮 北極宮 

  漚汪國民小學 香雨書院 

  
漚汪大街（長榮里） 長榮段（將軍區穀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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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山里（Yush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玉山里共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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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因位於海濱易致災地區，為免災時救災能量不足因應，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

分，調整前玉山里共 17 鄰，調整後玉山里共 7 鄰，於 107 年 01月 29 日實施。 

玉山里北邊與廣山里接壤，西邊與長沙里、平沙里接壤，東與東南邊與將軍

里接壤。 

玉山里在將軍庄西南，俗稱「下山仔腳」，與西北邊的「頂山仔腳」同為「四

埔吳」之一，兩庄間的「公館」劃屬玉山里。 

下山仔腳：昔因有「太媽墓」在此，初稱「太媽墓庄」，清初漢人在今日下

山仔腳庄廟玉天宮北邊的小山丘南邊（下邊）入墾，集結成庄，而稱「下山仔腳」；

此地開基祖係來自「泉州晉江縣南門外十七、八都東茂鄉」的吳禎，偕母渡臺尋

父吳榮安而定居在下山仔腳養鴨維生，娶翁京為妻，生七子，即所謂「七房頭」；

長子吳祿、次子吳佳、三子吳夷、四子吳水、五子吳涼、六子吳秀、么子吳狗，

其中以三房人口最多，後吳祿、吳佳北遷進入頂山仔腳開墾，建立所謂「林威內

角」，今合「翁角」為頂山仔角四角頭之一；民國 82 年 12 月間七房頭合資興築

臺灣三合院式的「吳姓七房宗祠」於庄中。庄廟「玉天宮」主祀「玉天大帝」，

係吳氏先民吳挺、吳降自唐山攜奉入臺，曾在乙未之役時避難於蕭壟（佳里），

逃亡中失落神像，為一孩童所拾獲，直至光緒 27 年（1901）始興築公厝奉祀，

今廟為民國 68 年所完成，分四角頭合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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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山里（Yushan Village） 

（1）口寮仔角：活動中心東邊一帶。 

（2）後壁寮角：活動中心後面一帶。 

（3）中角：活動中心前及廟南一帶。 

（4）西頭角：玉天宮西北角及公館。 

公館：在下山仔腳北邊，即頂山仔腳南邊的聚落，傳為施琅督墾的公館，有

人亦以為此地「可能是史椰甲社之遺跡」。 

昔玉山村：下山仔腳於日治時代稱「下山仔腳庄」，戰後設村，取庄廟「玉

天宮」之首字，合「下山仔腳」的「山」字而命為玉山村。（資料來源：黃文博

「南瀛地名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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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山里照片集錦 

  玉天宮牌樓、九龍池 南海普陀寺 

  玉天宮 社區活動中心、長壽會館 

  
11 公墓西北方魚塭 11 公墓西南方魚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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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山里（Guangsh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廣山里共 301 戶，門牌數共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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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因位於海濱易致災地區，為免災時救災能量不足因應，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

分，調整前廣山里共 16 鄰，調整後廣山里共 5 鄰，於 107 年 01月 29 日實施。 

廣山里位於臺南市將軍區北方，台 17 線西側、南 18 線北面而南 20 線貫穿

其中為主要交通要道，西接長沙里同為一濱海地區，北隔將軍溪與北門區為界，

廣山里在將軍庄之西，俗稱「頂山仔腳」，是往馬沙溝必經的將軍溪南畔庄頭。 

頂山仔腳在日治時代稱「頂山仔腳庄」，戰後設村，取庄廟「廣安宮」之首

字，合「頂山仔腳」的「山」字而命為「廣山村」。於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因縣

市合併改制為廣山里。 

山仔腳：昔為平埔族西拉雅系蕭壟社的「史椰甲社」故地，康熙 56 年（1717）

周鐘瑄（諸羅縣志）所載「漚汪溪（今將軍溪）溪東為漚汪社，西為史椰甲社」

的「史椰甲社」（下山仔腳庄廟「玉天宮」石碑載為「史那甲」，並云此為荷蘭語），

據推測應指「下山仔腳」，廟前農地仍有「番仔厝地」之名。係吳姓所開墾之庄，

傳係以祖居之庄名「山仔腳」作為新墾地名；不過，除此之外，地方尚有一說：

昔年此地有一小山丘，在山丘南邊（下邊）開墾集結之庄稱「下山仔腳」在山丘

北面（頂頭）開墾之庄，稱「頂山仔腳」。 

頂山仔腳：在山仔腳北面（頂頭）開墾集結之庄稱作「頂山仔腳」，與南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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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山里（Guangshan Village） 

的「下山仔腳」大抵以「南 18」縣道為界，雖皆「四埔吳」之一，但開基祖不同，

此地開基祖為「吳尾」，後傳四房：大房吳玉傳、二房吳遠、三房吳種、四房吳

珠，目前全庄有兩百來戶。 

庄廟廣安宮，主祀廣澤尊王，相傳清中葉庄人吳春花於今北門鄉三寮灣經營

魚塭，因夜夢偶拾神像而祀之，至其孫「吳穿」時始興廟奉祀，今廟則完成於民

國 82 年，昔分六角： 

（1）四房角：在「南 18」縣道路南。 

（2）中鼓仔角：即中角，由四房分出，在廣安宮附近。 

（3）六房角：在廟後；此系非「吳尾系」。 

（4）張林角：亦在廟後，合張角、林角和七柱角為一大角。 

（5）翁角：在廣山分校（民國 82 年已裁校）南邊。 

（6）林威內角：在庄頭西南角，係下山仔腳「吳禎」大房和二房所移居之地。 

此六角後「張林角」併入「六房角」、「林威內角」併入「翁角」，而成今日

四大角頭；曾任高雄市議長的吳鐘靈、曾任臺南縣議員和將軍鄉長的吳三荐，皆

為此地出身。 

自來水公司於民國 82 年間在村東興築一座「廣山高架水塔」，巨碩高大，儼

若廣山里新地標，唯水力不足，無法上塔，迄今未使用。里民以農作芝麻、番藷

等雜糧和遠近馳名的洋香瓜以及近海漁撈、沿岸捕撈為主要行業，兼手工業維生，

里內有臺南市立將軍幼兒園、社區活動中心等各項公共設施。（資料來源：黃文

博「南瀛地名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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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山里照片集錦 

  廣安宮 社區活動中心 

  廣山里抽水站 將軍幼兒園 

  
農產共銷集貨場 高架自來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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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沙里（Changsh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長沙里共 487 戶，門牌數共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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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因位於海濱易致災地區，為免災時救災能量不足因應，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

分，調整前長沙里共 16 鄰，調整後長沙里共 7 鄰，於 107 年 01月 29 日實施。 

長沙里南邊以南 18 線為界與平沙里接壤，西邊為臺灣海峽，北邊為將軍溪

出海口，東邊以玉山中排為界與廣山里接壤。 

長沙里是「馬沙溝二里」之一，在將軍區西隅近海之地，為將軍漁港所在；

每天下午兩點半有「喝魚仔」之俗；興南客運設有站點，「南 18 線」縣道則由此

地起始。 

「馬沙溝」原為沙汕孤嶼，鄭氏臺灣地圖已記有「馬沙溝」之名，入清為水

師汎地，康熙 35 年（1696）高拱乾（台灣府志）載：馬沙溝與北門嶼斜對，沙

線水淺，止可取汲，南隔青鯤身沙線六里，募兵 20 名，設砲台、煙墩、望高樓

各一。 

首先入此開墾的是福建同安縣陳、吳兩姓，陳姓開基祖陳宗榮（陳馬洲）初

在今庄北「林投內」高地搭寮捕魚養蚵，後王、邱、周、黃、謝、朱等姓接著陸

續入墾而向南拓展為 17 戶，最南一戶叫「尾寮仔」，為陳士榮所搭建。由於此地

皆以捕魚維生，長期以來累積了相當豐富的生活經驗，先民為使捕魚技術世代相

傳，乃以「馬加、鯊魚多在水濁的沙溝底始易捕獲」為庄名依據，上疊開庄者「陳

馬洲」之「馬」字，而為「馬沙溝」，今人望文生義誤解為「此地沙溝起伏，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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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沙里（Changsha Village） 

見馬匹憑沙翻滾」。戰後設村，以北側「林投內」設為「長沙村」，庄南「尾寮仔」

設為「平沙村」，兩村約八百戶，多為漁民。庄廟李聖宮，主祀托塔天王李靖，

草創於民國 10 年，廟名是當時太子爺童乩所「宣旨」，今廟則新建於民國 81 年；

分八角頭合祀：庄東王角、東北頂角陳、什姓角、西北陳角、西南吳角、廟南吳

角、庄南陳角和廟後（庄北）吳角。此廟有不定期的王船活動，屬「曾文溪流淢

王船系統」的支系之一。 

「林投內」，馬沙溝庄北舊名，係馬沙溝的發源地，陳姓開基祖陳馬洲就是

在此築寮發跡，因初建於林投叢林樹下而有「林投內」之庄名流傳。 

「長沙里」，戰後設村，鄉公所以舊名「林投內」的路北為「長沙村」（舊名

「尾寮仔」的路南則設「平沙村」），有「長居馬沙溝」之意。於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因縣市合併改制為長沙里。 

里民以近海漁撈及沿岸捕撈為主要行業，兼手工業維生，里內有將軍漁港、

長平國民小學、老人活動中心等各項公共建築。（資料來源：黃文博「南瀛地名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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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沙里照片集錦 

  牌樓 李聖宮 

  烈池宮 觀音巖 

  
聖流堂 特色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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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沙里（Pingsh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平沙里共 429 戶，門牌數共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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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因位於海濱易致災地區，為免災時救災能量不足因應，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

分，調整前平沙里共 13 鄰，調整後平沙里共 7 鄰，於 107 年 01月 29 日實施。 

平沙里北邊以南 18 線為界與長沙里接壤，西邊為臺灣海峽，東邊以山子脚

大排為界與長沙里接壤，南邊以漚汪大排為界與鯤鯓里接壤。 

平沙里村落緊鄰海岸堤防，靠近將軍漁港及馬沙溝濱海遊憩區，屬於典型的

漁村型態社區，居民多以打魚為生。馬沙溝含長沙、平沙二里（以南 18 線為界），

因其地理環境、漁村特色、共同行為之共通性機屬相同，建構成「馬沙溝社區」。

平沙里，舊名「尾寮仔」，取意「捕漁平安歸來」；馬沙溝社區，有馬沙精神，福

利社區地方情，藉由社區動員力量、環境美化來活化內蘊的潛力，讓村民親身參

與改善自身生活空間品質，進而結合外圍資源，開創出馬沙溝產業與文化。 

平沙里屬於馬沙溝的其中一里，馬沙溝位於臺南市將軍區的長沙里、平沙里，

將軍溪出海口南側。有長沙與平沙兩村落，擁有兩座漁港及一座濱海遊憩區。因

近年舉辦海灘派對而逐漸知名。舊南瀛八景之一「綠汕帆影」之所在。 

將軍區長沙里、平沙里名稱中的「沙」字，即是來自於馬沙溝。而將軍區的

馬沙溝與頂山子腳、下山子腳、北埔四地因為同是吳姓開墾之地，故合稱「四埔」，

吳姓家族對外自稱為「四埔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D%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D%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7%E8%BB%8D%E6%B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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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沙里（Pingsha Village） 

查閱古籍，清同治初年所編《臺灣府輿圖纂要》敘述安定里西保包括「將軍

莊、歐汪莊、角帶圍莊、北埔莊、番仔厝莊、口寮莊、嵌頭寮莊、中寮莊、后港

仔莊、馬沙溝莊、鯤身莊、頂山腳莊、苓仔寮莊」等 22 個聚落。（資料來源：黃

文博「南瀛地名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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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沙里照片集錦 

  觀海亭 海堤彩繪 

  一見雙雕沙雕 馬沙溝抽水站 

  
3D 彩繪 誠品書局老闆吳清友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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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鯤鯓里（Kunshe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鯤鯓里共 760 戶，門牌數共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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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鯤鯓里共 21 鄰，調整後鯤鯓里共 1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鯤鯓里北邊以漚汪大排為界與平沙里接壤，東邊與將軍里接壤，西邊為臺灣

海峽，南邊與鯤溟里和七股區西寮里接壤。 

青鯤鯓在馬沙溝南方，也是臺南市的西隅之境，「鯤鯓」之名原係「鯤身」，

因沙汕地形如鯤魚的身體而得名，又因日照沙地略呈青色，遠望有如一尾青色鯤

魚之身，乃有「青鯤鯓」之名，鯤鯓里於二次大戰後設村，青鯤鯓以庄廟朝天宮

廟南的東西縱向庄路為界，路北設為「鯤鯓村」（路南則為「鯤溟村」），「鯤鯓」

兩字直接取自「青鯤鯓」。 

青鯤鯓「西南航道」出口處，疑為昔時「青山港」之港口所在，從青鯤鯓庄

北過「鹽興橋」向西直行兩公里可到，今有海防班哨、燈塔及鎮海將軍廟。（資

料來源：黃文博「南瀛地名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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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鯤鯓里照片集錦 

  青鯤鯓入口意象 水流公水師爺廟 

  南 26 線青鯤鯓入口 青鯤鯓朝天宮 

  
青山港漁貨拍賣情形 青山港魚貨拍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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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鯤溟里（Kunm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鯤溟里共 425 戶，門牌數共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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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因位於海濱易致災地區，為免災時救災能量不足因應，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

分，調整前鯤溟里共 13 鄰，調整後鯤溟里共 6 鄰，於 107 年 01月 29 日實施。 

鯤溟里北邊以南 26 線為界與鯤鯓里接壤，西南邊與七股區西寮里接壤，東

邊與將軍里接壤，東南邊與七股區頂山里接壤。 

鯤溟村是「青鯤鯓二村」之一，在青鯤鯓朝天宮廟南的東西縱向庄路之南半

部，戰後設村，因青鯤鯓之「鯤鯓」已用於「鯤鯓村」之名，乃以青鯤鯓面臨大

海（臺灣海峽）為依據，而名為「鯤溟村」，有「鯤鯓大海」之意，傳為當時庄

紳陳天賜所取。荷蘭文書作 Auong，民國 99 年配合臺南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

改名稱為「鯤溟里」，居民多以捕魚和養殖牡蠣為業，里內有著名的百年老店「秀

里蚵嗲」為外地遊客到青鯤鯓必嚐的美食。（資料來源：黃文博「南瀛地名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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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鯤溟里照片集錦 

  鯤鯓鯤溟里聯合活動中心 青鯤鯓抽水站 

  鯤鯓國民小學 觀音廟 

  
南堤邊曬烏魚子 青山漁港漁具補整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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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埔里（Siangp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北埔里共 244 戶，門牌數共 231 個；仁和

里共 303 戶，門牌共 357 個。北埔里、仁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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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仁和里與北埔里同為苓仔

寮轄內，並稱巷口仔北埔其歷史淵源，二里的共同學區為苓和國民小學，且生活

圈相似，進行調整，整編為巷埔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北埔里共 11 鄰、仁和

里共 23 鄰，調整後巷埔里共 10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巷埔里北邊將軍溪為界與學甲區接壤，南邊以南 18 線為界與忠嘉里接壤，

西邊與將軍里接壤，東邊與苓仔寮里相鄰。 

巷埔里由北埔里、仁和里整編而成。 

原仁和里即「巷口」，位在將軍溪南岸、苓仔寮西北邊，戰後設村，以巷口

社區活動中心旁庄路的「南一」縣道為界，路東為「仁巷村」，路西為「和巷村」，

後再合併為「仁和村」，還原為一庄一村的形態。巷口，早年由將軍溪上岸往苓

仔寮途中需經一大片林投樹，久之自然形成一道「林投巷」，在此地入口集結成

庄即名之為「巷口」，係漳州同安縣陳姓所開墾，臺南布商陳清曉為此地出身。

今庄內老人盛行槌球休閒活動，庄南設有一處練習場，打球時與下田一樣，都是

光著腳丫子。社仔，俗稱「巷口社仔」，在巷口西北邊，應為平埔族之遺跡，但

此地人則認為與平埔族無關；今有十來戶，曾任文建會主委的陳奇祿為此地人士。

北勢寮仔，在「社仔」之北，因在巷口北邊築寮結庄而有「北勢寮仔」之名，苓

仔寮保濟宮歷年興築改建中，此庄人捐獻最為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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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埔里（Siangpu Village） 

仁巷村，戰後設村，鄉公所以地名「巷口」為依據設為兩村，取「八德」之

「仁」與「和」為村名首字，庄中大路之東為「仁巷村」、庄中大路之西設為「和

巷村」。仁和村，民國 67 年「24 村變 18村」時，合併仁巷村及和巷村為 1 村，

各取首字而成為「仁和村」。仁和里先人原籍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十三都霞邊保

集美東厝下店人氏，於清乾隆 15 年渡臺灣謀生，遊至蘆竹溝溪（現為將軍溪）

再順溪流往東至現在地方，溪流南畔有條長巷，兩邊草木茂盛，是片荒蕪之地，

因隨擇地漸居，以開墾荒野為耕地，又捕魚為副業，爾後漸發展就永久居之，將

此地形表庄民，稱為巷口庄。（資料來源：黃文博「南瀛地名誌」） 

原北埔里在巷口之西，與巷口一樣，同為將軍溪南畔的村庄，係「四埔吳」

之一，因在將軍庄最北邊，自開庄迄今，都以「北埔」為庄名，日治時代是「苓

仔寮六保」、「巷口仔北埔」，戰後設村沿舊稱而為「北埔仔」，全庄約兩百戶，

可謂臺南縣老庄頭，庄內仍多見古井。北埔以泉州晉江縣吳奇都（吳都）為開基

祖，此人於清初奉迎吳府千歲入墾北埔，庄廟福安宮草創於乾隆 28 年（1763），

今廟則興築於 75 年（1986）間，廟前左右各供有一座昔年輾蔗造糖用的「石輪」，

是為此廟特色。民國 77 年土地重劃時，曾於廟南田中「挖一塊吳奇都雙親的花

岡石碑，傳云此係吳奇都入墾北埔後，返回唐山「撿骨」來此所葬；此碑出土後，

包商以為係古董，乃用牛車運回將軍，準備待價而沽，但沒想到此後這頭牛竟「絕

食」不吃草，後經神示始知此碑「作怪」，只好送回原地，這頭牛才「脾土」大

開；而田主也不敢怠慢，乃於田邊圍磚立碑，漆成大紅色，與綠色蘿蔔田園相映

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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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埔里照片集錦 

  福安宮 南聖宮 

  彩繪牆 聖慈宮 

  
無菸社區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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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甲里（Siji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西華里共 563 戶，門牌數共 599 個；西和

里共 397 戶，門牌數共 378 個；西華里、西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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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二里的共同信仰為西甲

清湄宮，且生活圈與習慣相似，進行調整，整編為西甲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

西華里共 14 鄰、西和里共 26 鄰，調整後西甲里共 15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

實施。 

西甲里北邊以漚汪大排為界與忠嘉里接壤，東邊以南 19 線為界與長榮里接

壤，南邊與七股區後港里、大潭里為鄰，西邊以台 17 線為界與將軍里接壤。 

西甲里由西華里、西和里整編而成。 

原西華里昔為西華村，西和里昔為西和村，皆為「漚汪五村」（原設七村）

之一，在漚汪文衡殿之西，為西甲的一部份。漚汪：亦作歐王、歐汪，荷蘭文書

作 Auong，係平埔族西拉雅系蕭壟社的一個支社。漚汪以主祀文衡聖帝關公的庄

廟「文衡殿」為中心，分成「四甲」：東甲、西甲、北甲、和中甲，此亦為文衡

殿的「四柱」。西甲：「漚汪四甲」中西邊者即叫「西甲」，日治時代設有二保

和三保，戰後設村，原二保設為「西華村」，原三保設為「西和村」和「西湖村」，

大抵西華村在東（近文衡殿者）。 

原西華里為西甲東半部之聚落，戰後依日治時代「漚汪二保」而設「西華村」，

「西華」有「西甲繁華」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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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甲里（Sijia Village） 

原西和里為西甲西半部之聚落，多為林姓，少部分為戴姓。故其歷史淵源同

為漚汪西甲之西華村、西和村、西湖村（後併西和村）。（資料來源：黃文博「南

瀛地名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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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甲里照片集錦 

  

漚汪文衡殿前 南 21 線（20 米道路） 

  

方圓美術館 西甲清湄宮 

 

 

 

 

 

  

 

牛園 南 24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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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嘉里（Jhongji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忠興里共 655 戶，門牌共 716 個；嘉昌里

共 376 戶，門牌共 392 個。忠興里、嘉昌里皆屬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忠興里

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嘉昌里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

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因二里的共同學區為漚汪國民小學及將軍國民中學，

且生活圈與習慣相似，進行調整，整編為忠嘉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忠興里共

20 鄰、嘉昌里共 21 鄰，調整後忠嘉里共 18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忠嘉里北邊與巷埔里接壤，西邊與將軍里接壤，東邊與佳里區營溪里接壤，

南邊與長榮里、西甲里接壤。 

忠嘉里由忠興里及嘉昌里整編而成。 

原忠興里，是漚汪的中心村落，大抵文衡殿附近及其廟北皆屬之，昔稱「中

社」，村內有中社、姓周仔和竹圍仔等數個庄頭。中社：在文衡殿北邊，是平埔

族西拉雅系蕭壠社漚汪支社的本社，因在漚汪的中心位置，乃稱「中社」，於日

治時代是「漚汪四保」，戰後設村，鄉公所依「中社」而命為「忠興村」，鄉公

所、電信局（原漚汪戲院）和文衡殿皆在村內，今多黃姓，係清初福建錦宅黃喜、

黃王寅夫婦所入墾，傳有七房祖業，興築於民國 74 年主祀媽祖和池府千歲的庄

廟龍興宮，右殿即祀「黃府歷代祖宗神位」；後部分庄人由此向西遷入西甲番仔

厝。姓周仔，在鄉公所北邊一帶的聚落，因皆姓周，故名「姓周仔」，庄內再依

南北分為「下周」和「頂周」。竹圍仔，在「姓周仔」之北、加油站之南的「漚

汪芩仔寮路」（「南 19」縣道）之東的小庄，昔以刺竹圍厝為籬，故稱「竹圍仔」，

以黃姓為大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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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嘉里（Jhongjia Village） 

原嘉昌里，在漚汪正北面，稱「北甲」，原有「北嘉村」和「昌平村」兩村，

民國 67 年合併為一，轄有後港仔、姓鄭仔、過港仔、福安寮和檳榔林等庄。後

港仔，即「北甲」，在日治時代為「漚汪六保」，戰後設村，依「北甲」而取其

諧音命為「北嘉村」，因昔時庄南有一溪，在此形成一個小港灣，在港的北面集

結成庄即名之為「後港仔」，係泉州南安縣十八都深潭里（今南安縣海山鎮）李

成攜奉「三關帝」所入墾，此人與學甲鎮煥昌里開基祖李煥昌為兄弟，清初李氏

三兄弟各奉關帝入臺，長兄攜大關帝移墾於嘉義篩仔坑，二哥李煥昌攜二關帝在

學甲七塊厝開墾，排行老么的李成則奉三關帝在此墾荒闢田，後來三關帝成為「漚

汪庄」的「公佛」， 祀廟文衡殿也成為漚汪庄的庄廟，此地有此俚語稱：「大

關帝鎮殿，二關帝食便， 三關帝舞到孱」，意即最忙最「興」的， 還是三關帝。

村內以李、蔡為大姓，李姓在西，蔡姓在東；民國 82 年於庄西興築「北嘉社區

公園」，其地係三代祖李媽生之祖產，公園內有一水池，即名曰「媽生池」。「後

港仔李」和「七塊厝李」雖有同宗之誼，但並無往來。民國 67 年北嘉村與檳榔

林的昌平村合村為「嘉昌村」。姓鄭仔，在後港仔（北甲）東邊的小庄，約 30

戶，皆姓鄭，先祖來自「泉州金門縣義士十三崙」，庄廟國聖宮即主祀與「鄭」

有關的國姓爺鄭成功。 

過港仔，在「姓鄭仔」南邊，昔時「姓鄭仔」庄南有一小溪（溪西的北岸即

「後港仔」），由此筏渡過溪（港仔）即「過港仔」，庄內多王姓和周姓。福安

寮，在將軍國民中學北邊的小庄，昔有中社「周虎」來此築寮開墾，其時人稱「虎

仔寮」，意即「周虎他們家的寮仔」之後乃衍化今日庄名「福安寮」。檳榔林，

在中社北邊，即將軍國民中學東側的聚落，因早年各家屋前屋後多種檳榔，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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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嘉里（Jhongjia Village） 

進庄如入檳榔之林乃以「檳榔林」稱之，久之遂成庄名，吳、蔡為大姓，大抵公

厝（昌安宮）之西為吳姓，公厝之東及南邊為蔡姓，戰後設村為「昌平村」。（資

料來源：將軍鄉 2010 改制紀念手冊、黃文博「南瀛地名誌」） 

  



 

16-35 
 

 

忠嘉里照片集錦 

  文衡殿 將軍區公所 

  龍興宮 恩澤宮 

  
昌安宮 將軍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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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仔寮里（Lingzihlia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苓和里共 458 戶，門牌數共 465 個；保源

里共 422 戶，門牌共 457 個；苓和里、保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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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二里的的共同學區為苓和

國民小學，且生活圈相似，進行調整，整編為苓仔寮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保

源里共 19 鄰、苓和里共 19 鄰，調整後苓仔寮里共 17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

實施。 

苓仔寮里北邊隔將軍溪與學甲區仁得里、秀昌里相望，東邊以將軍溪為界與

學甲區新榮里、大灣里接壤，南邊、西南邊與忠嘉里接壤，西邊與巷埔里接壤。 

苓仔寮里由苓和里、保源里整編而成。 

苓仔寮就是「魚網仔寮」，即立網或曝晒網子的寮仔之意，足見昔時海岸線

到此，苓仔寮大扺以庄廟保濟宮為中心劃分成「四寮」： 

１.崁頭寮（源頭村）：在保濟宮南方，以慈善宮為其庄內信仰中心。 

２.頂寮（苓和村）：在學甲至苓仔寮之縣道南 19 北邊。 

３.中寮（忠寮村）：在巷口之東，頂寮之西。 

４.下寮（苓保村）：在保濟宮附近及廟南。 

原苓和里昔為苓和村是「苓仔寮二村」（原設四村）之一，在苓仔寮的西、

北地帶，今頂寮和原「忠寮村」的中寮兩庄。頂寮：在保濟宮北邊（頂頭）築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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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仔寮里（Lingzihliao Village） 

墾居之庄，即稱「頂寮」，庄民多為林姓，日治時代與下寮合為「苓仔寮二保」，

戰後設村為「苓和村」。中寮，在巷口之東、頂寮之西北一帶的庄頭，因在巷口

與苓仔寮的中間而稱「中寮」，日治時代係「苓仔寮三保」，戰後設村為「忠寮

村」。 

原保源里昔為保源村在將軍鄉之東，是「苓仔寮二村」原設四村之一，由下

寮的「苓保村」和崁頭寮的「源頭村」合併而來，今即轄有這兩個庄頭。苓保村，

即「下寮」，日治時代與頂寮同為「苓仔寮二保」，戰後設村，以下寮在「苓」

仔寮「保」濟宮附近，而命為「苓保村」；民國 67 年與崁頭寮的「源頭村」合

併為「保源村」。源頭村，即「崁頭寮」戰後設村以崁頂寮的「頭」為命名依據，

衍生其義為「源頭村」，民國 67 年與下寮的「苓和村」合併為「保源村」，故

其歷史淵源同為苓仔寮二村且共同信仰中心為保濟宮。（資料來源：黃文博「南

瀛地名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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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仔寮里照片集錦 

  華宗橋 木棉道 

  忠寮保興宮 苓保保濟宮 

  
源頭慈善宮 崇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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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里（Jiangjyu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將富里 270 戶，門牌數共 313 個；將貴里

239 戶，門牌數共 270 個；三吉里共 166 戶，門牌數共 180 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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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考量將

富里與將貴里地理位置相鄰及三吉里之先民也來自將軍吳姓，且與將貴里角帶圍

相鄰，居民來往互動密切，血濃於水，有其歷史淵源，而三個里的共同學區為將

軍國民小學，生活圈相同，故整編為將軍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將富里共 16

鄰、將貴里共 15 鄰、三吉里共 9 鄰，鄰調整後將軍里共 14 鄰，於 107 年 04 月

30 日實施。 

將軍里北邊以將軍溪為界與北門區文山里接壤，東邊鄰接南 21線與巷埔里、

忠嘉里接壤，東南邊以台 17 線與西甲里接壤，南邊以南 30 線為界與七股區大潭

里、頂山里、後港里接壤，西邊與玉山里、平沙里、鯤鯓里、鯤溟里為鄰。 

將軍里由將富里、將貴里及三吉里整編而成。 

將軍庄昔日有大溝穿越，並在此形成小港灣，其南者為「港南」，最早開發，

其北則稱「港北」，是次開發之地。日治時代設三保，大抵港南的「大輪廈」為

一保，港北的「小輪廈」為二保，在港北之東的「過港仔」為三保。戰後設村，

依日治時代三保而設為三村，此地詩人吳萓草（吳新榮尊翁）依「榮華富貴」而

命名，原一保的「大輪廈」為「將榮村」，原二保的「小輪廈」為「將富村」，

原三保的「過港仔」則為「將貴村」；民國 67 年「將榮村」分別併入其他兩村，

而成為今天以「南 18」縣道（庄中大路）為界的路南「將貴村」和路北「將富村」。

臺南「新三界」的吳清雲、文獻前輩的醫師吳新榮，皆係將軍庄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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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軍里（Jiangjyun Village） 

原將富里昔為「小輪廈」原墾之地，日治時代設為「將軍二保」，戰後設村，

地方詩人吳萓草取「榮華富貴」之「富」字而命名為「將富村」，民國 67 年併

入部分將榮村，此後「南 18」縣道（庄中大路）路北者皆屬將富村，包括將軍庄

內的「過港仔」和將軍庄南邊的「角帶圍」。過港仔，在庄廟金興宮之東，昔因

在北有大溝橫切將軍庄成半，分「港南」和「港北」兩地，由港北到港南要筏渡

大溝（港仔）始到，故稱「過港仔」或「過港角」，尚留將軍庄三、四戶的施姓

人家，皆集中在此，傳為施琅么子「施不全」（因跛腳而留此綽號）之後裔，生

一子一女，皆與「大輪廈」吳姓聯婚，今建有三樓一閣的祖厝「臨濮堂」，外貌

似國父紀念館，內部裝潢及建材皆相當講究，最有意思的是其廊牆的「靖海侯／

施」標誌，相傳此為祖先所留的「所有權狀」，此狀每代皆由「大孫」保管，二

樓有一面石壁畫，畫中有一艘寫著「文山」的船艦和一艘漁船在大浪中前進，右

上方並有「調查遣返大陸感言」之詩，這是民國 77 年夏天，當時監察委員施鐘

响負責調查轟動一時的「文山艦撞船事件」，終為政府平反不人道的一段心路歷

程。有關「施琅開庄，全庄皆吳」之事，施氏後代另有一說：昔施琅請臺後南方

雖已平靜，但北方尚是擾攘之地，故有「南有平，北無平」之說，施琅乃調動將

軍施姓入駐鹿港，而留將軍庄給吳姓。 

瓦厝內，路北一帶聚落區，係「小輪廈」吳姓所建，因多築瓦厝而被稱作「瓦

厝內」。溪墘寮仔：在將軍庄北郊濱將軍溪南畔的小庄頭，因在將軍溪岸邊（將

軍橋南端路東）築寮入墾而被稱作「溪墘寮仔」，庄民分別來自：中洲邱、蚵寮

洪、將軍吳、青鯤鯓周和頂山仔腳翁（國大翁興旺即遷來此地），約十來戶；專

門製造藝閣的邱東軒「東一藝術社」即在橋畔，橋頭隨時都擺置數隻模型動物。 



 

16-41 
 

 
將軍里（Jiangjyun Village） 

四埔吳，吳姓在將軍庄及其附近所開墾之庄，稱為「四埔吳」，即：將軍庄、

頂山仔腳、下山仔腳和北埔（或謂「四埔吳」係將軍庄、山仔腳、北埔和馬沙溝，

此乃錯誤之說）。「四埔吳」最奇特之俗是「清明不掃墓」，其因大致有兩種說

法：其一，相傳吳姓先祖葬於「睏虎穴」，對其墓不得打擾，否則驚動睏虎則必

有傷亡；其二，相傳凡掃墓一年內，「四埔吳」族人便會離奇的「減少」，因此

經家族會議，此後凡吳姓人家，皆不得掃墓，以保平安，如此相沿成俗，成為祖

訓。清初「大輪廈」（吳氏嫡傳）吳挺谷率五子與施姓同時渡臺，在「港南」（原

將榮村）一帶開墾，此人後來成為將軍庄「大輪廈」的開基祖，五子後來有兩位

至呂宋發展，留在將軍庄的則是另外的三房；約過 5、60 年後，「小輪廈」（吳

氏庶出）才來臺入墾「港北」（今將富村）一帶，後傳四房迄今。 

角帶圍，在將軍庄之南，約略是中口寮之東的庄頭，昔以刺竹圍籬作堡禦盜

而有「角帶圍」之名，係王、許兩姓所墾之庄，王姓傳為施琅集中附近平埔族人

入墾此地改姓者，意在「王化」，初只三戶入墾，稱「三塊寮」，今庄西仍留此

名；王姓兄弟中一人生有五子而為「舊五房」，後因婚嫁關係而成「新五房」：

王姓兩房、許、周、黃各一房，庄廟之東多王姓，之西則多許姓。主祀觀音佛祖、

楊府元帥和九天玄女的庄廟興安宮，創建於光緒 3 年（1877），最早應係平埔族

公廨，迄今（民國 84 年新廟）廟內左右殿依然奉祀阿立祖和老祖，並有祀壼和

豬頭殼，依其每年農曆九月初五拜拜之俗觀察此地應屬西拉雅系蕭壟社之支社。 

原將貴村在日治時代係「將軍三保」；戰後設村取「榮華富貴」之末字而為

「將貴村」，民國 67 年將榮村廢村分併於其他兩村，故今路南皆為將貴村。主

祀保生大帝的將軍庄廟金興宮在此，創建於光緒 15 年（1889），今廟則興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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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里（Jiangjyun Village） 

民國 66 年，由將軍庄內的頂角、中角、尾角和過港角等「四角頭」合祀；每年

農曆 3 月 14 日上午，此廟例行至將軍溪畔舉行「上白礁」請水活動，民國 17 年

並於將軍溪畔建「白礁亭」祭壇。 

原三吉里俗稱「口寮」，因有頂、中、下三寮，故戰後設村希望三寮結庄合

村能夠吉利發達，而名為「三吉村」。（資料來源：黃文博「南瀛地名誌」）在

將軍庄南，位處十七號省道（濱海公路）路旁，今轄四庄：頂口寮、中口寮、下

口寮和五棟寮仔。口寮，昔為漁民築寮捕魚之地，因最近海口而稱為「口寮」，

最初到此開墾者為佳里興許姓，其後與許姓有親戚關係的「西甲林」、「中洲陳」、

「將軍吳」及黃姓，陸續進入此地墾荒闢田，並向南發展，而有今日頂口寮、中

口寮和下口寮三庄。頂口寮，在口寮北邊者，隔水圳與中口寮相鄰，多為許姓，

是佳里興許姓入墾口寮最早築寮之地。中口寮，在頂口寮之南，因位居口寮中間

而稱「中口寮」，陳、吳為大姓，主祀吳府千歲的口寮庄廟吉安宮在此庄，新建

大廟即得完成。下口寮，由口寮往南經數畦農田即為下口寮，是口寮最南邊（下

邊）的小庄，多為林姓。五棟寮仔，在下口寮西南邊、七股鄉大潭寮之西北，係

北門鄉蚵寮蔡姓、洪姓和漚汪西甲陳姓來此築寮晒鹽之地，因日治時代初墾時只

有五棟板牆草頂的「枋仔寮」，故稱「五棟寮仔」，最早時期近 20 戶，民國 85

年初筆者造訪此地時，僅剩 3 戶 3 對老夫妻，頗有遺世之感；預定地達 22 甲的

「鯤鯓人文學院」將建於此地南邊魚塭地。 

原將富里及將貴里同屬將軍社區，位於台 17 線以東，保留著人、文、地、

產、景的傳統原貌，里內有將軍區農會、將軍國民小學、將軍派出所，將軍市場，

活動中心等公共設施，兩里里民血脈相連，金興宮供奉保生大帝為共同的信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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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居民主要以農為生，種植胡蘿蔔、芝麻、玉米、番茄，大蒜及沿海捕撈為業。 

原三吉里位於台 17 線以西，由於地處鹽分地帶，居民多以種植蒜頭及番茄，

部分從事魚塭養殖業，致力提升居民對社區認同感，凝聚社區意識，以現有環境

下將將軍里帶向鄉村型社區的目標及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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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里照片集錦 

  溪墘寮五佛殿 將軍溪畔─白醮亭 

  金興宮 興安宮 

  
吉安宮 將軍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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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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軍區 長榮里 謝杉 將軍區 將富里 周炎祥 

將軍區 西華里 陳麗如 將軍區 將貴里 吳儒益 

將軍區 西和里 戴大川 將軍區 三吉里 許明輝 

將軍區 忠興里 黃 惠 將軍區 玉山里 陳富全 

將軍區 嘉昌里 何火生 將軍區 廣山里 吳泰源 

將軍區 保源里 黃文旦 將軍區 長沙里 陳明泰 

將軍區 苓和里 黃明道 將軍區 平沙里 吳國樑 

將軍區 仁和里 邱清順 將軍區 鯤鯓里 王燕宗 

將軍區 北埔里 吳武宗 將軍區 鯤溟里 王素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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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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將軍區 1-將軍區里鄰調整規劃第二次研商會議 

內容 

公所與長榮里、西華里、西和里、忠興里、嘉昌里、保源里、苓和里、

仁和里、將富里、將貴里、三吉里、廣山里、長沙里、平沙里、鯤鯓

里、鯤溟里等 16 位里長研討將軍區里鄰編組與調整方案。 

照片 

 



 

16-47 
 

五．附錄 
 

 

將軍區 2-將軍區里鄰調整規劃第三次研商會議 

內容 

公所與市府秉持公平、公正及統一性原則辦理里鄰調整作業，在統一

性原則下或有特別情形與理由，會議中里長以理性的態度將自己的意

見提出說明討論，同時由民政局區里行政科陳文琪科長向各位里長做

里鄰整編作業的簡報，讓里長對里鄰整編作業有更深入的瞭解。 

照片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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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益敦 

執行團隊／臺南市將軍區公所、臺南市學甲戶政事務所（將軍辦公處） 

執行編輯／吳文正、蘇晉毅、陳明德、莊千瑩 

編審人員／林欣佑、曾建福、洪景紳、劉香蘭、吳雨財、趙俊強、袁明壎、 

林水利、彭珍珍、林秋香 

照片提供／區公所（含里辦公處） 

參考資料／黃文博「南瀛地名誌」、將軍鄉 2010 改制紀念手冊等撰寫而成。 

※參考資料引用如有不盡周延之處，望各方賢達不吝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