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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農村社區基本資料 

1-1.農村社區名稱 

  臺南市將軍區苓和社區 

1-2.申請組織或團體 

  臺南市將軍區苓和社區發展協會 

1-3.聯絡人姓名及聯絡方式 

表 1 社區聯絡人資料一覽表 

姓名 職稱 電話(含手機) 地址 E-mail 

黃明道 理事長 
06-7945878 
0933-697866 

臺南市將軍區苓仔寮里

苓和 42-3 號 
- 

陳榮華 總幹事 06-7830723 
臺南市將軍區苓仔寮里

苓和 16 號 
- 

陳清豐 
計畫執

行人 
06-7942950 
0937-625918 

臺南市將軍區苓仔寮里

苓和 86-10 號 
tea511202@gmail.com 

1-4.社區整合及參與方式 

一、參與社區組織或團體 

表 2 參與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之社區組織或團體資料一覽表 

社區組織 負責人 職稱 設立宗旨 聯絡地址/電話 

臺南市將軍區苓和

社區發展協會 
黃明道 理事長 

推動及執行社區發展

相關事務 

臺南市將軍區苓仔

寮里苓和 42-3 號 

0933-697866 

媽媽教室 

陳黃玉 會長 
活絡社區，風味餐烹

飪，遊客接待。 

臺南市將軍區苓仔

寮里苓和 51 號 

06-7942941 林吳美嬿 副會長 

長壽俱樂部 陳清志 會長 促使老人活動健 臺南市將軍區苓仔



2 

社區組織 負責人 職稱 設立宗旨 聯絡地址/電話 

徐秀娥 副會長 
康，老有所終。 寮里苓和 118-5 號 

06-7941998 

環保志工隊 

林吳美嬿 隊長 
維護社區環境整潔，

美化環境。 

臺南市將軍區苓仔

寮里苓和 45 號 

0979-280005 王綉鳳 副隊長 

將軍區公所 洪聰發 區長 

協助社區推動各項公

共事務，提供人力支

援。 

臺南市將軍區忠嘉

里忠興 190 號 

06-7942002 

將軍區農會 吳明成 總幹事 推廣股輔導社區農民 

臺南市將軍區忠嘉

里忠興 189 號 

06-7942201 

苓和國小 周國民 校長 
配合社區各項兒童福

利之推動 

臺南市將軍區苓仔

寮里苓和 132 號 

06-7942031 

保濟宮管理 

委員會 
洪福正 主委 

配合社區農村文化傳

承活動及祭典、慶典

之舉辦。 

臺南市將軍區苓仔

寮里苓保 31 號 

06-7940135 

宋江館管理 

委員會 
吳金寶 主委 

配合社區農村文化傳

承活動及祭典、慶典

之舉辦。 

臺南市將軍區苓仔

寮里苓和 12-1 號 

0930-834123 

二、社區整合方式 

本社區定期每三〜四個月檢討社區農村再生推展業務會議，召開農村再生

說明會討論，並決議未來實施工作內容與優先計畫順序。 

本計畫內容之整合乃透過不斷與社區居民訪談、居民共同討論彙整，總計

經過 15 次訪談或會議討論，討論議題包含整合未來發展方向、解決既有問題、

如何吸引更多民眾參與、排定優先施作順序、撰擬農村再生計畫內容等。整合

過程可歸類如下： 

（一）居民訪談與討論 

為能了解居民的生活與未來發展需求，爰深入社區對居民進行訪談，

歷經多次討論，確實聽取居民對本計畫的期許與心聲。 

（二）召開座談會 

整合共識的過程中，多次召開社區居民座談會，以收納居民意見。 

（三）凝聚社區願景共識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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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居民的想法，不斷進行溝通協調，進而凝聚共識，並透過圖面

勾繪願景與討論工作內容。 

（四）外部相關資源導入共識會議 

可依據社區生態、文化、產業等未來願景邀集相關民間團體、學校、

社區企業、跨域合作相關政府部門等一併討論並整合相關意見。 

 

  
圖 1 社區居民討論情形 

表 3 社區居民、組織或團體共同討論農村再生紀要表(由遠至近) 

會議名稱 時間 參與人員 人數 討論內容摘要 

參與農再 

計畫說明 
104.01.15 

發展協會幹部及將軍區公

所 
9 農村再生計畫說明會  

討論參與 

農再計畫 
104.02.15 發展協會會員 60 討論提報參與農再培根計畫 

課程準備 104.05.10 培根學員 40 說明關懷班課程內容  

工作坊內容 104.09.06 培根學員 40 討論關懷班工作坊執行細節 

檢討與進階

班意願調查 
104.12.17 培根學員 40 

對關懷班課程的檢討與繼續

參加進階班意願之徵詢 

討論確認 

農再計畫 
105.5.13 培根學員 40 農再培根計畫的現況 

討論確認課

程需要 
105.10.15 

社區發展協會幹部與輔導

團隊 
8 

針對社區需要的進階班課

程進行討論  

農業問題之

課題討論 
105.11.25 社區居民 45 

討論農業活化與未來社  

區推動之方向 

傳統產業之

未來發展 
106.04.15 培根學員 40 

討論傳統棉花產業文化如

何轉型成為農村工藝產業 

農村再生社

區居民會議 
108.10.16 

社區居民、培根學員、培根

規劃設計有限公司及將軍

區公所 

63 
議決臺南市將軍區苓和社區

農村再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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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前推動農村再生相關成果 
表 4 社區推動農村再生成果一覽表(由遠至近) 

人力培訓計畫 

年度 主辦單位 計畫名稱 結業人數或具體成果 

10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 
農村再生培根計畫-關懷班 結業人數 40 人 

10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 
農村再生培根計畫-進階班 結業人數 40 人 

10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 
農村再生培根計畫-核心班 結業人數 40 人 

107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農村再生培根計畫-再生班 結業人數 39 人 

相關補助案件(工程與活動…) 

年度 補助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內容或具體成效 

104 
臺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104 年度將軍區苓和社區

巧佈點綠美化計畫-雪花的

棉鄉 

空地綠美化計畫/復育

棉花 

104 
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 
苓和，我「棉」的家 

傳統棉花產業文化的

影音記錄 

10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 
攜手清掃社區 

社區街道、髒亂點的清

掃活動 

105 
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 
再現家鄉之美 苓和社區文化導覽圖 

105 
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 

攜手協力、將軍啟航-營造

將軍長青常樂 
社區老人福利服務 

105 
臺南市政府 

民政局 

臺南市將軍區苓和里 

空地綠美化設置計畫 

空地綠美化計畫 

10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 

社區資源調查、地圖製作

及觀摩研習 
資源調查及觀摩研習 

106 
臺南市政府 

民政局 

臺南市將軍區苓和里空地

景觀改造工程設置計畫 
空地綠美化計畫 

10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 

來去棉被窟玩-綠地改造空

間計畫 
空地綠美化計畫 

107 
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 
純真的歲月 社區老照片的出版 

108 
臺南市政府 

環保局 

將軍區祕境尋幽空品淨化

區綠美化計畫 
空地綠美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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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實施地區現況 

2-1.社區位置、範圍及面積 

本社區位於臺南市將軍區之東北邊村落-苓仔寮里(如苓和社區位置圖)，全

社區範圍(如苓和社區範圍圖)為苓仔寮里行政劃分的一部份，西接巷埔里，南鄰

忠嘉里，東、北以將軍溪為界與學甲區相隔。聚落集中於南 19 道與南 22 道相

會處，面積約為 108.01公頃。 

 

 
圖 2 苓和社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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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苓和社區範圍圖 

2-2.人文資源調查 

一、人口 

苓和社區至 109 年 6 月人口約有 605 戶 1503 人，近年來年輕人口不斷流

失至都市發展，每年均呈負成長趨勢。人口外流趨勢明顯，同時社區趨向老年

化，所以本社區致力於參與農村再生，希望能留住流失的青年人口。 

 
表 5 近 5 年苓和社區人口數綜理表 

年度/月份 里別 鄰數 戶數 男 女 合計 

109 年 6 月 苓和里 10 605 772 731 1503 

108 年 6 月 苓和里 17 608 785 739 1524 

107 年 6 月 苓和里 17 443 805 759 1564 

106 年 6 月 苓和里 19 619 819 760 1579 

105 年 6 月 苓和里 19 621 835 768 1602 

資料來源：臺南市將軍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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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近 5 年苓和社區人口折線圖 

資料來源：臺南市學甲區戶政事務所，本計畫彙整 

 

表 6 苓和社區 105 年~108 年人口年齡結構重要指標彙整表 

 

資料來源：臺南市學甲區戶政事務所，本計畫彙整 

  

1440

1460

1480

1500

1520

1540

1560

1580

1600

1620

109年6月 108年6月 107年6月 106年6月 105年6月 

計 男 女 0-5歲 6-12歲 13-15歲 16-18歲 19-30歲 31-50歲 51-64歲65歲以上 0-5歲
6-12

歲
13-15歲 16-18歲 19-30歲 31-50歲 51-64歲 65歲以上

108 苓仔寮里 2,184     1,137     1,047     63     67        33          38       331     573     581     498       2.88 3.07 1.51 1.74 15.16 26.24 26.60 22.80

107 苓仔寮里 2,227     1,167     1,060     70     62        32          52       344     584     592     491       3.86 2.82 2.23 2.52 15.73 27.60 21.66 23.59

106 苓和里 1,161     600        561        36     33        21          37       184     296     320     234       2.50 3.58 2.33 3.74 16.56 28.95 23.54 18.80

105 苓和里 1,184     625        559        39     34        22          38       189     320     313     229       2.50 3.58 2.33 3.74 16.56 28.95 23.54 18.80

年份

單位：人、%

臺南市將軍區人口年齡結構重要指標

里 別
總     計

年齡層
各年齡層 各年齡百分比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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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仰 

本社區的居民主要信仰以佛、道教為主，主要廟宇有宋江館、土地公廟…

等，其中以宋江館為主，為社區居民的信仰中心，亦是居民最常利用進行活動

的公共場地。 

  

圖 5宋江館及慈觀禪寺 

(一) 宋江館  

苓仔寮頂寮角宋江館當地廟宇伺奉主神為城隍爺，每年輪駐宋江館、崁頭

寮慈善宮及巷口聖慈宮，當地耆老只要有事請教城隍爺，都請城隍護駕的將軍

虎爺公起乩，以金身撰旨意，過去村里有人久病不癒，都會向城隍爺請示，由

虎爺落駕派藥單，相當靈驗。 

(二) 慈觀禪寺  

苓仔寮慈觀禪寺為供奉觀世音菩薩，為社區居民共同之信仰中心，也為社

區居民聊天散心之好去處。 

 

三、社區特色文化技藝活動 

 
（一）文化特色活動 

本社區民俗文化歷史悠久且非常深厚。每逢宋江館城隍元帥聖誕慶典，會

前往嘉義鹿草安溪城隍廟進香，緊接著遶境社區，祈求全境平安，是社區的重

要祭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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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苓和社區特色活動一覽表 

農曆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傳統 春節   清明 端午  

宗教    

林氏宗祠 -清

明祭祖 (清明

節前週日) 

溪頭元帥廟

（04.12） 

宋江館-祭典

(城隍元帥) 

(05.13~05.14
) 

宋江館-祭典

(田都元帥) 

(06.23~06.24
) 

農曆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傳統 中元 中秋 重陽   冬至 

宗教 

保濟宮 -中

元普渡 

(07.14) 

土地公廟-

聖誕 

(08.12) 

林氏宗祠

- 重 陽 祭

祖 

( 重 陽 節

前週日) 

  

製作菜粿 

祭 拜 祖 先

(11.27) 

 

  

圖 6 城隍元帥聖誕繞境 

 

  

圖 7 冬至製作菜粿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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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景觀 

(一)傳統聚落景觀 

苓和社區為台灣傳統農村聚落，聚落多分佈社區主要道路旁，且因開發早，

留有多處的三合院古厝。社區內百年古厝為數不少，老建築為竹管厝、編竹夾

泥牆、紅磚等等構造而成，可以從這些古厝欣賞到傳統閩南建築文化中的彩繪、

書法、雕刻、泥塑、花磚，甚至傳統建築工法，此形成社區傳統聚落景觀特色。

因人口外流嚴重，少數古厝變成空屋且年久失修而荒廢傾倒、雜草橫生，殊為

可惜。 

  

圖 8 百年三合院古厝 

(二)產業文化景觀 

社區居民以種植稻米、紅蘿蔔、蘆荀、芝麻等等為主，其中以蘆荀、芝麻

為社區高經濟作物，品質優良，受到消費者歡迎與信賴。蘆荀透過農會收購和

北運拍賣兩種管道；芝麻經本地麻油廠壓榨後，自行販賣，完全靠口碑行銷，

未來朝向擁有自我品牌而努力。 

 

稻米 

 

傳統播種芝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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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玉米 

 

芝麻 

 

蘆筍 

 

澎湖絲瓜 

 

圖 9 農業產物 

(三)傳統棉花技藝文化景觀 

苓仔寮是早期製作傳統手工棉被的產業聚落，素有「棉被窟」的稱號，本

社區也是「棉被窟」的一部分。早期傳統手工棉被以彈弓讓棉花鬆散，再用壓

斗與米篩壓平，拉線固定裝入被單，非常費時。尤其彈弓時，棉絮飛揚，又不

能吹電扇，悶熱無比，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後來發展到半手工，以機器將棉

花攪鬆製成棉捲，捨去彈弓與米篩壓平牽線手續，產量大增。老師傅逐漸凋零，

遂發展出完全由機器代勞。本社區擁有六家棉被相關產業的工廠。 

 

棉花田 
棉花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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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棉花 機械化 

圖 10 傳統棉花產業技藝 

2-3.自然環境資源調查 

一、地形 

苓和社區屬嘉南平原的一部份，有一沙崙橫臥聚落北方，其來源為舊曾文

溪流經將軍溪時，河床沙受盛行東北季風吹拂，而堆積於當時河道西南岸所形

成，故社區地勢呈現中央高四周低的地形。東、北方有將軍溪沿岸的溪埔地，

地質屬於沙質地。 

 
圖 11 苓和社區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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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文 

 (一)自然河川 

苓和社區的主要河川為將軍溪，其為社區之東、北界。平時流量穩定，因

離出海口不遠，平日漲潮時海水易倒灌大排。若遇汛期時，靠近華宗橋一帶常

常造成洪氾，淹沒南 19 道與農田，造成諸多不便。 

  

圖 12 將軍溪 

(二)灌溉及排水系統 

水圳為苓和社區之主要灌溉設施，由於農田規劃極為方正整齊，故社區之

灌溉渠道為棋盤式分佈。惟排水系統因將軍溪之故，造成社區靠近華宗橋一帶

雨季時淹成一片，迫切需要改進。 

 
圖 13 苓和社區水文圖 

  



14 

三、氣候 

本社區為嘉南平原的一部份，氣候屬亞熱帶海洋性氣候，全年溫差幾乎不

明顯，除了冬季受季風影響，終年氣候溫和，適合農作物與居住。年平均氣溫

為 23.7℃，各月平均氣溫，自十二月至翌年三月，月平均溫度在 20℃以下，為

本社區全年最低溫季節，最低平均溫度為一月，月平均溫度超過 20℃者長達八

個月，其間以七月份平均溫度最高。降雨多集中於夏季，冬季乾旱。雨季為五

月至九月，短短四、五個月卻佔全年雨量百分之八十五分配相當不均勻，相對

十至十二月，則相當乾燥，造成枯水期過長，乾濕季過於明顯。 

 
(一)溫度(統計期間 2019) 

單位：攝氏度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平均 

氣溫 18.1 17.5 22.3 25.6 28.9 29.0 29.2 27.8 28.9 25.8 24.2 21.6 24.9 
資料來源：中央氣象局臺南監測站 

(二)降雨(統計期間 2019) 

單位：毫米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合計 

降水

量 
40.0 11.5 19 0.5 83.9 555.5 406.0 1301 31.0 0.5 1.0 0 2449.9 

資料來源：中央氣象局臺南監測站 

(三)季風或颱風 

冬季盛行由蒙古高壓所帶來的東北季風，夏季盛行西南季風。每年颱風發

生之頻率以七〜九月為最多，最早曾發生於六月，最晚亦可能於十一月。所幸

本區颱風路徑及登陸之頻率極低，故颱風甚少直撲本地區。 

四、景觀（觀光遊憩） 

（一）將軍溪畔自行車道 

將軍溪在清代稱為漚汪溪、灣裡溪，為古曾文溪的河道。古曾文溪河道歷

經數次遷移，道光年間的一次大颱，河道才改成現在的出海口位置。西港、佳

里、將軍的沙丘群，正是古曾文溪遺跡的證據。將軍溪整治工程，將兩岸打

造成為綠隧自行車道。從接攘學甲的華宗橋到中洲箍寮橋這一段車道，正圍

繞著社區東、北方。非常適合親子共遊，悠然自在地踩著單車，沿途欣賞曲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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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農田風光跟濕地鳥類，享受大自然的洗禮。 

 

  

圖 14 將軍溪畔自行車道 

（二）木棉花道 

木棉道位於聚落的沙崙後。清明節前盛開，因車量稀少、可盡情徜徉其間。

從光禿枝椏爆發朵朵橙紅大花，染紅半邊天，遠遠望去如一條火龍，宣告夏季

的到來。橢圓形蒴果於 5-6 月成熟，果在樹上成熟開裂，棉絮在空氣中飄盪，

恍如片片雪花點綴大地。近年來賞花攝影人潮不斷，已頗負盛名。盛夏時枝葉

茂密、綠意盎然，變裝為綠色隧道，是居民清晨運動散步、白天乘涼休憩的好

去處。 

  

圖 15 苓和木棉花道 

（三）百年芒果樹 

這棵百餘年的芒果樹王，聳立沙崙腳慈觀禪寺的庭院中，樹圍 2.7 公尺，高

約 20 公尺。主幹分岔後直衝雲霄，分枝往四周延伸形成雨傘狀，美麗極了！置

身濃密翠綠的樹蔭下，感受夏天浪漫的清涼滋味。旁邊另有一棵 70 年、三棵 50

年的芒果樹，這些彌足珍貴的老樹，值得我們好好保護以留給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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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百年芒果樹 

（四）林家古厝群 

這些三合院的閩南傳統建築，包含了許許多多的民俗工藝品，種類多且富

美感，讓建築更添藝術價值。值得一提的是外埕有古井，供應鄰近居民汲水使

用，主人的義行令人感激萬分，流露出純樸農村社會的特質。樸素的紅磚白牆，

相輝映的色彩，斑駁的痕跡，更增添古厝的淒美與滄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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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分佈於社區內的林家古厝群 

（五）苓和國小棉花產業館 

苓和國小前校長蔡清峯為使學童瞭解百年歷史的棉被窟產業，透過綜合活

動與彈性教學時間設計相關課程，讓學生能深入瞭解棉花產業的歷史脈絡，更

進一步體會產業代表之文化內涵，故設立棉被文物館以彰顯在地的象徵意涵及

歷史傳承。文物館除了展示手工棉被製作過程、相關器具與文創物品外，還會

邀請老師傅現場表演手工棉被之製作，一睹即將消失的傳統手工棉被技藝。 

  

圖 18 棉花產業館 

（六）動植物資源調查 

對本社區動物資源資料之搜集，主要透過實際觀察而得。野生動物以鳥類

為主，並有部份魚類。其中，鳥類方面包括有小白鷺、高蹺鴴、埃及聖䴉、紅

冠水雞、班鳩、麻雀、白頭翁、八哥、家燕等。魚類則有鯽魚與吳郭魚等。 

植物資源調查：本社區大部分之土地，均為農業生產區，故所種植物均為

具經濟價值之作物，如稻米、甜玉米、地瓜、芝麻、蔬菜(蘆筍、澎湖絲瓜、紅

蘿蔔、蔥等)、西瓜等。社區聚落中植栽於路旁與綠美化空間的種類為數不少，

包括木棉、欖仁、小花紫薇、大花紫薇、龍柏、黃鐘、樟樹、茄苳、台灣欒樹、

芒果、龍眼、九芎、竹子、玉蘭花、桃紅陣雨樹、馬拉巴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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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中的紅冠水雞 

 

白鷺鷥 

 

阿勃勒 

 

木棉 

 

台灣欒樹 

 

九芎 

 

小花紫薇 

 

樟樹 

 

圖 19 苓和主要動植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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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社區生活現況 

一、土地利用 

苓和社區的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之土地利用現況(如資料來源：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圖 19)，以特定農業區的農牧用地面積最大(69.38%)；其次為

水利用地(11.56%)；鄉村區用地 11.42%。 

 
圖 20 社區土地利用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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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苓和社區土地使用分區概況圖 

 

圖 22 苓和社區土地使用地類別概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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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社區土地使用分區及地類別表 

土地使用分區 土地使用地類別 
面積 

(公頃) 

佔總面積比例 

單一 小計 

特定農業區 

甲種建築用地 0.1 0.09％ 88.58％ 

丁種建築用地 0.24 0.22％ 

農牧用地 74.94 69.38％ 

交通用地 7.31 6.77％ 

水利用地 12.49 11.56％ 

墳墓用地 0.6 0.56％ 

鄉村區 

乙種建築用地 8.47 7.84％ 11.42％ 

丁種建築用地 0.31 0.29％ 

交通用地 1.31 1.21％ 

水利用地 0.07 0.06％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2.17 2.01％ 

合計 108.01 100.00％ 100.00％ 

 
表 9 苓和社區範圍資訊表 

臺南市將軍區苓和社區 

是否涵蓋都市計畫區 × 

是否涵蓋國家公園區 × 

是否涵蓋休閒農業區 × 

是否為原住民地區 × 

是否為漁村社區 × 

是否含跨村里 × 

是否與比麟社區重疊/空洞 × 

農村再生社區範圍面積(公頃) 118.3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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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型態   

民國 60 年代後，隨著經濟起飛，造成種植棉花的沒落，社區內的產業也有

了變化，取而代之的為紅蘿蔔、蔬果、芝麻等較高經濟價值的作物栽培。因本

社區土壤非常適合栽種蘆筍與芝麻，品質棒且風評佳。 

 

表 10 苓和社區產業調查資料一覽表 

產業別 事業種類 事業名稱 
家數/規模 

(公頃或數量) 

一級 農產 蔬果與花卉…等 69 公頃 

二級 

食品製造業 食品工廠 1 家 

金屬製造業 螺絲、鐵工廠 2 家 

棉被製造業 棉被工廠 6 家 

針織製造業 針織工廠 2 家 

三級 

商品買賣業 

雜貨商店 

百貨商店 

電器維修行 

機車維修行 

鮮魚店 

鮮花店 

2 家 

1 家 

1 家 

1 家 

1 家 

1 家 

個人服務業 

餐飲店 

帆布佈置、桌椅餐飲租借 

怪手維修 

相館 

5 家 

2 家 

1 家 

1 家 

 
表 11 苓和社區主要農產產季表 

社區主要農產產季表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稻米             

紅蘿蔔             

芝麻             

蘆筍             

澎湖絲瓜             

飼料玉米             

調查結果可知，觀光產業可帶動社區經濟發展。以傳統棉花產業作為發展

的主軸，搭配木棉花季節來推銷觀光遊憩與產業行銷，應為可行的一條路。再

把將軍溪沿線的自行步道、湖泊和農業體驗活動元素拉入，是相當吸引人的願

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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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苓和社區產業分佈示意圖 

 

  
圖 24 苓和社區產業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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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設施 

本社區的公共設施，除了社區活動中心之外，尚有七座近年完成的社區綠

美化公園，其餘則屬文教設施(苓和國小)。本社區之公共設施，整理如下表。各

公共設施之分佈位置與相關之照片，整理如下圖。由圖中即可看出，公共設施

均分佈於聚落四處。 

表 12 苓和社區公共設施一覽表 

公共設施名稱 服務範圍 服務性質 

苓和社區活動中心 苓和社區 社教設施 

社區入口意象小公園 苓和社區 遊憩設施 

巧佈點公園 苓和社區 遊憩設施 

牛車公園 苓和社區 遊憩設施 

話唬爛ㄟ所在公園 苓和社區 遊憩設施 

紅蘿蔔公園 苓和社區 遊憩設施 

祕境尋幽公園 苓和社區 遊憩設施 

遇見轉角公園 苓和社區 遊憩設施 

苓和國小 苓仔寮里、巷埔里 文教設施 

表 13 公共設施調查統計表 

類型 項目 名稱 

文化設施 

社區活動中心 苓和社區活動中心 

宗教廟宇 

宋江館 

土地公廟 

溪頭元帥廟 

慈觀禪寺 

萬善堂 

林氏宗祠 

國小 苓和國小 

遊憩設施 公園休憩設施 

入口意象公園 

巧佈點公園 

牛車公園 

話唬爛ㄟ所在公園 

紅蘿蔔公園 

祕境尋幽公園 

遇見轉角公園 

將軍溪自行步道休憩區 

木棉花道休憩區 

將軍之眼生態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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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 項目 名稱 

保安設施(警察、消防) 交通系統 學甲分局交通小組 

公用設施(自來水、電信、郵政、

垃圾處理、殯儀館) 

灌溉系統 

防災系統 

嘉南大圳之分支水圳 

將軍溪閘門 

 

 
圖 25 社區重要景點導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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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運輸 

苓和社區對外之交通便利。貫穿社區的主要道路有兩條，分別是南 18、南

19 及南 22，三線的交會處，即苓仔寮地區的核心地帶-保濟宮。社區對外之聯

繫，通常使用此三條道路見。南 19、22 寬度較窄外，南 18 非常寬，道路鋪面

為瀝青，路況良好。 

若欲與周邊其他區聯絡，這三條市道可通往佳里、學甲、北門。而南 18 往

西可接 61 號西濱快速道路，路程時間大約 10 分鐘內，即可抵達馬沙溝交流道，

甚為方便。 

在休憩資源方面，社區內也有不少值得一遊之景點，包括木棉花道、古厝、

百年芒果樹、棉花產業館與棉被工廠等，社區重要之景點均標示。每年三月初

的木棉花季，吸引眾多人潮賞花，堪稱地方盛事。 

 

 
圖 26 社區對外交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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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住宅使用   

苓和社區行政區域屬於苓和里，一般稱為「頂寮」，相傳先民於保濟宮北邊

墾荒築寮而得名，亦為苓仔寮「棉被窟」的一部分。十八世紀中葉林姓祖先來

台定居頂寮，日後人丁興旺，故本社區以林姓為主。聚落住宅集中於南 18、南

19、南 22 三條道路旁，社區 60 年歷史以上的傳統建築為數不少，其餘為鋼筋

混凝土的樓房住宅。本社區 30 年前年輕人往都市移動，而造成社區居民老化，

因此宅院僅剩老人居住。空屋率逐漸攀升，且荒廢雜亂，甚為可惜。 

 

表 14 建物狀態一覽表 

類型 永久性房屋 臨時性房屋 總計 
傾倒無

法居住 

可居住但部分

毀損待修 
良好 

數量 202 6 208 0 5 203 

比例(%) 97.12 2.88 100.00    

 

 

 

圖 27 區內仍有保存尚完整之傳統平房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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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災害  

 
(一)災害歷程描述 

將軍溪為繞社區東與北方，因此臨近溪邊一帶的農田為低窪區，漲潮時大

排的水位高，汛期時雨水淹沒農田與產業道路，造成嚴重的農損，更甚者淹沒

南 19，路旁少數住宅泡水數天方退。這個淹水問題存在數十年了。社區內雖無

淹水問題，加蓋水溝易被土方填滿，大馬路尚有環保局抽泥車處理，但巷道就

無法進入，早期所建溝渠狹小，擔心有朝一日會造成社區內淹水，大排與將軍

溪旁一帶的整治需加緊作業。 

(二)防災路線規劃 

 
圖 28 防災路線規劃圖 

 

  
圖 29 八八風災時社區淹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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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農村社區發展願景及課題 

3-1.社區發展願景 

蘆筍 芝麻 棉被窟 

 

苓仔寮地區自 40 年代開始種植棉花，粉紅色的苞蕊，綻放時轉為淡黃色，

裂果後露出雪白的棉絮，整個過程美不勝收。尤其眺望那一大片有如朵朵雪花

的美景，彷彿置身於雪國一般。造就了本地棉花產業的興盛，以「棉被窟」聞

名全國。社區擁有 6 家棉被工廠，因此以「花現棉被窟」，作為未來社區發展的

願景，期望能活化休耕農地推動一個「有機棉花田專區」。 

 

為達成社區願景目標，社區必須就社區整體發展所需，思考在空間區位上

作主題或功能性之劃分，及相關串聯或路線之規劃，以利有秩序、有效率及合

宜的生活環境，經社區多次共同研商討論後，提出社區空間整體規劃之構想圖。

依據前述規劃三大分區，有生活文化區、農業生產區及景觀生態區，串聯各區

域之整體資源與發展特性，以期達到美好農村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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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整體規劃發展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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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社區發展課題 

表 15 苓和社區 SWOT 分析表 

優勢 劣勢 

1. 傳統棉花產業 

2. 農產品豐富、品質佳（蘆筍、紅蘿蔔、

甜玉米…） 

3. 優質胡麻油 

4. 將軍溪自行車步道 

5. 將軍之眼生態 

6. 木棉花道 

7. 百年芒果樹、古井、白搖井 

8. 古曾文溪之沙丘遺跡 

9. 廣設綠美化公園 

10. 認真的環保義工隊 

11. 治安良好 

12. 水質清澈 

13. 社區協會組織完善 

1. 棉被無法大量生產 

2. 本產棉花成本昂貴 

3. 人口外流、高齡化 

4. 欠缺經費 

5. 社區活動中心空間狹小 

6. 欠缺行銷經驗（棉花產業、農產品） 

7. 早期棉花田消失 

8. 百年古厝缺乏整理 

9. 社區閒置空間及環境待改善 

10. 文化傳承恐有斷層危機 

11. 社區推動缺乏文創規劃人才 

12. 宋江陣面臨失傳危機 

機會 威脅 

1. 地產基金協助行銷棉被產業 

2. 社區營造小有成效 

3. 參與農村再生推動計畫 

4. 優質農產品 

5. 聞名的棉被窟棉被 

6. 產業活化，吸引人潮，提高收益。 

7. 配合木棉花發展農村生活體驗旅行 

1. 棉花品質差異大 

2. 農產品尚未成立社區自己的品牌 

3. 棉被面臨競爭 

4. 颱風期間河水暴漲，河水淹沒農田

與南 19縣道。 

5. 氣候異常影響農作物 

6. 大部分農產品利潤不高 

7. 年輕人務農意願低落 

8. 邊緣化危機 

9. 養豬與雞場空氣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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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上述 SWOT 分析後提出以下本會發產課題及對策。 

 

課題一：(優勢)擁有社區傳統特色產業，具歷史價值與實用的棉花產業，產業文
化資源豐富。芝麻與蘆筍為高經濟價值的農業特色產物，品質佳。網室
栽培的澎湖絲瓜，專門配送台北。 

對策一：傳統產業的棉被只有生產和銷售而已，若能再成立有機棉花田專區，
朝向文化行銷與觀光體驗努力。農業產業發展開心農場體驗，融入文化
故事，吸引遊客。另外舉辦產業行銷芝麻、蘆筍節等產業活動，增進遊
客對農村的瞭解，進而建立社區自有品牌，增加農村就業人口、活絡農
村經濟。 

課題二：(優勢)擁有將軍溪流域生態景觀，將軍溪從接攘學甲的華宗橋到中洲箍
寮橋這一段，正圍繞著社區東、北方。沿途可欣賞華宗橋、曲流地形、
農田風光跟濕地鳥類，自然景觀秀麗、生態豐富，更可向西延伸到將軍
溪出海口。 

對策二：目前兩岸築了自行車道，可供親子單車旅遊。再來由溪河、埤塘、水

岸一起推動生態水資源保育，融合周邊地形及自然景觀，以綠建築自然

生態工法為主體，減少造成生態環境之衝擊，營造產業、休閒及生態兼

備之優質環境。 

課題三：(劣勢)缺乏產業整合及行銷規劃，尤其芝麻單靠口碑行銷，應建立自我
品牌，否則產品經濟效益不足、農產較不具知名度，無法凸顯產品特性，
另外銷售資訊及通路建構不明確，以致於相關的產品與銷售管道無法進
一步突破。 

對策三： 
(一)為打出產業知名度及地方特色，因此協助農民建立自己的品牌，企劃

並輔導社區舉辦主題產業活動，創造優質的形象，提高社區的能見
度。 

(二)建立社區行銷平台，拉近與遊客的距離，更可提供居民訊息傳遞的場
所。 

(三)結合產銷班合作開發社區代表性商品，配合社區的銷售做法(自創社
區產品包裝、特色產品)，強化文化創意加值，同時設置銷售點，方便
外來遊客選購。 

(四)白蘿蔔醃製加工技術製成醃製品，藉以發展社區果園、假日菜園，強
化地方特色。 

課題四：(劣勢)主要道路-南 18、19 線社區入口意象不明。南 19 線建有社區入
口意象（社區自行營造），但礙於經費，顯得簡陋點。南 18 線尚未營造
入口意象，應該築之以彰顯農村特色。 

對策四： 
(一)南 19 線可再增強社區之特色意象，這條是社區出入的主要幹道之

一。 
(二)協助社區修編社區生活地圖，並於重要節點設置社區導覽圖，讓大家

便於了解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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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整體發展構想 

4-1.社區整體環境改善 

ㄧ、社區綠色環狀景觀道路規劃 

(一)結合木棉花道與將軍溪自行步道，以規劃社區環狀景觀路線。 

(二)景觀道路延線綠美化，並依四季與社區既有植栽來區分，選擇種植不同之

植栽。 

(三)沿途增置單車客之「歇腳亭」，提供觀光、休閒、休息之功能。   

  

圖 31 未來欲改善景觀道路現況 

二、環境綠美化 

(一)社區傳統三合院空間之改造。 

(二)社區閒置空地與髒亂點之綠美化空間改造。 

(三)巷弄空間的藝術裝置。 

(四)古曾文溪遺跡飛沙崙的景觀改善。 

(五)大排的綠美化植栽。 

(六)公墓的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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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目前欲改善綠美化現況 

三、特色景點 

(一)配合木棉花道與環狀景觀道路之規劃，推廣農村特色旅遊。 

(二)將軍溪流域之自行車步道 

(三)規劃棉花工廠的體驗，並串聯社區各環境營造點與農村文化體驗活動，營

造棉花產業文化之旅。 

  

  

圖 33 特色景點 

四、其他規劃原則 

(一)為達到「美好農村」願景，使戶戶乾淨、美觀而符合居民居住的空間需

求，來進行社區空間再造。 

(二)傳統自搖井再利用之空間營造。 

(三)為符合棉被窟優質文化，種植棉花以彰顯傳統棉花產業，進而朝觀光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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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四)社區巷弄多且彎曲轉角，配合社區特色，設計藝術性圖案來裝飾，以求達

到美化社區的目的。 

4-2.公共設施建設 

一、公共設施 

(一)社區活動中心周邊環境改善 

活動中心前方廣場為水泥硬鋪面，每當夏日氣候炎熱時，經常反光且發熱，

未來將改成透水鋪面形式，並加入景觀花台元素，軟化建築及營造周邊環境氛

圍。 

  

圖 34 社區活動中心周邊環境現況 

 
(二)社區停車場周邊環境改善 

停車場為水泥硬鋪面，每當夏日氣候炎熱時，經常反光且發熱，未來將改

成透水鋪面形式，並加入景觀花台元素，軟化建築及營造周邊環境氛圍。 

  

圖 35 社區停車場周邊環境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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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導覽系統建置 

1.於社區主要入口(南 18道南 19與南 22道)與重要路口設置具在地特色之

生態、生活、產業導覽指標，提高遊客對社區之辨識。 

2.導覽解說牌設置。 

  

 
 

圖 36 欲建置導覽系統之位置 

(四)排水系統整治工程 

1.針對社區溪頭元帥廟至土地公廟旁之大排進行整治。並且排水溝渠整治

結合綠美化與休憩設施規劃。 

2.門牌 120 號林家古厝旁巷弄之排水設計不良，需重新規劃整治。 

  

圖 37 排水不良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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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路路面改善 

社區防災每逢豪雨必造成部分農田與道路淹水，阻礙聯外道路得通行，也

早成農損，影響農民生計。應提出歷年的災害，作為規劃防災路線。 

  

圖 38 需改善之路面現況 

4-3.個別宅院整建 

  苓和社區為台灣典型農村聚落，因開發早，留有多處古厝。社區內超過 60

年閩南傳統建築為數不少，由最早期的竹籠厝、半肚磚厝、三合院磚厝，到現

代樓房的演變，見證了傳統農村建築之變遷。目前社區因人口外流嚴重，房屋

變成空屋，部分住宅因年久失修而荒廢傾倒、雜草橫生，形成社區髒亂點。另

外兄弟爭產而拆毀古厝，著實令人扼腕與嘆息。 

  本社區為朝農村傳統風貌之主軸發展，在具指標的個別宅院進行整建。在

不影響特色建物既有文化風貌與結構的前提下，進行「老厝重生」計畫之古厝

修繕工作。 

  

圖 39 待整修的三合院古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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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產業活化 

一、特色棉花產業，透過有機棉田、棉被工廠和苓和國小棉花產業館三者的

結合，建構一條觀光、體驗、休閒與故事性的活路。 

二、辦理「芝麻用藥與栽培技術講座」與「蘆筍用藥與栽培技術講座」，邀請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相關專家協助社區農戶改善栽培管理技術與用藥安全，

提升芝麻的生產品質。 

三、委託專業服務單位協助社區農戶辦理農產品包裝設計及創意行銷，設計符

合主要消費客群之包裝設計和品牌故事，並辦理發表、通路上架、部落客

踩線團等強化網路行銷與推廣。 

四、辦理農村生活體驗營，盤點體驗遊程資源、結合旅宿業者或知名景點，規

劃符合消費客群之遊程設計、導覽解說知識能量及人才建立，並強化網路

通路之行銷與推廣。 

五、友善耕作：社區目前傳統棉花產業產量屬穩定階段，品質優良、價錢公道，

單指棉被與被單而言，祈望納入文化創新與再活化，提高棉花的文創新價

值。此外高經濟產物蘆筍與芝麻方面，蘆筍目前有農會契作和配送北農，

尚屬穩定。但芝麻面臨臨近區域之競爭，若規畫社區自創品牌，則需面臨

行銷與農藥檢驗的輔導，這方面得結合農業試驗所或農改場協助，透過計

畫協助輔導農民用藥。希望透過政府單位的輔導與協助，讓社區芝麻產業

走向更加穩定的質與量，增進優質的農業。 

 

  

  

圖 40 特色產業－棉被、蘆筍與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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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文化保存與活用 

一、將不同風貌之三合院導入農村生活體驗營活動與文化保存處所，培訓社

區文化特色解說員。 

二、運用分散四處的廟宇場地辦理社區特色之活動。 

三、廟埕文化空間規劃：宋江館之廟埕空間進行規劃，施以簡易環境綠美化，

並設計廟埕歷史文化展示空間，使廟宇除了宗教信仰之功能外，還能發揮

歷史文化傳承與教育之功能。 

四、巷弄小道規劃：社區巷弄別具農村文化特色「小且曲折」，規劃藝術裝飾

造型，營造出農村特色的空間文化氛圍。 

五、將傳統農業文化與文物規劃農學展示與教育空間。 

六、持續進行社區文史資源調查，繼續探掘社區文化。 

七、城隍爺祭典文化的再傳承，讓下一代明瞭淵遠典故。 

八、「紅面獅頭」宋江陣振興：延續百年餘歷史的宋江陣文化，恢復操演活動

並訓練成員，繼續投入資源，以傳承社區傳統藝陣。 

宋江爺與宋江陣的雙斧 

 

牛車展示 

 

圖 41 文化保存與活化 

4-6.生態保育 

一、將軍溪生態保育：利用生態教室之課程與討論推動社區頭前溪區段作為

保育地帶，此有多種鳥類棲息，蜿蜒的曲流，優雅的華宗拱橋，生態豐

富，可作為生態保育地帶，讓動植物自然地共生。 

二、將軍溪截彎取直後的埤塘，鳥類生態豐富，從空中鳥瞰好像一隻眼睛，

社區取名為（將軍之眼）。周遭環境改造後，可設立「生態觀鳥亭」，讓

社區民眾建立愛護生態之觀念和休憩之地點。 

三、招募社區有環保意識之士成立「將軍溪河川守護隊」。逐步進行生態調查

工作與資料蒐集，以了解將軍溪之生物多樣性。再來巡守河川，保護生態

不遭受破壞。 

四、飛沙崙原本林木茂密，遭受破壞後，稀疏林蔭讓鳥類無以棲息，重新植

栽原生種樹木，恢復本來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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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曾文溪遺址飛沙崙 

 

截彎取直的埤塘 

 

圖 42 豐富的生態環境 

 

4-7.土地分區規劃及配置公共設施構想 

社區規劃生活文化區、農業生產區及景觀生態區三大區塊。因應本社區整

體發展規劃，配合各項公共設施之配置，以利土地合理的利用與管理，並符合

社區發展需求。期望日後願景能有實現的一日，讓社區產業永續經營，創造就

業機會，提高居民收入。綠美化環境使社區有一番嶄新的風貌，讓遊客能感受

苓和的美與農村純樸的人情味。 

 
圖 43 社區公共設施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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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後續管理維護及財務計畫 

5-1.管理維護 

一、訂定社區公約，建立社區居民共同維護社區各項公共設施之機制。 

二、邀請社區居民認養維護管理公共設施。 

三、公共設施所在地主或鄰近周邊受益業者應負責該設施之管理、維護及修

護。 

四、公共活動場域平時由社區環保志工協助管理維護。 

五、公共設施安全狀況由環保志工巡護檢查。 

六、定期發動社區居民共同打掃公共活動場域。 

七、未來訂定收（受）益回饋機制，俾使社區自立永續運作。 

5-2.執行農村再生之組織及分工 

表 16 苓和社區農村再生分工表 

職稱 

(或單位) 

姓名 

(或編制) 
工作內容 

會計組 
徐惠如 

呂水燕 

掌管協會出納、營繕、核銷之帳目登記或校對等相關

管理內容 

產業組 
林明楚 

林國興 

負責農產品之加工、高經濟農作物之試植及研發、毛

巾與手工藤椅之製造、包裝及行銷規劃等相關管理內

容 

採買組 吳美嬿 
掌管購置本協會、舉辦相關活動及僱工購料之所需物

品等相關管理內容 

服務連絡組 陳黃玉 
統籌協會會議召開之聯繫及活動外賓之聯絡、招待等

相關管理內容 

活動計畫組 
鄭淑霞 

李碧燕 
管理活化活動之規劃、執行、檢討等相關管理內容 

維護管理組 
陳清志 

吳淑華 

負責社區管轄內之資產維護、器機具保養維護、其他

經會議決定有關管理維護事項等相關管理內容 

工程監督組 林新讚 社區僱工購料施作監控及負責社區相關工程案件執行 

 
圖 44 106 年度於社區活動中心討論農村再生社區工作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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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社區財務計畫表 

表 15  苓和社區四年財務計畫表 

年度 實施項目 
建議執行 

單位 
實施內容 

維護管

理單位 

社區配合 

經費(千元) 

社區其他

投入資源 

優先

順序 

第
一
年 

閒 置 空 間

改善(一) 

苓和社區

發展協會 

場地清理、植栽綠

美化、休憩設施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社區志工 1 

木 棉 花 步

道 改 善 工

程 

公部門 
道路面改善、植栽

綠美化、指標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人力資源 2 

排 水 系 統

改 善 工 程

(一) 

公部門 巷弄排水改善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人力資源 3 

社 區 道 路

改善工程 
公部門 

南 19 與南 18 縣道

重鋪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人力資源 4 

入 口 意 象

設置工程 

苓和社區

發展協會 

設置社區意象、植

栽綠美化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社區志工 5 

宋江陣 
苓和社區

發展協會 
恢復傳統民俗技藝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社區居民 6 

公 墓 的 環

境改善 
公部門 

場地清理、植栽綠

美化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人力資源 7 

合計 7 件    

第
二
年 

閒 置 空 間

改善(二)  

苓和社區

發展協會 

場地清理、植栽綠

美化、休憩設施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社區志工 1 

公 共 場 所

改善工程 

苓和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活動中心空間

改善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社區志工 2 

古 厝 改 善

工程(一) 
公部門 百年三合院整修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人力資源 3 

古 井 空 間

改善 

苓和社區

發展協會 
古井修復 

苓和社

區發展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社區志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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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度 實施項目 
建議執行 

單位 
實施內容 

維護管

理單位 

社區配合 

經費(千元) 

社區其他

投入資源 

優先

順序 

協會 

設 置 簡 易

停車場 

苓和社區

發展協會 

規劃公共停車場空

間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社區志工 5 

栽 培 技 術

講習(一) 

臺南區農

業改良場 

芝麻栽培技術與用

藥安全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社區居民 6 

栽 培 技 術

講習(二) 

臺南區農

業改良場 

蘆筍栽培技術與用

藥安全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社區居民 7 

排 水 系 統

改 善 工 程

(二) 

公部門 巷弄排水改善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人力資源 8 

社 區 生 態

調查 

苓和社區

發展協會 

課程研習、實地調

查、親子戶外教學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社區居民 9 

合計  9 件     

第
三
年 

閒 置 空 間

改善(三) 

苓和社區

發展協會 

場地清理、植栽綠

美化、休憩設施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社區志工 1 

棉 花 文 創

文化 

苓和社區

發展協會 

棉花商品文創之設

計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社區居民 2 

社 區 美 學

公共藝術 

苓和社區

發展協會 
巷弄轉角藝術裝飾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社區居民 3 

芝 麻 產 業

行銷設計 

苓和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特色產業規劃

設計包裝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社區農民 4 

蘆 筍 產 業

行銷設計 

苓和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特色產業規劃

設計包裝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社區農民 5 

傳 統 農 具

收 集 與 保

存 

苓和社區

發展協會 

農村耕種古文物收

集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社區居民 6 

古 厝 改 善

工程(二) 
公部門 百年三合院整修 

苓和社

區發展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人力資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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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度 實施項目 
建議執行 

單位 
實施內容 

維護管

理單位 

社區配合 

經費(千元) 

社區其他

投入資源 

優先

順序 

協會 

排 水 系 統

改 善 工 程

(三) 

公部門 
將軍溪區域排水改

善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人力資源 8 

合計  8 件     

第
四
年 

農具文物

館 

苓和社區

發展協會 
古早農具之展示 

苓和社

區發展

協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社區居民 1 

藝術文化

館 

苓和社區

發展協會 

林春美老師繪畫展

示 

苓和社

區發展

協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社區居民 2 

埤塘溼地

空間改善 
公部門 增建步道與賞鳥亭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人力資源 3 

農村文化體

驗活動 

苓和社區

發展協會 

農作體驗活動與農

村文化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社區志工 4 

飛沙崙改善

工程 
公部門 

鋪設步道與植栽美

化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人力資源 5 

棉花產業文

化活動 

苓和社區

發展協會 

棉花產品促銷活動

與 DIY 體驗活動 

苓和社

區發展

協會 

社區配合

編列經費 
社區志工 6 

       

       

合計 6 件     

總計 30     



45 

第 6 章 預期效益 

  苓和社區是一個典型的農村社區，具有豐富與潛力的傳統特色產業、人文

歷史。未來配合農村再生的政策，從基礎農村的產業、空間、基礎建設、社區

組織的改造，結合農村休閒、生態旅遊與棉花文化的機會，營造苓和社區成為

亮點農村。本計畫預期效益如下： 

6-1. 經濟效益 

（一） 青農洄游計畫 

找回家鄉年青人，傳承農耕技術，永續發展，讓青農有計畫，有經

濟基礎。並透過行銷，提供遊客深入體驗農村生活的方式，居民共

同服務與遊客分享農村體驗，除增加農村收益外，也帶動社區產業

之發展。 

（二）  鐵馬逛苓和 

發展農村單車旅遊與農村體驗活動，除可推廣社區外，亦可讓遊客

體驗農村活力生活。 

（三） 食農教育體驗活動 

結合農村人文與生態教育，滿足遊客的旅遊體驗，讓遊客融入農村，

親手參與農作體驗，深化遊憩體驗的完整度與感受度，在遊憩體驗

中享受人文與自然生態。 

6-2. 社會效益 

（一） 透過社區整體發展計畫，確立本社區發展定位，釐清社區農村再生

方針。 

（二） 農再計畫可凝聚里民力量與共識，共同營造本社區。 

（三） 營造本社區自發性之經營與管理，獲得居民之認同。 

（四） 居民參與遊憩活動之服務工作與社區活動的推廣，落實農村再生由

下而上機制，讓居民共同建設農村。 

（五） 可結合農村人文與生態教育，讓遊客融入農村，並在遊憩體驗中享

受人文與自然生態。 

（六） 有良好的維護管理，並保存農村舒適的氣氛，再配合觀光發展機制，

可將 農村的寧適傳遞給遊客。 

（七） 提升環境品質與服務設施，進行社區整體改造及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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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環境效益 

（一） 台糖五分車鐵道線綠美化，推廣綠色動線，不但可降低空氣汙染，

並提供自行車路線與步道等舒適空間。 

（二） 改善農村社區整體環境，建構成為陽光、環保、有機、整潔的生活

環境。 

（三） 消除髒亂點，傳染病媒蚊減少，加上綠美化地又增多，里民休閒活

動有去處，可促進里民身心健康。 

（四） 農田風光及生態，維持社區生態的多樣性與平衡性。 

（五） 因推廣自然生態與環境維護，透過居民導覽解說，可使遊客產生環

境認同感，共同達成環境維護及推廣自然生態。 

6-4. 文化效益 

（一） 棉花產業再生與文創商品開發，發展出棉被窟產業文化。 

（二） 將軍溪流域生態環境、歷史人文與地形景觀，能提高觀光價值。 

（三） 建立鄉土文化與藝術館作為農村寶庫與保存。 

（四） 永續營造：持續運用社區人力資源，繼續營造社區各項建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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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社區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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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區組織代表之立案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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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區完成完整農村再生培根計畫訓練之證明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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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召開社區居民會議通知 

臺南市將軍區 

苓和社區居民會議    開會通知 

發起單位：臺南市將軍區苓和社區發展協會 

聯絡人姓名及電話：陳清豐   電話：0937-625918 

出席人員：苓和社區全體居民 

列席人員：臺南市將軍區公所、社團組織代表、社區範圍內土地所有

權人。 

指導單位：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會議時間：民國 108年 10月 16日(星期三)下午 5時 30分 

會議地點：臺南市將軍區苓和社區活動中心 

公告附件：臺南市將軍區苓和社區農村再生計畫草案 

公告地點或方式：苓和社區活動中心公佈欄、里辦公處公佈欄、 

保濟宮菜市場公佈欄。 

開會通知公告期間：民國 108年 10月 4日至 10月 12日 

會議目的： 

一、 討論並擬訂臺南市將軍區苓和社區農村再生計畫草 

案內容。 

   二、議決臺南市將軍區苓和社區農村再生計畫草案。 

    

三、推派臺南市將軍區苓和社區組織代表。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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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地點（一） 

 

公告地點（二） 

 

公告地點（三） 

 

居民會議（一） 

 

居民會議（二） 

 

居民會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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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將軍區苓和社區發展協會 
農村再生計畫草案社區會員大會 

                    會議紀錄 108年 10月 16日 

會議主題：農村再生計畫草案社區會員大會 

一、時間：108年 10月 16日（三）下午 17點 30分 

二、地點：臺南市將軍區苓和社區活動中心 

出席：應出席之完整培根訓練結訓人員最少人數：10人 

實際出席完成完整培根訓練結訓人員：30人 
應出席成年居民最少人數:40人 
實際出席成年居民:60人 

列席、出席者：  
臺南市將軍區公所 陳金成  

        培根規劃設計有限公司 呂俊諺 

        稻荷咖工作坊 吳長庚  
三、推派主席由 黃明道 理事長 擔任 

四、主席提議： 
對於議程表有無意見？決議：無意見通過。 

五、司儀由 鄭淑霞 擔任。 

六、主席致詞： 
（一）宣佈開會：感謝各位鄉親空參參與此會議。 
（二）居民覆議：無意見。 

七、苓和社區農村再生計畫草案由 陳清豐 做簡報說明 

八、苓和社區農村再生計畫草案提請居民討論 

（一）居民附議：無意見 
（二）舉手表決：（不含未成年居民數）共 60位舉手贊

成通過。 

 

九、請提名擬擔任本社區組織代表之組織或團體 

（一）由吳金寶提：臺南市將軍區苓和社區發展協會 為
組織代表。 

（二）舉手表決：（不含未成年居民數）共 60位舉手贊

成通過。 
（三）決議：無意見，舉手表決 60 票通過，由 臺南

市將軍區苓和社區發展協會 為對外窗口。 

十、宣讀會議結論及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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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苓和社區農村再生計畫草案提請居民討論無意

見，舉手表決 60票通過。 
（二）苓和社區發展協會為組織代表，居民無意見，

舉手表決 60票通過。 
十一、臨時動議：無。 

十二、主席宣佈會議圓滿結束：散會，下午 18時 30分。 

     

     理事長：黃明道       總幹事：陳榮華    紀錄：陳清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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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區居民會議之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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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審查小組所提後續推動執行建議 

農村再生計畫初審意見回應表（第一次） 

計畫名稱：臺南市將軍區苓和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初審單位：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項

次 
農業局初審意見 回應說明 

1.  
計畫書中台南市的「台」請統一修正為
「臺」。 

全文已修正。 

2.  
計畫書中表示年份的方式有民國紀年及
公元紀年，建議統一使用。 

全文已修正。 

3.  
目錄頁格式、頁碼修改，補充圖目錄、
表目錄。 

已補充。 

4.  
計畫書中標題下段落須縮排、調整行距
至容易閱讀之版面。 

全文已修正。 

5.  
計畫書中有使用全形括弧與半形括弧，
建議統一使用。 

全文已修正。 

6.  
圖、表標題應與圖、表在同一頁，勿跨
頁。 

全文已修正。 

7.  
1-1 農村社區基本資料： 
上方空白過多，建議調整版面。 

已調整。 

8.  
2-2 人文資源調查之一、人口： 
增加人口數統計表及人口年齡結構表。 

已補充，詳 P6-7。 

9.  
2-2 人文資源調查之二、信仰： 
補充社區民俗活動介紹、重要信仰中心
介紹。 

已補充，詳 P8。 

10.  

2-2 人文資源調查之三、社區特色活動： 
(1) 三、社區特色活動、文化特色活動合
併為標題社區特色文化技藝活動。 
(2) 補充活動內容說明。 

已補充，詳 P8-9。 

11.  
2-2 人文資源調查之四、文化景觀： 
(三)傳統棉花技藝文化景觀，建議增加個
別圖片說明。 

已補充，詳 P10。 

12.  
2-3 自然環境資源調查之三、氣候： 
增加氣候、降雨說明。 

已補充，詳 P14。 

13.  

2-3 自然環境資源調查之四、景觀： 
(1) 動物資源調查、植物資源調查，修改
標題。 
(2) 樟樹寫了兩次。 
(3) 補充說明特色動植樹介紹。 

已補充，詳 P17-18。 

14.  
2-4 社區生活現況之一、土地利用： 
請補充「社區土地利用現況圖」及相關
文字敘述。 

已補充，詳 P19。 

15.  
2-4 社區生活現況之二、產業型態： 
(1) 標題後括弧說明建議刪除。 
(2) 社區產業分佈示意圖增加標示，該範

已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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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農業局初審意見 回應說明 

圍主要產業類別。 
(3) 增加產業照片。 

16.  
2-4 社區生活現況之三、公共設施： 
圖 24 社區重要景點導覽圖建議移至表
11 公共設施調查統計表後。 

已調整。 

17.  
2-4 社區生活現況之五、住宅使用： 
補充社區傳統建物圖。 

已補充，詳 P27。 

18.  
2-4 社區生活現況之六、災害： 
(1) 標題後括弧說明建議刪除。 
(2) 補充水災之照片。 

已補充，詳 P28。 

19.  

3-1 社區發展願景： 
(1) 建議增加篇幅。 
(2) 圖 26 整體規劃發展構想圖增加社區
範圍線、比例尺、方位標示及資料來源。 

已調整，詳 P29-30。 

20.  
3-2 社區發展課題： 
建議補充 SWOT 分析表中的交叉分析。 

已補充，詳 P32。 

21.  
第 4 章整體發展構想： 
建議補充每項規劃編列於財務計畫表第
幾年第幾項。 

已補充，詳 P33-40。 

22.  

4-2 公共設施建設： 
(1) 增加各項補充說明。 
(2) (七)友善耕作應置於 4-3 產業活化乙
節中。 

已調整。 

23.  

4-7 土地分區規劃及配置公共設施構想： 
(1) 建議具體提出相關規劃。 
(2) 增加土地分區規劃及各處規劃點標
示圖。 

已補充。 

24.  第 5 章為新的章節，應為新的一頁。 已調整。 

25.  
5-1.管理維護： 
可增加培根課程時，社區討論社區公約
的照片。 

已補充。 

26.  

5-3 社區財務計畫表： 
(1) 社區財務計畫表實施項目與第 4 章
內容應相呼應。 
(2) 表格字體建議放大、調整為容易閱讀
的格距。 

已調整。 

27.  
第 6 章預期效益，請依經濟效益、社會
效益、環境效益及文化效益分類列出。 

已補充。 

28.  
附件標題應從一、開始標示，調整編號
方式。 

已調整。 

29.  
附件一、社區範圍圖： 
(1) 標題後括弧說明建議刪除。 
(2) 建議調整為直向閱讀方向。 

已調整。 

30.  
附件四、召開社區居民會議通知： 
(1) 標題應補上編號方式。 

已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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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農業局初審意見 回應說明 

(2) 內容抽換為有蓋社區章的開會通知
單。 
(3) 排放順序為開會通知單、公告地點照
片、會議紀錄、會議簽到簿、會議照片。 

31.  

錯別字及缺漏字修正： 
(1) P.30 第 2 行網「式」栽培→網「室」
栽培。 
(2) P.30 第 18 行無「乏」凸顯→無「法」
凸顯。 

已調整。 

32.  

(1) 本農村再生計畫（或後續年度執行計
畫）如有相關公共設施坐落於私有土地
者，應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屬共有
土地者，應取得全體共有人同意。 
(2) 前款相關公共設施應由認養單位填
具該設施之「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認
養契約」，並於該設施完工後負責一般維
護管理、清潔、設施檢查及維修通報等
工作。 

感謝委員提醒。 

33.  

請將本表（農村再生計畫初審意見回應
表）以及後續審查過程之意見回應表依
序納入報告書附件內，並應於「回應說
明」欄載明修正情形及頁碼。 

已補充。 

34.  

(1) 為辦理農村再生計畫公開閱覽事
宜，請提供社區範圍內活動中心或集會
地點相關資料（應有 3 處以上，含地點
名稱、收件人、地址等）。 
(2) 後續辦理農村再生計畫公開閱覽期
間，相關公告及農村再生計畫書應實際
張貼於前款公告地點，並拍照佐證。 

1.苓仔寮里辦公室：苓和 42
號、黃明道 

2.苓和社區活動中心：苓和
12-1 號吳金寶 

3.保濟宮：苓和 31 號、蔡順清 

遵造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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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它 

 

苓和社區會議照片 

 

 

 

 

 

 

 

 

 

 

農村再生社區會議報到 農村再生社區會議開會 

 

 

 

 

 

 

 

 

 

 

農村再生社區會議開會 農村再生草案簡報 

 

 

 

 

 

 

 

 

 

 

 

舉手表決全數通過農村再生草案 舉手表決全數通過農村再生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