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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安南區位於臺南市西南端，幅員遼闊，東接永康、安定，北隔曾文溪與西港、

七股為鄰，西延伸至臺灣海峽，南以鹽水溪為界與本市安平、中西、北區銜接，

面積廣達 107.2016 平方公里。原轄下共 51 里、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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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維持 51 里不變、952 鄰調整為 856 鄰，並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安南區學東里、安西里、溪心里、淵東里、梅花里、城東里、海南里、國安

里、城南里、城中里及城北里僅進行里界調整，故仍維持原有里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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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各區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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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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 
臺南市安南區公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調整

規劃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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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里 106 年 05 月 08 日 
臺南市安南區公所召開「106 年度第二次區里

鄰調整規劃說明會」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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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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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日 
臺南市安南區公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調整

作業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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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里 106 年 06 月 06 日 
臺南市安南區公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調整

規劃說明會」 

各里 106 年 06 月 12 日 
臺南市安南區公所召開「106 年度第三次區里

鄰調整規劃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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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安南區公所召開「里鄰整編鄰界檢視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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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 20 日 
臺南市安南區公所召開「民政局第一次審查里

鄰調整計畫退還公所補正之說明」 

民政局 

區公所 
106 年 08 月 02 日 

臺南市安南區公所召開「九份子重劃區鄰里劃

分協調會(第 2 次)」 

民政局 

區公所 

城北里 

106 年 08 月 18 日 討論安南區城中里、城北里整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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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局 

區公所 

城中里 

106 年 08 月 24 日 討論安南區城中里、城北里整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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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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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  位 日期 摘要 

區公所 107 年 01 月 10 日 

至 107 年 01 月 26 日召開「各里鄰長會議」說

明本市里鄰調整政策並配合臺南市安南戶政

事務所宣導身分證改註黏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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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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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和里 東和里 
為試辦里，於 106年

04月 01日實施 
35-9 

安順里 安順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11 

里 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13 

州南里 州南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15 

州北里 州北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17 

安東里 安東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19 

安西里 安西里；另與梅花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21 

頂安里 頂安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23 

安慶里 安慶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25 

新順里 新順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27 

原佃里 原佃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29 

總頭里 總頭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31 

長安里 長安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33 

公親里 公親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35 

海東里 海東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37 

海西里 海西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39 

海南里 海南里；另與國安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41 

溪心里 溪心里；另與淵東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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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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塩田里 塩田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47 

淵東里 淵東里；另與溪心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50 

淵西里 淵西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52 

佃東里 佃東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54 

佃西里 佃西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57 

里 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59 

南興里 南興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61 

學東里 學東里；另與城東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63 

城東里 城東里；另與學東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66 

城北里 城北里；另與城中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68 

城中里 
城中里；另與城南里、城北里進行

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70 

城南里 城南里；另與城中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72 

城西里 城西里 未調整 35-74 

青草里 青草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76 

砂崙里 砂崙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78 

顯宮里 顯宮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80 

鹿耳里 鹿耳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83 

四草里 四草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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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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和里 安和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88 

溪北里 溪北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91 

溪頂里 溪頂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93 

溪墘里 溪墘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95 

海佃里 海佃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98 

幸福里 幸福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100 

鳳凰里 鳳凰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102 

梅花里 梅花里；另與安西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104 

理想里 理想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106 

溪東里 溪東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108 

淵中里 淵中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110 

布袋里 布袋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112 

國安里 國安里；另與海南里進行里界調整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114 

安富里 安富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116 

大安里 大安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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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里鄰編組概況 
東和里（Dongh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1 月人口統計資料，東和里共 1,233 戶，門牌數共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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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里鄰近臺灣歷史博物館，為和順寮農場區段徵收區，開發完畢後，住

宅區有大量建案興建，使第 7 鄰高達 1,037 戶，所轄戶數顯不合理，又經里長於

區里座談會多次反映里鄰長服務能量不均，影響鄰長服務品質，致使行政工作推

動無力，為提升鄰長服務士氣及提高服務效能，遂進行專案檢討，為本市里鄰編

組及調整案之試辦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東和里共 7 鄰，調整後東和里共 15

鄰，於 106 年 04 月 01 日實施。 

東和里東隔鹽水溪與永康區三民里相望，西接本區州南里、 里，南隔鹽

水溪與永康區塩洲里及本區安和里、新順里、安順里相接，北鄰安定區嘉同里及

新市區大洲里。 

本里舊名「五塊寮」，部落形成的初期只有 5 戶人家，故名之。在民國 39 年

實施地方自治，因位於和順寮之東部，遂命名為東和里，沿用至今。里內土地大

多屬台糖土地，早期大部分里民以農業為主要工作，近年來因里內小型工廠漸增，

故年輕世代逐次任職工商業。 

里民信仰中心為慶和宮，供奉保生大帝。本里因和順寮農場重劃區開發完成、

臺灣歷史博物興建與開始營運以及已發包施工中之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連帶

引發本區各項建設蓬勃發展，東和里儼然轉型成兼具知性與休憩之優良生活區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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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和里照片集錦 

  
五塊寮北柵岸紀念公園 慶和宮 

  
臺灣歷史博物館 臺南山海圳綠道 

  東和里活動中心 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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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順里（Anshu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安順里共 1,783 戶，門牌數共 2,052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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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安順里共 24 鄰，調整後安順里共 2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安順里位於本區東部屬郊區地帶，北與州南里為鄰，西與新順里相接，東與

東和里相接，南與新順里毗鄰。 

安順里據傳於前清時期，當地的先民由學甲、中州一帶前來開墾時，大多以

舊的材料搭寮居住，因此稱為「舊寮」，到了日據時代，又有多人來此，並改稱

為「舊和順寮」。民國 39 年本省實施地方自治改名為安順里至今。里民大多為

五大姓氏以邱姓、蘇姓、陳姓、周姓和吳姓為主。居民的信仰中心為慈安宮，主

祀保生大帝；慈安宮傳統藝陣「鼓花陣」又稱跳鼓陣，源自於臺南縣西港鄉「雙

張部」，成立於清光緒末年間，為本宮保生大帝駕前專屬陣頭。本里有成立安順

社區發展協會，社區經常舉辦各項聯誼活動，增進里鄰情感。而安順里活動中心

坐落於育安街 211 號，為提供里民各項集會活動及休閒娛樂之場所。轄區內有育

安公園及安順公園，提供居民優良舒適的休閒場所；學校有安順國民中學、安順

國民小學和安順新順托兒所。本里於育安街 211 號前（活動中心前）認養空地作

為停車場，解決本里停車位不足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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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順里照片集錦 

  
安順公園 安順里活動中心 

  
臨時免費公有停車場 安順國民小學 

  
育安公園 慈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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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Wunn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 里共 1,749 戶，門牌數共 1,778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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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共 32 鄰，調整後 里共 2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里北鄰安定區嘉同里，西接本區州北里，南接州北、州南里，東與東和

里毗鄰。 

」南邊，故稱為「 里」，民國 67

姓許仔

仔一帶主要的信仰中心，宮內所奉之保生大帝，是庄民前往學甲

休憩公園和 公園，

提供里民平時休閒散心之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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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照片集錦 

  
興護宮 安順排水溝 

 

 

 

 

 

 

 

和濟宮 崇聖宮 

  里活動中心 社區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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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南里（Jhoun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州南里共 1,749 戶，門牌數共 1,968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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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州南里共 29 鄰，調整後州南里共 2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州南里北鄰州北里、 里，東隔安順排水線與東和里毗鄰，南接安順里、

新順里，西接布袋里。 

本里舊名中洲寮，乃是約在百餘年前，先民多由學甲區、中洲等地遷來而得

名，本里因位居中州寮之南而得名。本里為都會型社區，安和路 4 段及長和路 2、

3 段沿線商家眾多，北安路 4 段大多為工廠，民國 100 年起又有安南醫院開始營

運。州南社區活動中心坐落於安和路 4 段 537 巷 46 號，提供民眾休閒活動之場

所。里內有州南公園及大聖公園，供里民平時休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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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南里照片集錦 

  
保安宮 州南社區活動中心 

  
州南公園 齊天大聖廟 

  安南醫院 大聖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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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北里（Jhoube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州北里共 1,663 戶，門牌數共 1,774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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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州北里共 32 鄰，調整後州北里共 2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州北里位於本區東部，東臨 里，北與安定區嘉同里交界，南毗州南里，

西接布袋里、安定區中沙里。 

本里舊名中洲寮，百餘年前先民由中洲遷此定居而得名，以林姓為主，後始

有他姓來此共同開墾，故務農者佔大多數。民國 39 年實行地方自治，即行設里

至今；因位中洲寮北面，故稱州北里。州北里為都會型社區，安和路 5 段及 6 段

沿線商家眾多，北安路 4 段大多為工廠，住戶集中，人口密度高。里內活動中心，

坐落於州北里安昌街 22 號，民國 96 年 11 月 20 日竣工，是社區居民練唱歌、跳

舞、拉二胡等活動的好所在，且每逢社區喜事、社團聚餐也都會在此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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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北里照片集錦 

  
州北里活動中心 州北親子公園 

  
宏濟宮 和順國民中學 

  
瑞復益智中心安南分部 和順國民小學 

http://www.straphael.org.tw/page.php?p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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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里（And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安東里共 1,100 戶，門牌數共 1,179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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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安東里共 24 鄰，調整後安東里共 1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安東里位於安和路一段與二段之東，西鄰安西里、安慶里，北接新順里，東

接安和里，南與溪北里相對。 

本里係清代安平縣外武界溪頂寮、日據時期為臺南廳安平支廳外武定區、臺

南州時改為新豐郡安順庄溪頂寮。光復後因居中央公路（安和路）東邊故改稱安

東里。居民早期大部份以務農為主，種植水稻為主、雜糧農作物為輔；農者以年

長者居多，就業人口多從事工商服務業，轄區內有和順工業區，除有大型工廠外，

其餘皆為加工廠。而里內設有第 34 郵政支局、活動中心、公園、農會安順辦事

處、陽信銀行。而安東社區發展協會設有長壽俱樂部。宗教方面里民大部份信仰

道教，保安宮為里民信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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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東里照片集錦 

  
安順郵局 安東公園 

  
安東里活動中心 安通路三段街景 

 

 

 
溪頂寮保安宮 安和路一段 478 巷 2 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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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西里（Ans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安西里共 1,434 戶，門牌數共 1,512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梅花里

共 1,726 戶，門牌數共 1,834 個，屬於密集式大樓住宅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

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考量兩里原有里界不明，為因應未來發展需要，進行里

界調整。安西里第 18 鄰中 3 戶，門牌數 29 個整編為梅花里第 4 鄰，調整後安西

里計 1,431 戶，門牌數 1,483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安西里共 18 鄰，調整後

安西里共 1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安西里位於安和路、安中路與長溪路之交會點，東毗安東里，南以嘉南大圳

與溪北里、溪頂里相隔，西接梅花里，北鄰安慶里、頂安里。 

安西里為安西里（部分）整編而成。 

清代時期為安平縣外武定里溪頂寮，日據時代為臺南廳安平支廳外武定區，

臺南州改為新豐郡安順庄溪頂寮，光復後因居中央公路安和路西邊改稱安西里。

目前里內公園有四座為安西公園、樂成公園、高興公園、箔子寮公園，為里內主

要休閒運動場所。另本里安通路四段沿嘉南大圳處為山海圳綠道路線之一，供鐵

馬族欣賞沿途風光。 

里內有三座廟宇分別是代天宮（供奉諸府千歲）、中安宮（供奉將軍元帥）

和奉天宮（供奉池府千歲）。安西里生活機能良好，里民日常生活便利，銀行、

郵局、派出所及商家等皆有。里內有近 10 年才完成重劃的安西重劃區，綠地充

足及道路完備，吸引建商在此興建推案，讓本里人口大幅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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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西里照片集錦 

  
中安宮 箔仔寮公園 

  
安西公園 安西里活動中心 

  
高興公園 樂成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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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安里（Ding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頂安里共 1,878 戶，門牌數共 1,999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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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頂安里共 20 鄰，調整後頂安里共 2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頂安里位於安南區東南方，東接安慶里、新順里，南鄰安西里，西靠原佃里、

鳳凰里、梅花里，北與總頭里毗鄰。 

根據大正 9 年（1920）年撰寫的《安順公學校沿革誌》，日本文化年間

（1804-1818），陳卿率先來到此地拓墾，後來慢慢形成聚落，於是此地就稱為

陳卿寮，但是來自各地移墾者日多，大家逐漸不喜歡用人名當庄名，陳卿寮就取

「健康保第之意」，改名「安順寮」，二戰後改為頂安里。本里地勢平坦，交通

四通八達，無山川河流、古蹟之勝。本里未設立學校，有華德幼稚園、達文西幼

稚園等私人幼教機構。里民信仰中心為保山宮，供奉觀音佛祖、大道公。頂安社

區發展協會成立於 83 年，負責推動社區聯誼活動，附設有長壽會、歌唱班、環

保義工隊等。里內有頂好公園、頂美公園、及怡北七重劃區內新設兩個公園係里

民休閒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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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安里照片集錦 

  
頂安里入口意象 北安黃昏市場 

  
安西自辦重劃區免費公有停車場 頂安社區活動中心 

  
保山宮 頂美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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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慶里（Anc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安慶里共 2,365 戶，門牌數共 2,440 個，

屬於密集式大樓住宅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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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安慶里共 32 鄰，調整後安慶里共 3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安慶里東以安和路二段與安東里相連，南接安西里，西與頂安里相鄰，北鄰

新順里。 

安慶里在明末清初的時候，由高雄縣湖內鄉圍仔內庄「北上」遷移而來，因

此，命地名為南路寮。日治時代叫下安順，光復後叫安慶里，乃取其國安家慶之

意。里內有兩座廟宇，一座為保鎮宮，另一座為慈雲宮；保鎮宮主祀保生大帝，

慈雲宮主祀天上聖母。社會福利多功能活動中心位於慈雲公園裡，中心結合多元

服務需求，托育服務、長者服務、弱勢服務的綜合性活動中心，兼顧老中青幼需

求，為提供社區互動的好場所。 

本里有成立安慶社區發展協會及慈雲社區發展協會，社區經常舉辦各項聯誼

活動，增進里鄰情感。而安慶里活動中心，坐落於長溪路一段 168 巷 133 號，為

提供里民各項集會活動及休閒娛樂之場所。轄區內尚有南路寮公園、慈雲公園及

大愛公園，提供居民優良舒適的休閒場所，而大愛公園是安南區目前最大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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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慶里照片集錦 

  
大愛公園 南路寮公園 

  
慈雲公園 安慶里活動中心 

  
社會福利多功能活動中心 保鎮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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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順里（Sinshu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新順里共 2,304 戶，門牌數共 2,658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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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新順里共 25 鄰，調整後新順里共 2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新順里位於安南區東邊，東以嘉南大圳與安和里、東和里為界，西鄰總頭里、

頂安里，南與安慶里、安東里毗鄰，北接州南里、安順里。 

本里以六塊寮排水線為界，日據時代屬和順寮，後改為「新」「舊」和順，

本里屬於新和順，光復更名為新順里，里內由新和順、三塊厝、新厝等三個聚落

組成。新順里經過二次重劃，為新興的社區，目前里內有五座公園，因本區內有

一工業區，故本區工商業發達。 

民間信仰大部份以保和宮、大慈宮、新安宮供奉保生大帝為主，並有香光聖

堂為信仰一貫道的聖地，另有新近成立、信仰道教廟宇之清慈宮及新宅濟福寺景

德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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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順里照片集錦 

  
和順工業區入口處 新順里活動中心 

  
頂安街 保和公園 

  
新順公園（一） 新順公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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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佃里（Yuandi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原佃里共 843 戶，門牌數共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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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原佃里共 11 鄰，調整後原佃里共 1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原佃里西臨溪心里，北接長安里，東與總頭里、頂安里為鄰，南鄰鳳凰里。 

原佃里原名十三佃，於延平郡王鄭成功登陸後，由先民 13 戶來此開發，光

復後行政區域整編，而命名為原佃里。居民以農業為主，亦有小型商店及工廠之

經營。 

里內現有公立托兒所 1 所為四托原佃分班、安吉公園、簡易籃球場、郵局、

果菜花卉市場等設施機構，什三佃慶興宮為里民信仰中心，供奉五府千歲、天上

聖母等神明，本里亦成立社區發展協會，致力地方之健全發展，原佃里活動中心

亦提供里民休閒及會議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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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佃里照片集錦 

  
什三佃慶興宮 安吉公園 

  
原佃里活動中心及四托原佃分班 原佃郵局 

  
果菜及花卉市場 簡易籃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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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頭里（Zongto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總頭里共 668 戶，門牌數共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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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總頭里共 14 鄰，調整後總頭里共 1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總頭里東接新順里，西接原佃里，南鄰頂安里，北與布袋里、長安里毗鄰。 

總頭里屬安南區總頭寮，位於安南區東北方，本里原名大寮，於咸豐年間，

有林總頭派駐於此，乃改為總頭寮，今為總頭里。本庄居民有四大姓氏，即施姓、

鄭姓、蔡姓、王姓，其中又以施姓最多，留傳久遠的俚諺：到「總頭寮、施一半」。 

本里居民原以務農為主，近年來因農業人口老化，加上總頭工業區的開設，

新建中小企業，日益增多，已逐漸改變社區就業型態。居民的信仰中心為興安宮，

主祀保生大帝，是總頭寮傳統的信仰中心，香火延續至今已有 210 年之久。除了

傳統的民間信仰，總頭寮另有一間歷史悠久的基督長老教會安順教會。 

總頭里社區活動中心提供里民各項集會活動及休閒娛樂之場所，另成立總頭

社區發展協會，於活動中心一樓設有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由里內民眾擔任志工，

提供老人早晚血壓檢測、老人關懷及電話問安，於假日提供餐飲服務等活動，發

揮社區互助功能。總頭公園是里內的休憩園地，園內花木扶疏；涼亭步道，石桌

木椅隨處好休憩，運動休閒器材也一應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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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頭里照片集錦 

  長溪路二段 總頭里活動中心 

  總安街景 基督長老教會 

  興安宮 總頭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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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里（Chang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長安里共 1,688 戶，門牌數共 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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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里原戶數 1,688 戶，門牌 1,744 個，因門牌里別錯誤，進行門牌釐正，

長安里第 13 鄰中 2 個門牌（無戶數）及第 20 鄰中 1 個門牌（無戶數）位於布袋

里內，釐正至布袋里第 9 鄰，調整後長安里戶數為 1,688 戶，門牌數 1,741 個。

鄰調整部分，調整前長安里共 23 鄰，調整後長安里共 2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長安里東與本區布袋里和安定區中沙里為鄰，北與公親里毗鄰，西接佃東里，

南臨原佃里。 

300 多年前鄭家三兄弟原住學甲區，因生活潦倒，經協議離鄉另圖發展，沿

途發現此地有開發價值，於是用簡陋的茅草竹竿搭建 3 間「新寮」而住下來，並

因而得名，直到臺灣光復後政府正式給予命名為「長安里」（長久平安之意），

目前大家仍以「新寮」稱呼較為親切。 

目前里內有 3 座鄰里公園（長安公園、鎮安公園、長安社區親水公園），為

里內主要的休閒場所。里內以「新寮鎮安宮」為信仰中心，主祀媽祖。里內商家

雖然不多，但是各項基本設施如幼稚園、長安國民小學、派出所及休閒公園等均

為完善，近年來里內多處土地辦理重劃，使得里內道路及公共設施更加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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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安里照片集錦 

  
長安公園 長安社區親水公園 

  
長安派出所 長安國民小學 

  
新寮鎮安宮 鎮安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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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親里（Gongci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公親里共 419 戶，門牌數共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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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考量本里鄰近新吉工業區，並有細部計畫進行中（變更臺南市安南區細部計

畫），且里內尚有建地，仍有發展空間；另本里位於安南區與安定區交界處，未

來可能進行區域調整，故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公親里共 9 鄰，調整後

公親里共 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公親里位於安南區北郊，北與安定區新吉里相接，西與佃東里毗鄰，南臨長

安里，東與安定區中沙里相鄰。 

所謂「公親」，一般民間是指「調解人」的意思，公親地號名的由來據說因

庄內有一位任公職的王姓居民，常常替民眾排難解紛，頗受到民眾敬仰，由於古

代從事公職的人，常被稱為「公親」，因此為了紀念他的功績，便把這個村落稱

為「公親寮」，臺灣光復後始名為「公親里」。公親寮社區結合地方的民俗、古

厝、水圳等資源，推動社區就是一座博物館的概念，可由此了解公親里的歷史文

化背景。 

里民以清水寺為信仰中心，主祀清水祖師。而「拜溪墘」祭典是里內特有的

祭典儀式，於每年農曆 7 月底舉行，台江河川守護運動最重要的文化祭典。里內

的巴歇爾量水槽可測量水量，至今本區僅剩公親及 保存下來，為鄉土教育的

最佳教材。而劉家古厝為傳統三合院建築，結合日據時期傳入的巴洛克風格堂柱

設計、現代風的壁飾，新舊並陳的特殊風味。另大德碾米廠約建於民國 50 年代

中期，象徵當時的社會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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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親里照片集錦 

  
大德碾米廠 巴歇爾量水槽 

  
石象 清水寺 

  
劉家古厝 劍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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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東里（Haid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海東里共 2,185 戶，門牌數共 2,258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

調整。海東里原戶數 2,185 戶，門牌 2,258 個，海西里第 13 鄰中 2 門牌釐正為

海東里第 20 鄰，調整後海東里戶數為 2,185 戶，門牌數 2,260 個。鄰調整部分，

調整前海東里共 24 鄰，調整後海東里共 27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海東里有海佃路二段經過本里，南以嘉南大圳與海佃里為界，東鄰梅花里、

理想里、大安里，西接海西里，北毗溪心里、鳳凰里。 

本里原名海尾寮，係約 100 餘年前有人在此搭建塭寮居住且近海邊因而稱為

海尾寮，民國 34 年臺灣光復後將海尾寮以朝皇宮廟為界，調整為兩里，廟東為

海東里，廟西為海西里，沿用至今。後來人口陸續遷入，目前以楊姓宗族佔大多

數。 

本里為工商業及農業混合型社區，里內有少數魚塭。海東里屬海東國民小學

及安慶國民小學學區，有成立海東社區發展協會，海尾朝皇宮為里民信仰中心。

里設有社區活動中心，為里民休閒活動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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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東里照片集錦 

  
海東安通公園 海東海德公園 

  
飛虎將軍廟 無菸公園 

  
海東里活動中心 第五托兒所海尾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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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里（Hais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海西里共 1,040 戶，門牌數共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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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里原戶數 1,040 戶，門牌 1,101 個，因門牌里別錯編，進行門牌釐正，

海西里第 13 鄰中 2 門牌（無戶數）位於海東里內，整編至海東里第 20 鄰，調整

後海西里戶數為 1,040 戶，門牌數 1,099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海西里共 16

鄰，調整後海西里共 1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海西里南以嘉南大圳與國安里、海佃里為界，東與海東里為鄰，西接塩田里，

北鄰淵中里、溪心里。 

本里與海東里原為舊時吳姓部落，稱為海尾寮，近年來因經濟發達，人口增

加，行政區域分為二里，本里因位於海尾寮西側，故稱海西里。海西里為純粹的

農漁區，農田及魚塭佔大部分土地；魚塭在本里西側，農田則位於本里東側，民

房只集中朝皇宮一帶。海西里活動中心位於海環街 186 號（大道公園旁），提供

民眾歌唱場所及借用藝文的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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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西里照片集錦 

  
菜市場一景 林家古厝 

  
海西香嚴寺 海西代天府 

  
海西里活動中心 朝皇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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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里（Hain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海南里共 751 戶，門牌數共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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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原有里界

不明，為因應未來發展需要，進行里界調整，原屬於國安里第 9 鄰部分範圍（無

戶數無門牌）調整劃入海南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海南里共 17 鄰，調整後海

南里共 1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海南里南以鹽水溪為界並與北區大港里、中西區西賢里、安平區王城里、今

城里相鄰，東接幸福里、國安里，西鄰四草里，北隔嘉南大圳和塩田里相鄰。 

海南里為海南里及國安里（部分）整編而成。 

光復前，在安南區海尾這個地方有一部份的居民遷徙至鹽水溪旁居住，人們

稱這個地方叫溪仔墘。光復後，行政區劃分以海尾為中心，東邊成立一個海東里，

西邊成立一個海西里，南邊成立一個海南里，又由於人口逐漸集中，民國 71 年

07 月再把舊的海南里劃分為幸福、溪墘、海佃、海南 4 個里，這就是目前新的海

南里的由來。 

里內九份子重劃區開發面積約為 101公頃，秉持尊重九份子地區之地貌紋理、

延續台江內海綠水文化景觀資源、塑造生態親水社區典範、以藍綠資源串連生態

親水社區，引進生態工程建構臺南市生態低碳親水示範區；重劃區原為魚塭，雖

具有臨時滯洪功能，但為避免開發過度造成滯洪面積減少，市府在重劃區中央滯

洪渠道南側設置十目寮抽水站，並以大船入港之艦橋概念，打造成為九份子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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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里（Hainan Village） 

重劃區的景觀新地標。 

本里有「海南公園」及「府安公園」等 2 座休閒公園，設有許多兒童遊具及

健身遊樂設施，為全家休閒放鬆的舒適環境。慈光精舍坐落於本里府安路 7 段 10

巷 21 號，創於民國 73 年，主祀觀世音菩薩。而海南里活動中心位於觀海橋下，

提供里民完善的聯誼、休閒及文化活動的場所，目前計有跳舞班、歌唱班及長壽

會等課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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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里照片集錦 

  
九份子十目寮抽水站 海南里入口意象 

  
府安公園 海南公園 

  
海南里活動中心 慈光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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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心里（Sisi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溪心里共 3,124 戶，門牌數共 3,088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淵東里共 1,782 戶，門牌數共 1,836 個，屬於交通

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但兩里原有里界

不明，為因應未來發展需要，進行里界調整，將淵東里第 1 鄰中 54 戶（56 個門

牌）及淵東里第 1 鄰中 3 戶（2 個門牌）整編入溪心里，調整後溪心里共計 3,181

戶，門牌數 3,146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溪心里共 19 鄰，淵東里（部分）1 鄰，

調整後溪心里共 3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日實施。 

溪心里位居全區之心臟地帶，東接原佃里，西接淵東里、淵中里，南毗海東

里、海西里，北鄰佃東里。 

溪心里為溪心里及淵東里（部分）整編而成。 

本里為臺灣省光復後合併俗稱之溪心寮與十字路而成。溪心寮之俗稱，傳說

為早期曾文溪經常氾濫成災、沖毀堤防，溪道一再變遷，最後在安南區形成南北

兩條水道，中間為溪洲浮覆地，形成聚落，因為在溪流中間，故名溪心寮；十字

路之由來，乃早期安南區人煙稀少、道路狹窄，剛好是本里兩條交通動脈，海佃

路、安中路之交叉路口，因而得名。 

里內保安宮係溪心社區里民精神上之寄託，主祀「保生大帝」；而十字路社

區居民則信仰鄰近之海尾朝皇宮。溪心里共有 5 座鄰里公園，種植許多林木與花

草，為里內主要綠色生態休憩場所，公園內另有兒童及成人使用的娛樂及健身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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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心里（Sisin Village） 

施，讓里民有舒適愉快的運動休閒環境。 

溪心里活動中心於 1996 年 07 月份竣工，提供了里民休閒便利的學習空間與

節慶聚會的寬廣場所。因建案增加使住戶聚集、人口集中，生活機能健全便利；

而里內也有多個政府機關單位，例如：區公所、戶政事務所及國稅局等，方便民

眾洽公。另有安南區圖書館可供民眾獲取知識，此外，目前正在興建「台江文化

中心」，落成後為安南區提供另一藝文欣賞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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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心里照片集錦 

  
保安宮 本淵寮公園 

  
安中與海佃路口 溪心公園 

  
溪心里活動中心 台灣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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塩田里（Yanti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塩田里共 643 戶，門牌數共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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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塩田里共 8 鄰，調整後塩田里共 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

實施。 

塩田里西與鹿耳里、四草里相接，東接海西里，南與海南里接攘，北與淵中

里、顯宮里為界。 

本里係為一片海埔新生地，自日治時代開闢為曬鹽之塩田而得名。鹽田鎮安

宮屬鹽田北寮之信仰中心，主祀池府千歲；鹽田永鎮宮原位於安順鹽場之南寮，

廟名取自祖廟北門永隆宮的「永」，四草大眾廟鎮海元帥的「鎮」，謂之為鹽田「永

鎮宮」。 

塩田里於民國 106 年 10 月份組一守望相助隊，並結合慈濟基金會社區關懷

服務志工，推動成立「慈濟塩田里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關懷服務社區弱勢族群，

服務功能多元化。里內設有鹽田生態文化村，前身為「南寮鹽村」，位於臺南鹽

場最早的鹽田中間，由於當時的行政區是位於臺南州新豐郡安順庄，因此命名為

「安順鹽場」，為「臺灣製鹽會社」開闢較早的鹽場。 

轄區內設有「南台灣創新園區」座落於臺南科技工業區內，南台灣創新園區

成立之目標與願景乃在於促進南北均衡發展，活絡南部科技創新的資源，催化產、

學、研共同研發達到區域研發資源整合，協助南臺灣傳統產業的轉型與升級，促

進新創產業形成群聚，進而帶動南部產業的蓬勃發展；園區有物理及化學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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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塩田里（Yantian Village） 

，供進駐廠商做為研究發展之用；置有小型、中型、功能型會議室及國際會議廳

供各界租用，作為舉辦各種訓練課程及研討會使用；還設有南創書坊，定期舉辦

好書推薦等活動。 

  



 

35-49 
 

 
  塩田里照片集錦 

  
永鎮宮 鎮安宮 

  
鹽田生態文化村 塩田文化館 

  
南臺灣創新園區 紅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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淵東里（Yuand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淵東里共 1,782 戶，門牌數共 1,836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因原有

里界不明，為因應未來發展需要，進行里界調整，以海佃路為分界，重新劃分里

界，將第 1 鄰中 57 戶，門牌數 58 個整編入溪心里，調整後淵東里共計 1,725 戶，

門牌數 1,778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淵東里共 17 鄰，調整後淵東里共 21 鄰，

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淵東里位居全區中心地帶，東鄰溪心里，北連佃西里、佃東里，西鄰淵西里，

南鄰淵中里。 

淵東里為淵東里（部分）整編而成。 

本里舊稱本淵寮，臺灣光復後劃分為淵東、淵中、淵西 3 里，本里因位於本

淵寮東部，故命名為淵東里。淵東里對外交通便利，里內有安南國民中學、郵局、

第三分局、地政事務所、公有零售市場及衛生所，是住家至宜之地。里內成立社

區發展協會，辦理社區軟硬體建設，里民大多以信仰道教為主，朝興宮為信仰所

在，香火鼎盛。淵東里活動中心，設備完善，提供長壽俱樂部、媽媽教室、歌唱

班及民眾辦理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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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淵東里照片集錦 

 
 

 

 

 

 

 

 

 

 
 

  
安南地政事務所 安南國民中學 

  
朝興宮 安南衛生所 

  
懷恩公園 警察局第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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淵西里（Yuans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淵西里共 1,184 戶，門牌數共 1,272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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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淵西里共 16 鄰，調整後淵西里共 1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淵西里位居全區中心地帶，北鄰 里、佃西里，東臨淵東里，南連淵中里，

西接顯宮里。 

本里舊稱本淵寮，臺灣光復後劃分為淵東、淵中、淵西三里，本里因位於本

淵寮西部，故命名為淵西里。里內除少數幾家工廠及小型商店外，餘為農業。本

里無學校機關，里內有顏姓宗祠、天主教堂及同心、同德兩座社區公園；團體方

面有淵西里社區發展委員會。社區活動中心為二層樓建築物，一樓設立臺南市第

五托幼兒園淵西分班，二樓供里民及社團及辦理各項活動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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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淵西里照片集錦 

  
第五托幼兒園 安中路四段 290 巷 

  
同德公園 安中路四段 

  
淵西社區活動中心 同心公園 



 

35-54 
 

 
佃東里（Diand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佃東里共 1,317 戶，門牌數共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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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佃東里共 23 鄰，調整後佃東里共 2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佃東里東與長安里、公親里毗鄰，西臨佃西里，南接溪心里、淵東里，北與

安定區新吉里、西港區新復里銜接。 

西元 1823 年台江內海陸浮之後，清道光年間，有一地主向清政府請領至本

地開墾許可，開墾後留有農戶及陸續來自曾文溪北岸百姓等續向地主或官府租佃

耕種，在當時共有程（口寮）、高（漚汪）、許（大潭寮）、毛（苓仔寮）、吳

（馬沙溝）、陳（中洲、馬沙溝）等十二姓遷居此處，繁衍成族，故名「十二佃」，

為安南區的一個農業大聚落。 

本里因位於十二佃東邊，因而行政區域整編時取名為佃東里。十二佃為一頗

具文史色彩的村落，庄內三合院等古宅眾多，於公學路四段南天宮一帶還保存著

好幾棟的古厝，其中不乏精美者。「什二佃南天宮」為當地信仰中心，迄今已逾

百年歷史。里內的武聖廟與百年神榕，前往焚香祈福者日眾，逢年遇節更是絡繹

於途；榕樹生長面積達 3,000 多坪，宛如一座小森林，被稱為臺灣的三大名木之

一，蔚為全台奇觀。 

民國 50 年代以前許多地方尚未舖設自來水，居民就在社區某地挖個又大又

深的水窟，又稱「公仔窟」或「食水窟」；有了自來水後，居民為感念「公仔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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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佃東里（Diandong Village） 

就將這裡美化建造成今日的「聖天池」。本里設有二座公園，神榕公園及溝南厝

紀念公園，均座落於住宅區內，供里民平時休憩。而十二佃夜市屬在地夜市，位

於什二佃南天宮前方公學路四段上，是里民夜間休閒的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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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佃東里照片集錦 

  
十二佃食水窟（聖天池） 十二佃百年神榕園 

  
什二佃南天宮 十二佃夜市 

  
十二佃高家古厝（一） 十二佃高家古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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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西里（Dians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佃西里共 724 戶，門牌數共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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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佃西里共 15 鄰，調整後佃西里共 1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佃西里東接佃東里，西鄰 里、南興里，南接淵東里、淵西里，北與西港

區新復里、七股區竹橋里相接。 

十七世紀初期，福建漳泉人，自清朝道光年間，有程、高、毛、許、吳、陳

等十二姓移民人家，其中程姓由口寮、高姓由漚汪、毛姓由苓仔寮、許姓由大潭

寮、吳姓由馬沙溝、陳姓由中洲或馬沙溝等，自臺南縣將軍鄉的一個小村落遷至

臺南市郊曾文溪河畔，一起移墾遷居該處，繁衍成族，故名十二佃。 

本里因位於十二佃西邊，因而行政區域整編時取名為佃西里。居民的信仰中

心為什二佃之南天宮，南天宮為目前安南區最早的木樑結構廟宇，是臺灣本土化

50 年代廟宇建築之代表作，主祀池府千歲，同祀天上聖母、關聖帝君等神明。里

內有安佃派出所，負責轄內（佃西里、佃東里、學東里、 里、南興里）的治

安維護。佃東佃西聯合社區活動中心，提供里民各項集會活動及休閒娛樂之場所，

一樓則為第五幼兒園十二佃分班。里內有公吉祥公園和如意公園，是里民平時的

休憩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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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佃西里照片集錦 

  吉祥公園 如意公園 

  十二佃夜市 安佃國民小學 

  佃西佃東社區聯合活動中心 龍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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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Gongwu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 里共 331 戶，門牌數共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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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考量里內住宅區面積廣大，現有建案已陸續完成（如全易建設-花漾年華 2），

另尚有廣大建地，未來若開發後約可增加 7,000 戶，且有 2 間大學位於里內，具

有成長性；而大路旁之土地被歸類為重劃區，目前仍於徵收之細項規劃階段，故

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 里共 8 鄰，調整後 里共 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里位於曾文溪南方，東臨佃西里，北與西側與南興里相接，南鄰顯宮里、

淵西里。 

本里一部份里民，因蚵殼港被曾文溪洪水流失沖散，里民受水災浩劫後遷入

設立本村，莊前正好有一口大魚塭，由遷入的里民共同經營，故名 莊，民國

39 年實施地方自治，始更名為 里。居民的信仰中心為萬安宮，萬安宮為

仔信仰中心，早期 仔為蚵殼港五角頭之一，每三年一香科參加西港二十四村

遶境，村民自食其力組成一派蜈蜙陣參與慶典。 

里活動中心提供里民各項集會活動及休閒娛樂之場所。活動中心旁的公

休憩公園，平時由活動中心的清潔管理員一併悉心照料，園內亦提供簡易式運

動休閒器材。本里有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及康寧大學二所學校，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前身為興國管理學院，2015 年因獲中信金控捐資而重組更名，康寧大學於 2015

年 08 月 01 日和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合併，是第一個因合併後擁有五專、二

專、四技、大學部和研究所的大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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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里照片集錦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休憩公園 

  

 

 

 

萬安宮 里活動中心 

  
農業道路一景 康寧大學 



 

35-61 
 

 
南興里（Nans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南興里共 672 戶，門牌數共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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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南興里共 12 鄰，調整後南興里共 1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南興里在曾文溪南岸，北與七股區竹橋里為界，南接顯宮里，東鄰 里，

西接學東里、城東里。 

本里因位於曾文溪南岸，故命名為溪南寮仔。由於緊鄰曾文溪水氾頻繁，自

從曾文溪堤防建設後里民可安居樂業，故行政區域名改為南興里，屬農業型社區。

里內有南興國民小學及南興幼兒園。里民信仰中心為興安宮，供奉普庵佛祖。南

興社區活動中心均對外開放，提供民眾一處理想休憩聚會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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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興里照片集錦 

  
臺南市立第六幼兒園南興分班 南興社區活動中心 

  
農場寮神農宮 綠美化公園 

  
興安宮 興安宮文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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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東里（Syued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學東里共 752 戶，門牌數共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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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原有里界

不明，為因應未來發展需要，進行里界調整，將第 12 鄰部分範圍整編至城東里

調整後第 1 鄰（無戶數無門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學東里共 17 鄰，調整後學

東里共 1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學東里北面緊靠曾文溪堤防，以曾文溪為界與七股區義合里相鄰，東邊為南

興里，西接砂崙里，南鄰城東里。 

學東里為學東里（部分）整編而成。 

本里又稱學甲寮，即臺南市安南區的前身安南十六寮之一。學東里之行政區

劃是民國 65 年後學東里與學西里（土城仔庄的角頭之一溪埔仔）的合併，故學

東里亦是土城仔庄之信仰圈的一部份。境內土地半數為農田，亦有少數魚塭養殖

虱目魚，居民多以務農為主，屬於傳統農村型社區。 

轄內設有學東國民小學及其附設幼兒園。「學甲寮慈興宮」是本地信仰中心，

主祀神明為池府千歲，由將軍區苓仔寮保濟宮分祀而來，每年最熱鬧的日子，當

屬農曆 06 月 18 日池府千歲聖誕，其次為農曆 09 月初 9 中壇元帥聖誕，為該廟

的兩大祭典。學甲寮慈興宮組有宋江陣，成員以在地庄民為主，目前宋江陣只有

在土城仔香（3 年一科香）舉辦時，才會召集成員開館練習，是土城香的開路先

鋒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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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東里（Syuedong Village） 

本里設有一座學東公園，除供里民平時休憩外，並於民國 105 年由臺南市政

府與學東里辦公處共同辦理「愛樹・護樹」植樹節活動。學東里活動中心座落於

公學路六段 661 號，可提供里民各項集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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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東里照片集錦 

  
採收紅蔥頭 學甲寮宋江陣 

  
學甲寮慈興宮 學東公園 

  
學東里活動中心 學東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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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東里（Chengd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城東里共 556 戶，門牌數共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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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於城北路137號旁空地已有建商定案推出 9戶預售屋，在聖母廟前土城重劃區，

建地可供建築房屋約 70 戶，台江大道兩旁可引入更多人口遷入及土城工業區已

公告成案，未來人口會增加。另原有里界不明，為因應未來發展需要，進行里界

調整，學東里第 12 鄰部分範圍（無戶數無門牌）併入城東里第 1 鄰。鄰調整部

分，調整前城東里共 15 鄰，調整後城東里共 1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城東里位於濱海公路及台江大道五段交會，北鄰砂崙里，東與學東里、南興

里相鄰，南與城北里相鄰，西與城中里及城南里相鄰。 

城東里為城東里及學東里（部分）整編而成。 

本里原為舊稱「土城子」之一部分，光復後行政區域重新整編，本里因位於

「土城子」之東邊，故取名為城東里。民情勤儉樸實，居民大多以農業、漁業為

主要生活方式。里境內建有正統鹿耳門聖母廟，奉祀媽祖，為東南亞第一大廟，

全省各地信眾、進香團、觀光客，每日絡繹不絕，香火鼎盛，盛況空前，亦是居

民信仰中心。城東公園為本里認養之公園，位於城安路與安中路六段交叉處，是

提供里民休憩的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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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東里照片集錦 

  土城國民小學 城東里活動中心 

  城北路街景 城東公園 

  城安路街景 正統鹿耳門聖母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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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北里（Chengbe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城北里共 529 戶，門牌數共 483 個，屬於

交通便利人口分散地區，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然轄內目

前有建案約 80 戶，可開發土地面積大，尚有極大發展空間，工業區完工後，未

來可達 1,000 戶以上之潛力。另因與城中里里界部分不明，城北里第 8 鄰及第 10

鄰部分範圍（0 戶數，門牌數 1 個）併入城中里第 5 鄰，調整後城北里 529 戶，

482 個門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城北里共 10 鄰，調整後城北里共 1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城北里位於濱海公路與安中路六段交會，東接南興里、顯宮里，北接城東里，

西靠城中里，南隔鹿耳門溪與顯宮里為鄰。 

城北里為城北里（部分）整編而成。 

城北里原名土城仔之一部分，光復後行政區重行調整，因位於土城仔之北邊，

故命名為城北里，居民大都姓「郭」。居民以農業、養殖業及經營小店為主，以

「媽祖」、「池王爺」等為主要宗教信仰，並成立「金獅陣」，為土城地區廟會

活動本里之陣頭代表。 

里內現有土城消防分隊、郵局等單位，並成立城北社區發展協會，致力於地

方之健全發展，城北社區活動中心提供電視、伴唱機、棋類、泡茶及健身器具，

供里民休閒活動之用。近年來隨著重劃區之陸續規劃興建，使本里未來具極大發

展空間，更能帶動地方之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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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北里照片集錦 

  
土城消防分隊 土城郵局 

  
城北社區活動中心 城北重劃區 

  城北路商店街 安明路四段（台 17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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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里（Chengjh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城中里共 382 戶，門牌數共 260 個，屬於

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

因里內尚有廣大之建地面積，約可增加 300 餘戶，鄰近之土城工業區即將開工，

極具發展潛力。然因與城北里、城南里里界不明，進行里界調整，城北里第 8 鄰

（0 戶數及門牌數 1 個）及第 10 鄰部分範圍併入城中里第 5 鄰；另城南里第 2、

7、10、14 鄰部分範圍（2 戶數，門牌數 4 個）併入城中里至第 5 鄰，調整後城

中里計 384 戶，265 個門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城中里共 8 鄰，調整後城中里

共 6 鄰，於 107 年 01月 29 日實施。 

城中里東接城北里，西鄰城南里，北鄰城東里，南與顯宮里交界。 

城中里為城中里、城北里（部分）及城南里（部分）整編而成。 

本里位於安南區土城子之中央，故命名為城中里。城中里純屬傳統部落型態，

居民主要居住於老舊的三合院里內。里內無學校設立，但有土城派出所、漁會、

農會信用合作社（土城分部）、土城公有零售市場、圖書館土城分館及社區活動

中心等，公共設施尚稱完善。居民大都信仰媽祖及供奉沿海地區特有之王爺等，

道教神明為主。83 年成立城中社區發展協會，會務健全。而社區活動中心提供民

眾休閒活動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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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中里照片集錦 

 

 

 
土城公有市場 土城派出所 

  
土城圖書館 安中路六段街道 

  
城中社區活動中心 鹿耳門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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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里（Chengn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城南里共 1,099 戶，門牌數共 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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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原有里

界不明，為因應未來發展需要，進行里界調整，城南里第 2、7、10、14 鄰部分

範圍（2 戶數，門牌數 4 個）併入城中里第 5 鄰，調整後城南里共 1,097 戶，928

個門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城南里共 16 鄰，調整後城南里共 1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城南里東接城中里、城東里，北接砂崙里、青草里，西靠城西里，南鄰鹿耳

門溪與鹿耳里、顯宮里為鄰。 

城南里為城南里（部分）整編而成。 

本里原為舊稱「土城子」之一部分，光復後行政區域重新整編，本里因位於

「土城子」之西南方，故取名為城南里。里民大多為蔡姓占多數，相傳由嘉義縣

布袋鎮遷徙至此，居民以務農為主，捕漁為副。 

居民大多信仰道教，本里有溫府、吳府千歲等，但信仰中心仍以土城正統鹿

耳門聖母廟為主。里內有城南里活動中心及登陸社區活動中心，提供里民休閒活

動之場所。而位於城西街二段，相傳鄭成功率軍驅逐荷蘭人，收復臺灣之登陸地

點，為紀念民族英雄特在登陸地點興建鄭成功登陸公園，旁邊並設置鄭成功登陸

社區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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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南里照片集錦 

  
鄭成功紀念公園 鄭成功登陸社區圖書館 

  
登陸社區公園 登陸社區活動中心 

  
城南里活動中心 城西街一段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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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里（Chengs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城西里共 504 戶，門牌數共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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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該里面積廣大，佔本區 10 分之 1 範圍，幅員相當遼闊，且住戶分散，本里與

其他鄰近里距離甚遠，故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城西里共 7 鄰，調整

後城西里共 7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城西里東與城南里為鄰，西鄰臺灣海峽，北鄰青草里、以曾文溪出海口為界

與七股區十份里遙遙相望，南隔鹿耳門溪與四草里、鹿耳里為鄰。 

城西社區在臺灣移民開拓歷史中，為臺江內海較慢浮覆的陸地，日本時代初

期本區尚無人居，所見盡是潮埔地、沙崙及臨時搭建的草寮，直到日治時代中期，

在海邊捕魚作業的人才逐漸定居，並剷平沙崙圍填低地，今城西路三段 501 巷、

510 巷附近為聚落所在。 

本里地處於臺江內海自然資源最豐富之地帶，相較於南邊的四草及北邊的七

股地區有關保育議題的發展，城西社區卻因境內城西焚化爐的設置而長期犧牲社

區的發展；城西垃圾焚化廠位於曾文溪出海口南岸，廠區佔地 14.5 公頃，主體

廠房面積 8,200 平方公尺，為多功能廢棄物處理廠。而里內「崇聖宮」主祀媽祖

為居民信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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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西里照片集錦 

  
土城國民小學城西分班 木麻黃林 

  
水多多樂園 崇聖宮 

  城西焚化爐 城西里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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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里（Cingca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青草里共 499 戶，門牌數共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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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積廣闊，居民集中於本里東南方及北方，其餘皆為空地及魚塭，若與相鄰他

里合併，面積過大，將有管理上之困難，且鄰近曾文溪沿岸，考量水災救災能量，

故不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青草里共 9 鄰，調整後青草里共 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青草里西以城西里為鄰，東鄰砂崙里，北鄰曾文溪與七股區十份里遙遙相望，

南鄰城南里。 

青草里舊名西北寮，因位於土城之西北角而得名，本里古時由許多沙崙丘所

組成，先民大都來自臺南市西港區，遷居至此後各自據沙崙丘定居捕漁而形成個

部落謂之西北寮。因本里內之沙崙長滿青草，故於行政區域整編時取名為青草里。

本里位於土城之西北，可以說是本區最西北的一個里，曾文溪流經本里北側出

海。 

青草國民小學為本里之公設國民小學，現有班級合計共 6 班，另設有附設幼

兒園。而青草崙的百足真人─蜈蚣陣，向來頗負盛名，共由 36 位小朋友組成，

並以「唐太宗出巡」為主體進行妝扮，每位小朋友兩側各有一位成人扶持，包括

蜈蚣頭尾及替換、後勤人員高達數百人。青草里有北汕尾城隍廟與紫金宮等 2 處

信仰中心，北汕尾城隍廟主神為城隍爺，紫金宮主神為西天佛祖。里內青草里活

動中心提供里內各項集會活動及休閒娛樂之場所；而青草社區發展協會經常舉辦

各項活動，增進里鄰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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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草里照片集錦 

  
北汕尾城隍廟 臺南市第一公墓 

  
青草里活動中心 青草國民小學 

  
紫金宮主神－西天佛祖 蜈蚣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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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崙里（Shalu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砂崙里共 427 戶，門牌數共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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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該里面積廣大，且鄰近曾文溪沿岸，考量水災救災能量，故里未予調整。鄰調

整部分，調整前砂崙里共 10 鄰，調整後砂崙里共 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

施。 

砂崙里北鄰曾文溪與七股區永吉里、十份里遙遙相望，西與青草里為鄰，東

鄰學東里，南為城南里、城東里。 

本里位於土城地區偏西北方向，相傳古時候在本里就只有一沙崙，先民在此

地方從事開墾，因而取名為砂崙里。現今由三部落頂什份塭、下什份塭、砂崙腳

所組成。里內設有公立托兒所於砂崙里活動中心二樓，而砂崙里活動中心是提供

民眾聚會唱歌好所在。 

居民以信奉道教為主，設有清安宮、清聖宮及聖安宮等寺廟，另有一個佛教

聖地—文殊園淨珍精舍，皆為居民重要信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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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崙里照片集錦 

  
臺南市立第六幼兒園砂崙分班 文殊園淨珍精舍 

  
砂崙里活動中心 清安宮 

  
清聖宮 聖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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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宮里（Siang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顯宮里共 504 戶，門牌數共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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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本里幅員廣大，轄內臺南科技工業園區正蓬勃發展中，引進之人潮及房屋需求

與日俱增，故里未予調整。另顯宮里第 10 鄰顯宮二街 16 號（1 戶數，門牌數 1

個）里別錯誤，釐正至鹿耳里，調整後顯宮里計 503 戶，門牌 528 個。鄰調整部

分，調整前顯宮里共 10 鄰，調整後顯宮里共 9 鄰，於 107 年 01月 29 日實施。 

里，西隔鹿耳門溪和城北里、城中里、城南里為鄰，

東鄰淵西里，南為鹿耳里、塩田里。 

顯宮里人稱「媽祖宮」，因古鹿耳門天后宮主祀媽祖而得名，曾經因著名的

鹿耳門港而一度繁華。本里的鹿耳門天后宮常年有大批男女信徒從全國各地前來

進香膜拜，為本里信仰中心；每年舉辦之文化季及民俗活動，頗受中央及地方所

稱讚。 

里內台江國家公園因長期作為鹽田、港埠與魚塭等使用，保存了幅員廣大的

珍貴濕地生態系，其間不僅分布大量的紅樹林，並成為黑面琵鷺等珍稀鳥類重要

的棲息地；而連結兩岸交通往來的跨鹿耳門溪自行車橋，為臺南第一座兼具觀光

與休閒功能的自行車橋梁，是台江國家公園單車旅行推薦路線之一。 

媽祖宮社區活動中心一樓為臺南市立幼兒園顯宮分班使用，二樓以上供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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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宮里（Siangong Village） 

集會、休閒娛樂及社團使用。顯宮公園內種植許多樹木及花草，並設有體健設施

及遊具，適合全家大小共同走到戶外，親近大自然，培養良好的休閒運動習慣。 

臺南市立土城高中頗獲學子及家長好評，充分展現「高中社區化」、「就近

入學」之優勢。另外，高科技產業在臺灣已躍升為國家經濟發展的主流，經濟部

工業局投注極大的心力與資源，致力智慧園區之開發，臺南科技工業園區之開發

乃配合政府整體產業發展目標，平衡區域發展，促進產業升級，強化國際競爭力，

並為亞太營運製造中心奠立良好基礎，吸引高科技、高附加價值產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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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宮里照片集錦 

  
土城高級中學 臺南科技工業園區服務中心 

  
鹿耳門天后宮 媽祖宮社區活動中心 

  跨鹿耳門溪橋 龍魚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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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耳里（Luer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鹿耳里共 346 戶，門牌數共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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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里鄰近之里別幅員面積廣大，與本里聚落距離 2 公里以上，若合併不利政務

推行；又中石化台鹼安順場整治區（戴奧辛、汞及五氯酚污染）位於本里，整治

面積大，目前除了污染區的整治工作外，受污染里民的健康照顧、補償皆需里長

及全體里民共同監督；另外，原第 3、4、5、6 鄰（調整為第 3 鄰）為中石化日

式宿舍區，目前已列為市定古蹟，中石化公司正與該區域居民協調搬遷事宜，且

已進入法律程序，故未予調整。另因顯宮里 10 鄰顯宮二街 16 號（1 戶數，門牌

數 1 個）里別編錯釐正至鹿耳里第 1 鄰，調整後鹿耳里計 347 戶，284 個門牌。

鄰調整部分，調整前鹿耳里共 9 鄰，調整後鹿耳里共 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

實施。 

鹿耳里北鄰顯宮里，南接四草里，東毗塩田里，西以鹿耳門溪與城南里、城

西里相望。 

本里原屬顯宮里，後來又以昔日「港仔」為界，分出鹿耳里，蓋取其地形似

鹿之耳也。里內台江國家公園因長期作為鹽田、港埠與魚塭等使用，保存了幅員

廣大的珍貴濕地生態系，其間不僅分布大量的紅樹林，並成為黑面琵鷺等珍稀鳥

類重要的棲息地。鹿耳門港道因地勢險要，自古即有「府城天險」之稱，為臺灣

（台江內海）對外進出門戶，亦為古臺灣八景「鹿耳春潮」與「鹿耳連帆」所在

地；但因曾文堤岸完工，導致鹿耳門溪失去上游的水源形成斷頭河，在地居民在

出海口處養蚵，形成特殊的文化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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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耳里（Luer Village） 

位於鹿耳門溪出海口處的鹿耳門鎮門宮，建築風格特別，主神為鄭成功，因

其鎮處昔時臺灣之門之稱的鹿耳門溪出海口，由鹿耳門天后宮媽祖賜名為鎮門宮

而得名。里內媽祖宮公園內種植許多樹木及花草，並設有魚池，適合全家大小共

同走到戶外散步、遊憩、親近大自然的好地方。 

台鹼安順廠日式宿舍區為日治時期日本鐘淵曹達株式會社員工宿舍，經臺南

市古蹟委員會通過指定為市定古蹟，全區範圍七公頃多，這裡也是臺南市早期最

繁榮的地方，宿舍區內設有籃球場、游泳池、俱樂部、禮堂、電影院、菜市場及

代用國小，因民眾收養不少貓咪，被網友封為臺南的「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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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耳里照片集錦 

  
鹿耳社區 台鹼公園 

  
鹿耳門溪口 媽祖宮公園 

  
鎮門宮 顯宮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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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草里（Sihca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四草里共 630 戶，門牌數共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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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四草里共 10 鄰，調整後四草里共 10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四草里南為臺灣海峽，東隔鹽水溪之出口和海南里、安平區金城里相望，北

接塩田里、鹿耳里，西北即鹿耳門溪之出口與城西里相隔。 

四草里古稱北汕尾，其港稱北港，自鄭成功登陸後，陸續有人移居，當時有

人發現山丘之上有四株奇異的樹，折斷中間是賜福的草，性質類似保利龍，因而

稱之為四草里。本里地處濱海，又於台江國家風景區內，風景優美，居民大部分

以養殖及近海捕魚為業，民風敦樸。本里亦為臺南市觀光事業之寶藏，如古戰場、

海堡、古砲台、綠色隧道等，常吸引大批遊客前來攬勝。里內現有學校一所為鎮

海國民小學；大眾廟為里民信仰中心，供奉鎮海元帥；四草里活動中心亦提供里

民休閒及聚會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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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草里照片集錦 

  
大眾廟 台江國家公園遊客中心 

  
四草砲臺 四草里活動中心 

  
綠色隧道 鎮海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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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和里（Anhe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安和里共 873 戶，門牌數共 873 個，屬於

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

惟考量轄內安和路一段 134 號旁和福安路三段 311 巷共計有 850 多坪建地，現正

在整地，預計蓋 50 戶；轄內尚有建地約可蓋 70 戶，未來戶數會增加；另本里不

適合再與鄰近里合併，因其鄰近溪北里之戶數已達 1,164 戶，安東里亦有 1,100

戶，若再與他里合併里長恐無法負擔，且本里轄內違建工廠佔地廣，他日計畫拆

除重建可能性高，建地面積將增加，重建後戶數也會隨著增加，故里未予調整。

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安和里共 17 鄰，調整後安和里共 13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安和里位於本區東南，有鹽水溪及嘉南大圳南北環抱，西以安和路一段與溪

北里，東邊及南邊以鹽水溪與永康區塩洲里、尚頂里為界，北以嘉南大圳與安東

里為界。 

本里係民國 71 年 05 月由安東里所劃分而設立之里，取安和，顧名思義乃是

以建立安和樂利之社區為目的而命名。里民信仰中心是「福德宮」供奉福德正神，

里內舉辦活動大多會利用福德宮廣場辦理，福德宮、保安宮及中安宮為溪頂寮主

要信仰中心，三廟同一個管委會。 

里內唯一的休憩場所是鹽水溪堤頂步道，早晨與晚間常見居民於河堤步道上

從事運動休憩活動。為增加里內停車空間及維護環境清潔衛生，經里長與區公所

完成土地認養契約後，整理了閒置空地開設停車場用地，不僅有效利用閒置空地

改善環境、防治登革熱發生，認養停車場也是免費公益性質，疏解當地停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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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和里（Anhe Village） 

有極大助益。里內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提供弱勢家庭訪視、獨居長者供餐服務、

電話問安、辦理節慶活動與居民同慶；另由里內民眾成立環保志工隊，每月進行

2 次社區環境的清潔維護，發揮社區互助功能。而溪頂寮大橋（原太平橋）為連

接永康、安南區之間，跨越鹽水溪的重要橋樑，橋梁兩側有增設人行道及景觀平

台，以人車分離的方式，提供行人一個安全閒適的徒步空間，並塑造地方景觀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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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和里照片集錦 

  
河堤步道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安和里環保志工 溪頂大橋 

  
福德宮 認養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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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北里（Sibe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溪北里共 1,164 戶，門牌數共 1,200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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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溪北里共 24 鄰，調整後溪北里共 1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溪北里東邊接安和里，西邊接溪頂里，北邊接安西里，南以鹽水溪與永康區

甲頂里為界。 

清代時期為安平縣外武定里溪頂寮，日據時代為安順寮庄，臺南州改為新豐

郡安順庄溪頂寮，本里位於鹽水溪北邊故名為溪北里。本里原屬安西里在民國 71

年 05 月 01 日行政區域劃分，將鹽水溪與嘉南大圳間之地區劃分為溪北、溪頂兩

里。溪北里面積雖不大，但生活機能完善，主要商家集中在安和路一段。里民信

仰中心為溪頂寮保安宮，供奉保生大帝。 

目前里內沒有公園，里民運動場所主要為府安路 4 段靠近鹽水溪之堤防與郡

安路四段嘉南大圳大排旁道路。里內重要道路為郡安路 4 段、府安路 4 段、安和

路一段，且聯外橋梁為溪頂寮大橋（舊名太平橋）更歷經 3 年多的改建施工於 104

年 04 月通車，為跨越鹽水溪連接永康、安南區的重要橋梁，如要前往北區也有

鄰近的北安橋可前往，可謂交通便利。 

溪北里活動中心，為里內里民重要集會娛樂場所。另外，本里認養敦安街旁

空地作為停車場，解決本里停車位不足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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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北里照片集錦 

  
安和路一段街景 府安路四段堤防 

  
空地認養停車場 溪頂寮大橋 

  
溪北里活動中心 郡安路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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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頂里（Sid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溪頂里共 1,794 戶，門牌數共 1,678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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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溪頂里共 30 鄰，調整後溪頂里共 24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溪頂里位於安南區東南方，南隔鹽水溪與北區成功里相鄰，北以嘉南大圳與

安西里為界，西接溪東里，東與溪北里毗鄰。 

清朝中葉先民移住此地時，是在鹽水溪溪頂浮出的沙質土地上搭寮居住，當

時地勢低窪，人民在此搭寮定居開墾，那種景象彷彿就是在「溪頂」，所以取名

為溪頂寮。本里原屬安西里，民國 71 年 05 月 01 日行政區域整編，將鹽水溪與

嘉南大圳間之地區劃分為溪北、溪頂兩里，本里在鹽水溪之頂面，故得名。 

轄內北安路二段、郡安路四段、府安路四段均為進入安南區重要道路，交通

環境便利。中安宮與保安宮、福德宮為溪頂寮主要信仰中心，三廟同一個管委會；

保安宮供奉保生大帝，已經有 150 餘年的歷史，這間廟宇在早年同時也是一個教

育場所，曾經是漢學私塾所在地；福德宮專門奉祀福德正神，即土地公；中安宮

主祀中將元帥。另有白仙宮奉祀劉聖君、白仙姑、福德正神、黑虎將軍。 

  



 

35-94 
 

 

  溪頂里照片集錦 

  
白仙宮 泰安街空地認養 

  
郡安路四段－嘉南大圳景色 府安路四段－鹽水溪堤岸 

  
溪頂溪東里活動中心 鹽水溪高灘地籃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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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墘里（Sici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溪墘里共 1,233 戶，門牌數共 1,193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

調整，惟安富里中 1 戶數 1 個門牌里別錯編，釐正至溪墘里第 2 鄰，調整後溪墘

里共 1,234 戶，1,194 個門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溪墘里共 28 鄰，調整後溪墘

里共 17 鄰，於 107 年 01月 29 日實施。 

溪墘里北以嘉南大圳為界與大安里為鄰，東以安寧街為界與安富里為鄰，南

至鹽水溪與北區文元里相鄰，西至海佃路一段與幸福里、海佃里相鄰。 

溪墘里坐擁鹽水溪、嘉南大圳兩大水系資源，有豐富的水文資源，南邊緊鄰

鹽水溪，擁有一片無價寶藏紅樹林溼地生態，枯水期呈現寬敞的河川綠地。里內

環境係由勞工新城及透天厝集合都市型社區為主，人口相當密集。海佃路一段為

本區之精華地段之一，知名商店及餐廳林立，並有台新銀行之海佃分行、京城銀

行安南分行，生活機能佳。 

惟本里內目前無學校，學童大部分就讀鄰近的海佃國民小學及文元國民小

學。主要幹道為海佃路一段，亦為安南區南北向主要道路之一，本里南側鹽水溪

橋橫跨鹽水溪，連接安南區海佃路一段及北區文賢路，是市區與郊區互通的重要

幹道。里內溪仔墘公園、溪墘里活動中心、鹽水溪堤防及嘉南大圳旁道路，為里

民主要的休憩運動的場所。 

溪仔墘植物公園面積佔 0.3162 公頃，種植許多林木及花草，並設有許多兒

童遊具及健身遊樂設施，為全家休閒放鬆的舒適環境。本里已成立溪仔墘社區發 



 

35-96 
 

 

  溪墘里（Sician Village） 

展協會並設有長壽會、登山會、歌唱班、土風舞班等。在信仰方面，大部分里民

均信仰道教，信仰中心為朝皇宮，供奉保生大帝，少部分為天主教及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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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墘里照片集錦 

  
海佃路一段 郡安路五段山海圳綠道 

  
勞工市場 溪仔墘植物公園 

  
溪墘里活動中心 鹽水溪河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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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佃里（Haidi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海佃里共 1,604 戶，門牌數共 1,589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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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海佃里共 29 鄰，調整後海佃里共 2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海佃里南以國安街與幸福里為鄰，北鄰海西里、海東里，東與海佃路一段和

溪墘里為界，西接國安里。 

海佃里原為海南里之一部分，於民國 71 年行政區域調整，從海南里劃分而

成，本里剛好位於海佃路之頭段，故取名為「海佃里」。海佃里東以海佃路一段

和溪墘里為界，該路段係通往市區之主要幹道；南以國安街與幸福里為界，皆為

本區精華地段，住戶聚集、人口集中，各式商家皆在此設立，食衣住行等生活機

能健全便利。 

里內設有海南派出所維護里民身家安全，亦有海佃郵局，供民眾辦理郵政業

務。另有一傳統製鼓工廠，自 1929 年創設至今已將近 90 年，專門製造大鼓、琴

等中國樂器，故本里的工廠時常發出各種大大小小的鼓聲，成為另一種特色風貌。

目前里內設有 1 座休閒公園，種植許多林木與花草，為里內主要綠色生態休憩場

所，公園內另有兒童及成人使用的娛樂及健身設施，讓里民有舒適愉快的運動休

閒環境。本里原與鄰近國安里共用一活動中心，惟該活動中心位於國安里巷弄內

且內部空間狹小，無法因應人口增加之趨勢，爰於 105 年 10 月於本里內新設海

佃里活動中心，供民眾更多休閒場所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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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佃里照片集錦 

 
 

 

 

 

 

 

 

 

 
 

  
海佃休閒公園 海佃里活動中心 

  
郡安路六段 55 巷停車場 製鼓工廠 

  
海佃郵局 堤岸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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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里（Singf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幸福里共 1,398 戶，門牌數共 1,312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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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幸福里共 23 鄰，調整後幸福里共 2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幸福里南與鹽水溪和北區大和里為鄰，北以國安街和海佃里、國安里為界，

西以府安路六段 103 巷和海南里為界，東與海佃路一段和溪墘里為界。 

本里早年隸屬海南里，該區舊屬海尾寮部落範圍內，後因行政區域調整，於

民國 71 年 05 月由原來之海南里所劃分成立，因新建透天厝名為「幸福新城」，

因此命名為幸福里。里內住宅多為連棟密集式透天厝，公共空間較不足。幸福里

南邊有鹽水溪河堤，提供里民利用鹽水溪河堤步道進行運動休閒活動，里辦公處

和社區發展協會也常於此辦理健走活動。 

社區信仰中心是「朝皇宮」供奉主神保生大帝，每 3 年皆會舉辦盛大遶境儀

式，為民祈福。里內以商業為多，海佃路一帶是安南區人群匯聚最為鼎盛的區域，

形成海佃商圈；也有文賢市場，提供附近鄰里採買之便。本里成立幸福社區發展

協會，設有長壽會關懷社區老人，另由里內民眾成立環保志工隊，每月進行兩次

社區環境清潔維護，發揮社區互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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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里照片集錦 

 

 

 

 

 

 

 

 
幸福社區活動中心 文賢市場 

  
河堤步道 幸福里環保志工隊 

  
國安街 鹽水溪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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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里（Fonghu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鳳凰里共 1,985 戶，門牌數共 2,252 個，

屬於密集式大樓住宅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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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鳳凰里共 28 鄰，調整後鳳凰里共 26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鳳凰里南以安中路一段與梅花里、海東里相隔，東邊則以北安路三段與頂安

里為鄰，北界怡安路一段、二段呈東西走向連結安中路，將鳳凰里圍成一完整三

角錐狀的地形。 

民國 79 年因行政區域調整，自頂安里獨立劃分為鳳凰里。民國 70 年臺南市

政府在聚落內規劃興建 512 戶的「和順國宅」，舊部落型態進而被集合式的國宅

社區取代。鳳凰里因應住戶聚集、人口集中，生活機能日趨建全、商圈更形完備，

又因地處安南交通要塞、生活便利，無形中成為安南區的商業中心，近年更因果

菜及花卉市場遷移至怡安路上，讓鳳凰里的商圈更活絡。 

里內共有 2 座鄰里公園，種植許多林木與花草，且還有兒童及成人使用的娛

樂及健身設施，為里民主要運動休閒環境。鳳凰里活動中心為 2 樓鋼筋混凝土造

建物，提供了里民休閒便利的學習空間與節慶聚會的寬廣場所。另外，和順公有

市場的成立，大幅提升了附近民眾的生活機能，且每週三、週六晚上亦有夜市攤

販聚集於此，是里民夜間休閒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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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凰里照片集錦 

  
安中派出所 鳳凰公園 

  
鳳凰里活動中心 國宅夜市 

  
和順公有市場 鳳凰休閒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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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里（Meihua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梅花里共 1,726 戶，門牌數共 1,834 個，

屬於密集式大樓住宅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安西里共

1,434 戶，門牌數共 1,512 個，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

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考量兩里原有里界不明，為因應未來發展需要，進行里

界調整。安西里第 18 鄰中 3 戶，門牌數 29 個整編為梅花里第 4 鄰，調整後梅花

里計 1,729 戶，門牌數 1,863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梅花里共 22 鄰，調整後

梅花里共 2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梅花里位於安南區東部，安南區公所南方 1 公里餘，東接頂安里、安西里，

南接理想里、大安里、溪東里，西接海東里，北鄰鳳凰里。 

梅花里為梅花里及安西里（部分）整編而成。 

本里早年隸屬頂安里，該地區舊稱草湖寮，民國 79 年行政區域調整，自頂

安里獨立劃分為梅花里，所轄主要為和順國宅。梅花里內除了便民的休憩空間外，

更是商家林立，無論是超商、五金文具行、各式餐飲等一應俱全，十分便利，提

供了里民便利的生活機能。轄內安慶國民小學自民國 72 年 08 月由海東國民小學

－安慶分校獨立改為安南區安慶國民小學至今已 34 年，是許多里民共同的兒時

就學回憶。在宗教信仰方面，草湖寮代天宮於民國 68 年落成，主祀李府千歲，

歷史悠久，是草湖寮舊聚落住戶的信仰中心。本里活動中心於民國 102 年 09 月

份竣工，提供里民便利的休閒遊憩空間及婚宴場所，廣受好評。此外，本里共有

六座鄰里公園，普遍種植林木與花草，為里內主要綠色生態休憩場所，讓里民有

許多舒適愉快的運動休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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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花里照片集錦 

  
代天宮 安慶國民小學 

  
梅花公園 梅花安中公園 

  
梅花里活動中心 梅花社區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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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里（Lisia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理想里共 1,757 戶，門牌數共 1,806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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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理想里共 22 鄰，調整後理想里共 2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理想里東、南邊分別與梅花里、大安里毗鄰，西及北以海佃路二段、同安路

為界與海東里相鄰。 

本里係由海尾寮所劃分出來，原先均為魚塭地，其後有理想建築公司前來開

發，經過填土後建築而成千戶房屋，原屬海東里轄內，但因人口、戶數過多而分

里，由於里民對理想建設公司懷念，因而取名為理想里。本里原與大安里為同一

社區，於民國 90 年行政區域調整，從理想里劃分出大安里。本里地勢平坦，交

通便利，屬住商混合社區，同安路上商家林立，並有同安夜市。轄內里民大部分

是由外地遷入來此居住，理想里居民職業大致可分為兩大區域，東面從事小生意

及勞力工作者居多；西面則多從事中小企業及軍公教人員，北面有一百多家無設

戶籍之中小企業公司。 

里內理想公園、巴洛克公園及理想大安社區聯合活動中心，為里民主要的休

憩娛樂的場所。理想里於民國 82 年成立理想社區發展協會，並設有婦女會、歌

唱班等。在信仰方面，里民的信仰中心為朝皇宮，供奉保生大帝，同時里內私人

設置神壇頗多，宗教活動頻繁，信仰虔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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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里照片集錦 

  
大安街 同安夜市 

  
海佃路二段 理想大安社區聯合活動中心 

  
理想巴洛克公園 理想社區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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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東里（Sid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溪東里共 1,542 戶，門牌數共 1,600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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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溪東里共 23 鄰，調整後溪東里共 22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溪東里東以北安路二段與溪頂里為界，西與安富里為鄰，北隔嘉南大圳與梅

花里、大安里為鄰，南以鹽水溪與北區華德里相鄰。 

本里於 7、80 年自溪墘里之行政區域劃分為溪東里，起自鹽水溪之北，嘉南

大圳之南，係北安橋之西與海東橋之間，自民間流傳溪仔墘之別名，故取「溪東

里」。里內人口密集，多透天厝，以都市型部落為主。 

溪東里有海佃國民小學、海佃國民中學、私立幼稚園、溪東溪頂活動中心，

並有溪東重劃區刻正規劃開發中。里內有成立溪東社區發展協會利於凝聚居民共

識，帶動社區發展。里內民眾多信奉道教，建有安溪寺、文武聖廟供奉觀世音菩

薩及關聖帝君等神明。本里於活動中心成立社區巡守隊、歌唱班、長壽會等團體，

該活動中心每日皆對外開放或提供民眾結婚宴客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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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東里照片集錦 

  
文武聖廟 溪東重劃區 

  
安溪寺 溪東育樂公園 

  

 
海佃國民中學 溪頂溪東里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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淵中里（Yuanjho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淵中里共 1,272 戶，門牌數共 1,387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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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淵中里共 19 鄰，調整後淵中里共 17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淵中里位居全區中心地帶，東鄰淵東里、溪心里，北鄰淵西里，南連海西里，

西接塩田里。 

本里舊稱本淵寮，臺灣光復後劃分為淵東、淵中、淵西三里，因位於本淵寮

中部，故命名為淵中里。淵中里盤據本淵寮中心地段，行政區域內包括安中路三

段、四段、本原街三段及本田路三段，往返公車頻繁，交通甚為方便。 

里內設有海東國民小學、天馬電台舊址。淵中里活動中心建於海東國民小學

旁，樓上做為學生教學活動使用，樓下為里民休閒活動聚會場所。淵中社區發展

協會經常舉辦聯誼活動，增進彼此間互動交誼及情感交流。淵中里設有安南教會

與鄰近本淵寮部落朝興宮同為本里里民信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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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淵中里照片集錦 

  
天馬電台舊址 安南教會 

  
抽水站 海東國民小學 

  
淵中里活動中心 普法道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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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里（Buda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布袋里共 570 戶，門牌數共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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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該里為臺南市第 98 期布袋嘴自辦市地重劃區，多筆重劃區空地預定興建中及

台江大道開闢完成，且有總頭工業區位於里內，未來發展有增加戶數趨勢，故未

予調整。布袋里原戶數 570 戶，門牌 826 個，因長安里第 13 鄰中 2 個門牌（無

戶數）及第 20 鄰中 1 個門牌（無戶數）位於布袋里內，門牌整編至布袋里第 9

鄰，調整後布袋里戶數為 570 戶，門牌數 829 個。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布袋里共

15 鄰，調整後布袋里共 11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布袋里西鄰長安里，南接總頭里，東臨州北里、州南里，北與安定區中沙里

相接。 

本里舊名為「布袋嘴寮」，乃因開墾的先民來自於嘉義布袋里，故而得名。

以蕭姓、陳姓居民為主。本里經刻苦經營有百餘年之歷史，因受地理環境影響及

人為因素，居民以務農為主，部分經商或工業區內就業。 

本里與總頭里共屬長安國民小學學區，造就不少傑出人士，現有成立社區發

展協會，推動社區（里）之發展。傳統信仰中心為代天府，主祀朱府千歲，為里

民精神寄託所在。本里有興建里活動中心，提供里民各項集會活動及休閒娛樂之

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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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袋里照片集錦 

  布袋里活動中心 布袋里總頭工業區 

  布袋親子公園 布袋簡易公園 

  代天府 布袋里百年魚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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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里（Guo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國安里共 873 戶，門牌數共 902 個，屬於

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

因原有里界不明，為因應未來發展需要，進行里界調整，國安里第 9 鄰部分範圍

（無戶數無門牌）調整劃入海南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國安里共 13 鄰，調整

後國安里共 15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國安里北以郡安路六段與海西里為界，東鄰海佃里，南鄰幸福里、海南里，

西與海南里相接。 

國安里為國安里（部分）整編而成。 

本里於民國 87 年行政區域調整，從海佃里劃分而成，以國安街 156 巷為界，

以東為海佃里，以西為國安里，而本里主要巷道有國安街 156 巷、國安街 210 巷

及國安街 236 巷，遂以國安為名，取名為國安里。 

國安里以西至濱海公路之間為九份子重劃區，是一處環境優美的住宅開發

區。在宗教方面，除少部分里民為基督教與天主教外，大多數里民均為道教。本

里國安里活動中心，提供歌唱班、瑜珈班、外丹功班及民眾辦理各項活動，社區

發展協會亦運用此活動中心舉辦各種活動，但因地處巷道內，停車不便，民間團

體或里民借用率少。而本里於九份子重劃區已興建一座樂活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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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安里照片集錦 

 

 

 
九份子重劃區 樂活公園 

  
郡安路六段堤岸 國安里活動中心 

  
臺語教學裝置藝術 入口裝置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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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富里（Anf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安富里共 2,164 戶，門牌數共 2,143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

調整，惟其中 1 戶數 1 個門牌里別編錯，釐正至溪墘里第 2 鄰，調整後安富里共

2,163 戶，2,142 個門牌。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安富里共 36 鄰，調整後安富里共

28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安富里東與溪東里為鄰，西以安寧街與溪墘里為界，北靠嘉南大圳與大安里

為界，南至鹽水溪與北區華德里、文元里相鄰。 

本里於民國 87 年行政區域調整從溪東里劃分而成，因安富街貫穿全里，因

而取名安富里。里內有間老饕帶路才知道的包子饅頭專賣店，開了 10 多年，每

天限量供應，料多實在，是許多在地人最愛的下午茶。而樺谷夜巿來自各大夜市

的精英小店齊聚在此，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好吃也好逛。另鹽水溪堤頂步道，

許多居民早晨與晚間都喜歡在河堤步道上從事運動休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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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富里照片集錦 

  
府安路五段 162 巷街景 安富公園 

  
安富里活動中心 府安路五段 162 巷 49 弄公園 

  樺谷夜巿 鹽水溪河堤－府安路五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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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里（Da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安里共 1,390 戶，門牌數共 1,461 個，

屬於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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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前大安里共 19 鄰，調整後大安里共 19 鄰，於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大安里北及東側與梅花里相鄰，西與理想里、海東里相鄰，南以嘉南大圳為

界與溪東里、溪墘里及安富里相隔。 

本里於民國 90 年行政區域調整從理想里劃分而成，而本里內主要街道之一

為大安街，由於其商家林立，繁榮熱鬧，遂以大安為名，取名為「大安里」。大

安里地勢平坦，交通四通八達，無山川河流、古蹟之勝，為擁有廣大遼闊魚塭地

之商漁混合型社區。里內未設立學校，僅有南光托兒所一所私人幼教機構。 

大安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於 92 年 03 月 05 日，負責推動社區聯誼活動，附設

有長壽會、歌唱班、環保義工隊等。里民信仰中心為朝皇宮，供奉保生大帝，私

設神壇廟會 12 間。里內有大安里公園、義安公園、祥和朝安公園為里民休閒活

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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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安里照片集錦 

  
大安公園 理想大安社區聯合活動中心 

  
山海圳綠道 空地認養停車場 

  
祥和朝安公園 慈聖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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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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南區 東和里 莊福清 安南區 海西里 吳欽郎 

安南區 安順里 陳進明 安南區 海南里 吳森芳 

安南區 里 林同寳 安南區 溪心里 劉澤民 

安南區 州南里 涂文財 安南區 塩田里 朱小蓮 

安南區 州北里 謝加榮 安南區 淵東里 黃旺根 

安南區 安東里 吳金城 安南區 淵西里 周竹抱 

安南區 安西里 劉昆河 安南區 佃東里 程全祿 

安南區 頂安里 吳勝智 安南區 佃西里 高進見 

安南區 安慶里 蕭振隆 安南區 公 里 黃銘堂 

安南區 新順里 陳賈 安南區 南興里 施柏男 

安南區 原佃里 林世民 安南區 學東里 黃南忠 

安南區 總頭里 蔡忠明 安南區 城東里 郭峻民 

安南區 長安里 鄭豊村 安南區 城北里 郭昆財 

安南區 公親里 王金樹 安南區 城中里 沈佳祥 

安南區 海東里 吳榮坤 安南區 城南里 蔡炳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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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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南區 城西里 嚴文正 安南區 幸福里 謝炳雄 

安南區 青草里 魏武雄 安南區 鳳凰里 王蓉 

安南區 砂崙里 陳清海 安南區 梅花里 蔡和豐 

安南區 顯宮里 林志英 安南區 理想里 鄭順 

安南區 鹿耳里 蕭琮憲 安南區 溪東里 吳富義 

安南區 四草里 王佐雄 安南區 淵中里 吳孟忠 

安南區 安和里 吳武當 安南區 布袋里 姜吉成 

安南區 溪北里 王東從 安南區 國安里 温伯文 

安南區 溪頂里 蔡崇立 安南區 安富里 吳財國 

安南區 溪墘里 許義雄 安南區 大安里 黃豐榮 

安南區 海佃里 邱信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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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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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昇祺 

執行團隊／臺南市安南區公所、臺南市安南戶政事務所（安南辦公處） 

執行編輯／黃明新、謝松益、許麗聰、陳文楓、段維元 

編審人員／楊婷如、鍾興國、陳淑惠、陳建禎、蘇炎銘、陳彩雲、張錦鏱、 

吳志明、郭安昌、高櫻芬、李怡穆、胡萬溪、曾麗學、曾慧英、 

藍奇通、吳原舜、周慧姿、李佳芸、楊采穎、董珮慈、江芝庭、 

李智忠、李宜蓁、王麗琴、陳素綿、張華軒、陳淑美、陳姵如、 

林辰潔、吳晟瑋 

照片提供／區公所（含里辦公處） 

參考資料／臺南市安南區公所全球資訊網、臺南市安南區公所評鑑資料、文化資

源地理資訊系統、臺南市里社區活動中心資訊入口網站、維基百科、

臺南市安佃國小之「學生鄉土主題探索」、隨意窩日誌之「承恩小棧」

文章及「時空旅人」文章、台南美食地圖玩樂誌、臺南市土城國民小

學社區導覽課程計畫等。 

※參考資料引用如有不盡周延之處，望各方賢達不吝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