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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龍崎區位於臺南市東南隅，地處阿里山脈丘陵地帶，北臨新化區及左鎮區，

東接高雄市內門區，西與關廟區接壤，南銜高雄市田寮區，總面積約 64.0814 平

方公里。原轄下共 8 里、95 鄰，於 106 年 04 月依據「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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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區維持 8 里不變、95 鄰調整為 53 鄰，並自 107 年 01 月 29 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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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簡介 
各里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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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鄰編組及調整大事紀  
單位 日期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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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規劃第一次研商會議」 

各里 106 年 04 月 20 日 
召開龍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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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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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 
召開龍崎區 106 年度區里鄰調整規劃第一次

工作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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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里 106 年 05 月 18 日 
召開龍崎區 106 年度區里鄰調整規劃第二次

研商會議 

民政局 

區公所 
106 年 05 月 22 日 與民政局研議龍崎區里、鄰調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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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坪里 106 年 06 月 02 日 

余里長陳情「本區 106 年度區里鄰調整規劃第

二次研商會議紀錄」乙案，其決議事項大坪里

里長等認為欠妥，陳情重新規劃、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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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 民政局專案小組至本區指導並協助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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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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06 月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106 年度區里鄰

調整規劃第四次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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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編各區調整方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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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月 29 日 

函報龍崎區 8 里，里、鄰調整計畫書「〈含門

牌資料表、自我檢核表及調整前、後圖〉」各

一式三份至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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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函送「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

整案」公告 1 份，核定本區 8 里不予變動，鄰

由原本 95 鄰調整為 53 鄰。 

區公所 106 年 11 月 10 日 

臺南市政府核定本區里鄰調整案自 107 年 1

月 29 日實施。〈為配合本市里鄰全盤檢討及整

編，鄰長任期比照里長法定任期依原有區域執

行職務至 107 年 12 月 24 日止〉 

區公所 106 年 11 月 20 日 

參加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召開「研商『里長團體

傷害保險辦理方式暨里鄰整編後續作業』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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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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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後辦理身分註記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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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  位 日  期 摘  要 

區公所 

戶政事務所 
107 年 01 月 29 日 該日起標註身分證及戶口名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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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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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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崎頂里 崎頂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0-7 

土崎里 土崎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0-10 

中坑里 中坑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0-13 

楠坑里 楠坑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0-16 

牛埔里 牛埔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0-19 

大坪里 大坪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0-22 

龍船里 龍船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0-25 

石𥕢里 石𥕢里 107 年 01 月 29 日 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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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里鄰編組概況 
  崎頂里（Cid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崎頂里共 443 戶，門牌數共 461 個，屬於

交通不便或住戶分散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無須調

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崎頂里共 22 鄰，調整後為 12 鄰，並自 107 年 01 月 29

日起實施。 

崎頂里北接土崎里，東鄰石𥕢里，西與關廟區新光里接壤，南與中坑、大坪

里相鄰。 

日據時代為「崎頂第一保」，不但是龍崎區人口密度、里民數最高的一里，

也是全區政經、文化及農業中心所在地，崎頂里也因地理位置接鄰關廟區，並且

交通方面有 182 線公路的貫穿，讓崎頂里與本區各里，以及與關廟區、歸仁區及

新化區等區，甚至臺南市區的聯絡上，便利性大增，因此，崎頂里的開發雖然並

不比其他各里早，但速度卻最快，也是本區自日治時代以來，在公共建設上較為

完整的里，也促使崎頂里發展為本區行政樞紐，只不過在本區工商業發展的先天

與後天條件均不佳下，崎頂里人口也逐年衰退，市容也因此蕭條許多，主要生產

之農產品以竹筍及鳳梨為最大宗。 

新市子是本里的中心所在，里辦公處設置於此，本區的區公所、國民中學、

國民小學、分駐所、戶政事務所、衛生所、郵局以及農會等機關都在本地，其名

稱也是因為本地是全區新興市集所在地而得名，是本區最繁榮的地區。 

崎頂里最有名的景點為虎形山公園，在地理位置上依山傍谷，同時形如猛虎

雄踞，「虎形山」因此得名，不僅有綠林、深谷可欣賞，虎形山吊橋亦為一大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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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崎頂里（Ciding Village） 

景，虎形山吊橋高懸在 30 公尺的深谷上，被藍天與綠林所包圍，站在吊橋上，

往往令人有「立於天地之間」的深刻感受，是一座佔地近 5 公頃，兼具景觀及休

閒功能的森林公園，規劃有蓮花池、步道、涼亭及紅色小吊橋等；此外 182 市道

富國橋下龍崎休閒廣場設置有涼亭、兒童遊樂區、步道等，廣場內花木扶疏、綠

意盎然是休閒健行的好地方，亦為崎頂里值得一遊的景點。 

「龍崎竹炭故事館」位於虎形山公園入口處，由龍崎區農會經營且全年無休，

在故事館中販售各種竹炭產品，包括竹醋液、竹筒炭、竹炭片、竹炭粉…等相關

產品並介紹竹炭產製流程。另外龍崎區農會也成立了龍崎竹炭文化園區，由農委

會林業試驗所產學合作建造兩座竹炭窯，聽燒炭解說、DIY 手工竹炭皂、除臭包，

讓來到龍崎的遊客又多了一處可參觀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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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頂里照片集錦 

  
崎頂街景 竹炭故事館 

  
龍崎老街觀景臺 竹炭文化園區 

  
虎形山公園 龍崎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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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崎里（Tuci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土崎里共 267 戶，門牌數共 276 個，屬交

通不便或住戶分散地區，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里未進行調

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土崎里共 15 鄰，調整後為 11 鄰，並自 107 年 01 月 29

日起實施。 

土崎里北與新化區大坑里接壤，東與左鎮區二寮里相鄰，南鄰崎頂里，西與

關廟區新光里接壤。 

土崎里部落之形成與龍崎區其他里有極大的差異，大多以清朝時期才遷入之

「移民」居多，也就是所謂「各姓夾雜」定居，因此在土崎里並無某一姓氏宗族

組成的龐大同宗同姓之聚落，也無大家族型式的宅院。各姓先民陸續於清朝時期

遷入土崎腳後，漸漸聚集組成部落，並形成目前的考潭、礁坑子、土牛崎、烏樹

林、觀音山、尖峰、深堀尾等主要聚落，其中以土牛崎較具規模，在光復初期，

光是當地就居住幾達近百戶的居民，「土崎里」之名稱，也是因此聚落人口及規

模較具代表性，因而得名。 

土崎里因緊鄰左鎮區岡子林、二寮等地，里內有少數平埔族人定居，吊橋的

架設也是當地景觀特色之一，土崎里主要部落包含 5、6、7 鄰，舊稱「土牛崎」，

土崎過去沒路，部分民眾只好將陡峭的山路拓成一崁一崁爬登的上去，像爬樓梯

一般，才有「土牛崎」之稱。另有一說則稱當地地勢險峻，好不容易穿越了「土

牛崎」，整個人卻也因此「灰頭土臉」，全身是土，宛若一頭「土牛」，才被先

民稱此地為「土牛崎」，「土牛崎」在與礁坑仔接壤處，即西側為「土牛崎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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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崎里（Tuci Village） 

，往東較平坦稱為「土牛崎腳」，另外在「一線天」入口處，則通稱「土崎頭」，

也就是土崎頂地區。 

在土崎里與新化區大坑尾接壤處，有兩座山峰相當高聳，從虎頭埤都能遠望

見其峰，先民由於多渡海來臺，篤信觀世音菩薩，因見此峰神似觀音顯聖現形，

遂稱此二峰為「大小觀音山」，並引以為地標，而大觀音山據說還有像「五足」

之山脈伸出在旁，相當奇特。土崎里的信仰和廟宇，大多依附部落而形成，如土

牛崎一帶的廣濟宮代天府，考潭的考潭代天府，烏樹林的林天宮以及觀音山的慈

聖宮等，都是地方信仰的代表性廟宇。此外，為迎神廟會所需而組成的民俗藝陣，

較具代表性的有廣濟宮代天府的「南龍吾獅陣」、烏樹林林天宮的「鼓花陣」、

「尖峰宋江隊」等。 

本里有知名休閒農場，位於本區土崎里與新化區大坑里交界處，佔地 6.2

公頃，可遠眺中央山脈及大崗山，亦可觀日出、賞雲海，另有森林渡假蒸氣浴小

木屋、山景 SPA、親子戲水區、大型會議廳等設施，可提供機關學校團體等開會、

研習、度假場地，農場內有多項休閒設施及特殊的動植物，並備有特色的野蔬、

風味餐、碳烤乳豬、跑山雞、竹筍等，大坑休閒農場位於土崎里烏樹林 33 號，

由新化南 168 線道往岡林方向行駛，是度假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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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崎里照片集錦 

  
土崎集會所及里辦公處 代天府 

  
林天宮 消暑聖品葛鬱金 

  
岩晃寺 採收綠竹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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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坑里（Jhongke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中坑里共 76 戶，門牌數共 133 個，屬交通

不便或住戶分散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

但因轄內主要通道路僅 163 線單一區道外，均屬狹小產業道路、農路，加上丘陵

地坡度蜿蜒崎嶇，考量救災能量，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中坑里共 9

鄰，調整後為 3 鄰，並自 107 年 01 月 29日起實施。 

中坑里北邊與崎頂里接壤，東邊與大坪、石𥕢里相鄰，南邊與楠坑里接壤，

西邊與關廟區東勢、深坑里接壤。 

中坑里是龍崎區人口最少的一里，雖然人口最少，但中坑里的開發，可溯自

明鄭時期，部落的形成，則從昔時「中坑仔」三塊厝，以及大溪附近地區逐漸發

展，也是目前中坑里人口較集中之中心地帶。 

中坑里由於土質肥沃，因此種植鳳梨、竹筍、龍眼、及芒果，尤以鳳梨為最

大宗，鳳梨的品質及風味，甚至媲美關廟鳳梨，堪稱是本地的特產，風味絕佳。

但因農業規模不大，無法因應年輕一代就業謀職的需要，加以山勢崎嶇，不適合

工商業發展，以致於人口外流情形一年比一年嚴重，並由人口總數最多時 836人，

一直滑落到目前的人口數，其發展瓶頸則亟待突破。 

中坑里大致以「祖師公壇」的「代清宮」及「清水宮」為據點，其中以「代

清宮」所祀奉的清水祖師，是中坑仔、三塊厝及水流仔地區居民共同供奉至今，

清水宮則以大溪地區楊氏及陳氏等家族於 100 多年前供奉至今，都是中坑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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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坑里（Jhongkeng Village） 

信仰中心，包括第 4鄰的三塊厝及第 7鄰的大溪，尤其第 7鄰有度假遊樂區設置，

於假日時湧現人潮及歡樂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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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坑里照片集錦 

  
清水宮 文衡殿 

  
文衡殿義德館 代清宮 

  
古農村 森林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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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楠坑里（Nanke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楠坑里共 142 戶，門牌數共 165 個，屬交

通不便或住戶分散地區，戶數過少，不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

但因轄內主要通道路僅 163 線區道及其支線 163-1、163-2 外，均屬狹小產業道

路、農路，加上丘陵地坡度蜿蜒崎嶇，考量救災能量，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

調整前楠坑里共 11 鄰，調整後為 5 鄰，並自 107 年 01 月 29 日起實施。 

楠坑里北邊與中坑里接壤，東邊與大坪里相鄰，南邊與關廟區南雄里接壤，

西邊與關廟區布袋里接壤。 

楠坑里在日據時代為「中坑第 4 保」，由於接近高雄阿蓮及田寮，又加以南

邊較為低平，才有「楠坑」之名，里內林木茂密、地勢低平加上土質肥沃，堪稱

龍崎區土質最好的地區，每年夏季龍眼結實纍纍，鳳梨及蜜棗也因土壤肥美緣故，

風味獨特，頗負盛名。 

本里人口外流嚴重，107 年 05 月止人口數約 403 人，目前以「古楠坑」一帶

人口最集中，也是楠坑里許多著名家族之所在。在信仰方面，主要以樹子林普陀

山觀音寺及小湖的賢明壇為主，是里民主要信仰中心，至於草埔坪聚落居民，因

緊鄰關廟區南雄里，其信仰主要為關廟田中三平宮。 

台灣電力公司為了解決臺中以南地區用電問題，在民國 63 年於楠坑里楠坑

段徵收約 50 餘公頃用地設置變電所，負責將核三廠電力傳送各地，該廠並為目

前東南亞一帶最大的變電所，因變電所設置的高壓電塔縱貫穿越楠坑、中坑、大

坪、崎頂、土崎等各里，綿延的高壓電線猶如「天羅地網」般披覆在山脊的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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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楠坑里（Nankeng Village） 

蔚為奇觀，但周邊居民因電塔興建徵用土地相繼遷離，該地方土地價值也嚴重跌

落，再次驗證了「鄰避設施」對地方發展可能帶來造成重大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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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楠坑里照片集錦 

  
163 區道 楠坑集會所 

  
普陀山觀音寺 陸天宮 

  
台電變電所 鳳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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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埔里（Nioupu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牛埔里共 139 戶，門牌數共 60 個，屬交通

不便住戶分散地區，戶數過少，不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但

轄內主要聯通道路為 182 線市道及 167 區道，均屬狹小產業道路、農路，加上若

與相鄰大坪里合併，因隔著山脊陵線無道路直接交通，需繞道石𥕢、龍船里，考

量救災能量不足，里的部分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牛埔里共 8 鄰，調整

後為 5 鄰，並自 107 年 01 月 29 日起實施。 

牛埔里位於臺南市與高雄市內門區交界，北邊與龍船里相鄰，東邊與高雄市

內門區接壤，南邊與高雄市田寮區接壤，西邊與大坪里相鄰。 

牛埔里名的由來，顧名思義，與當地先民在明鄭及清初時來臺至此定居後，

每戶飼牛以供開墾土地，因而山間草埔在農閒時成群徜徉吃草之景而來，因此，

取「牛埔」為當地地名。 

轄內人口至 107 年 05 月截止計有 360 人，大多為閩南族群，其中 60 歲以上

人口約佔全里六成，青壯人口外流嚴重。牛埔里由於開發甚早，里民於農忙之餘

教子弟讀書識字，文風鼎盛至今不衰，於教育界培育出五位優秀的國小校長及數

十位優良教師，且本里人文薈萃、文化禮俗極為多元，在開闢及發展的過程中有

許多膾炙人口的傳說及典故。 

本里地形多屬青灰岩地形（又稱泥岩或白堊土，本地則稱海銀土），山脈縱

橫交錯有如月世界般，每逢陰雨，霧氣攏集，景色氤氳朦朧，如夢似幻，有「夢

幻湖」之美稱，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於 88 年間在此地牛埔農塘設置『牛埔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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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埔里（Nioupu Village） 

教學園區』，嘗試在惡地形的特殊屬性上以自然的方式植生綠化，「惡地創生機」

不但創造出一片綠色生機，也成為本里重要的觀光及各級學校戶外教學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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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埔里照片集錦 

  
牛埔泥岩教學園區 在地文化展示館 

  
烏山腳 50 年水庫 牛埔里民活動中心 

  
五間步道 烏山頭清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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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坪里（Daping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大坪里共 135 戶，門牌數共 99 個，屬交通

不便住戶分散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但

轄內主要聯通道路為 163-2、165 線區道外，均屬狹小產業道路、農路，加上丘

陵地坡度蜿蜒崎嶇，考量救災能量因素，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大坪

里共 11 鄰，調整後為 5 鄰，並自 107 年 01 月 29 日起實施。 

大坪里北與石𥕢里相鄰，東與牛埔里接壤，南與高雄市田寮區接壤，西與楠

坑里接壤。 

在明末清初之際就有先民遷徙至大坪里的番社及大坪定居，所以番社及大坪

成為大坪里最早發展及開墾的地方，地方也日趨繁榮。另外一批遷徙至現在之興

化店地區，並展開工商活動，興化店的繁榮甚至不遜番社及大坪等地，並因此出

現熱鬧市集和街面，形成傳說中店面店門相隔大街而建，同時縱貫地方的「雙現

街」，顯見當時大坪里的繁華。 

日據時代初期，大坪為當時行政中心所在，屬「番社第二保」，日人更在番

社地區興設龍崎區政治、經濟、學術及發展中心的庄役場、派出所及「關帝廟公

學校內新豐分校」，當時番社余家的余辛丑更獲日本派為龍崎庄長，日本人還選

出宗族余宰為保正，余家的繁盛，達到巔峰。大坪里在日據時代除番社余家的余

宰擔任過保正外，歷任保正分別是前龍崎鄉長林瑞西的祖父林篇、余宰、林同模、

林啟及林蜈，林蜈並在光復後，獲選為大坪村長。隨著日本人開闢 182 線道直達

關廟，位於番社的庄役場也遷至地理位置更重要的崎頂地區，龍崎區的政經中心

因此轉移至崎頂地區，也就是現今的區公所所在地，大坪里也在興化店與番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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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坪里（Daping Village） 

地區一一沒落後，逐漸蕭條。有關「興化店」聚落興衰更是令人不勝唏噓，原本

「興化店」是大坪里最熱鬧地區，布店、米店、打鐵舖及青果市林立，商業活動

相當熱絡，非常興旺，也才有「興化店」之名，人口最多時，號稱「百餘戶」之

多。當時臺南及高雄一帶，堪稱數一數二，唯有臺南府城的繁盛熱鬧才蓋得過雙

現街，雙現街的榮景可見一斑。但據傳由於大坪溪直通二仁溪到大海，當日本人

佔領大坪時，興化店群眾參加抗日起義活動，為追捕反抗者，日軍遂進行殘酷「屠

莊」行動，「興化店」直到光復前僅餘 10 多戶，現況幾已無人落籍於此。  

大坪里主要寺廟，大多是當地主要家族自古供奉至今，如番社余家的永安宮

趙府元帥，有的則是自他處供奉香火而來，「太安宮」是由林家之先祖自「湖街」

─即高雄湖內碧湖宮迎奉香火而來，初時在大坪頂仔地區安奉祭祀，最後香火鼎

盛，才由祭祀的池府千歲「指示」現址建壇，並命名「太安宮」安奉，池府千歲

始成為大坪里居民信仰之所賴，隨後，信眾亦陸續雕塑李、吳、朱、范等府金身，

才有今日太安宮的五府千歲，並成本里主要地標和信仰中心。 

本里目前僅有少數竹編、龍眼等產業，由於龍眼樹是本里特產，每年六、七

月間，到處都是龍眼果實，因此在龍眼花盛開的三、四月間，就是養蜂業者採花

製蜜的「產蜜季」，此地亦設有龍眼乾加工廠，以運銷大坪龍眼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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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坪里照片集錦 

  
大坪里活動中心 飛龍宮 

  
太安宮 永安宮 

  
龍骨水車 環山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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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船里（Longchuan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龍船里共 184 戶，門牌數共 125 個，屬交

通不便或住戶分散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

但因轄內主要聯通道路為 182 線市道及 167-1 線區道外，均屬狹小產業道路、農

路，且若與牛埔里合併，兩里同屬龍船盲斷層地震災害潛勢區，幅員廣大，考量

救災因素，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龍船里共 10 鄰，調整後龍船里共 6

鄰，並自 107 年 01 月 29 日起實施。 

龍船里南鄰牛埔里，東與高雄市內門區接壤，自北至西依序與左鎮草山里、

龍崎石𥕢里及大坪里接壤。 

龍船里位於龍崎區東南邊陲地帶，整個地形宛如一艘航行山巔雲間的大龍

舟，「龍船」之名遂由此而來，因此關於風水、地穴的傳說特多，如攸關龍船窩

發展的「窩底園」地穴及三代出龍崎區龍頭的林家「蝦仔穴」等，皆為地方津津

樂道。 

龍船里日治時代屬「龍船第三保」，自明末清初即有先民前往開墾，且昔日

曾為平埔族西拉雅系新港社人移居之地，因此，不但發展出獨特的民情風俗，在

政治上，龍船里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本里各區之建立大致以氏族為主的聚落，

如「埤仔」地區的高氏、楊氏，「後壁溪」的洪氏、「苦苓湖」的卓氏、「龍船窩」

的林氏、「水堀坪」的葉氏、鄭氏、張氏，「瓦厝仔」的余氏及「三里分」的蘇氏

等部落，舉凡信仰儀式或播種收割等活動，皆會互助合作，形成自給自足的小社

會;唯近年來由於社會工商業速度加快，青壯人口皆外出謀生，僅留長者守護家

園，導致許多民俗藝術及傳統習俗皆出現後繼無人的斷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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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船里（Longchuan Village） 

里內設有龍船分校，校園環境優美，唯人口外流及出生率低，新生入學人數

銳減，恐有廢校之虞。龍船里活動中心 1 樓自 107 年起配合長照政策設置為龍崎

日間照顧中心，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長照體系，提供長輩優質平價且普及的服務；

2 樓為龍船里活動中心，平時做為里民集會活動使用。 

龍船里自然景觀資源相當豐富，182 線公路開闢完成以來，本里龍湖宮旁之

167-1 區道，由於地勢逐級升高，已為自行車騎士躍進「308 高地」的經典路線，

至於愛好健走人士，可由「五間步道」北轉龍船窩至視野最寬廣之「觀景臺」或

「紫竹寺」欣賞晨曦雲彩的變幻或日落的美麗晚霞，想至此優美勝地歇一夜的旅

客，可事先預訂紫竹寺二樓之廂房，除可讓您飽覽全區最優之觀景外，周邊還有

二間知名土雞城，提供美味可口的在地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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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船里照片集錦 

  
龍船里活動中心 臺南市龍崎國民小學龍船分校 

  
龍湖宮 紫竹寺空拍圖 

  
龍船窩觀景臺 308 高地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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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𥕢里（Shihcao Village） 

依據 106 年 03 月人口統計資料，石𥕢里共 160 戶，門牌數共 125 個，屬交通

不便或住戶分散地區，戶數過少，未符合「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範，

但因轄內主要聯通道路為 164 線區道及支線 164-1 外，均屬狹小產業道路、農

路，且若與龍船里合併，面積過大，兩里白堊泥岩廣佈，土石流、地震災害潛

勢相近，考量救災因素，里未予調整。鄰調整部分，調整前石𥕢里共 9 鄰，調

整後為 6 鄰，並自 107 年 01 月 29 日起實施。 

石𥕢里北與左鎮區草山里、二寮里接壤，東與龍船里相鄰，南接大坪里，西

鄰崎頂里。 

本里地形多溪多山，地質多為青灰岩地質，石𥕢地名因在刺仔崙地區溪床岩

石呈現如「豬槽」之形而得名，本里因地理條件特殊，山壁土石自然侵蝕崩塌，

形成如漩渦般的圓型巨壁，如同水波盪漾在山壁般，約有五、六層樓般高，形成

的窩鏡窗景觀，是大自然的傑作，也是許多地方傳說的發源處。 

先民於距今約二、三百年前遷入而逐漸形成部落，主要為石𥕢內余氏宗族、蜈

蜞埔林氏宗親、刺仔崙陳家、後壁溪洪氏家族、過溪仔李氏及檳榔宅戴氏家族等，

遷居在石𥕢里的先民在經歷時代的演變後，以余氏在當地最負盛名，並與「番社

余」分庭抗禮，倂稱為內四里中頗具影響力的氏族。 

    石𥕢里民信仰之起源，緣於這些家族大多遠渡重洋的遷徙至山區荒僻之地開

墾，因此，大多攜帶祖居中供奉的神尊一同而來，以祈墾荒開闢新天地能順利進

行，各地信仰及神尊齊集石𥕢後，形成各部落信仰中心，陸續遷進石𥕢的移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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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𥕢里（Shihcao Village） 

依部落分佈的不同，主要以刺仔崙、石𥕢內、坑內、石仔坑及過溪仔等地信仰中

心「龍安寺」、後壁溪的「超峰寺」，以及蜈蜞埔的「龍西宮」等廟宇為主，不

過，像檳榔宅的太子爺、坑內的池府千歲等，雖未建廟，其信仰均是先民由大陸

輾轉遷臺而來，已自然成為部落當地信仰中心。 

 本里土地貧瘠，不過因有後壁溪水源灌溉，早年除雜糧外，仍有稻米之種植，

各部落居民在每年稻米收成之季，鄰里家戶分工合作，即為當時最常見的互助行

為。石𥕢在產業不易生根下，人口逐年嚴重外流，石𥕢國民小學更因學齡兒童人

數驟減，新生兒人口大幅降低下，導致廢校命運，也是石𥕢里未來發展的重要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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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𥕢里照片集錦 

  
仁里橋 石𥕢里民活動中心 

  
窩鏡窗地景 164 區道景觀 

  
超峰寺 龍崎教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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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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崎區 崎頂里 黃怡婷 龍崎區 牛埔里 陳永和 

龍崎區 土崎里 王義成 龍崎區 大坪里 余文生 

龍崎區 中坑里 陳茂全 龍崎區 龍船里 余福雄 

龍崎區 楠坑里 洪榮和 龍崎區 石𥕢里  鄭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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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崎區 1-龍崎區 106 年度區里鄰調整規劃第一次研商會議 

內容 
（一） 成立龍崎區里鄰調整規劃工作小組。 

（二） 進行各里分組討論。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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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龍崎區 2-龍崎區 106 年度區里鄰調整規劃第一次工作小組會議 

內容 

（一） 崎頂里、土崎里戶數符合規範不予變動。中坑里及楠坑里同為

中坑子段合併為 1 里。大坪里及牛埔里同為番社段合併為 1

里。龍船里及石𥕢里同為龍船段合併為 1 里。 

（二） 崎頂里、土崎里戶數符合規範。中坑里及楠坑里合併為 1 里。

大坪里及石𥕢里合併為 1 里。龍船里及牛埔里合併為 1 里。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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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崎區 3-龍崎區 106 年度區里鄰調整規劃第二次研商會議 

內容 

（一） 崎頂里、土崎里戶數符合規範。中坑里及楠坑里合併為 1 里。

大坪里及石𥕢里合併為 1 里。龍船里及牛埔里合併為 1 里。崎

頂里第 12、14 鄰合併為第 12 鄰；第 17 鄰芋園 6 之 1 號 1 戶

併到土崎里第 5 鄰；第 18 鄰 6 號 1 戶併入本里第 19 鄰；第

18 鄰水坑 3 號及 4 號共 5 戶併入土崎里第 3 鄰。 

（二） 土崎里第 13、14、15 鄰合併為第 14 鄰；崎頂里第 17 鄰芋園

6 之 1 號 1 戶併到土崎里第 5 鄰；崎頂里第 18 鄰水坑 3 號及 4

號共 5 戶併入土崎里第 3 鄰。 

（三） 中坑里第 4、5、6 鄰合併為第 6 鄰；第 7、8、9 鄰合併為第 7

鄰。 

（四） 楠坑里第 1、2、3 鄰合併為第 1 鄰；第 4、5 鄰合併為第 5 鄰。 

（五） 牛埔里第 7、8 鄰合併為第 8 鄰。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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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崎區 4-民政局專案小組至本區指導並協助解決問題 

內容 

（一） 討論余文生里長陳情案。 

（二） 針對本區里鄰調整狀況進行了解及輔導。 

（三） 傳達本次區里鄰調整案，各區應依「臺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

法」公平處理。 

（四） 民政局至各區進行督訪後發現山區幅員遼闊，若各區均採用同

一標準，恐會嚴重影響里內救災。各里面積若過大或位於土石

流潛勢區域，已逾救災能量負荷者，由各區公所依實際情況考

量得不受限原規定山區每里 200 戶之規定。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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