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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英雄大特寫 

「我是樹子脚人、我驕傲」，七股區樹林里黃寶田里長，結

合社區文化，組成「千歲團」成為推動社區防災工作的主

力軍，「黑皮學園」活到老，學到老 

「我是樹子脚人、我驕傲」，自信、堅持、說到就要做到的服務

精神，一切以里民生命安全福祉

為優先，聽見擔任七股區樹林里

里長黃寶田娓娓道來的「里長ㄟ

代誌」，好像一部充滿鄉土有趣又

帶點鹹鹹海邊風味的連續劇，每

一集都非常的豐富精彩，黃里長

一講起里內的大小事情，眼神隨

即散發溫暖光芒，如同他一身古

銅膚色，自然流露出和煦溫度，

是鄉下人特有的親切氣息。 

黃寶田里長向採訪小組介紹

七股區樹林里，樹林里地理位置

在在七股區南側、台 17線的東

邊，原名樹子腳，小村落過去種滿黃槿而名，現在新的樹林里因與

看坪里整併，寬廣的旱地平原一眼望去視野遼闊，田地間一致的自

然景色，這裡有過一段非常輝煌的紀錄是洋香瓜作物主要生產地，

但後來病蟲害問題導致產量逐漸下降，昔日與稻作、甘蔗輪作的茂

盛瓜果農田漸漸減少，改採休耕轉作，加上村落人口老化趨勢，已

改種植青稞玉米或季節性的蒜頭、紅蔥頭等作物。七股區樹林里的

命運與臺灣農村所面臨的現象完全相同，年輕人出外謀生就業「北

漂南移」外流嚴重，里內目前雖然有設戶籍 2千多人，但外出工作

的青壯人口卻佔一半以上，實際在村內生活居住的人口多為中老年

人，且很多是獨居或行動不便者，成為里內隱性的社會問題，這個

現象促使黃寶田里長決定參選公職，希望能以一己之力為家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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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讓樹林里成為一個安全宜居生活有尊嚴的鄉里。 

對黃寶田里長來說，這些里內的長輩們，都有自己的想法及個

性，更有著豐富的人生經驗與價值，只要願意加以陪伴，逐步發

掘，每位長輩都是一座生命歷程

的寶庫，有機會再展現「生命第

二春」。萬事起頭難，如何讓這些

散落在各自家門裡的長輩們願意

出門走進社區，成為甫上任黃寶

田里長首先要面對的挑戰，他「視長輩如己親」，從一開始如同田間

「巡田水」般挨家挨戶走動，沒有間斷的傾聽長輩心聲與關懷問

候，逐漸將觸角無限延伸里內住戶，與長輩親切的問候、打招呼，

慢慢鼓勵，讓他們願意走出家門到社區活動中心，黃里長不採用發

送便當餐點的方式吸引長輩到社區活動中心，他堅持規劃精彩的課

程與多元節目活動，讓長輩們自動

自發有意願來參加，剛開始稀稀落

落，讓黃里長有點心灰意冷，他堅

持鼓勵長輩們要活就要動，有意義

的事自然會感染而產生蝴蝶效應，

現在長輩們會互相呼喊一聲作伙來

去社區活動中心動一動，社區活動

中心天天充滿著老人的歡樂笑聲，

一步一腳印堅持做下去就對了。 

採訪小組實際走訪社區活動中

心，這裡黃里長為長輩們成立「黑

皮學園」學習活動基地，活到老，

學到老，他與社區照顧服務員共同編排多元課程，從一開始配合識

字率不高的長輩們設計寫字識字課、表達自我的繪畫課、鼓勵溝通

的說話課，到活動身體的體操時間、甚至是音樂心靈治療課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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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只有在都市裡才能看見學習的多采多姿才藝課程，在這裡已成為

樹林里老人的日常，不僅讓人為之驚艷，更讓人眼睛為之一亮就是

這些課程學習成果，在活動中心外圍及社區聚落的建築物彩繪，都

有這群長輩們揮灑畫筆的痕跡，「感謝有您」成為社區裡最美麗的一

面牆。 

黃里長更結合社區文化，利用在地元素打造特色「千歲團」，製

作道具、編排專屬舞蹈、彩排練習，他回憶起這群長輩們一開始穿

戴起服裝道具的表情相當彆扭，

有點抗拒又有點不好意思，好不

容易半推半就才願意上台表演，

台下觀眾們反應卻意外熱烈，讓

這群長輩們又驚又喜，雖說沒有

說出口，但一個個喜滋滋的表情

說明了他們開心滿足的心情，這更讓黃里長感動不已，這群長輩們

平均 82歲，最年長者甚至已 100歲，從一開始設立關懷據點到成立

「黑皮學園」，一直到在舞台上綻放生命光芒的「千歲團」，這群長

輩們白天透過在社區活動中心的活動課程，變得更加開朗，他們的

體能、心理狀態甚至都比過去還充滿活力與自信，這群人老心不老

的長輩們，更成為黃寶田里長在

推動社區防災工作的主力軍。 

七股區樹林里地勢平坦，緊

鄰海岸，面對地層下陷的衝擊，

加上天然環境地勢低窪，與附近

的排水設施如竹橋中排、三股溪

與七股溪距離遙遠，抽水站、抽

水機運作不易，每遇颱風豪雨期間或短延時強降雨就容易發生淹水

災情。最令人深刻回憶的救災經歷當屬 107年 0823豪雨災害期間，

事前的疏散撤離、砂包分送及堆置，黃里長親力親為不敢大意，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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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豪雨又遇潮汐漲潮，寬廣平原積水一時難以退去，樹林里儼然成

為「水鄉澤國」一大片白茫茫如同大湖景色，散落里內各處的住家

平房宛如漂立湖中的小孤島，黃里長率領志工們涉水將便當、救濟

物資一一送到受困災民家中，這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因為還

要接受災民面對災害當下無厘頭

的情緒反應跟抱怨，民眾總期待

政府能夠滿足所有的需求，但政

府資源有限，無法在硬體建設治

水工程上做到徹底解決水患的對

策方法。面對自然環境的挑戰，

資源的限制，黃里長決定從動員社區民眾開始，一方面積極透過學

校、廟宇，組織村里熱心民眾擔任社區志工，建立災害通報網絡，

結合區公所與消防局辦理自主防災演練、強化疏散避難訓練及防汛

演習，在颱風豪雨來臨前，主動探視里內獨居老人或行動不便者，

確保災害資訊傳達，並與七股區公所保持緊密聯絡，如進行預防性

疏散撤離，可立即動員救災能量協助撤離等 

「學習是進步的動力」，這群社區裡可愛的銀髮族主力軍，在黃

里長循循善誘下，經歷一次又一

次逼真的防災演習及紮實的防救

災課程以及災前整備，他們從一

開始旁觀者角色，逐漸參與起社

區各項防災工作，學習提升自助

與互助的觀念，協助里長推動各

種政令宣導、防災訊息傳遞到村里角落，當災害來臨時，長輩們自

然而然有正確的防災避難觀念，做到趨吉避凶，達到自我人身保護

的要求，這些從學習中獲得一點一滴的防救災知識，讓這群長輩們

成為社區防災網絡中的一員，一起承擔守護樹林里的使命，而不是

成為防救災時的負擔，化被動為主動，這群長輩們樂於為「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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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長於斯」的家園盡一份責任。 

黃寶田里長開玩笑稱自己是樹林里「7-11便利商店」，24小時

隨時待命的長工，帶著採訪小組導覽社區時，黃里長還一邊撿拾垃

圾，分享他投身社區營造及推動防災工作的心路歷程，但始終感謝

身旁及社會各界鼎力支持的夥伴，讓他覺得在這條路上並不孤單，

他指著樹林里活動中心旁的新廚

房，回憶起社區活動中心原本的

廚房是在活動中心內一角，為了

提供長輩中午用餐，煮食過程油

煙常會干擾課程進行，透過社會

局轉介璨揚企業集團成立的慈揚

社會慈善基金會現地了解社區需求與資助下，終於在活動中心旁搭

建新廚房，取代原先克難的煮菜空間，讓整體的空間運用更加完

整、舒適，「願有多大，力量就有多大」，為社區奔走服務，一切的

努力及辛苦都值得，汗水是甜的。 

樹林里活動中心旁的寶安宮，是當地的信仰中心，寬廣的廟埕

是社區居民閒暇時聚集談天的地方，也是防災演練的場所之一，連

接廟宇兩側設備齊全的廂房，在災時化身成為樹林里的緊急收容處

所。在這裡民眾的信仰與生活是結合的，黃里長推動的防救災觀

念，就是要與居民生活融合在一起，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最後黃里

長向採訪小組展現最喜歡的一件 T恤，是社區的專屬 T恤，上面寫

著大大的「我是樹子脚人」，他驕傲的說老一輩的樹林里人對於這片

鄉土十分認同，樹子腳的「子」字並非「仔」，「脚」字也並非常見

的「腳」，他期待自己能夠傳承先人對這片土地的自信，讓樹林里不

再是一個等待被遺忘的村落，而是一個充滿朝氣與希望的美麗家

園。 (災防辦公室 李尚儒 王建智 林碧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