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東山區嶺南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地    點：臺南市東山區嶺南社區 

申請單位：臺南市東山區嶺南社區發展協會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6  月  6  日 



i 
 

目   錄 
 

一、農村社區名稱…………………………………………………01 

二、申請組織或團體……………………………………………01 

三、聯絡人姓名……………………………………………………01 

四、社區整合及參與方式………………………………………01 

五、社區位置、範圍及面積……………………………………03 

六、人文資源調查…………………………………………………05 

（一）人口結構   …………………………………………………05 

（二）宗教信仰  ……………………………………………………07 

（三）社區組織  ……………………………………………………07 

（四）過去推動社區營造經驗……………………………………08 

（五）文化景觀  ……………………………………………………11 

七、自然環境資源調查…………………………………………15 

（一）地形……………………………………………………………15 

（二）地質……………………………………………………………16 

（三）土壤……………………………………………………………16 

（四）氣候……………………………………………………………16 

（五）水文……………………………………………………………17 

（六）自然景觀與生態 ……………………………………………18 



ii 
 

 

八、社區生活現況 ………………………………………………20 

（一）土地利用………………………………………………………20 

（二）產業型態………………………………………………………21 

（三）公共設施………………………………………………………23 

（四）交通運輸………………………………………………………26 

（五）住宅使用………………………………………………………28 

（六）社區災害………………………………………………………30 

九、社區發展願景及課題………………………………………33 

（一）社區發展課題 ………………………………………………33 

（二）社區發展願景 ………………………………………………36 

十、整體發展構想 ………………………………………………37 

（一）社區整體環境改善 …………………………………………39 

（二）公共設施建設 ………………………………………………41 

（三）個別宅院整建 ………………………………………………41 

（四）產業活化………………………………………………………43 

（五）文化保存與活用… …………………………………………44 

（六）生態保育………………………………………………………46  

（七）土地分區規劃及配置公共設施構想……………………48 



iii 
 

 

十一、後續管理維護及財務規劃……………………………50  

（一）管理維護………………………………………………………50 

（二）社區財務規劃表 ……………………………………………51 

十二、預期效益……………………………………………………58 

 

 

 

 



iv 
 

附 件 目 錄 

 

附件一  嶺南社區公約…………………………………… 59 

附件二  立案證書影本…………………………………… 61 

附件三  培根計畫學員名冊……………………………… 62 

附件四  嶺南社區農村再生計畫草案公告……………… 68 

附件五  嶺南社區農村再生計畫居民會議相關資料…… 69 

附件六  嶺南社區農村再生計畫初審意見回應表……… 80 

附件七 「臺南市東山區嶺南社區農村再生計畫」現勘審查意

見回覆表………………………………………… 81 

附件八 「臺南市東山區嶺南社區農村再生計畫」現勘後第 1 

次書面審查意見回覆表………………………… 94 

附件九 「臺南市東山區嶺南社區農村再生計畫」審查小組會 

議 101 年度第一次會議審查意見回應表……… 95 



v 
 

 

表 目 錄 
 

表 1  嶺南農村再生組織架構委員名單………………… 02 

表 2  嶺南農村再生推動組織分工架構………………… 03 

表 3  東山區人口統計表 ………………………………… 05 

表 4  東山區嶺南里民國 91-100 年人數分配表………… 06 

表 5  東山區嶺南里民國 91-100 年現住人口年齡分配表 06 

表 6  東山區嶺南里蛙類調查表…………………………  47 

表 7  嶺南社區再生計畫財務規劃表……………………  51 



vi 
 

圖 目 錄 
 

圖 1、嶺南農村再生組織架構……………………………… 01 

圖 2、嶺南社區航照圖及範圍圖…………………………… 04 

圖 3 嶺南社區地形分佈圖………………………………… 15 

圖 4 嶺南社區水文分佈圖………………………………… 18 

圖 5 嶺南社區土地閒置空間分布圖……………………… 20 

圖 6  嶺南社區產業型態分佈示意圖……………………  22 

圖 7 嶺南社區公共設施分佈圖…………………………… 24 

圖 8 嶺南社區交通路線分佈圖…………………………… 27 

圖 9 嶺南社區三合院、竹拱厝分佈圖…………………… 29 

圖 10 水災災害疏散圖與避難所…………………………  31 

圖 11 地震災害疏散圖與避難所…………………………  32 

圖 12、社區環境待改善之點與線分佈圖………………   33 

圖 13、文化空間改善點與線分佈圖……………………   34 

圖 14、公共設施改善分佈圖……………………………… 36 

圖 15、嶺南社區再生計畫施行範圍……………………… 37 

圖 16、 嶺南社區再生計畫整體規劃構想………………  38 

圖 17、社區環境改善暨休閒觀光營造構想圖…………… 40 

圖 18、產業環境營造構想圖……………………………… 44 



vii 
 

 

圖 19、文化空間營造構想圖……………………………   45 

圖 20、土地使用分區與公共設施構想圖………………… 49 



1 
 

臺南市東山區嶺南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一、農村社區名稱：臺南市東山區嶺南社區 

二、申請組織或團體：臺南市東山區嶺南社區發展協會 

三、聯絡人姓名：洪龍鳳 

    地址：臺南市東山區嶺南里牛稠子 30-3 號 

    電話：06-6861439  0920-616099 

四、社區整合及參與方式 

本社區以現有發展協會與里辦公室為基礎，成立專責性質之委員會，專司

農村再生之相關事務，以嶺南社區發展協會為單一窗口，底下設置任務編組『嶺

南農村再生組織架構』（圖 1），編制職稱設：會長、副會長、執行長及委員共

17 名（表 1）。主要工作在於讓嶺南農村再生組織架構委員能有代表性，能確實

反應出地方的心聲與需求。 

 
 
 
 
 
 
 
 
 
 
 
 
 

 
 
 
 
 
 
 
 

圖 1、嶺南農村再生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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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嶺南農村再生組織架構委員名單 

職  稱 現任職務 姓  名 聯絡電話 

會長 協會理事長 陳顯茂 06-6861439 

副會長 協會常務監事 陳  治 06-6861837 

執行長 協會總幹事 陳銘上 0939822082 

委員 協會理事 盧文杞 06-6861833 

委員 協會理事 吳美雲 06-6861538 

委員 協會理事 陳從恩 06-6861809 

委員 協會理事 陳禮圖 06-6861920 

委員 協會理事 曾振興 06-682076 

委員 協會理事 鄭婷方 06-681580 

委員 協會理事 陳義雄 06-682463 

委員 協會理事 何  宜 06-682800 

委員 協會理事 吳進添 06-683896 

委員 鄰    長 黃秋瑩 06-6861280 

委員 協會監事 陳惠山 06-6861891 

委員 協會監事 陳文夫 06-6861277 

委員 守望相助隊長 陳同秋 06-6860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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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嶺南農村再生推動組織分工架構 

 

 

 

 

 

 

 

 

 

 

 

 

 

 

 

 

 

 

 

五、社區位置、範圍及面積 

臺南市東山區嶺南社區，位於東山區的西北側，北接龜重溪與林安里接鄰，

東連東原里遠望崁頭山，南接六甲區緊連烏山頭水庫，西面有土地公山屏障。在

地形上以山坡地果園為主，少部分的平地亦皆栽種果樹，嶺南社區是一個典型的

農村聚落。 

嶺南社區位於東山區土地公山的山下，龜重溪上游的一個小村落，面積約 1291

公頃， 村內居民多數以務農為生，產業以柳橙和龍眼為主，因為年輕人口嚴重外

移，使得社區居民以老人居多，但社區裡仍保有傳統農村生活型態。 

這樣一個具有傳統農業特色的產業，在面臨 WTO 以及農業精緻化等等壓力下，

生產人口年紀老化，年輕人口外移，造成柳橙和龍眼產業凋零。。 

社區的居民已經意識到這項危機，試著尋求相關部門的協助，企圖找到社區

生活創意組 

 

 

組長：曾炎相  

組員：吳美雲

組員：陳  蛤

組員：陳振春

 

 

文史保存組 

 

 

組長：洪龍鳳

組員：陳來共

組員：鄭婷方

組員：吳惠雅

 

 

空間再造組 

（農村規劃組） 

 

組長：吳進添    

組員：吳進義 

組員：吳添明 

組員：王清富 

 

 

社福關懷組 

 

 

組長：盧文杞 

組員：劉秀美 

組員：盧明珠 

組員：陳秀雄 

 

 

產業休閒組 

（農產行銷組）

 

組長：盧明生   

組員：盧狄清 

組員：何天亮 

組員：曾鴻志 

 

 

副會長：陳  治 

執行長：陳銘上 

會長：陳顯茂 

協力顧問師：吳長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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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未來的發展，所以更努力經營產銷班和社區發展協會，希望能藉以社區居民

的向心力，把社區內的閒置空間加以美化、豐富社區多元的生命力，提升社區休

閒產業永續發展之潛力。 

 

 

 

 

 

 

 

 

 

 

 

 

 

 

 

 

 

 

 

圖 2、嶺南社區航照圖及範圍圖(4000 分之 1比例尺) 

 

 

 

 

 

 

 

 

 

 

都市範圍

本次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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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人文資源調查  

 
（一）人口結構 

嶺南社區目前共有 267 戶，共計 885 人， 社區人口老化嚴重，留在聚落裡的

人大約有 90﹪的人口都從事務農的工作。留在村內之人口，主要聚居南 99 線附

近，年輕人從事農務工作意願低，人口也逐漸減少，社區內居民多以務農為主，

大多為果農，且為農會會員，所栽種之植物以柳橙和龍眼為主。 

 

表 3、東山區人口統計表 

總人口數 人口數 

村  別 
鄰數 戶數 

合計 男 女 

總計 311 8234 22771 12079 10692 

三榮里 17 436 1172 604 568 

大客里 23 485 1319 705 615 

水雲里 15 232 498 280 218 

東山里 29 640 1781 896 885 

東中里 26 1051 2980 1526 1454 

東正里 25 687 1787 949 838 

東河里 16 416 1104 592 512 

東原里 30 909 2680 1418 1262 

林安里 8 176 433 250 183 

青山里 18 455 1325 725 600 

南勢里 20 453 1385 756 629 

高原里 13 391 1112 609 503 

南溪里 9 199 537 310 227 

科里里 25 628 1544 830 714 

聖賢里 22 809 2250 1170 1080 

嶺南里 15 267 864 460 404 

資料日期：2011 年 12 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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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東山區嶺南里民國 91-100 年人數分配表 

 
 
 
 
 
 
 
 
 
 
 
 
 
 
 
 
 
表 5、東山區嶺南里民國 91-100 年現住人口年齡分配表 
 
 
 
 
 
 
 
 
 
 
 
 
 
 
65 歲人口佔總人數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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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信仰 
    嶺南社區內大部份均為閩南人，民風純樸，宗教信仰多以道教與佛教，村落

中並沒有公眾寺廟，僅有的一間「慈善寺」，也是屬於「私佛」性質。本地的「神

佛」隨著先民飄洋過海，至今也都是自家供奉。 

    東山的碧仙寺供奉的「觀音佛祖」是本社區的共同信仰，每年佛祖遶境都有

一番盛況。   

 

 

 

 

 

 

                   

  

 

 

（三）社區組織 

嶺南社區於民國 96 年 8 月開始籌組發展協會，同年 11 月奉核成立協會。自

社區發展協會成立後，對於推行各項社區環境綠美化、社區福利等，成效良好。

已設有媽媽教室、社區環保志工隊、社區關懷中心、社區長青會、社區守望相助

隊等及辦理各項活動研習、健康講座、署立新營醫院中醫社區門診等，顯見居民

對社區之向心力，目前社區會員已達 126 人。除此之外，社區中全體居民都有濃

郁的社區向心力，因其肇因於十年前財團於本社區籌蓋之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村

民為保護自身居住的生活環境成立了東山鄉環境保護自救會，經過十年抗爭所凝

聚的革命情感，絕非旁人所能體會。如今社區的掩埋場已經撤銷，成為臺灣史上

第一件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取得同意設置文件又為環評大會撤銷的案子，但村

民並沒有鬆懈，所有的精力轉而投注在社區營造，這是一股不可忽視的力量。 

 

碧軒寺 慈善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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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過去推動社區營造經驗 

嶺南社區的社造經驗起步較晚，社區發展協會到民國 96 年底才設立，但是 97

年便積極投入農村再生培根課程，加入臺南市社區營造協會，雖然成果有限，但

已經可以感受到社區營造的觀念與產業文化在此社區漸達成凝聚力量。 

嶺南社區了解了社區過去的一些歷史及人文發展，同時也開始著手社區地圖

的繪製，社區產業規劃，目前社區這一些都只是開始的工作，接下來，社區還有

很長的一段路需要走下去。 

    而針對嶺南社區之社區營造歷程中之重要活動，於以下簡述之： 

1、社區環境改造方面：配合水保局推動閒置空間環境改造 

    嶺南社區在民國 97 年以前，除了一座閒置的活動中心外，就找不到任何有關

社區營造的影子，但從民國 97 年參加培根課程之後，藉由培根 DIY 及向水保局申

請補助經費，依序完成活動中心前環境改造、大榕樹休閒空間改善及埔尾環境美

化工程，在在顯現嶺南里民工作不落人後的特性。 

 

 

 

 

 

 

 

 

 

 

 

 

2、社區產業方面：  

    柳橙和龍眼是嶺南社區最主要的經濟作物。 

柳橙主要為供應鮮果市場及榨汁當為飲料，但由於近年來大家一窩蜂槍著種

植，致造成產量過剩而果賤傷農。 

從先民開始龍眼一直都是本地重要的經濟作物，人們也都傳承著祖先留下來

大榕樹下改造後景觀埔尾改造後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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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烘焙技術，製作香濃味美的龍眼乾及「福肉」。 

為了讓老產物能塑造新生命，也為了社區能脫胎換骨走出屬於自己的路，嶺

南社區正在尋求各管道的協助，希望柳橙和龍眼除了鮮果銷售，能有更多加工產

品，解決生產過剩及供銷期間短暫的問題。 

 

 

 

 

 

 

    

 

 

 

 

 

 

 

 

 

 

 

 

 

 

   

 

採收龍眼 

柳橙 

產業標誌 

龍眼乾 

剝龍眼乾 

龍眼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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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區活動部份： 

保護水資源一直是社區民眾心中永遠的課題，烏山頭水庫就在本社區的隔

鄰，財團申請設立的事業廢棄物掩埋場就夾在兩者之間，大家都深知掩埋場一旦

營運，不只是自己的健康、財產受到損害，就連大臺南市所有民眾飲用的水源也

會受到影響，為己為人嶺南民眾責無旁貸的扛起保護臺南地區水資源的重責大任。 

 

 

 

 

 

 

 

 

 

 

 

 

 

 

 

 

 

 

4、社區關懷部份：嶺南社區關懷據點 

    社區於民國 96 年底成立嶺南社區關懷據點至今將近四年的時間，不少社區居

民志願加入志工行列，無論館內服務，館外訪視多具體的執行，幫忙獨居老人或

殘障居民照料生活，量血壓使其無後顧之憂，另每星期五早上辦理老人健康促進

活動，中午的共餐服務是老人的最愛，嶺南社區關懷據點經過評鑑，97 年列為甲

等，98、99 年連續兩年均得到優等獎，這是大家的榮譽也是公部門對嶺南社區的

肯定。 

立法院公聽會 苦行 31 鄉鎮 

靜坐抗爭 集會遊行表達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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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景觀 

    嶺南社區之活動能量極為豐沛，居民向心力強、動員力高，結合社區既有廟

宇活動、藝文元素、農村風貌，以及社區營造所累積之空間改造成果，形成一文

辦理門診服務 

共餐服務 

健康講座 

共餐服務 

健康促進活動 健康促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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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景觀多元豐富的生活圈域，故嶺南社區所呈現之文化景觀，可從社區健康研習

活動、動態表演、宗教活動、農村風情、文化空間塑造等面向加以敘述： 

1、社區健康研習活動：嶺南社區時常結合社區鄰近衛生、醫療單位，於社區中進

行講座、研習，此不僅可以提升社區民眾健康常識，讓社區長者之健康得到妥

善照顧，對整體邁向健康樂活社區之願景也多所助益。 

 

 

 

 

 

 

 

 

 

 

 

 

 

 

 

 

 

 

 

 

 

 

 

 

 

肝病防制講座 中醫穴道按摩 

新營醫院中醫義診 長期照護宣導 

健康促進活動 戒檳班上課 



 

 13

 

2、社區重點活動：本社區從 98 年開始即因反對財團將在村中設置之事業廢棄物

掩埋場，與新營社大合作進行社區展演課程， 希望藉由到各地展演引起社會大

眾重視珍惜水資源的共鳴，雖然該事業廢棄物掩埋場已為臺南市政府撤銷，但

是這個社區故事里民們願意藉由社區展演的方式永流傳。 

 

 

 

 

 

 

 

 

 

3、宗教活動：社區中每年之農曆二月初六是東山碧軒寺主神觀音佛祖出巡繞境本

社區的日子，是一年一度重要節慶之活動，亦為社區重要的文化景觀之一。 

 

 

 

 

 

 

 

 

 

4、農村風情：農夫、搬運車、果園，簡單的三樣農村文化元素，總能交融出說不

盡的故事，在嶺南社區中，仍有許多村民遵循傳統耕作方式，所不同的是由肩

挑改變成搬運車代勞。每當農忙時期，鄉間道路上總不難看到滿載水果的搬運

車來往穿梭，在車輪滾滾運轉去的情境當中，而這樣的畫面，自然描繪出最貼

切的農村文化景觀。 

檢察官到掩埋場調查 到縣政府抗爭

神佛駐駕社區活動中心 廟會慶典 



 

 14

    

 

5、文化空間塑造：嶺南社區中有些建物已有百年歷史，如村內許多的竹栱屋，尚

保存良好。又如石牆、石臺階的樣式，都是在別社區很難看到，這些都是先民

智慧的結晶，我們必須好好的保存，留給後代子孫一些大家共同的記憶。 

 

 

 

 

 

 

 

 

 

 

 

 

 

 

 

 

 

 

 

 

 

 

 

採收樂 

百年石階石牆 竹栱屋竹篾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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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自然環境資源調查：（本項資料參考東山鄉志第三至第五章撰述）  

 

（一）地形 

嶺南社區之地形位於新化丘陵東部，與西側的嘉南隆起岸平原呈不規則的犬

牙交錯，新化丘陵區除大小崗山標高較高外，其餘地區皆屬低平丘陵。主要連外

道路為南 99 及 174 線道。 

 

 

 

 

 

 

 

 

 

 

 

 

 

 

 

 

    圖 3 嶺南社區地形分佈圖 

嶺南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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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質 

   嶺南社區依於新化丘陵之西端，為中央山脈向西南延伸之尾端，為淺山之丘

陵地，亦稱內門丘陵。地質包括六雙層及沖積層，其中六雙層以灰色至青灰色泥

岩為主，並有局部之細砂岩分佈。 

   嶺南社區出露的地層包括六雙層及沖積層，兩地層的特徵分述如下： 

1. 六雙層：為更新世地層，層位上與頭嵙山層相當，六雙層在標準地點出露者除 

底部附近有一層 60 公尺之黃灰色砂，及上部 400 公尺內有四層薄層 

棕灰色砂層外，其餘皆以暗灰色至青灰色泥岩及頁岩為主，並有薄 

層砂或灰色岩。 

2. 沖積層：包括不整合蓋於六雙層上的水平地層，其中可能包括有臺南層、臺地 

堆積層及現代沖積層，因三層間不易區分，且岩性在工程性質上無太 

大差異，因此統稱為沖積層。沖積層主要分佈本區西部與溪谷間地 

區，而沖積層與六雙層之交界處，在六雙層之頂部有一侵蝕面發生。 

在侵蝕面上，部份地區有礫石層之堆積，在粒徑在 10 公分以下居多， 

通常在 3至 5 公分間，礫石層的厚度則在數十公分至二公尺間。在礫 

石層上則有砂與泥的堆積，因形成時平原地形與水流的變化，兩者之 

空間分佈極不規則，則常有彼此掩埋的現象。 

    嶺南社區之地質構造主要為上新世及更新世之砂岩、泥岩及頁岩，其屬於頭

嵙山層地質，尚有部份之上新世之砂岩、泥岩及頁岩，其屬於卓蘭層地質，另外

有少許之礫石、土、砂等構成。 

 

（三）土壤 

   區內土壤受地形氣候母岩植物及成土時等影響，種類甚為複雜。一般而言，

地表土壤主要為砂岩風化後所形成的砂土及青灰色泥岩風化後所形成的粉土及壤

土，土壞貧瘠且沖蝕性高。土壤方面，嶺南社區之土壞分佈情形，主要種類為紅

棕壤，其中有砂頁岩淡色崩積土、砂頁岩泥岩混合石質土及雜地構成。 

 

（四）氣候 

東山區為嘉南平原的一部份，屬副熱帶季風氣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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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的降雨量較多，冬

季較乾燥。所以非常適合東山區發展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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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氣溫  

近十年平均溫度 23.8℃，最高年均溫 28.9℃，最低年均溫 20.7℃。一般每年

五月氣溫開始上升，七、八月最熱，十月又開始降溫。  

2、降雨  

臺南地區之降雨量受季風影響，冬、夏分明，冬季因東北季風所挾帶水氣受

中央山脈阻擋，無法進入，雨量較少。夏季自西南海面挾帶大量水氣進入，因對

流作用旺盛，且值颱風季節，雨量豐沛。近十年，年降雨量平均為 1,026mm 以上。

但集中於夏、秋二季，十月至翌年三月則明顯為乾旱季節。 

3、颱風  

歷年各月風向主要以北風、北北東風為主，年平均風速 3.4m/sec 年平均極大

風速為 18.1m/sec，歷年各月風速以一月最高為 4.0m/sec，四、五月最低為

3.0m/sec。颱風季在每年七至九月。中央氣象局所分七種侵臺颱風路徑中，第五

路之颱風缺乏屏障，對臺南威脅最大，據統計有 5.3%的颱風經此路徑；此外，對

臺南也有相當危害的第三路徑則有 32.6%。  

 

（五）水文 

1、自然河川：  

嶺南社區的主要河川為龜重溪，是急水溪之上游支流。急水溪為臺灣南部主

要河川之一，發源於阿里山脈關子嶺附近之檳榔山，上源白水溪至青葉橋與六重

溪匯合後始稱急水溪，水流至新營市興隆寺附近有龜重溪匯合，至鐵線橋附近有

溫厝廓溪來匯，其下在南鯤鯓有新田寮排水路之家庭污水及工業廢水注入，沿途

流經白河鎮、東山鄉、後壁鄉、新營市、下營鄉、鹽水鎮、學甲鎮、北門鄉，在

南鯤鯓出海口盲尾寮入海，全長約 65 公里流域面積 379 平方公里。 

龜重溪流經嶺南社區，居民多仰賴其河水進行農作物灌溉，唯目前部份河段受

畜產業排放污水而受到污染，但大體上溪流沿線生態豐富。 

2、灌溉及排水系統： 

龜重溪為嶺南社區之主要灌溉水源，社區居民多自行使用抽水設備取水灌溉

農作物。由於龜重溪上游曲流蜿蜒，且社區內並無排水系統設置，造成社區雨季

常有淹水情形，迫切需要改進。 

社區內各部落西勢角、圓潭仔、宅仔內、牛稠子均無排水溝之設置，亟需整

體規劃，希望主管機關能編列預算整治，以維護社區居民之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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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嶺南社區水文分佈圖 

 

（六）自然景觀與生態 

1. 動物生態 

    社區內有所發現的鳥類共有 17 科 3 亞科 30 種，其中包括十二種臺灣特有亞

種，分別為大冠鷲、白頭翁、白環鸚嘴鵯、大捲尾、樹鵲、珠頸斑鳩、繡眼畫眉、

小彎嘴、山紅頭、黑枕藍鶲、粉紅鸚嘴等，名列於野生動物保育法珍貴稀有的保

育類鳥種有大冠鷲、隼等二種，另外，還有有紅尾伯勞。 

    社區內還有巴氏小雨蛙、史丹吉氏小雨蛙、黑蒙西氏小雨蛙及莫氏樹蛙四種

為珍貴稀有之保育類野生動物。蝴蝶部分以柑桔鳳蝶、玉帶鳳蝶、淡紋青斑蝶、

琉球三線蝶及小三線蝶較為普遍。 

2. 植物生態 

    嶺南社區植物相主要為低海拔常見的草本及木本植物。 例如：臺灣山桂花、

銳葉牽牛、厚殼樹、白花霍香薊、蔓澤蘭、野苦瓜、短穎馬唐、大飛揚草、瑪瑙

珠、臺灣兔尾草、相思樹、牛筋草、臺灣葛籐、等。 

 

 

嶺南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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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然景觀 

   嶺南社區為新化丘陵之一部份，所見

視野均為丘陵地，地區多為果樹及雜樹林，

本社區地理資源豐富，對外主要連外道路為

南 99 及 174 線道，路旁綠意盎然，草木林立，

沿南 99 往北可至關子嶺，大凍山有如一幅美

麗的山水畫，往東可至香火鼎盛的仙公廟，

往東南則通往楠西，為進入南橫遊覽中央山

脈的入口，往西南則通往六甲，是進入曾文

水庫與烏山頭水庫的樞紐，往西則通往尖山

埤、度假勝地江南度假村。嶺南社區位居要

點，經由它連結可以連成一條內容豐富且有

深度生態休閒的旅遊動線，必能讓遊客流連

忘返。除此之外，嶺南社區有土窯烘焙的龍眼乾、美麗純樸的農村景色、百年竹

栱厝，未來在發展本地休閒旅遊時，是一處值得開發經營的重要景點與資源。 

 

 

 

 

 

 

 

 

 

 

 

 

 

 

 

 

 

百年古厝 陳氏宗廟

鄉間小路 田野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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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社區生活現況 

 

（一）土地利用 

    嶺南社區除傳統聚落之分佈區域為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之鄉村住宅區外，其

餘多為特定農業區和保安林，因此，社區中土地利用於舊聚落中之住宅較為密集

外，其他地區多旱田和果園。 

    閒置空地如圖 5 所示，沿南 99 線道分布，共約 800 平方公尺，將進行社區綠

美化以凸顯社區特色。 

 

 

 

 

 

 

 

 

 

 

 

 

 

 

 

 

 

 

 

圖 5 嶺南社區土地閒置空間分布圖 

 

 

生產區

生態區

生活區

西勢角

圓潭仔

牛稠子

宅子內

往東山

南南9999線線

往關子嶺

往仙公廟

往楠西

南南9999線線

往尖山埤

往六甲

117474線線
閒置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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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型態 

    柳橙和龍眼是嶺南社區最主要的經濟作物。 

柳橙主要為供應鮮果市場及榨汁當為飲料，但由於近年來大家一窩蜂槍著種

植，致造成產量過剩而果賤傷農。 

從先民開始龍眼一直都是本地重要的經濟作物，人們也都傳承著祖先留下來

的烘焙技術，製作香濃味美的龍眼乾及「福肉」。 

為了讓老產物能塑造新生命，也為了社區能脫胎換骨走出屬於自己的路，嶺

南社區正在尋求各管道的協助，希望柳橙和龍眼除了鮮果銷售，能有更多加工產

品，解決生產過剩及供銷期間短暫的問題。 

嶺南社區大約有 90﹪的人口都從事務農的工作。本地農作物以龍眼與柳橙為

大宗，龍眼與柳橙植面積约 400 公頃，柳橙則大約有 120 公頃，年產量约 20 萬噸。

除了農產品之外，社區居民會自製如龍眼干等加工品，由於嶺南社區居民為保護

水源免受污染的努力受到認同與肯定支持，逐漸有民眾關心甚至前來社區參觀，

對自然美景無不讚嘆有加，未來將吸引更多遊客前來遊玩。 

 

 

 

 

 

 

 

 

 

 

 

 

 

 

 

 

 

 

結實纍纍的龍眼

土窯烘焙龍眼乾

手工製作龍眼乾 

龍眼禮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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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目前以柳丁和龍眼之出產為最大宗，柳丁和龍眼主要分佈山坡地，且交

雜分佈於其中，柳橙花具觀賞價值，龍眼花除觀賞外又是蜂蜜最佳來源，農民將

蜜蜂採回之蜜集中採收成一桶桶蜂蜜之過程，故形成一特殊、多元之農業景致，

頗為吸引人。 

 

 

 

 

 

 

 

 

 

 

 

 

 

 

 

 

 

 

 

 

圖 6  嶺南社區產業型態分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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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設施 

   嶺南社區目前之公共設施僅有嶺南社區活動中心一處。是居民聚會或政府機關

政令宣導聚會所，皆利用此處。 

工 

 

 

 

 

 

 

 

 

 

 

 

 

 

 

 

 

 

 

嶺南社區因起步較晚，社區內鮮少公共設施，但也因為這樣四周環境幽美自

然，為了社區發展創造觀光產業吸引觀光客前來，必須改善景觀步道與社區環境

改造，方能彰顯社區特色。現在就以這兩方面分別敘述： 

社區活動中心 社區居民休憩所

嶺南同心園 居民休憩涼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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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嶺南社區公共設施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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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區

生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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嶺南同心園

居民休憩所

社區活動中心

居民休憩所

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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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營造社區景觀步道 

①土地公山是一非常特殊的小山丘， 

整座山布滿石灰石，而且生態豐富， 

由山上俯瞰東原地區谷地，風景極 

為美麗。計畫利用農民原有產業道 

路稍加整修，做為景觀步道，如此 

不但可發展觀光又兼具產業運輸功能 

，可說一舉數得。 

②因本社區反對而遭市府撤銷環境影響評估的永揚事業廢棄物掩埋場，附近生態

豐富又是全國第一宗因居民抗爭成功的典範，以後是極佳的賣點。計畫以原有

道路加以整修做為民主觀光聖地。 

  2、社區環境與公共空間改造 

社區的社造工作由點而線而面，目前已陸續完成了社區髒亂點綠美化、以提

供社區居民運動、休閒、集會、教育等場所。 

 

 

 

 

 

 

 
 
 
 
 
 
 
 
 
 

景觀步道 

竹編涼亭 紅磚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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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運輸 

    本社區之主要聯外道路只有南 99 道路和 106 線， 往東由南 99 線經 105 線

連接 175 咖啡大道，可串連關子嶺及曾文水庫。往西由 106 線可到尖山埤水庫（江

南渡假村）。往南可接 174 線到烏山頭水庫，往北由南 99 線可接國一和國三高速

公路。使社區內部交通四通發達，此有利於社區內部資源之串聯與對外運輸。 

    產業道路有牛稠子產業道路、五欉檨產業道路、西勢角產業道路、圓潭仔產

業道路、崎頭山產業道路、九層嶺產業道路，平時農民利用其前往各自果園，農

忙時期則利用其運輸農產，使用頻繁。 

 

 

居民涼亭聊天 大榕樹下涼亭 

手工竹橋 居民休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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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潭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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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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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稠子產業道路

九層嶺產業道路

崎頭山產業道路五欉檨產業道路

圖 8 嶺南社區交通路線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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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住宅使用 

    嶺南社區之住宅使用型態，大多為三合院與少數二樓以上現代樓房建築混合

之情形，目前許多三合院因年久失修或無人居住而殘破不堪，屋宅周遭空間被丟

置廢棄物，有礙社區之環境衛生與觀瞻。 

 

 

   

 

 

 

 

 

 

 

 

 

 

 

 

 

 

 

 

 

    除上述屋宅殘破之情形外，亦有維護良好之傳統宅院，此些宅院大多有居民

生活於其中，以及社區望族佇立之所，為社區之住宅型態保留了美好的一面，也

為社區保留了充滿回憶又兼具休閒功能之空間。 

房舍周遭雜物叢置 
房舍周遭閒置廢棄物

房舍年久失修 殘破不堪的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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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嶺南社區三合院、竹拱厝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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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聚落皆有三合院，在圓潭仔聚落有 4 戶，西勢角聚落約有十多戶，牛稠子

聚落有 20 戶，宅子內聚落約有 30 多戶。竹拱厝分布較少，主要在宅仔內聚落和

牛稠子聚落。嶺南社區之三合院及竹拱厝多已殘破不堪，但仍有不少住戶仍居住

於其間。 

 

 

 

 

 

 

 

 

 

（六）社區災害 

    嶺南社區之災害主要為河道排水不良及瞬間暴雨所導致的淹水問題，由於社

區住宅皆為依坡度建築，土石流也是導致淹水的元兇，根本的解決知道就是重視

水土保持。不過度開發山坡地；而部分住家屋後必須興建擋土牆，方可保證這些

住家居住的安全，社區內貫穿的小河流每年編列疏浚預算是必要的，這樣才能營

造健康幸福安全的社區。 

    歷年來之有民國 53 年東山、白河大地震，導致社區內許多竹栱屋屋頂崩壞，

社區內許多住宅因此改建為鋼筋水泥建築，竹栱屋日漸減少。自從民國 90 年永揚

掩埋場開挖整地以來，凡遇到雨季，社區即淹水，尤其納莉風災時造成全村約 30

戶皆浸泡在水中，造成山區聚落淹大水的大新聞。 

    當地震災害與水災災害發生時，預計以社區活動中心為指揮所，協助社區居

民進行避難。若地震災害發生時，以社區活動中心為避難所，各村落之居民陸續

依規劃之避難路線前往避難。若水災災害發生時，以陳氏宗祠為避難所，各村落

之居民陸續依規劃之避難路線前往避難。 

 

 

 

曾家三合院(牛稠子) 陳家三合院(西勢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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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積水情形 積水達腳踝 

圖 10 水災災害疏散圖與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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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地震災害疏散圖與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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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社區發展願景及課題 

 

（一）社區發展課題 

    本社區之發展課題，依問題點之性質，可分為環境景觀面向、文化保存面向、

產業發展面向、公共設施面向，於以下分述之： 

1、環境景觀面向 

（1）社區主要聚落中有許多閒置空間，部份已成為社區環境之髒亂點，必需加以

整潔美化。 

（2）傳統聚落中有許多破舊之竹栱厝、年久失修之三合院，呈現一頹敗之環境景

觀，必須加以整建與維護。 

（3）社區中部份路段極具景觀道路之潛力，唯目前道路兩側或者雜草叢生；或者

遭丟棄垃圾，已設法將其綠美化，以提升社區之休憩品質。 

 

 

 

 

 

 

 

 

 

 

 

 

 

 

 

 

 

圖 12、社區環境待改善之點與線分佈圖 

都市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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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保存面向 

（1）社區居民目前較缺乏文化保存觀念與意識，致使社區文化資產逐漸流失，傳

統廟宇文化失去傳承（如社區的傳統鑼鼓隊），此將導致社區發展之基本命

脈無以為繼。 

（2）社區缺乏文化保存與展示空間，在沒有一個具有文化氛圍之空間場域以容納

社區文化活動的情況下，使社區之文化保存工作難上加難。 

（3）社區目前迫切需要培養文化人才，從而為社區進行文史資源調查、教育與導

覽工作。 

 

 

 

 

 

 

 

 

 

 

 

 

 

 

 

 

 

圖 13、文化空間改善點與線分佈圖 

都市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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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業發展面向 

（1）社區目前之農業生產者、傳統工藝家、特色產業工作者皆未能加以整合，故

缺乏整體之力量為社區產業開創新局。 

（2）社區產業發展需要產業行銷人才，社區雖想推動農村無毒產業，卻無力從事

行銷工作，是社區產業推動之主要困境之一。 

(3)期望農會系統已現有農會資源與組織架構、充份輔導社區產業發展，並從旁 

   協助產業整合訓練行銷人才。 

4、公共設施面向 

（1）社區未有排水系統設計 ，導致無力排放雨季時之暴雨量，致使社區部份區

域淹水，而影響居民之生活、生命與財產。 

（2）社區目前之導覽指標設計不當，且過於雜亂，無法提供遊客充分的交通導覽

且社區缺乏意象設施，亦使社區缺乏辯識性與特色性。 

（3）社區目前缺乏公共的遊客服務設施，時常有遊客因仰慕本社區對環境保護的

貢獻而進入社區，卻不曉得如何尋得對口單位，故社區極需規劃一公共空間

做為遊客服務之用。 

（4） 社區內有約十多戶住家緊臨山坡興建，經過長期風化及墾殖表土已經鬆動，

每逢豪雨常有邊坡坍塌之危險，危及居民之生命安全，故邊坡須築擋土牆

或以生態工法護坡工程之方式加以改善。 

（5）社區九層嶺及崎頭山產業道路是農民運輸 

農產的主要通路，但因年久失修或是邊坡 

塌陷，造成搬農產困難，每年都有類似情 

形而發生事故因而造成不幸，重要產業道 

路的全面整修亦是社區緊急的課題。 

  

產業道路邊坡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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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公共設施改善分佈圖 

 

 

（二）社區發展願景 

    嶺南社區在近三年來，對於社區環境與生活品質之經營不遺餘力，居民向心

力非常旺盛，雖然目前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但社區中所具備的環境景觀、文化、

產業等發展元素，不僅是老祖先所留下的珍貴文化資產，亦內含居民長久以來累

積的生活智慧，基於社區中種種之特色資源與發展立基，本社區之發展願景，將

朝向一個『安全、健康、永續的無毒產業之樂活社區』，結合鄰近觀光景點，共創

農村產業的第二春。 

都市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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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整體發展構想  

為了確實融合社區發展資源，需考慮社區生活空間資源之整體性，故本計畫

之農村再生範圍，乃包含嶺南里之全部範圍，再生計畫範圍劃設如下圖所示： 
 

 

 

 

 

 

 

 

 

 

 

 

 

 

 

 

 

 

 

 

 

 

 

 

 

 

圖 15、嶺南社區再生計畫施行範圍 

     

 

嶺南社區再生計畫之整體發展構想，可從整體環境改善、公共設施建設、個

別宅院整建、產業活化，文化保存與活用、生態保育等六大方向，整體而言，可

分為休閒觀光、文化、產業等三大主軸做為六大方向之串聯，最後再以農村意象

園區、農村綠生活生態遊憩區、農村聚落文化區、無毒農村體驗區等四大分區，

做為嶺南社區永續發展的主軸，並妥善發揮地方特色資源之主要功能劃分。針對

六大方向、三大主軸與四大分區於以下圖文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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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嶺南社區再生計畫整體規劃構想 

都市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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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區整體環境改善  

1、硬體部份 

（1）社區景觀道路規劃 

 A、規劃社區環狀景觀路線。 

   B、景觀步道與民主步道之規劃與整修。 

C、沿途選擇視角良好的地點設置友善的休憩中繼站，提供休息與之眺望美景

功能。 

（2）農村美學公共藝術設置 

 A、設置社區入口意象，於社區重要入口設置具社區特色的意象設施。 

 B、於宅子內溪河岸兩側里民聚落區河堤，做適當美化以彰顯人與土地之間更

緊密親切的關係。 

（3）環境綠美化 

A、於社區入口前大埔橋河岸規劃『河堤公園』，透過龜重溪溪岸周邊空間之環

境改造，結合社區入口意象之規劃，提供單車客或遊客休憩及親水空間，

並了解社區之特色與文化內涵。 

B、南 99 線道路兩側迎賓廊道周邊環境改造。 

C、社區閒置空間、裸露地與髒亂點之環境改造。 

D、13 鄰宅子內橋旁閒置空間與髒亂點之環境改造。 

2、軟體部份 

（1）配合景觀道路之規劃，推廣「舒壓樂活遊嶺南運動」，使景觀道路成為在

地重要的觀光綠網，並串聯社區各主要特色點。 

 

 

 

 

 

 

 

 

（2）結合各環境改造點與生態景觀步道之規劃，辦理農村文化活動，如農村生

態研習、樂活體驗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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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社區環境改善暨休閒觀光營造構想圖 

 

3、其他規劃原則 

（1）『家家戶戶是花園』，進行社區生活空間再造。 

（2）運用在地產業資源—竹子、龍眼木、相思木為 

     社區營造素材。 

（3）整合現有農村三合院聚落及其他閒置空間， 

提供社區居民休憩使用，應構築具社區特色之入口意象。另外對於社區閒

置空間，亦要積極投入改善。 

（4）針對社區特色包括種植的花草植物，選擇具有代表性與象徵意義者。 

（5）在地傳統特色中，針對竹子的使用去營造地區特色。持續推廣綠色動線，

包含腳踏車路線、步道等。 

（6）空間盡可能文化化、去水泥化，路面裝置設施軟性化重新設計。 

 

 

 

都市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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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設施建設  

1、排水系統整治 

（1）針對圓潭子部落排水系統進行整治。 

（2）針對西勢角部落排水系統進行整治。 

（3）針對牛稠子部落排水系統進行整治。 

（4）針對宅子內部落排水系統進行整治。 

2、邊坡坍塌維護 

（1）針對蓋在邊坡上之十多戶住家邊坡坍塌問題，以生態工法護坡工程或擋土

牆的方式加以改善。 

（2）配合工程施作，施作基地與周邊地區進行環境綠美化工作，勿因工程施作

而留下裸露地，或土石棄置之問題。 

3、社區導覽系統建置 

（1）於社區主要入口與重要路口設置具在地特色之導覽指標，以便於遊客於社

區內之交通，並提高社區之辨識度。 

（2）導覽解說牌之設置規劃：擬設置於大埔橋附近、西勢角與宅子內交叉路口、

榕樹下、社區活動中心、南 99 線鄉道與 174 線道交會處共五處。 

4、愛心柑仔店之規劃 

（1）結合柑仔店之環境改造與空間規劃，設置單車租借中心及路線指示。 

（2）旅客公共休憩空間之規劃. 

（3）旅客服務與解說服務之設置。 

 

（三）個別宅院整建 

1、硬體部份 

(1)西勢角陳家古厝生態花園景觀工程：運用陳家古厝前腹地及水池加以改善，

設置生態花園，提供景觀生態池與復育水生生物之用。為社區創造另一具吸

引力之大型休憩據點。 

(2)「學子後」曾家三合院環境景觀改善工程：運用曾家三合院前腹地，結合以

改造完善之「榕樹下營造點」作整體景觀改善，保留建築特色，進行整體空

間修繕，將古厝設置古厝花園，為社區創造另一具吸引力之休憩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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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牛稠子吳家百年農村三合院景觀改善：運用吳家百年三合院 ，保留建築特

色與內部保留之農具，進行整體空間修繕，為社區創造另一具吸引力之休憩

據點。 

(4)宅子內陳氏宗祠前之古厝群及石階石牆，目前仍維持古農村時期之風貌，深

具農村特色，且充滿了居民的回憶，故需針對其外觀之整建與維護加以規

劃，以保留此社區重要的農村特色。 

2、軟體部份 

(1)將不同風貌之三合院溶入之體驗營活動，培訓當地文化特色解說員。 

(2)運用各聚落不同之民俗辦理各社區特色之體驗活動。 

(3)將改善完成的三合院景觀串連產業、生態、知性之旅作為體驗兼休憩之主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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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業活化 

1、硬體部份 

（1）特色產業柳橙與龍眼之包裝與行銷工坊規劃設計。 

（2）柳橙與龍眼之加工品研發工作室規劃設計。 

（3）傳統龍眼烘焙窯之整修。 

（4）社區農村產業展銷中心之規劃。 

（5）「火炭窯」之重建，讓老祖先的智慧得以延續，並創造社區的另一特色。 

（6）假日市民休閒農場規劃推廣：運用無毒農業體驗區、景觀步道、民主步道

等景點，設置休閒農場，改善週邊景觀，進行整體環境美化，提高地方農

業產業活化之契機。 

（7）有效管理生產區之農作物產量，提供無毒農產品供社會大眾購買及食用。

並藉此結合觀光資源，達到豐富農民之目的。 

2、軟體部份 

（1）設置社區產業工作坊，提供產業升級研修使用，可運用此進行柳橙與龍眼

創意產品的開發。 

（2）商請農業改良場協助果農，做柳橙與龍眼無毒農業之永續農法導入。 

（3）運用社區產業工作坊，提供柳橙與龍眼產業文化的解說與相關活動的舉辦。 

（4）訓練社區人材，建立社區產業行銷人力庫，並利用社區農村產業展銷中心

之建置，使社區行銷人才推動社區產業行銷工作，以支撐社區產業之永續

性。 

（5）持續推展農村體驗活動，結合市民農夫運動、農村生活體驗營等活動之規

劃，振興社區之農村產業。 

（6）農村產業市集之推動，選定固定地點，定期舉辦農村市集，使社區柳橙與

龍眼產業生產者有更多機會與消費者直接面對面，進而建立消費者與生產

者之間的信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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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保存與活用：  

1、硬體部份 

（1）現今農村因人口嚴重外流，社區內甚多無人居住之三合院空屋，只要徵得

所有權人同意，整理修善後作為社區歷史文化展示空間，周遭再做適當環

境綠美化，既可增加社區景點減少髒亂點，真是一舉兩得。 

（2）文化巷道規劃：選定宅子內陳氏宗祠前之古厝群及石階石牆，目前仍維持

古農村時期之風貌，深具農村特色，且充滿了居民的回憶，在其入口處設

置解說牌，讓社區民眾了解其中內涵，創造農村學習與文化氛圍。 

（3）「火炭窯」之修建規劃：木炭窯乃是社區中多數長者之共同記憶，至今還津

津樂道，但年輕一輩已是遙不可及，如能藉長者經驗將廢棄「火炭窯」重

新修建，一方面可做為社區產業又可作為文化資源，真是一舉兩得。 
 

 

 

 

 

 

 

圖 18、產業環境營造構想圖 

都市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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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文化空間營造構想圖 

 

 

2、軟體部份 

（1）召募並訓練社區文化志工，以及社區文化導覽解說員。 

（2）持續進行社區文史資源調查，以持續探掘社區文化。 

（3）「鑼鼓隊」振興：目前 傳統「鑼鼓隊」成員已逐漸老化，無法再負擔「鑼

鼓隊」操演活動，故需投入資源，召募新血並加以訓練，以維繫社區傳統

陣頭之運作。 

都市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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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生態保育  
  1、硬體部份 

(1)嶺南社區生態保育地帶之劃設：選定九重林、崎頭山、五叢檨為生態保育區

塊，因這些地段有甚多未曾墾殖坡地，多種動植物生長其中生態豐富，故

劃設生態保育地帶，使動植物可以自然的進行生態循環。 

(2)結合排水系統設施之整建，減低豪暴雨對山坡地之侵蝕杜絕土石流之發生及

危害。 

（3）藉由國有林地及富含自然生態之環境，發展生態保育並結合觀光導覽，以

發展休閒農業及推廣生態保育概念。 

2、軟體部份 

(1)進行規劃為生態區之生態調查工作，以了解本社區之生物多樣性。 

(2)於本計畫中召募有志投入社區生態保育之志工，訓練其生態調查與保護之

學養，進而能夠協助社區進行環境保育與長期觀察監測之工作。 

 

 

 

 

 

 

 

 

 

 中國樹蟾 巴氏小雨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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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東山區嶺南里蛙類調查表 

 

東山鄉嶺南村蛙類調查名錄(2006.05~2007.07) 

※特有種   ◎保育類           調查單位：靜宜大學生態學研究所 

種數 科名 中名 學名 備註

1 樹蛙科 Rhacophoridae 莫氏樹蛙 Rhacophorus moltrechti ※◎ 

2  面天樹蛙 Chirixalus idiootocus ※ 

3  白頷樹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4  日本樹蛙 Buergeria japonica  

5  褐樹蛙 Buergeria robusta ※◎ 

6 狹口蛙科 Microhlidae 小雨蛙 Microhyla ornata  

7  黑蒙西氏小雨蛙 Microhyla heymonsi ◎ 

8  史丹吉氏小雨蛙 Microhyla steinegeri ◎ 

9  巴氏小雨蛙 Microhyla butleri  ◎ 

10 赤蛙科 Ranidae 澤蛙 Rana limnocharis  

11  拉都希氏赤蛙 Rana latouchii  

12  虎皮蛙 Rana rugulosa ◎ 

13  牛蛙 Rana catesbeiana  

14  貢德氏赤蛙 Rana guentheri ◎ 

15  古氏赤蛙 Rana kuhlii  

16  腹斑蛙 Rana adenopleura  

17 蟾蜍科 Bufonidae 黑眶蟾蜍 Bufo melanostictus  

18 樹蟾科 中國樹蟾 Hyla chine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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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構想：  

    本再生計畫依據前述六大方向與三大主軸之規劃，設想點線面之串聯與社區

各區域之整體資源與發展特性，規劃有農村意象園區、農村生態遊憩區、農學聚

落文化區、無毒農村體驗區等四大分區，於以下分述之： 

1、農村意象園區：此區為社區交通之主要出入區域，有 106 號道與南 99 於此

區交會，交會處亦是社區一主要聚落之中心點，常有遊客於此間往返問路，

故結合問路亭、入口意象、遊客服務設施、導覽系統之規劃，使嶺南社區之

農村文化特色充分在此區展現，故農村意象園區為嶺南社區整體發展願景之

縮影，亦是嶺南居民農村再生精神之具體表現區域。 

2、農村生態遊憩區：透過南 99 進入社區之迎賓廊道，串聯了嶺南同心園、榕

樹下、古厝、觀景步道、民主步道以及嶺南活動中心等休憩空間，此些空間

含蓋了生態、文化、環保之農村綠生活之休閒理念，故劃為農村生態遊憩區，

做為此區之未來發展方向。 

3、農村聚落文化區：此區之主體為社區最主要之傳統聚落，居民長久以來生活

於其中，已累積許多農村生活智慧與文物，巷道中有許多特色宅院與古厝，

古味盎然且趣味橫生，故劃設為農學聚落文化區。 

4、無毒農業體驗區：無毒農業可說是農村產業的趨勢與未來，而此區為社區農

業之主要區域，透過環狀產業步道與自行車道之串聯，沿途田園風光無限美

好，無論是農忙的產業景觀；農閒時的山嶺疊翠景觀，皆非常適合創造無毒

農業與體驗活動之商機，故劃為無毒農村體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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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後續管理維護及財務規劃  

（一）管理維護 

1.配合上級單位之補助，完成後續之行動方案和實質改造，完工後交由社區管理

維護。 

2.制定獎勵機制，激發社區居民自主參與，從事環境空間、產業活化等改造工作。 

3.以社區聚落─「鄰」為管理主體，以社區營造團隊為後盾，每各月定期進行維

護管理工作並定期召開會議檢討改進。 

4.後續開辦空間營造、民宿服務實作課程，讓參與者實地操作，經營所得挹注在 

空間改善與服務品質提升，達成自給自足之目標。 

5.採用社區環保志工隊與計劃地周遭居民認養的方式協助維護理。另外，『聚落幹 

道家戶花園』則是由各戶自行就近維護管理。嶺南社區環保志工隊具有高度之

參與意願及生態觀念自發性強，將足以擔任後續維護管理之工作。 

 

 

 

 

 

 

    

 

 

 

 

     

 

 

 

社區志工後續維護管理 社區志工後續維護管理 

社區志工後續維護管理 社區志工後續維護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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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財務規劃 

表 7、嶺南社區再生計畫財務規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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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社區

投入資源

優先

順序

西勢角排水

改善工程 
公部門 

西勢角排水改善 

工程約 1500m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0 0 1 

社區鑼鼓 

隊振興活動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聘請師父指導訓練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以社區志工

與物力配合
2 

社區文史 

資源調查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文史資源調查，以持

續探掘社區文化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以社區志工

與物力配合
3 

龍眼柳橙產

業包裝行銷

活動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聘請專業人員進行

龍眼柳橙產業包裝

行銷設計活動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以社區志工

與物力配合
4 

社區文化導

覽解說員培

訓課程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召募並訓練社區文

化志工文化導覽解

說員培訓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以社區志工

與物力配合
5 

社區內屋後

有邊坡住家

築擋土牆 

公部門 

社區內屋後有邊坡

住家築擋土牆約

200m 

各家戶 0 0 6 

景觀步道之

整修及改善 
公部門 

景觀步道之整修及

改善約 5000 公尺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0 0 7 

愛心柑仔店

規劃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愛心柑子店標示牌

及周遭環境改善，

保留社區重要的農

村特色 

土地所有人 0 0 8 

101 

年 

度 

西勢角陳家

古厝埤塘環

境景觀改善

工程 

公部門 
埤塘周圍人行步道

及環境改善 
土地所有人 0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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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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社區

投入資源

優先

順序

曾家古厝周

邊三合院景

觀改善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曾家古厝周邊三合

院農村體驗舊有文

化景觀改善 

土地所有人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以社區志工

與物力配合
10

家家戶戶 

是花園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宅子內部落各住家

各住家 

管理維護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各住家 11

農村美學公

共藝術塑造 
公部門 

社區入口 主要道路

農村美學公共藝術

塑造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0 0 12

崎頭山、九層

嶺產業道路

整修 

公部門 
整修崎頭山、九層嶺

產業道路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0 0 13

社區「火炭

窯」重建 

社區編列配

合經費 

重建後開窯產製木

炭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以社區志工

與物力配合
14

假日市民休

閒農場規劃 
公部門 

設置無毒農業體驗

區，改善週邊景觀，

進行整體環境美

化，提高地方農業產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0 0 15

無毒農產技

術研習 

提供產業升

級研修，可

運用此進行

創意產品的

開發 

嶺南社區發 

展協會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以社區志工

與物力配合 
0 

設置

社區

產業

工作

坊

101 

年 

度 

合     計 21,000 單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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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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社區

投入資源

優先

順序

牛稠子部落

區域排水改

善 

公部門 
牛稠子部落排水改

善約 600m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0 0 1 

前大埔橋旁

河堤公園興

建計畫 

公部門 
前大埔橋旁河堤環

境美化親水空間設

置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0 0 2 

13 鄰宅子內

橋旁閒置空

間改造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13 鄰宅子內橋旁閒

置空間綠美化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0 0 3 

柳橙、龍眼花

季體驗活動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樂活賞花生態體驗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以社區志工

與物力配合
4 

無毒農業技

術講習 

嶺南社區發

展協會 

聘請專家學者辦理

講習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0 5 

社區生態調

查及解說員

訓練 

社區編列配

合經費 

聘請專家學者協助

社區生態調查及解

說員訓練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0 6 

龍眼烘焙窯

整修計畫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南 99 線沿路烘焙窯

整體規劃整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以社區志工

與物力配合
7 

農產展售中

心設置 
公部門 

以空屋經過整修做

為社區農產展售推

廣處所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0 0 8 

家家戶戶是

花園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牛稠子部落各住家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各住家人工

與物力配合
9 

南 99 線排水

系統整治 
公部門 

南 99 線無排水系統

處整修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0 0 10

102 

年

度 

社區文化導

覽解說員培

訓課程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召募並訓練社區文

化志工文化導覽解

說員培訓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以社區志工

與物力配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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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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社區

投入資源

優先

順序

導覽系統之

改善 

公部門 

 

社區入口主要道路

導覽系統之改善 

嶺南社區發

展協會 
0 0 12

102 

年

度 合     計 16,500 單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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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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社區

投入資源

優先

順序

柳橙、龍眼花

季體驗活動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樂活賞花生態體驗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以社區志工

與物力配合
2 

牛稠子吳家

百年竹栱屋

整修及周遭

整體環境改

善 

公部門 

牛稠子吳家百年竹

栱屋整修及周遭整

體環境改善 

土地所有人 0 0 3 

宅子內區域

排水改善 
公部門 

宅子內區域 

排水改善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0 0 4 

家家戶戶 

是花園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西勢角部落各住家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各住家人工

與物力配合
5 

嶺南社區民

主步道整修 
公部門 

由牛稠子通往掩埋

場連接五叢檨之產

業道路整修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0 0 6 

社區內河岸

環境及景觀

改善 

公部門 
河岸特色裝置及種

植景觀樹木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0 0 7 

103 

年

度 

農村體驗及

採果樂活動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以柳橙、龍眼產期

分別規劃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以社區志工

與物力配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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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社區

投入資源

優先

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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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嶺南文

史生態體驗

活動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辦理認識農村社區

文史生態活動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以社區志工

與物力配合
9 

圓潭子區域

排水整治規

劃 
公部門 

圓潭子區域排水整

治規劃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0 0 10

宅子內閒置

空間環境改

造計畫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13 鄰河岸旁閒置空

間環境綠美化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以社區志工

與物力配合
11

無毒農業技

術講習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聘請專家學者辦理

講習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以社區志工

與物力配合
13

103 

年

度 

合     計 13,000 單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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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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社區

投入資源

優先

順序

家家戶戶 

是花園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圓潭子部落家戶以

周遭閒置空間規劃

土地 

所有權人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以各住家人

力與物力配

合 

1 

陳氏宗祠鄰

近古厝群石

牆石階整體

環境規劃及

解說牌設置 

公部門 

陳氏宗祠鄰近古厝

群石牆石階整體環

境規劃及解說牌設

置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0 0 2 

農村產業市

集之推動推

展農村體驗

活動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推展農村體驗活

動，結合市民農耕運

動、傳統工藝產業

DIY、農村生活體驗

營等活動之規劃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以社區志工

與物力配合
3 

西勢角部落

閒置空間環

境綠美化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西勢角部落閒置空

間環境綠美化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以社區志工

與物力配合
4 

農村體驗及

採果樂活動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結合花香、果香辦理

全年性農村體驗活

動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以社區志工

與物力配合
5 

嶺南社區文

史與生態體

驗活動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嶺南社區文史與生

態體驗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以社區志工

與物力配合
6 

南 99 線嶺南

社區迎賓廊

道環境整體

規劃 

公部門 

南 99 線嶺南社區社

區迎賓廊道環境整

體規劃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0 0 7 

無毒農業 

技術講習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聘請專家學者 

辦理講習 

嶺南社區

發展協會

社區編列 

配合經費 

以社區志工

與物力配合
8 

104 

年

度 

合     計 8,000 單位(千元) 

總        計 58,500 單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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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預期效益： 

(一)基礎建設累積及住居環境提昇： 

以生活道路等基礎設施改善為主要內容，增進生活品質提升。 

(二)閒置空間活化： 

透過社區空間營造實作課程，藉助社區義工人力、組織資源，進行公共空間、

綠美化示範點改造。 

(三)社區營造培訓： 

以鄉村居民容易接受的課程方式，塑造開放積極、快樂活力之態度，發掘社

造人才，帶動居民投入社區總體營造、生活空間環境改進。 

(四)地方休閒產業振興： 

    策動社區聚落、社造團體結合農舍改造、農村調整活化農業生產，行銷地方 

    特色與休閒文化。 

(五)自行車步道之串連： 

    社區將農村特色建物改善，綠色隧道注入農村美學之概念依不同之形態增設 

    鐵馬驛站與中途休憩站串連地方產業讓遊客到社區可增加休息點也可帶動地 

    方產業發展。 

(六)繁華農村、振興農業、豐富農民： 

    藉由實施農村再生計畫，使農村更為繁榮，將農產品精緻化，暢通產銷管道，

使產銷更合理化，農民能藉由此獲得更大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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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嶺南社區公約： 
 

社區居民會議鄭重議定，(社區居民、土地所有人、管理人或使用

人)保證切實履行下列公約，如有違反，願服從眾議，接受批評和約束，

絕無異議： 
一、居家環境篇： 

    1. 土地或建築物，由所有人、管理人或使用人清除。 

    2. 力行垃圾分類及資源回收工作。 

    3. 農村特色建物景觀改善後，應由土地所有人或使用單位負責維

護。 

    4. 家家戶戶是花園由房屋所有權人管理。 

二、營造景點(公共環境)篇： 

    1.應共同維護居家生活環境清潔，屬道路旁之綠地及其公共場所之

環境，每月擇一清潔日共同清潔維護。  

    2.河川溝渠經公部門修繕後，平常應由社區志工負責維護。 

    3.公共空間開放社區居民認養，由認養人和環保志工共同維護。 

三、畜犬篇：依動物保護法規定。 

    飼主應防止其所飼養動物無故汙染環境侵害他人或影響安寧。 

四、山坡地(水土保持)篇： 

    1.應維護水土資源及其品質和防治災害所需實施之水土保持處理

與生態環境維護，並配合社區栽種植樹及節能減碳活動。 

    2.遇自然災害如水災、地震，居民應共同遵守秩序並依規定路線疏

散。 

    3. 重視水土保持，不任意濫伐、濫墾山坡地。 

六、社區景觀保存篇： 

1.居民共同維護社區共有景觀設施。 

2.景觀點禁止任意張貼廣告及設立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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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產業振興篇： 

    1.共同推動社區觀光文化產業資源，遵守社區產業品牌。 

2.有效利用社區資源與全區之柳丁、龍眼之產業發展相結合。 

八、社區福利篇： 

    建立終身學習、居家看護、守望相助體系並循序執行。 

 

 

 

 

 

 

 

 

 

 

 

 

 

 

 

 

 

 

 

 

 

 



 

 61

附件二   立案證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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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嶺南社區農村再生計畫草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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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嶺南社區農村再生計畫居民會議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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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東山區嶺南社區居民會議紀錄 

目的：1、討論並擬訂臺南市東山區嶺南社區農村再生計畫草案內 

容。 

2、議決臺南市東山區嶺南社區農村再生計畫草案。 

3、推派臺南市東山區嶺南社區發展協會為計畫組織代表。 

地點：東山區嶺南里活動中心 

時間：民國 100 年 08 月 25 日（星期四）19 時 30 分 

會議內容： 

一、共同推派臺南市東山區嶺南社區發展協會理事長陳顯茂為大會 

    主席 

二、對議程無意見 

三、確認出席人數： 

應出席之完成完整培根訓練結訓人員最少人數 16 人， 

實際出席完成完整培根訓練結訓人員 33 人， 

應出席成年居民最少人數 60 人， 

實際出席成年居民 70 人， 

符合出席人數之規定。 

四、貴賓致詞：簡列(如光碟內容) 

    嶺南里里長  陳顯茂 

    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  蔡耀振 

   臺南縣農村再生社區營造協會理事長  吳長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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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世賢議員辦公室主任  吳忠明 

    東山區公所代表  陳嘉鴻  何伯徵 

    臺南市農業局  陳建良 

高雄公共事務管理學會  郭子齊  李淑媛 

五、農村再生條例說明：簡列(如光碟內容) 

    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  蔡耀振 

六、嶺南農村再生計畫草案說明：簡列(如光碟內容) 

    臺南市嶺南社區發展協會理事長  陳顯茂 

七、議決嶺南農村再生計畫： 

    採包裹式表決 

    1. 環境景觀面向  

      出席人員全數舉手鼓掌通過 

    2. 文化保存面向  

       出席人員全數舉手鼓掌通過 

    3. 公共設施面向  

       出席人員全數舉手鼓掌通過 

    4. 個別宅院面向  

       出席人員全數舉手鼓掌通過 

    5. 產業活化面向  

       出席人員全數舉手鼓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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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生態保育面向  

       出席人員全數舉手鼓掌通過 

    7. 嶺南社區公約 

       出席人員全數舉手鼓掌通過 

七、提名臺南市東山區嶺南社區發展協會擔任本計畫組織代表之團 

    體 

八、出席人員全數舉手鼓掌通過議決由臺南市東山區嶺南社區發展 

    協會團體為本計畫組織代表 

九、宣讀會議結論及決議事項 

    本次會議非常流暢、順利，全部決議事項依東山區嶺南農村再生計 

    畫草案中環境景觀面向，文化保存面向，公共設施面向實施。 

十、臨時動議：無 

十ㄧ、散會：   21 時  00 分 

主席：陳顯茂              記錄：洪龍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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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東山區嶺南社區居民會議相片 

  

社區居民簽名報到                 社區會議開始 

  

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  蔡耀振致詞      嶺南里里長   陳顯茂致詞 

  

張世賢市議員辦公室主任 吳忠明致詞  市政府農業局  陳建良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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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所農業課  陳嘉鴻致詞        農村再生計畫草案說明 

  

農村再生計畫草案說明         農村再生計畫環境景觀表決 

  

農村再生計畫文化保存表決    農村再生計畫公共設施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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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嶺南社區農村再生計畫初審意見回應表 

農村再生計畫初審意見回應表 

計畫名稱：臺南市東山 區嶺南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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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 社區面積為幾公頃。 
 

嶺南村轄區面積約 1291 公頃 

2 

P5 人口統計資料是否為 100 年 9 月

統計資料。 
 

本農村再生計畫人口統計資料是根據東

山區公所六月份統計資料編撰。 

3 

P13 七、自然環境資源調查，請註

明資料來源。 
 

遵照辦理 

本自然資源調查根據東山鄉志第三章至

第五章撰述。 

4 

P37 社區導覽系統建置，要設置何

處？ 

社區導覽系統擬設置於大埔橋附近、西勢

角與宅子內交叉路口、榕樹下、社區活動

中心、南 99 線鄉道與 174 線道交會處共

五處。 

5 

P39 產業活化工坊規劃設計及加工

品研發工作規劃設計，設立地點與

烘培窯之應用，是否涉及其他民眾

所有，後續發展營運與管理，是否

恰當。 
 

產業活化工坊可與社區活動中心結合，待

活動中心增建後撥出部分空間供產業活

化工坊使用，而烘培窯之規劃希望採集體

農場方式，由社區發展協會作統整經營，

如此可解決部分農村部分工作人力不足

問題。 

6 

P41 生態保育地帶之劃設：選定九重

林、崎頭山、五叢檨為生態保育區，

是否會影響附近民眾？ 
 

選定之生態保育地帶除少部分私有地有

耕種外其餘大多是國有林地，其間並無住

家，由於青壯人口外移，已經成為原生雜

林，適合野生動植物繁衍。 

7 

有關報告書提及，排水不良是否為

無定期清淤問題，導致排水不良

呢？ 
 

排水不良原因為無排水設施，希望藉由排

水整體規劃讓各部落不再積水，並美化社

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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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臺南市東山區嶺南社區農村再生計畫」現勘審查意見

回覆表 

 
計畫名稱：臺南市東山區嶺南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會議名稱：「臺南市東山區嶺南社區農村再生計畫」現勘審查 

 

委員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1.P.38 有關古厝、三合院、

宗祠之整建維護，不宜列為

個別宅院整建項目，宜列入

文化保存。 

P41 因有些古厝已經殘破，如不趁老

師傅手藝尚未消失之前妥為修復，當

古厝傾圮後即無法復原；保存良好者

即列入文化保存項目。 

2.P.42 土地分區規劃，宜將

P.14、P.19 之分區概念寫

入。 

 謝謝指導，已列入 P48。 

3.P.46 社區財務規劃，宜將

社區可投入之資源(材)或

自償性收益納入，惟不必匡

列合計經費。 

謝謝指導。 

4.預期效益部分，請思考「農

村、農業、農民」方面的願

景。另 P.3 無面積，P.5 人

口結構無齡層分布，P.42 中

國樹蟾與 P.17 蛙種並未呼

應，本社區有嗎？若無，請

刪除。 

1. 已於 P.53 增加「農村、農業、農

民」方面的願景。 

2. P.3 本社區面積為 1291 公頃。 

3. 新增東山區人口人數分配表於 P.6

4. 新增東山區嶺南里蛙類調查表於

P.47 

行政院農委會

水保局   

鄭旭涵委員 

5.P.5有說明獨居弱勢老人照

護，是否已有其他固定經費

挹注。 

 本社區於 96 年成立社區關懷中心，

獨居弱勢老人照護，皆由社區關懷中

心統籌規劃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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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6.農夫、搬運車、果園為農

村文化元素，如何運用？傳

統「肩挑」的文化、「扁擔」

應是元素之一。 

傳統「肩挑」是老一輩埋在腦中的心

酸記憶，在交通不便之處仍須用到「扁

擔」，「扁擔」確實可做為農村體驗的

重要元素，感謝提醒。 

7.P.16 說明部分河段受畜產

污水污染，係指社區內或

外？上游或下游？ 

受污染河段非在本社區內，屬於急水

溪中游。 

行政院農委會

水保局   

鄭旭涵委員 

8.P.27 指出根本解決之道是

重視水土保持，不過度開發

山坡地，但未見於社區公

約。 

已列入社區公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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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1.再生計畫首重社區基礎建

設（排水、邊坡防災…等）

防災保全設施及相關軟體

發展(生態、文史、社區導

覽調查…等)基礎規劃應

先做好。 

 

 

 謝謝指導，已著手做生態、文史、社

區導覽等調查工作，而且有部分成果。

已完成嶺南文史田野調查、嶺南村保

護環境的故事。 

2.社區產業(柳橙、龍眼)行

銷、包裝特色、思考通路

以及其差異性。 

 

 

 社區產業（柳橙、龍眼）產期分屬秋

冬兩季，柳橙以鮮果販賣為主，也考

量產量過剩製作加工品之可行性。龍

眼除了鮮果銷售大部分烘焙成龍眼乾

再加工成福肉，方便保存及銷售。 

包裝方面必須另行設計凸顯本社區特

色。 

 

行政院農委會

水保局   

謝健德委員 

3.家家戶戶是花園外亦應首

重社區髒亂點整理，並且

思考社區特色植物(具代

表里樹或里花)將具整體

性。 

 

 

謝謝指導。 

本社區向來重視環保，鮮少髒亂點，

閒置空間部分已著手一處一處作綠美

化，配合家家戶戶是花園運動，讓整

個社區更顯整潔美觀。 

里樹、里花將透過討論選拔定案，彰

顯社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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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4.竹拱厝保存可依個別宅院

整建辦法加以整建保存。

 遵照辦理 

5.在地技藝傳承(竹拱厝、龍

眼烘培窯)可以加以紀錄

傳承。 

 

 

 謝謝指導 

規劃辦理相關研習，讓技藝得以傳承。

行政院農委會

水保局   

謝健德委員 6.三保一創新(保平安－基礎

防災設施、保存－竹拱

厝、龍眼烘培文化、保護

－生態、老樹。創新－文

化、產業)可朝這些方面發

展。 

 

遵照辦理 

 

 

委員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水土保持局 

臺南分局   

莊金城委員 

希望區公所能協助社區推

動該項計畫，也使其他社

區能參與。 

已在 100 年度里民大會提出需求，區

公所農業課也願意配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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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1.P.4 圖 2 不清晰難以辦識，

另建議補上圖例、指北。

 已依委員建議補上圖例、指北。 

2.P.5人口分析中建議加入近

年(10 年)人口成長分析。另

外，亦請補充人口年齡結構

分析之資料，以顯示人口老

化程度。 

 已於 P6 補上東山區嶺南里民國

91-100 年現住人口年齡分配表 

3.P.7 中「社區產業方面」一

節，內容並非為社區營造推

動工作，建議移至「產業型

態」中。 

社區營造推動工作包括活化社區產

業，所以社區產業方面一節屬於社區

營造推動工作。 

4.P.14 圖 3，圖內容與標題不

符，應予替換。 

 已更換內容見 P.15 

5.P.16 各項氣象資料中，有

關「年降雨量」、「年平均風

速」等，應述明年份。 

 已依委員建議詳述於 P.17 文字當

中。 

6.P.17 圖 4 應補上圖例、指

北。 

 

 已依委員建議在 P17 補上圖例、指

北。 

長榮大學   

周士雄委員 

7.P.19 圖 5，圖內容與標題不

符，應予替換；也應補上圖

例、指北。 

 已依委員建議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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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8.P.19「土地利用」一節中，

請補充社區閒置土地之資

料(如位置、數量等)，以呼

應後面所提出之課題。 

已依委員建議補充文字及圖示於

P.20。 

9.P.22~P.23「公共設施」一

節中，建議補充相關設施分

佈圖，再配合照片來呈現。

已依委員建議補充圖片於 P.24。 

10.P.27「交通運輸」一節中，

建議加入「產業道路」之分

析(含路線、使用狀況)。 

已依委員建議補充產業道路路線圖及

使用狀況於 P.27。 

11.P.25「住宅使用」一節中，

建議補充三合院、竹拱厝之

分析(含分佈、使用狀況)。

已依委員建議補充三合院及竹栱厝使

用狀況及分布情形於 P28、P29。 

12.P.27「社區災害」一節中，

建議補充歷史災害事件之

陳述。 

已依委員建議補充歷史災害事件之陳

述於 P29。 

13.P.34 圖 14，圖中顯示「生

產區」、「生態區」之分佈，

但文中並未陳述其與整體

規劃構想之關係，建議補充

說明。 

已依委員建議補充生產區與整體規劃

構想之關係陳述於 P43。 

已依委員建議補充生態區與整體規劃

構想之關係陳述於 P46。 

長榮大學   

周士雄委員 

14.P.42 四大分區之內文，次

標題與圖 18 圖例，並不完

全一致，請修正。 

已依委員建議更正。 

 



 

 87

 

委員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15.P.53「預期效益」中，提

及「增設鐵驛站」與「中途

休憩站」，但於發展構想及

實施項目中均未見提出說

明，請補充。 

已在 P39 以文字及圖片陳述發展構想

及實施項目。 

16.P.45管理維護內容似為制

式寫法，看不出針對本計畫

各實施項目的空間設施來

規劃，建議應配合本計畫所

提出各實施項目中需維護

管理的項目，提出社區管理

維護機制，例如 P.45 第 5

點所述即較為清楚。 

已依委員建議修正各實施項目中需維

護管理的項目陳述於 P50。 

17.P.48 提出社區「火炭窯」

整修，但文中未提及有多少

處？其產權為何？未來如

何創造公益價值？建議可

再補充。 

社區「火炭窯」為重建非整修，預計

將與社區居民溝通重建位址，產權隸

屬社區，收益皆歸屬社區資產，供社

區經費使用。 

長榮大學   

周士雄委員 

18.104 年度編列之「社區產

學工作坊」項目，建議提前

至 101 年度以及早解決產

學課題。 

依委員意見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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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1.內文中大圖示方向請統

一。 

依委員意見修正。 

2.組織架構是社區發展與農

村再生之結合，可再細分明

訂。 

依委員意見修正。 

3.宅子內排水改善是指何種

程度之改善，地方應處理程

度為何？ 

依委員意見說明於 P17。 

4.產學仍是地方最重視的，

包裝行銷應不只是研習活

動，應有設計研發之方向，

為居民找出路。 

依委員意見更正於 P51。 

5.有關個別宅院整修完成後

之使用方向和管理、收費等

應再考量。 

 個別宅院整修完成後，由所有權人或

相關委託人負責管理。以文化保存為

主，不另外收取參觀費用。 

6.由嶺南社區出發規劃出結

合周邊特色、行程應是可以

考量的。 

 列入考量。謝謝指導。 

屏東科技大學 

許中立委員 

7.家家戶戶是花園相當好，

但各自和公共空間之美化

維護相當重要，應有較具體

之公約與運作機制。 

 

依委員意見補充嶺南社區公約於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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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8.如何與公所、農會、改良

場等單位合力推動永續農

業及產業推廣應具體化。

 

將依委員意見與公所、農會、改良場

等單位合力討論推動永續農業及產業

推廣之具體方法。 

屏東科技大學 

許中立委員 9.報告中社區做法維護環

境、除草和討論能有完整呈

現更好。 

 

已依委員建議在 P59 陳述相關之作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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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1. 附件之社區公約與農再

條例中規範之意義不同，請

社區視需要瞭解農村再生

相關條文再決定是否推動

制定相關公約。 

 

 謝謝指導。 

2.P.42 之土地分區四個分類

是否在功能上有重疊(與

P.28 之生產、生態、生活區

分亦有不同)，可再斟酌確

認。 

 

 土地分區四個分類在功能上本來就

有重疊，僅能以各區主要功能作區

隔，無法做清楚之切割劃分。 

3. 諸多期待接待未來客人

及吸引遊客構想，或需考慮

與本區鄰近社區之成果結

合或較大區域之特色發揮

群聚之效果。 

 

遵照辦理 

規劃與 175 咖啡大道、西拉雅國家風

景區串連，並與本地東原國中合作辦

理假日農產市集，藉此吸引遊客匯集。

長榮大學   

黃肇新委員 

4.人力資源可能是本社區需

要補充者，可嘗試與本市各

大學相關系所結合成教

學、研究與服務的相生關

係。 

 

 已提出需求，將在商洽附近大專院校

是否有意願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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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1.封面“臺”南市，一律改為

“臺”南市。P.18 大“棟”山，

宜改為大“凍”山。 

 遵照辦理 

見封面、P.19 

2.P.4 圖 2 須註明圖名。  已註明。 

3.P.19~P.27 須於文字中註明

(見圖 5)…(見圖 9)。 

已註明。 

4.P.21 圖 6、P.34 圖 14、P.44

圖 18，均改以彩色圖呈

現，以利判讀。 

遵照辦理 

原計畫草案之圖皆為彩色，應農業局

要求避免浪費，才以黑白影印呈現。

5.P10、11、12，編號 ～ 、

～ 、 ～ 極不清晰，

須重繪。 

遵照辦理 

原計畫草案之圖皆為彩色，應農業局

要求避免浪費，才以黑白影印呈現。

以彩色呈現即無此缺失。 

6.P.33 該圖不清且無文字，

宜予刪除。P.34 圖 14 整體

規劃構想，為何缺漏“個別

宅院整建＂？並建議以彩

色圖呈現。 

遵照辦理 

原計畫草案之圖皆為彩色，應農業局

要求避免浪費，才以黑白影印呈現。

以彩色呈現即無此缺失。 

增“個別宅院整建＂標示如P.34圖 13

7.P.37(二)公共設施建設、

P.38(三)個別宅院整建，建

議附圖輔助之。 

遵照辦理 

 

臺南大學   

陳坤宏委員 

8.P.40 圖 16 及 P.41 圖 17，

建議於照片旁附註文字說

明，以利閱讀 

遵照辦理 

見 P.44 圖 18 及 P.45 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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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1.P.13 提及「石牆、石臺階」

的部分很好，代表該社區注

意到了農村環境部分，建議

可以把構築特色再描述一

下。 

謝謝指導 

「石牆、石臺階」是先民為因應河谷

地形，就地取材以石頭堆疊整地，方

便建屋及行走，由於年代久遠已風化

斑剝，更顯彌足珍貴。 

2.P.37 由於排水改善工程被

社區列為計畫之第一優先

順序，排水系統部分請補一

張圖(或請市政府相關單位

協助提供)。 

 本社區尚無排水系統設置，所以亟需

優先設置。故無排水系統圖可提供。

3.P.39 提及社區特色的設施

等，如「火炭窯」等，可以

輔以照片說明，並加以描

述，突顯其社區資源價值。

遵照辦理 

 

4.P.44 圖 18 是否改為土地

“使用＂分區與…。 

 

 依委員建議修改。 

成功大學   

曾憲嫻委員 

5.「火炭窯」的整修，加上

製程紀錄、故事，會更深化

社區的特色。 

 

遵照辦理 

將「火炭窯」製程紀錄、故事蒐集完

備後，做成專輯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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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審查意見 回應說明 

6. P.30文中有提及農業生產

者、傳統工藝者、特色產

業者未能整合之問題，建

立平臺及媒介亦是未來

議題。 

 

謝謝指導 

 

成功大學   

曾憲嫻委員 7 .撤銷的廢棄物掩埋場，未

來的再利用規劃，是否有

機會藉一些討論會議一起

討論，使其較有共識定

位。  

 

 已在 100 年度里民大會提出討論持

建議，希望市政府能辦理徵收後交由

本社區為環保教育園區，一方面作為

本社區之保護環境的歷史紀錄，一方

面兼具生態保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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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臺南市東山區嶺南社區農村再生計畫」現勘後第 1次

書面審查意見回覆表 
審查次別：□現勘意見  ■現勘後第 1 次書面意見 

計畫名稱：臺南市東山區嶺南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項

次 

成功大學都市計劃學系 

曾憲嫻委員意見 
回應說明 

1 

預期效益部份有提到自行車串聯，

建議前文補充一張自行車目前的路

線圖。 

遵照辦理。 

2 

龍眼乾的烘培技術、機具和人文景

觀關係是此社區非常有價值的一部

分，建議應保存並增加其附加價值。

遵照辦理。 

項

次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蘇鴻昌委員意見 
回應說明 

3 

P.35  3.（1）生產者、工藝家、產

業工作者缺乏整合…提出課題後如

何開創新局？於 P.43 未說明納入

的作法；另外（3）期望農會系統輔

導產業…亦未交代所扮演的機制？

於同頁第（4）產業活化內容中。 

1.「生產者、工藝家、產業工作者缺乏整

合…」提出此課題就是希望透過整合彼此

專業以激盪出新的思維以開創新的氣象。

2.「期望農會系統輔導產業..」農會為公

部門單位，輔導產業升級與活化應為該部

門責無旁貸之工作，社區期待農會能夠擔

任輔導之角色就像母雞一樣，協助社區能

走出自己的一條路及發展屬於自己的特

色。 

4 

建議除藉重產業展銷中心或農村市

集銷售外，應考量到非假日多元化

的行銷管道，如利用網路或報章媒

體…等。 

遵照辦理。 

5 

農村特色產業活化的原則在於有自

己獨創的特殊性，能夠創造價值，

繁榮地方經濟，且未來有發展的潛

力及擴散的效果（有形的硬實力、

無形的軟實力）。 

謝謝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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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都市發展局 

劉守禮委員意見 
回應說明 

6 

P.46-52 表列項目多數僅提出計畫

名稱，惟與經費編列之細節未有陳

述，對於經費提列之合理性無從審

查，應再針對實際需求再詳實敘述。

P.46-52 為嶺南社區財務規劃表，表內並

無需填寫經費編列之細節，故無相關之陳

述。 

7 

承上，部分表格未列「社區配合經

費」及「其他社區投入資源」項目，

或僅於表中註明社區編列配合經

費、與以社區志工與物力配合，過

於含糊不清，宜請修改補充。 

部分表格未列「社區配合經費」及「其他

社區投入資源」項目原因為經費由公部門

執行，社區僅為維護管理單位。此外，未

清楚註明社區編列配合經費及與以社區

志工與物力配合內容需視計畫審查結果

及經費撥列情形社區才能明確編列配合

經費及與以社區志工與物力配合內容 

8 

承上，部分實施項目諸如：曾家古

厝周邊三合院農村體驗舊有文化景

觀改善、南 99 線沿路烘焙窯整體規

劃整等等倘涉及工程，因註明為社

區發展協會執行，後續需採雇工購

料模式進行，社區是否有能力執

行？ 

本社區發展協會成員凝聚力強，協會成員

皆不吝於提供一己之所能，協會成員中不

乏烘焙窯建造與修復及古厝維護與整建

之人才，所以社區應有能力執行後續之工

程。 

9 

本地區位於偏遠山區聚落，原本即

有人口偏少及老化之問題，以目前

維護管理的規劃構想，逐年之設施

建構將形成社區維護龐大之負擔，

以目前實際有參與的志工及社區人

力是否足以因應，較有疑慮。 

承上回應說明本社區發展協會成員凝聚

力強，志工皆極願意參與社區之事務，所

以在維護管理部分之能力無須憂慮。 

 

10 

僅提出計畫名稱，惟與經費編列之

細節未有陳述，對於經費提列之合

理與否亦無從審查，應再針對實際

需求再詳實敘述。 

因表格內容並無須填寫經費編列之細

節，故無相關之陳述，但所提之計畫皆為

社區針對實際需求所提出。 

11 

『家家戶戶是花園』構想立意良

善，避免設施過多增加地方維護之

負擔，仍建議多朝簡易綠美化及軟

體注入方向思考，建設手法多擇以

生態性及降低水泥化環境，以維護

『家家戶戶是花園』之構想為希望每位居

民能從自家環境維護及美化開始做起，此

計畫立意即為避免設施過多及增加地方

維護之負擔以維護恬靜農村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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恬靜農村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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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臺南市東山區嶺南社區農村再生計畫」審查小組會議

101 年度第一次會議審查意見回應表 
計畫名稱：臺南市東山區嶺南社區農村再生計畫（第五案） 

委員意見 回應說明 

水土保持局鄭旭涵委員 

對於本計畫後續推動之具體建議或應

注意事項： 
1. 針對古宅(厝)修繕，建請市政府

於彙整年度農村執行需求後，提

出年度農村再生執行計畫前，請

市政權責單位協助依農再條例第

35 條提具體執行計畫。 

針對古宅(厝)修繕，依主管機關指示辦理

曾憲嫻委員 

對於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之文字修正建

議： 
1. P.19 自然景觀部分請配合地圖說

明。 

遵照辦理 

  

對於本計畫後續推動之具體建議或應

注意事項： 
1. 龍眼乾的烘培技術、機具、人文

景觀關係，將故事紀錄和景觀持

續維護。 

 將持續蒐集相關資料建立檔案豐富內

容，做好景觀維護。 

周士雄委員 

對於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之文字修正建

議： 
1. P.5 人口資料建議更新至 2011 年

12 月底。另 P.6 之年齡分佈請計

算老年人口比例。 

 1. 人口資料已更新至 2011 年 12 月底。

老年人口佔總人數 21.5％。 

2. P.49 圖 20 之圖面不清，請改善。

 
謝謝指導 
已修正 

3. P.52 101 年度最後一項之實施項目

及實施內容均為「嶺南社區發展協

會」，應該有誤，請予修正。 

謝謝指導。 
實施項目應為「無毒農產技術研習」已修

正。見 p52 最後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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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58 中之「自行車路線圖」，建議

移至 P.40(社區整體環境改善一

節)。 

P.58 中之「自行車路線圖」，已移至 P.39

5. P.57「103 年度」應修正為「104
年度」。 

謝謝指導 
已修正見 p57 

謝杉舟委員 

對於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之文字修正建

議： 
1. 目錄中之“附件二＂，請修正。

 

已修正 

陳坤宏委員 

對於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之文字修正建

議： 
1. 本計畫提出完整構想且具可行

性，值得肯定。 

謝謝指導 
 

2. 整體規劃構想及土用與公設構想

圖，改以彩色圖呈現，並且字跡

須清晰。 

謝謝指導 
呈送之農村再生計畫將以彩色印製 

對於本計畫後續推動之具體建議或應

注意事項： 
1. 產業活化構想佳，有助於提升在

地產業產值及具有文化保效

益。惟建議將無毒農業技術講

習、重建「火炭窯」、設置農產

品展示中心、柳橙與龍眼包裝及

行銷工坊之規劃、規劃假日市民

休閒農場、龍眼烘培窯整修計畫

等項目，挪前至 101 或 102 年度

實施。 

謝謝指導 
已將重建「火炭窯」規劃假日市民休閒農

場兩項移至 101 年辦理。龍眼烘培窯整修

計畫移至 102 年辦理，其他如無毒農業技

術講習、設置農產品展示中心、柳橙與龍

眼包裝及行銷工坊之規劃則每年辦理實

施。 

許中立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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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之文字修正建

議： 
1. P.57 實施內容「陳“世＂宗祠」，

字有誤。 

已修正見 p56 

2.  P.57 103 年度實為 104 年度。 已修正見 p56 

3.  P.51 優先順序 4 之實施內容與實

施項目應對調。 
已修正見 p51 優先順序 4 

對於本計畫後續推動之具體建議或應

注意事項： 
1. P.51~57 空格部分建請補齊為宜。

已補齊 

蘇鴻昌委員 

對於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之文字修正建

議： 
1. P.10 後直接跳 P.30 頁裝訂錯誤

請注意。 
特別提醒：計畫書內之圖文標題與說

明大小、級數、比例和清晰度，及各

式資料的正確性與否，應主動再次最

後總檢整，以提高內容品質與閱讀的

舒適性。 

謝謝指導 
整體檢查後再行付印 

對於本計畫後續推動之具體建議或應

注意事項： 
1. 本計畫已具有基本架構及理想的

社區藍圖，未來在推動與執行應

注意細部安排與各項建議參酌。

並掌握永續學習和實踐的過程，
以符合整體發展構想所預期之效
益目標。 

謝謝指導 
 

臺南市政府都市發展局劉守禮委員 

對於本計畫後續推動之具體建議或應

注意事項： 
1. 建議藉由“工作假期＂操作概

念，提供免費食宿招待，誘引外

地青年及學子進駐，共同參與社

謝謝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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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營造工作，並提高社區能見度。

2. 生態調查、文史資料等基本建置

及活動等、及導覽培訓，可於 101
年排定執行 (未必要後面才執

行)。 

已著手建置生態調查、文史資料等；導覽

培訓將移至 101 年辦理。 

3. “鑼鼓隊＂除技藝傳承外，可再

多思考其他行銷或包裝管道。(軟

體、媒體、新聞、拍攝戲劇…等)

謝謝指導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楊慕君委員 

對於本計畫後續推動之具體建議或應

注意事項： 
1. 請社區結合本市低碳城市政策，

重視節能設施，採用環保標章產

品。 

謝謝指導 
結合本市低碳城市政策，重視節能設施，

採用環保標章產品，是本社區遵行之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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