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寮，位於新竹市西北隅，是一個美麗的漁

村。小小的社區得天獨厚地擁有兩個漁港，漁業

便成為了在地經濟中樞。抱持著感謝之情，我們

希望南寮在發展休閒觀光的同時能因為文化、歷

史的加持而更具深度與廣度--用不同的方式表達

對它的崇敬之心。 

 

 

歷經風霜的竹塹港，扶植地方的漁業經濟，訴說著每個時代的點點滴滴，利用特色導覽將這些

在地故事傳承給後代，更希望藉由漁網文創產品的 DIY 製作、漁夫體驗活動配合在地文化季，把

風動竹塹的文化亮點發揚光大。 

社區簡介 

社區特色 
 

 

 

 

 

風動竹塹特色文化協會 

104年度新竹市社區營造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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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地域廣闊，景色宜人，依其原本的自然風貌

加以規劃，變成假日遊憩的景點；沿著十七公里海岸

線，尋訪香山社區鄉土與文化藝術交融的氣息，在香

山社區聯里的互助下足以建構出一個屬於新竹的「香

山社區花園」，在社區營造點中是個正待開發的璞玉。 

 

 

 

香山社區 103 年度申請新竹市文化局補助辦理西濱道路旁牆面彩繪，而 104 年的社區營

造點計畫中正著手規劃社區導覽體系的建構，讓香山社區所蘊藏豐富的觀光資源毫無保留地介

紹給大家，這個特色導覽不僅能夠享受視覺上的景色風光饗宴，更能帶領大家品嘗香山風味大

餐，無疑是個別具風味的輕旅行。 

 

社區簡介 

 

社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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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香山區香山社區發展協會 

104 年度新竹市社區營造點 



 

新竹市公園里存在著非常豐富的歷史

刻痕，傳述著世紀的變遷，而社區中的新

竹公園是市民放學下班後的休憩地點，更

是吸引外地遊客前來的觀光景點。這個城

市喧囂中的一塊綠洲，沉澱都市匆忙的節

奏，社區擁有這項珍貴資產，便希望好好

的運用它，透過社區營造而能傳承這些美

好的特色。 

 

 

 

 

公園社區除了春天絢麗的櫻花光景、怡然自得的麗池以及多彩的玻璃工藝博物館外，還有刻劃

時代痕跡的孔廟、日治時期的台灣總督府氣象台新竹觀測所，全台歷史最悠久的城市公園新竹

市立動物園更是許多新竹市民的共同記憶。充滿特色的新竹公園，只要靜下心來，藉由社區導

覽手冊的帶領之下，轉個彎在綠意盎然的角落，很容易就會有出乎意料的邂逅。 

新竹市東區公園社區發展協會 

104 年度新竹市社區營造點 

社區簡介 

 
社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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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溪社區係以農業為主、商業為輔的特定

農業區，鑒於多項建設的闢建，使的社區完整

性已千瘡百孔，社區內有許多資源正等待著被

發掘，而社區老年人比率較高，所謂家有一老

如有一寶，積極經營老人安養議題是我們的目

標，期望透過社區總體營造創造出獨特的社區

樣貌。 

 

 

 

社區擁有多樣人文景觀

資源，如六座土地公廟之沿

革史料、頭前溪河岸風光、

公八公園…等，藉由社區地

圖繪製、社區報發行、文史

導覽體系的建立，能夠讓社 

區拓展新視野、邁入

社區營造新境界。 

 

 

(源自前溪社區 FB) 

新竹市東區前溪社區發展協會 

104 年度新竹市社區營造點 

社區簡介 

社區特色 

(源自前溪社區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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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區位於新竹市科學園區旁的龍山社區，

是本區第一棟十五層樓的大廈型社區，居民互動

雖然不像其他開放型社區那樣的熱絡，但透過社

區管委會的努力，各項活動已漸漸消除居民的疏

離感。今後仍積極進行社區總體營造，找出社區

共同的文化價值。 

 

 

東昊是新型態社

區，在文化聯結方面較

薄弱，因此積極尋找增

進居民連結性的資源，

舉辦許多藝文活動包括

書法牆擺設、樂器樹裝

飾、住戶傳家寶的故事…

等等，希望能從中發展

出特有文化價值，成為

在地亮點。 

 

東昊生活館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104 年度新竹市社區營造點 

社區簡介 

社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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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區是屬老社區，但社區資源面卻

相當豐富，許多的古蹟記載著社區歲月的

足跡，竹蓮寺更是地方信仰的中心，走進

廟宇，濃濃的燒香味襯托了香火鼎盛的景

象；路過歷史建築，黑金町的舊時光景倒

映在腦海裡，如此彌足珍貴的資產是竹蓮

社區的寶物，期望透過社區營造來將這些

歷史痕跡發揚光大。 

 

 

古蹟是刻畫歷史的雕塑刀，更是喚起居民回憶的起床號，沒有成品來烘托出時間的奧妙，

著實令人搥心肝，竹蓮寺、黑金町、中井古井遺產、巷弄文化，皆可凸顯出竹蓮社區的文化

特質，因此正規劃利用這些文史，繪製出社區地圖、編排出竹蓮里誌，期許將社區耀眼的歷

史光芒讓市民看見。 

 

 

 

 

 

 

 

 

 

 

社區簡介 

新竹市東區竹蓮社區協會 

104 年度新竹市社區營造點- 

 

社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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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風城」著稱的新竹，獨有著強勁的九降

風，倚靠著客雅溪畔得天獨厚的取水地點， 

使南勢聚落孕育出遠近馳名的米粉產業，漸漸的

發展成今日的南勢社區，是故而有米粉寮的別

名。 

 

 

南勢擁有豐富的米粉歷史文化，足以成為新竹市的文化亮點，但隨著飲食習慣改變，使得米粉產

業正逐漸凋零。面臨如此大的衝擊，居民正逐漸考慮改變米粉的行銷手法，透過觀光導覽、客製化

DIY 的手法，以精緻、調理多樣化的方向， 

積極轉型成觀光產業，迎接這個時代 

所帶來的重重挑戰。 

 
 

新竹市北區南勢社區發展協會 

104 年度新竹市社區薪傳計畫 

社區簡介 

社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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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樸鄉村的生態環境：樹下社區位於新竹市香山區西北隅，以老樹、古廟及羊腸小徑聞名，稱為地方

上的『三多』。在自然生態部份，早年多種植榕樹的地方景貌，為社區帶來樹下此名。9 棵百年老樹，也

是新竹市老樹最為密集的社區之一。橫亙社區之間的客雅溪流域，搭配竹香吊橋的興建，為社區環境增添

一抹新意。客雅溪兩側由志工親手栽種的上千棵苦苓樹，更多次入選為天下雜誌『微笑臺灣 319 鄉』的特

色景點。 

     特殊離奇的傳說歷史：百年『靈安宮』是社區信仰中心；『聖娘廟』相傳自清代就有其奇聞異事。古厝

亦常見於社區。如『吳家多護龍和院』、『姚清水老厝』等，都是超過百年的建築，在在記載著地方歷史的

身影，訴說著在地的故事。而於民國 90 年挖掘出 3,500 年前的『上沙崙遺址』，也成為地方最早存在文化

的歷史證明。彙集著古厝、老廟及文化遺址等文史資源，使樹下社區輻緣雖小，卻集眾多特點於一身，在

新竹市這般的都市叢林裡，承接著自古留下的文化傳統。 

 

 

社區以老樹、古廟及羊腸小徑聞名，稱為地方上的『三多』 

，同時擁有著名的竹香吊橋。 

1. 9 棵百年老樹，也是新竹市老樹最為密集的社區之一。 

2. 百年『靈安宮』是社區信仰中心；『聖娘廟』相傳自清代 

    就有其奇聞異事。超過百年的古厝建築亦常見於社區。如『吳家多護龍和院』、『姚清水老厝』等。                        

社區致力於社造工作推動，103 年獲選為「新竹市社區藝文深耕推廣」之社區，發展「宋江蓮花鼓」並記

錄鼓譜，傳承社區傳統。104 年再度獲得文化局補助，印製社區文化地圖及繪本透過耆老訪談及社區踏勘，

記錄樹下社區，朝發展社區深度之旅的目標邁進。 

                                                     

社區簡介 

社區特色 

 

新竹市香山區樹下社區發展協會 

104 年度新竹市社區薪傳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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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水源社區與千甲社區一帶，乃為新竹市少數仍保有農村風貌的地帶，圍繞著都會區的水圳與農

田，與繁華的高樓大廈形成強烈的對比，使當地別具傳統風味的景象，每年的九月底到十月初，由當地農

民種植的韭菜會盛開白色的花朵，淡淡的香氣飄鼻，也成為象徵家鄉的獨特味道。 

社區資源現況：新竹市水源社區位於頭前溪

旁，自來水公司從頭前溪汲取水源至隆恩導水路的

分水工，將水源作區分，成為新竹地區民生、工業

及灌溉用水的主要供水來源(其中民生用水需另送至

新竹第二淨水廠經淨水程序處理)，故水源社區有「新

竹市水源地」之稱。 

 

 

 

 

水源社區位居新竹市水源地的重要地位，其範圍內有許多特殊意義的歷史文化及古蹟建築： 

(1)隆恩圳：承載著新竹市用水來源的隆恩圳，百年以來仍保有完整灌溉之圳道，實為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2)市定古蹟─「新竹水道-取水口」、「新竹水道-水源地」：為大正時期台灣水道設施的代表，同時也象徵著

一個城市的文明與進步 

(3)石雞母：居民在橋旁放置狀如母雞的石頭鎮守，象徵將蜈蚣吃掉，地方才得以寧靜。後來由於石頭不見，

才重新打造石雞母及小雞雕像。 

(4)靈安宮打鞦韆：早期認為此地是「水蛇穴」，故建立鞦韆打轉，象徵將水蛇甩直，避免水蛇危害地方。此

外，相傳鞦韆能讓不孕婦女順利懷胎，故也吸引許多人慕名前來。 

(5)百年刺桐樹：早期，原住民以刺桐開花的季節判斷四季，故刺桐也被稱為四季樹。然而，近年來刺桐因

飽受原產非洲刺桐釉小蜂的破壞，導致台灣大多數的刺桐無法開花或死亡，更顯得百年刺桐樹彌足珍貴。 

(6)許家水車：該水車是水源地區目前唯一的水車，其主要功能為引水灌溉許家的蓮花池。 

(7)林家花園：林家花園為景觀設計師 林昌慶先生一手打造，以自然生態的方式保有池塘，並透過綠美化植

栽將園內化身為具有親水性的美麗景點，頗具江南風情特色。 

 

社區簡介 

社區特色 

社團法人新竹市婦女社團聯合服務協會 

104 年度新竹市社區薪傳計畫 

 
(源婦女社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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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口：根據新竹市北區區公所公布之資料，本社區至民國 104 年 5 月總人口數達 4,727 人，其中男

性為 2,274 人、女性有 2,453 人。 

2. 地理：社區內主要為住宅公寓、大廈，佔地面積於本社區較大的主要為天公壇公園以及新竹教大附小。

本社區位於新竹市北區，大致為全新竹市中央地區，東以西門街 201 巷、林森路 210 巷與新竹市東

區、新竹市北區興南里為鄰，西以客雅溪與台溪里為鄰，南以林森路與新竹市東區相接，北以中山路

與西雅里相鄰。整個社區共約 13.37 公頃。  

3. 景物：除了主要的住宅公寓與大廈之外，本社區的天公壇吊橋，為新竹市夜八景之一。另外，去年十

一月，天公壇龍柱在育英里剛剛落成，目前為世界第一高（25.16 公尺）的龍柱。天公壇公園緊鄰客

雅溪河段，環境優美，景緻獨特，夜晚搭配燈光，親子到此覽勝、遊憩為最佳選擇。 

 

 

育英社區 104 年參加文化局「學校社區手牽手」計畫，

與竹大附小合作，調查社區資源，讓居民認識自己的家園，

並且製作社區地圖的模型，提供學校教學使用，做為社造

之第一步。 

 

社區特色 

社區簡介 

 
新竹市北區育英社區發展協會 

104 年度新竹市學校社區手牽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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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巴哈克協會於千甲經營社區協力農場，協會 

工作人員多由都市原住民組成，一同於新故鄉推行 

有機農業與傳統文化傳承。七八月的盛夏時節，里 

巴哈克協會將會舉辦傳統祭儀，讓社區內原住民在異鄉仍能維持其文化傳統並，同時與千甲傳統社區文化

做雙向交流，凝聚社區意識。 

里巴哈克協會的目標是關心都市原住民的權益與生活，不僅照顧都市原住民的經濟生活，也試著發展

文化傳承，讓更多的族人了解自身族群的文化價值。協會在千甲社區建立社區協力農場，傳授有機農業知

識、確保小農收入、避免惡性削價競爭。 

     

    清華大學新竹社會媒體實作社成立的目的在於以定期發表刊物的方式外界介紹新竹縣市不同社區的人

文特色風景。因此與協會合作，共同參與豐年祭的籌備過程。用文字與影像記錄最真誠的社區營造，豐年

祭的舉辦不僅凝聚社區情感、更為重要的是傳承族群文化。 

 

 

 

1. 主要是關心都市原住民的權益與生活，同時照顧

都市原住民的經濟生活及發展文化與傳承，讓更

多的族人了解自身族群的文化價值。 

2. 藉由里巴哈克協會，千甲社區中已建立社區協力

農場，並且傳授有機農業知識，讓都市原住民了

解也確保小農收入，特別避免惡性削價競爭。 

3. 藉由里巴哈克協會，千甲社區中已建立社區協力農場，並且傳授有機農業知識，讓都市原住民了解也確

保小農收入，特別避免惡性削價競爭。 

 

 

協會簡介 

 

 

 

 

 

 

 

 

 

 

 

 

 

眼前這塊田，不是一般人印象中整齊工整的菜園景象，一個個小土坵上，有著零星

的菜，草倒是不少，讓它顯得自然又帶點狂野。田裡頭有風力發電機與太陽能板，它既

前衛又現代，千甲農場位在新竹市邊緣，它的經營模式有沒有可能開創農業的新風貌… 

 

 

新竹市里巴哈克協會 

104 年度新竹市學校社區手牽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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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特色 
 



 

 

      社區資源現況：「金山面」是個古地名，原為一個傳統客家聚落，早期位於竹塹城的東南邊，

現今是新竹市的最東緣與新竹縣交接的邊區。「金山面」─這個地名在清朝雍正年間就已出現，距

今有兩百多年，因為其「東南方有狀如『金字』的孤立山丘，以建聚落於『金』字『山』下的河階

『面』上」，所以稱之為「金山面」；直到園區的進駐，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才讓金山面真的成為了

名副其實的「金山」。清朝中末年的唐山到台灣，甫開墾之際的金山面主要為客家聚落，以信奉「金

山寺」為軸心；1949 年的政治避難、國民政府遷台，隨大陸來台的國軍組成了「陸光新村」、「中

興新村」，於是有了外省族群的加入；直到 1950、1980 年因為工業化及科學園區的設立而引發的

城鄉內部移民。這三波的移民也象徵著整個台灣移民社會的縮影，帶來多元的族群。金山社區位於

金山里昔名柯壢坑，日據時期稱金山面保，早期大多數務農為業，光復後陸光新村遷入，使得本里

住戶遞增，客籍為主外省籍次之，本里並無省籍之隔閡，鄰里相處融洽。陸光新村為因應眷村改建

已於 95、5、31 前全部遷至武陵路，原址部份為台糖商業用地，部分為文中用地。金山里除了科

學園區外，還隱藏相當豐富的人文色彩，如金山面山、五步哭山、風空、柯壢口、鄭家古宅、開山

伯公老樟樹、風空百年伯公老樟樹、風空百年 

伯公老龍眼樹等。社區人口：總戶數 2,565 戶， 

男 3,245 人，女 3,302 人，總人口 6,547 人。 

 

 

 

 

 

1. 金山社區有鑑於新科國中太鼓隊的成績斐然，因此結合新科國中既有學生資源(學生亦可成為課程

小老師)，將太鼓藝術推廣至社區，進而變成社區文化特色之形塑，學生參與、互動與活力的注入，

增加社區居民與老人家的參與，活絡祖孫/親子及居民之間的感情，達到高齡友善、健康樂活社區

的效益。 

2. 社區擁有『服務學習換工』的精神，由社區服務志工帶領自願服務的新科國中學生，透過社區環

境打掃/維護工作與關懷弱勢家庭/社區老人，增加社區學子(學區關係，學子多為社區的孩子)與在

地的連結，學習開始注意社區公共議題與建立社區服務的觀念，落實青年學子參與社區的願景。 

 

 

社區簡介 

社區特色 

新竹市東區金山社區發展協會 

104 年度新竹市學校社區手牽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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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村社區位於新竹東北方山坡地帶，全里面積約 5.5

平方公里，居民生活簡樸、務實，區內山形平緩，景色秀

麗優美。 

香村里是一個很純樸的社區，居民大部份是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農民，因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及鄰近的玄奘大學

的存在而有所改變，以前以務農為主，現除務農外也做起

小生意以應付學生們的需求，同時外地人也遷入不少，新

興小社區不斷增加生活生態不斷的改變，也提升香村里民

素質和多樣性。 

    社區業務施展愈來愈繁忙、越有挑戰性，在里長和社區發展協會新任理事長葉國文團隊帶領

下與協會內部總幹事與義工們等夥，大家團結一致為社區付出。雖然協會志工少，但熱心熱情如

火，推動社區活動、關懷站業務：電話訪視、餐飲服務、健康促進等，各類活動一年比一年辦得

更好更出色，成為幸福社區。另結合志願服務與社區資源辦理社區照顧，促進社區居民參與志願

服務以關懷社區老人，由社區志工服務社區老人，增進社區居民互動與互助，並落實老人福利。 

 

 

 

    傳統戲劇歌仔戲發源於台灣，是深具特色的文化資產。對長者而言，是具熟悉但又有點陌生

的戲劇藝術，而年輕一輩更是不知所以。觀眾可以透過觀賞戲劇的演譯，而獲得忠孝節義的歷史

禮教，並進而達到教化人心，端正社會善良風俗的效果。現代人資訊發達，工業社會劇烈變遷，

聲光效果及感光的刺激更是多樣化和速成化。因此，此次更與玄奘大學戲劇系、元培醫事科技大

學觀光系結合，將現代的戲劇因素帶入，使傳統與現代戲劇結合！讓盛況不再的戲劇，因集合了

音樂、舞蹈、身段、唱腔及扮相等等的各種美學內涵，也慢慢發揚光大。 

    香山區的香村社區這是一個結合玄奘大學、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及住家型的混合型的社區，一

塊民風純樸環境清幽的淨土，社區居民學習意願高，也喜歡接受不一的知識跟才藝，對戲劇的喜

愛更是熱烈，已定期學習傳統戲劇如歌仔戲等。 

 

 

 

社區簡介 

 

社區特色 

(源自中國時報) 

新竹市香山區香村社區發展協會

會會 

104 年度新竹市學校社區手牽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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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區資源現況：(1)社區古官道設施及行銷故事已規

畫，營造亮點已具；(2)社區與朝山國小完成社區阮家

有香山阿母的故事圖文及寫畫將在地人文特色用生

動有趣的故事包裝值得推廣；(3)社區已有香山阿母豐

富多元的生活形象，是社區的價值元素；(4)社區與朝

山國小以社團多元方式合作，關係密切。   

2. 社區目標：(1)我阿母故事藝文作品─常態性的把完成作品，定期在香山火車站前廣場做靜態展；（2）

深耕在地特色記錄：整合朝山昔景老照片故事，找出照片中的人物現身分享故事並做記載做為展覽。 

 

 

1. 接 97 年王淇郎老師，為香山火車站慶祝 80 歲生日，創造阿母的形象，建立朝山社區特有形象及

提升知名度，增加社區文創產業曝光率。讓家裡的媽媽您知道，您就是（香山阿母）的代言人。 

2. 將（香山阿母）的代言人，以文化導引入對社區生活的理解，進而從生活理解中融入本土語言，最

終回饋社區文化的再生，並且與學校合作落實代間教育傳承家庭故事。 

社區特色 

(源自朝山社區發展協會) 

新竹市香山區朝山社區發展協會 

104 年度新竹市學校社區手牽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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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簡介 



 

照片來源： 
風動竹塹發展協會 

 

香山社區發展協會 

 

公園社區發展協會 

新竹市政府城市行銷處網站 

前溪社區發展協會 

前溪社區 FB 

 

東昊生活館 

 

竹蓮社區發展協會 

新竹市政府城市行銷處網站 

南勢社區發展協會 

新竹市政府城市行銷處網站 

 

           

 

新竹市婦女社區大學 

 

東森旅遊雲 

http://travel.ettoday.net/article/424043.htm 

 

里巴哈克協會   我們的島 

http://ourisland.pts.org.tw/content/%E5%8D%83%E7%94%B2%E8%BE%B2%

E5%A0%B4%E5%9C%93%E5%A4%A2%E8%A8%98#sthash.4oyS8lLb.dpbs 

 

金山社區-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492690 

 

香村社區 –中國時報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531002812-260405 

 

朝山社區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377715332472589/?fref=ts 

 

樹下社區發展協會 

http://dep-tourism.hccg.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96%B0%E7%AB%B9%E5%B8%82%E6%9D%B1%E5%8D%80%E5%89%8D%E6%BA%AA%E7%A4%BE%E5%8D%80%E7%99%BC%E5%B1%95%E5%8D%94%E6%9C%83/306726856197402?fref=ts
http://dep-tourism.hccg.gov.tw/
http://dep-tourism.hccg.gov.tw/
http://travel.ettoday.net/article/424043.htm
http://ourisland.pts.org.tw/content/%E5%8D%83%E7%94%B2%E8%BE%B2%E5%A0%B4%E5%9C%93%E5%A4%A2%E8%A8%98#sthash.4oyS8lLb.dpbs
http://ourisland.pts.org.tw/content/%E5%8D%83%E7%94%B2%E8%BE%B2%E5%A0%B4%E5%9C%93%E5%A4%A2%E8%A8%98#sthash.4oyS8lLb.dpbs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492690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531002812-260405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377715332472589/?fref=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