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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社區發展協會位於屏東縣滿州

鄉，丘陵環抱著矮山間的谷地，行政區

範圍含括里德村3個聚落，包括欖仁聚
落、山頂聚落和里德聚落，並延伸至恆

春半島東岸，全臺著名的佳樂水風景區

即是位於里德社區內。自恆春沿著屏

200縣道向東，經滿州中山路圓環的警
察局旁鄉道前行，在經過里德橋後即可

抵達村落。

自101年3月起，在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團隊合作與協

助下，里德社區開始發展生態旅遊。社

區夥伴和研究團隊利用工作會議的討

論，活化社區組織，強化協會夥伴的溝

通與互動，亦不斷培訓在地居民使其成

為解說員，希望透過生態旅遊促使在地

居民能擁有額外經濟收入，也藉由遊程

路線的規劃與解說設計，引領民眾體驗

自然、欣賞自然，瞭解環境保育與社區

永續之關係。漸漸地里德社區已建立生

態旅遊解說服務的團隊，可為民眾解說

富涵環境教育的知識內容。同時為了確

保生態旅遊的永續發展，成立里德社區

巡守隊，每位受訓的居民都必須成為隊

員，每日巡守欖仁溪，一方面藉此瞭解

生物資源的狀態，另一方面可以嚇阻違

法在此捕獵伐採的非法活動，維持欖仁

溪豐富的自然生態。

在持續的環境保育行動及社區居民

培力基礎下，居民開始積極主動投入生

態旅遊工作，甚至後來推出的夜間監

測，以及志工清潔日，都讓更多人參與

社區組織介紹

地 址

網 址

：屏東縣滿州鄉里德村山頂路57號

：https://zh-tw.facebook.com/Lide.Ecotourism/

屏東縣滿州鄉
里德社區發展協會

優等

重拾尊嚴、鷹樂飛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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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從遊客滿意度調查結果顯示，遊

客再度來訪的意願很高，也讓社區居民

有了不少的成就感。這些結果不僅讓在

地居民看見希望，也更有信心能夠繼續

走生態旅遊這條路。在產官學充分合作

下，藉由發展生態旅遊，改變老一輩以

鷹為食導致的盜獵、濫捕風氣，已奠定

良好的生態旅遊發展基礎，創造在地的

就業機會，扶振地方產業，增加當地經

濟收益，發展過程所堅持永續及保育的

在地行動，最終尋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

發展道路。這是，里德社區自一個令人

憂心的獵鷹部落，因生態旅遊的環境教

育而成為護鷹部落的動人故事。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建置環境教育解說員培訓機制

訂定里德社區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機

制，第一階段成為社區解說員須透過社

區參與巡守隊瞭解當地資源，每年度排

定環境教育及生態相關課程，持續培訓

社區生態解說員及志工，取得解說認證

之人員亦進行時數80小時之複訓，透過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及輔導單位的初級

解說認證，即可參與社區解說服勤。

第二階段為通過里德社區解說員認

證後，即可進入環境教育認證階段，透

過120小時的環境教育人員訓練，以及
通過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後，擴大協助社

區推動環境教育服務內容與深度。

建構永續發展體系

為落實環境教育及朝向永續發展的

目標前進，里德社區推動生態旅遊、社

區關懷、手作文創、人員培力、生態保

育、文化保存、百里飲食、其他社區產

業八大結構。除了發展已久的生態旅遊

外，更延伸發展出社區菜園，運送食材

的碳排放幾乎為零。

社區自發淨灘，透過藝術家進駐，

將淨灘的海洋廢棄物重新製作成敲打樂

器，並融入社區在地民謠，將在地文化

保存發揚；為了傳承，也結合在地周邊

學校合作在地民謠練習及表演。

結合通過環境教育認證人員作為環

境教育種子教師，協助推動各機關、學

校、社會團體環境教育宣導，102-104
年至滿洲區域鄉公所及4所國小進行54

在生態解說中找回自信與珍貴的在地環境知識

重拾尊嚴、鷹樂飛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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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的環境教育宣導，所觸及學生與職

員總計1,258名，106年社區環境教育人
員也至恆春工商分享，觸及600名以上
學生及教職人員。

近3年發展生態旅遊聯盟，透過交
流與實作分享，帶動周邊社區擴大環境

教育版圖，提升在地學童愛鄉土之環境

保育意識，以及區域內社區轉變成為具

有環境教育意涵的生態旅遊。

發展環境教育教案多樣且豐富，更

將所研發的教案進一步納入國小中高年

級的教具箱，擴大環境教育的影響層

面。

推動心得
里德社區是一個地處偏遠、人口外

流嚴重、產業發展不易、資訊短缺及經

濟弱勢貧困的社區。當初甚麼叫做社區

營造一概不知，只知道社區工作皆由

1-2位幹部運作，然後申請一些公部門
活動經費補助，緊接著任務結束後，協

會財務歸零，對社區發展無所幫助；之

後社區經由97年接觸屏東縣政府環境
保護局的清淨家園計畫案開始，以及

98-100年連續3年承接全國最多的5社區

文化傳承與深化-結合國小合作民謠文化傳承

社區生物多樣性營造-原生及誘蝶植物栽植 定期辦理海岸線清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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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聯合環境改造計畫案，還有102-
104年的環保小學堂計畫，從此奠定了
社區營造基礎。在102年曾經代表屏東
縣參加全國第2屆國家環境教育獎，但
因努力尚待加強而未入圍得獎，但我們

不氣餒，繼續為社區環境教育而努力；

歷經3年再參加全國第5屆國家環境教育
獎，這次入圍了，社區夥伴們高興萬

分，感動的擁抱而泣，想不到一個實際

居民住不到130人的聚落，知識層級又
不高，能入圍著實不簡單。

里德社區的成長，在於社區理事長

與幹部及社區夥伴們的辛勞，經100年
底，以生態旅遊進入社區輔導及建立夥

伴關係的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與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森林系陳美惠教授學生團

隊，建立了「產、官、學」良好合作關

係。

起初社區居民抱著懷疑的態度，是

不是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經費太多了，

是來消化經費的，但經過一段時間的說

明會後，深獲居民的贊同。而後生態環

境解說員培訓，過程中，輔導團隊發現

室內課程對居民而言較為吃力，由於居

民多半為年紀較大的長者，密密麻麻的

文字講義，很難去閱讀，因此在請專業

師資上完課之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團

隊會再利用實作教學方式，每週4小時
在生態旅遊路線上進行演練，採取引導

式的教學，讓居民的在地知識、生活經

驗與生態知識相結合。

透過環境教育的過程，看見居民的

轉變，原本不積極的居民都開始努力學

習，即便講義的字密密麻麻，仍吃力的

戴著眼鏡閱讀，課堂上也努力的記著授

課講師的重點，不會寫字的阿嬤，也利

校園自然生態環境教育宣導

社區解說員回訓及環境教育培訓課程 社區解說員曾銘杰充滿自信為遊客

解說欖仁溪生態

風災後社區志工整理欖仁溪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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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依稀還懂的注音，一字一字的記錄

著。原本緊張害羞的居民，也在訓練過

程，開始懂得如何克服這樣的緊張、害

羞，造就現在可以滔滔不絕的闡述想要

表達的解說內容。

在此最懷念的是潘正玉阿嬤，她不

識字，但很努力做筆記，記載著自己看

得懂而別人看不懂的文字，每天晚上睡

覺躺著還再熟背，精神可敬，最後當然

也通過認證，成為社區解說員，但去年

因身染重病而身故，實為可惜。

如此達到應上課時數，再經墾丁國

家公園管理處認證通過，開始遊客導

入，從踏入里德社區生態旅遊第一步，

除生態導覽解說外，還有風味餐、接待

家庭、大果藤榕（愛玉）與五節芒或

山棕葉小掃把手作課程，再與社區農產

品，如雨來菇、黑豆、紅龍果及文創產

業等相結合，提高居民生活經濟收入，

並維持良好的生活環境。

里德社區「浮浪拱打擊樂團」是在

104年某一個機緣下，結合「藝術家駐
村計畫」來社區藝術創作之時，動員社

區民眾撿拾許多海上漂流物作為創作素

臺東達魯瑪克部落參訪

百里飲食與低碳生活-社區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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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進而完成藝術創作，但剩餘漂流物

該怎麼辦？藝術家教導我們可以作為敲

打樂器，就這樣組成「浮浪拱打擊樂

團」。「浮浪拱」一詞解釋，從海邊撿

拾之浮球、海棉浮漂等當樂器，既響應

資源回收再利用，又有不花金錢的樂

器，是環境教育活教材。

「浮浪拱」另一解釋，用臺語發音

是形容做事沒定性的人、沒用的人，但

在社區裡面怎樣營造變成有用的人，就

像浮浪拱打擊樂團一樣，大家共同努

力、團結一致，這就是社區營造精神所

在。

未來展望
建立巡查通報機制與加強執法工

作，全面取締違法獵捕行動，落實自然

生態保育工作；再來將落實在地居民參

與保育巡守工作，與公部門建立友好夥

伴關係。

促進地方居民對在地文化與生活環

境之自信心與維護之意識，有助於當地

居民對地方整體發展之參與，進而提升

當地生活環境的品質與地方之經濟水

平，將藉由產官學合作，帶動三生一體

的在地生態旅遊與環境教育產業，並利

用環境教育課程，培養社區居民對於環

境保護相關議題的重視及落實。

持續關注自然生態資源與地方具特

色的文化資源得以受到保護與永續存

在，以免因過度開發與不當利用所造成

的資源衰退與環境破壞，而達到保育與

經濟開發兩者雙贏的局面；協助社區解

說人員成為環境教育人員，將社區生態

旅遊地轉變成環境教育場域，發展生態

旅遊與環境教育結合。

移除外來種銀合歡

藝術家駐村結合在地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