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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廍社區發展協會位處臺南市後壁

區最北端，緊鄰八掌溪與嘉義縣鹿草

鄉，南接菁寮、墨林，三里合稱「無米

樂社區」。先民大都於明朝末年崇禎2
年（西元1629年）由福建省同安縣一帶
移民到此拓荒墾殖。世代務農少有異

動，直到民國（下同）60年代農業社
會轉型後，多數年輕族群移居外地工

作。聚落內以黃姓為主要姓氏，大多為

同姓氏之族親。因地理氣候環境適宜，

種植甘蔗、稻米及部分旱作，當時後廍

社區廣植甘蔗，糖廍林立，故名為「後

廍」，全里162戶，人口497人，區域總
面積72.21平方公里，是典型的農業聚
落。

在95年崑濱伯的冠軍米雙重加持之

下，以及菁寮、後廍、墨林里里長及3
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共同攜手推動

營造工作與活動後，全面打響「無米

樂」名號，讓原本被世人遺忘的典型純

樸農村，成為稻作農業的典範地區。後

廍社區以營造後廍甜蜜新故鄉為出發，

陸續進行糖廍文史調查、清淨家園髒亂

點改善、幸福花園綠美化等計畫。

後廍社區99年參與勞動部多元就業
開發方案，提供在地中高齡、二度就業

勞工有在地就業的機會，並辦理環境教

育導覽課程訓練、傳統技藝之傳承、文

創產業開發培訓；而為加強人文教育、

環境景觀、自然生態與社區連結，自

100年起，也陸續參與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水土保持局（以下簡稱水保局）農村

社區組織介紹

地 址

網 址

：臺南市後壁區後廍里31號

：http://wumile.webnode.tw/

臺南市後壁區
後廍

社區發展協會

無米樂青銀共創「農村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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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計畫、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

簡稱環保署）環保小學堂計畫，並利

用社區閒置空間，建置家戶微循環系

統、生態池復育藺草植物、石車、24節
氣諺語步道、自然堆肥、垃圾減量、落

葉堆肥研習等；另外，結合地方特色產

業文化，辦理農村環境體驗研習活動，

如米食、黑糖、茄芷編織及相關環保生

活教育等，極具農村特色學習課程，把

50年前的農村生活重現。105年參與勞
動部培力就業計畫，提出「打造遊子返

鄉路-青銀攜手，共創未來」，招募青
年返鄉投入環境教育推廣，傳承農村文

化、友善環境之理念。 

而這些努力，讓後廍社區99年榮獲
環保署全國績優社區、101-103年連續3
年榮獲環保小學堂績優獎、102年入選
勞動部雲嘉南地區社會企業發展潛力單

位、105年榮獲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推動環境教育「社區組」特優獎殊榮，

在今年更代表臺南市參加第5屆國家環
境教育獎，入圍前6名績優社區，更鼓
舞社區居民人心，在推動環境教育的路

上更加有動力。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後廍社區於95年開始推動社區營

造，101年透過環保小學堂計畫，推動
親子參與環保教育工作。

宣導自然無毒農村生活

建立家戶微循環系統、自然堆肥、

垃圾減量、資源回收再生利用等計畫，

今年更進一部教導居民製作水果酵素清

潔液，除有效推廣廚餘垃圾再利用外，

也計畫發展成為社區另一項產業。在改

造「幸福花園」生態池方面，將過度蔓

24節氣諺語步道

在地媽媽指導傳承藺草編織技藝

無米樂青銀共創「農村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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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植物清除，種植多樣性水生植物，

且針對後廍原有的三角藺草植物整理復

育，並將施作多年已腐壞的拱橋重新修

復，將藺草編織袋的綠色環保理念持續

推廣，帶動更多在地居民投入藺草編織

工藝；另外，將老舊的三合院整修變成

民宿、豬舍變成茶間，整修活化空間再

利用，作為綠建築的典範。

推廣環保農村戶外教學

提供農村文化深層體驗教學活動，

辦理入股無米樂農村下田種稻務農體

驗；結合社區媽媽米食料理與社區特

定風味餐，食材來自運用生廚餘堆肥

耕種出來的蔬果所製；結合特定農產

業手作活動及土壟間碾米體驗，發展

農村即是最自然環保的生活，並辦理

無米樂鄉村之旅，建立農村接待家

庭，與參訪遊客建立親善關係，並實

際體驗保留維護的傳統建築家屋，透

過無米樂農村學校，讓在地居民與熱

愛無米樂人士入股無米樂，成為無米

樂最佳宣導大使及榮譽村民。

導入環境教育課程

加強環保與環境教育理念，鼓勵社

區老少學習導覽解說，並給與獎勵。這

幾年來，透過環保小學堂計畫，邀請專

家學者莊孟憲老師、荒野保護協會黃嘉

隆理事長、東海大學景觀學系黃章展系

主任指導授課，為社區生態資源做田野

調查及環境教育課程規劃。

利用環境的支應性，進一步導入環

境保護教育課程，以稻米為出發，融入

三生「生產、生活、生態」進行環境學

利用廚餘洋蔥皮，宣導天然植物染

在地媽媽親自指導三角藺草用石碖碾平過程

教學，傳承給在地培力工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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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教育、體驗及發展社區經濟，讓參

訪者實際認識與體驗無毒自然的農耕方

式與維護、永續農村文化，由社區向外

拓染環保意識與永續生態概念，在日常

生活上的落實應用。

透過米利用、米行銷、米產品、米

故事、米教育、米產業、米友善、米景

觀等特色，推動農村微旅行體驗活動，

例如稻米田體驗、公共空間「稻稻來」

（三生結合區）、稻草藝術創作比賽、

庄腳人ㄟ菜架子（假日市集）、無米樂

彩繪稻田、菁寮國中自給農園、菁寮國

小實驗田與倒吊穀、有機禾鴨田、後廍

24節氣諺語步道。走入後廍社區的24
節氣步道，認識節氣，從走入大自然

開始，每個花開、花落都與節氣息息相

關，農夫靠天吃飯，敬天畏天，順應大

自然的力量，農事生產都有屬於它的時

機，順應天就能自然。

後廍社區除依編定計畫執行外，更

加強環境教育與農村生活的關係，如三

合院就地取材的竹編夾泥牆，竹與木材

都是環保綠建築；古早堆肥間自然無毒

環保的農村生活等，農村生活即是環境

教育的最佳實踐者。

推動心得
後廍社區從事營造已將近10年，從

清淨家園環境改造做起，到綠美化推動

社區環保觀念，進而資源回收、節能減

碳宣導與實現，99年榮獲環保署全國環
境保護模範社區，101-103年再獲得環
保署環保小學堂補助，更提升了社區居

社區推廣環保酵素

推廣米食教育，透過老師指導，大人

小孩都能簡單上手的米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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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環保素養，為臺灣社區推動環境教

育工作而努力。100年6月5日環境教育法
施行後，臺灣約300萬人每年每人需要有
4小時的環境教育課程，如果可以將無米
樂社區認證成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將

可以讓後廍社區未來發展帶來新契機。

後廍社區部分稻農雖仍維持慣性農

法，但經過這幾年社區環保意識與自然

農法的推廣後，居民對環境教育的觀念

開始有了改變。以里山倡議的核心概

念，確保生物多樣性的稻田生態系統，

結合傳統稻、鴨共生的耕作方式，營造

微生物菌及循環使用自然資源，達到環

境友善的自然農法。    
現在農業的定位已經離開純粹只是

提供糧食的角色，因為環保意識抬頭、

休閒旅遊興盛，而形成農業的多元服

務，如大自然的療癒、親近自然的需

求、農村小旅行、傳統文化的發揚、知

識的學習等。

歐盟社會企業家體驗石車榨甘蔗汁

閒置老舊的三合院整修活化空間再利用，作為綠建築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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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透過認識稻米的生長過

程，與生物多樣性的關聯性，讓稻田不

只提供食用糧食外，還有涵養水源、調

節溫度、提供生物棲息生存空間、綠色

景觀、生態休閒旅遊、文化保存等多元

化功能，藉此讓民眾到農村體驗種稻活

動與自然農法的耕作種植，以提升民眾

對稻作生長與友善土地的認同，瞭解稻

米粒粒皆辛苦，進而珍惜糧食、愛護地

球。期許青年能夠返鄉，在農村人人可

以安居樂業、豐衣足食，這是我們最大

的願景。

未來展望
環境教育法規定，申請環境教育設

施場所認證，社區需具備有證照的環境

教育人員。104年初，後廍社區的理事

長與農村再生專員密集上完120小時的
課程，在時間與體力上對社區都是一大

考驗。

後廍社區已具備環境教育人員資

格，目前正積極將社區環境與設施場域

規劃完成，並撰寫環境教育經營管理計

畫書，並針對不同學習者，研擬完成3
套教案，準備申請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

證，冀望為社區帶來新商機與發展。

期望未來結合「環境教育幸福聯

盟」產官學的合作，整合資源及創新環

境教育特色課程，以及結合中華醫事科

技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嘉義大學

成為夥伴學校，串聯不同領域團體相互

合作，以觀光效益推動當地產業發展，

並結合環境教育課程，推動「稻米」產

業，達到環境永續，為地球環保貢獻一

分力量，無米樂加油！

農村割稻飯-提倡吃當季吃在地

農村體驗插秧活動

無米樂稻米小學堂-小豬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