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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岐社區發展協會位於連江縣北竿

鄉，地處臺灣海峽西北西方，扼福建省

閩江之出入門戶，東南距基隆港約114
海哩，西南方距金門約52海哩，南方距
澎湖馬公約180海哩，西與福州市距離
僅40海哩，北竿島處於馬祖列島居中偏
右上之地位，為馬祖列島中的第二大

島。北竿島的地形狹長，由北而南之聚

落依序為后澳、塘岐、橋仔、芹壁、坂

里、白沙等村落。

塘岐村是北竿鄉最大的村莊，也是

北竿鄉的政經中心，具有商業活動、地

域寬廣、人文薈萃與交通門戶（北竿機

場）所在之村落。塘岐社區雖位於馬祖

中偏右上位置，即位於北竿鄉之核心地

區，社區總面積約152.2公頃，北竿鄉
三分之二的人口都居住於塘岐村內。因

地理位置緊鄰大陸邊緣，是屬於海洋性

與大陸性交會帶的氣候型態，適合推展

有機農業之發展，而整體北竿鄉氣候受

到季風影響，風向隨著季節變化而改

變，因而豐富了當地動植物生長，同時

孕育了多樣變化的蝴蝶生態，隨著季節

的更迭，不同的花卉也輪番上陣，形成

多采多姿的花海。

塘岐社區種植香草花茶基地「蝴蝶

花谷園區」位於塘岐村上方路段，早年

曾是村民倚靠前往鄰近村莊的小徑，因

荒廢許久及雜草叢生，於100年度申請
多元就業人力整治方案，利用從海邊淨

灘撿拾之漂流木，製造竹梯及周邊裝置

藝術，並重新種植在地四季花卉及設計

香草園區，豐富當地觀光景點。

社區組織介紹

地 址

網 址

：連江縣北竿鄉塘岐村64號

：http://surpassreality.wixsite.com/tanchi-c

連江縣北竿鄉
塘岐社區發展協會

優等

悠遊馬祖北竿島  漫步遊憩塘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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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岐社區於93年4月27日成立，由
周瑞國先生發起，並擔任第1屆理事
長，致力於社區經營。100年由周良裕
先生接任理事長職務後，有鑑於社區

人口結構面臨老化，社區文史、人文特

色、自然資源與產業結構不足等問題，

號召理監事與學校老師調查社區資源

並加以整合，於101年申請勞動部多元
就業經濟型計畫，開發蝴蝶花谷香草園

區、培訓在地導覽人員；申請教育部青

年發展署暑期工讀計畫，藉助臺灣大學

生的專長加入社區服務行列，也以常態

性的方式辦理各項多元化活動，廣受居

民與各界好評。這也代表塘岐社區在逆

境中不斷的追求進步，用熱情與學習的

心，推廣塘岐社區精神。

推動環境教育事蹟

蝴蝶花谷園區空間營造

營造自然生態的蝴蝶花谷香草園區

原本是連接橋仔村和塘岐村的一條鄉間

小徑，當建設越來越好時，有了方便的

主道路，此處漸漸被人們遺忘，雜草叢

生。塘岐社區於100年依著山勢尋找舊
時的步道足跡，園區內利用海邊淨灘拾

得的漂流木建造竹梯及周邊裝置藝術

品，製作特色的竹梯步道，成為現今蝴

蝶花谷園區的樣貌。沿著步道而行是

協會經營的香草園區，採用有機農法栽

種，並以天然山泉水灌溉，每到成熟季

節，社區阿姨們會採收、加工、完成包

裝後，再加以販售。

魔法不凋花藝研習活動

閒置空間再利用-營造蝴蝶花谷

悠遊馬祖北竿島  漫步遊憩塘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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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地文化記錄書寫
為社區寫故事「尋訪社區50年代的

故事」，曾經位處戰爭前線的塘歧村，

經歷過軍管時期，又加上物資缺乏，居

民禁止使用攝影器材，所以在塘岐社區

內未能留下早年的記錄。由塘岐社區號

召居民訪談耆老、口述歷史、文字轉

述、素人繪圖，要將這些難得的集體記

憶記錄下來，從常民生活、商業老屋到

信仰中心，勾勒出早年塘岐村生活的景

象，持續至今，仍為地區寫故事，希望

留下最珍貴的文化寶藏！

防空洞改造成藝文空間

舊有的2個防空洞38年屬於戒嚴時
期，開啟「單打雙不打的日子」，防空

洞就成了塘岐居民的第2個家，每逢單
號全村居民在晚餐後就帶著自己的家當

躲進防空洞，直至砲彈聲結束才能返

家。解嚴後，防空洞漸漸荒廢，變成社

區內雜亂的空間，塘岐社區集結居民著

手整理，利用地方自主營造計畫，重新

整理，利用彩繪與社區故事看板，將防

空洞變身成為炙手可熱的新興觀光景

點。

規劃深度導覽行程

為加強生態環境與社區的連結，透

過社區老故事與蝴蝶花谷香草園區、社

區產業手作體驗活動，規劃出一系列具

有特色的深度導覽行程，藉此推動環境

教育理念，更藉由導覽過程展現地區生

態文化與環境保育關聯的重要性。

推動心得
全民化環境教育共識的建立，必須

由生活面扎根，而對環境的覺知，也無

法僅藉由知識傳遞過程達到，須實際的

感受體驗與生活，才能建立人與環境的

連結。

塘岐社區一直再思索如何做到「社

區就是教材」，讓社區環境變成教室，

融入在地文化進入民眾生活，讓民眾感

活化社區閒置空間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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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在自己的土地上，型塑一個富含人

文歷史、環境風貌的「社區藝文工作

坊」，並以生活、生產、生態三生面向

作為社區核心價值，除提升鄉民對於愛

護環境的觀念，並呈現社區年度執行成

果外，最主要是要讓塘岐社區成為環

境教育的宣導主力，瞭解環境教育的意

涵，促進社區環境保護及文化活化利用

之效益。

社區發展推動過程中，最屬難能可

貴的是，有一群願意付出的志工夥伴，

默默的為自己的社區耕耘、服務與付

出，用這樣不求回報的精神，吸引更多

居民加入社區這個大家庭，願意成為社

區志工一起付出！近幾年，這股力量，

使塘岐社區從一個離島中默默無名的偏

遠社區，發展到能讓許多人慕名前來參

訪！這樣的動力，使大家與有榮焉，更

成為志工夥伴們進一步為社區付出的正

向動力。

我們穩健踏實、小心翼翼的推著塘

岐社區踏出每一步，成長雖然緩慢，但

成長的痕跡與眾人嘔心瀝血的結晶，卻

不容忽視。這些經驗，在致力經營並擁

有了基礎客源以後，也成為社區積極欲

向外傳承與分享的重點，環境教育的影

社區文化導覽課程

社區資源地圖繪製成品

面紙盒手作與彩繪課程



36

響力與渲染力，已在我們的努力下，看

見逐步擴散的雛型；而將這種精神自塘

岐社區擴散至北竿、全縣、全國甚至國

際，已烙印在居民心中，成為社區必須

堅持不懈的目標。

未來展望

短期（106-107年）目標，為
基礎建置期

在就業方面，以在地子弟為主，培

訓為導覽人員，培養足夠之導覽人員或

講師；推動異業結盟，與周邊商家協力

研發特色手作課程；研發在地特色伴手

禮，以現有特色為基礎，發展塘岐獨有

伴手禮；客制化手作課程，依據預約參

訪客源需求，規劃適宜之課程或導覽路

線。

在生存方面，建置網路資訊平臺，

完成塘岐社區網頁，以豐富之內容，吸

引民眾到訪；開發香草耕種面積，積極

尋求香草種植地，充實既有之種植資源

與收穫數量，以因應後續可能增加之客

源。

文化方面，先建立瞭解在地歷史文

化之人才資料庫，盤點社區仕紳耆老等

對象，蒐羅可能之文化史料人力來源；

辦理園區生態初階調查，藉以建立基準

點，並瞭解後續因可能之作為或因素，

致使園區生態系產生變化之基準點；建

立口述歷史紀錄，針對前述人才資料庫

之建立，依完成口述歷史之蒐集，據以

建置文字型態保留史料，彌補戰爭時期

史料登載不足之遺憾。

辦理漂流木再利用手作課程

推廣有機香草茶製作課程製皂教學手作課程

地球日活動攤位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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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108-109年）目標，則
為持續開發期

就業方面，須活化各機關單位的橫

向連結，加深連江縣境內有關單位相關

業務聯繫與合作，藉此掌握資源，有效

發揮既存資源之效益；社區產業串聯部

分，依據推動之異業結盟及伴手禮研發

結果，將社區可能之產業有效串聯，建

構社區特色之產業鏈。

生存方面，以建立遊憩平臺為主。

以社區為中心，逐一建構可能吸引民眾

前來之觀光要素，並以觀光客角度為導

向，將塘岐社區建立成為具有吸引力及

吸引民眾駐足的遊憩平臺或景點。此

外，多樣經營合作模式，串聯塘岐特色

商家，豐富社區之遊憩吸引力，導入可

使觀光客與民眾延長停留時間之要素，

參酌其他地方多角化經營模式成功案

例，融合為塘岐獨有之吸引力元素，建

立可行之經營模式。研發除現有之花草

茶外，可能之香草相關產品，將此特色

更為多樣化發揮，建立更多特色亮點之

面向。

文化方面，則進行園區生態進階調

查。針對園區之生態現況，可凸顯從建

立生態調查基準點至今，社區的努力所

產生的變化；或因氣候變遷因素，致使

原生態系有凋零趨勢，亦可作為最佳之

環境教育教材，並予以評估改善之可能

性。此外，也將口述歷史紀錄數位化，

由於口述歷史之蒐集，如僅為錄音檔，

將有傳遞不易之可能，因此規劃儘可能

完備各項取得史料之細節，並轉化為文

字與網路資料建置，豐富其傳遞管道，

避免再度遺漏或封存的可能發生。

長期（110-111年）目標，則為
穩定發展期

就業方面，希望成為北竿的行銷創

意中心。生存方面，藉由既有之農業基

礎，導入有機與精緻農業，打造全國著

名之花草社區。

而在文化方面，將以系統性建置與

傳承社區文化，並將社區文化與文宣數

位化，留存並發揚社區之發展足跡，豐

富社區文化傳遞之管道，杜絕文化傳承

斷線之可能性。

帶領社區民眾辦理雲林縣八德社區參訪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