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澎湖縣政府 

（一）推展社區發展執行概況 

1. 建立轄內社區發展協會有關資料，並建立專卷管理。 

2. 輔導社區發展協會會務及訂定年度工作計畫，並協助建立

會員大會及重要會議紀錄及案卷，執行率高達九成以上。 

3. 輔導社區發展協會依規定將年度預決算報主管機關核

備，社區會務正常率高達九成以上。 

4. 配置社會工作員 2 名，專責辦理推動社區關懷據點及社區

志願服務工作業務，普及率 52.08%。 

5. 督導社區發展協會執行各項建設及成果維護工作。 

6. 針對轄內社區發展協會辦理評鑑、考核及獎勵，並辦理工

作幹部研習活動。 

7. 編制社區發展手冊，包含如何辦理會務、財務及業務等標

準化作業程序及規範。 

8. 老人福利方面：成立社區照顧關懷據點，101 年度 18 個，

涵蓋率 52.08%(50 村/96 村)，其中由社區發展協會成立的

據點為 12 個。另為達成長期照顧服務社區化的目標，於

馬公市光華社區及白沙鄉講美社區成立日間照顧關懷據

點，延展在地老化的目標。更積極輔導社區發展協會辦理

老人餐食服務，推動樂齡學習資源中心及社區健康營造中

心。 

9. 兒童青少年福利：於望安鄉設立兒童少年社區照顧支持中

心，結合家扶中心辦理 30 場書香列車-行動圖書館計畫，

及建立社區保母支持系統，辦理社區宣導。 



10. 身障者福利：於馬公、白沙、西嶼設立身障者社區樂活補

給站，辦理輔具提供、心理諮詢、協助復健、親職教育等。 

11. 婦女福利：於西嶼鄉池東村及湖西鄉湖西村成立新住民關

懷據點，並於 6 個民間關懷服務協會辦理婦女健康講座、

教育研習及家暴防治等婦女福利服務工作。 

12. 資源與經驗較本島不足，但仍盡力執行各項社區發展工

作，績效較過去進步許多。 

13. 連結招商與觀光，提升社區發展工作能量。 

14. 辦理內政部補助案均能依限申請及核銷。縣府自籌經費辦

理社區發展工作補助案 100 年 236 件、101 年 291 件。 

15. 縣內各鄉鎮市公所皆建置由縣府-鄉市-社區之相互聯繫網

絡，為整合縣政府內有限資源，使其發揮最大效益，社會

處與縣府各局處聯繫密切。 

16. 結合大學、人民團體、基金會、機構推動社區發展工作。 

 

（二）主要特色 

1. 該縣老年人口比率在本(102)年已達 14％，縣府已投入大

量經費協助社區提供服務。 

2. 編製社區發展協會手冊，有助社區推動社區工作，並協助

建立會務、財務、業務的作業標準。 

3. 社工輔導社區關懷據點，在地札根，已有所成。 

4. 社區發展協會數與村里數幾乎接近，村里與社區整合為

一，有利推動社區發展。 

5. 全縣有 91 個社區，設置 90 個社區活動中心，且一村里一



個活動中心，有很優勢的空間資產。 

6. 社會福利工作與社區密切連結，以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

礎，分別設立老人、新移民、身障者、兒少的關懷照顧據

點。 

7. 運用社區資源人力辦理午、晚餐供膳服務，並有送餐志工

考核表，控管服務績效。 

8. 觀光資源豐富，深具地方社區發展特色，並結合農村再生

計畫，培植社區辦理各項福利服務，績效良好。 

9. 處長和社會處同仁精熟各社區特色及社區發展工作現

況，並積極協助各社區推動社區發展工作。 

10. 村里幹事兼任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有助於協會建立其文

書處理作業標準與流程。 

 

（三）問題檢討 

1. 社區活動中心的優勢，尚未充分反映在社區工作的

推展上。 

2. 社工與公所承辦人員的培力訓練活動較缺乏。 

3. 聯合社區提案還在起步，尚未展現良好成果。 

4. 鼓勵大專青年志工以暑期換工模式，協助社區進行

文史調查、社區服務工作。 

5. 社區天然資源豐富，如何協助社區建立在地特色，

融入關懷據點服務及課程，展現服務創意。 

6. 請提高社區圖書館的使用率。 

 



（四）建議事項 

1. 「社區調查」與「社區需求調查」及「社區福利需求調查」

是不同的概念，建議縣府能視情況進行所需執行之調查。 

2. 社區發展年度工作計畫內容詳細，建議未來工作計畫，能

優先陳述計畫的主要目標與重點，使計畫目標能清楚呈

現，以利後續執行。 

3. 對社區發展協會會員會費的收取，建議能協同公所輔導社

區討論收費的金額及居民接受度後，再適切訂定。 

4. 建議社區活動中心能做更多元的規劃與運用。 

5. 建議多辦理社工與公所承辦人員的培力訓練活動，

及辦理社區人才培訓課程，邀請卓越及優等社區講

師前往分享，培訓在地種子講師。 

6. 建議強化聯合社區的實施，並將成果整理呈現。 

7. 以一村一藝陣之推動，帶動社區活力及青少年文化傳承。 

8. 協助社區建立社區達人、匠師名冊，提供據點聘請講師之

參考。 

9. 辦理小旗艦計畫，鼓勵社區以 1+1 大於 2 的精神，推動社

區工作。 

10. 培訓課程可以朝分社區發展程度、不同福利推動事務與分

區辦理。 

11. 可以培養在地具有經驗的社區，以資深社區帶領新社區的

方式，導入各項福利服務。 

12. 社區工作的基礎為志工，請多多重視社區志工隊的訓練與

培力。 



13. 目前已辦理週一至周日 458 位中低收入獨居老人之午、晚

餐送餐服務，建議對於有需要早餐的失能且無法自行炊食

的獨居老人，提供早餐送餐服務。 

14. 目前有光華和講美兩個日間照顧中心，請儘速完成小門國

小整建日間照顧中心案，以嘉惠該社區需日間照顧的老

人。 

15. 102 年編列 100 萬元以共同生活圈的概念，聯合附近的社

區辦理社區發展工作計畫，請儘速執行，以發揮最大效益。 

 

三十九、澎湖縣西嶼鄉大池社區 

（一）推展社區發展執行概況 

1. 能因應社區特色與居民需求，推動社區發展工作。 

2. 社區居民踴躍參與協會，社區常住居民為 441 人，高達

32%(144 人)的社區居民是會員。 

3. 自民國 81 年協會成立時即將組織章程及相關辦法建置完

善，社區發展工作經驗和資料均有傳承，自成立迄今的資

料保存完整。 

4. 會務 (含行政管理)依照組織章程運作。會員有繳交會費、

定期召開會員大會及理監事會議、定期改選理監事、聘免

會務人員均提理事會通過、配屬組織均訂有簡則、各項會

議均作成紀錄並發文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5. 社區幹部積極參加政府及民間相關研習訓練。 

6. 相關財務管理工作均依相關規定辦理。 

7. 衛生福利部歷年補助經費已辦理核銷完畢。 



8. 積極結合社區資源與志工推動各項社區發展工作。 

9. 因應老化社會的來臨，積極辦理老人服務工作，績效良

好。 

 

（二）主要特色或創新項目 

1. 充分運用活動中心，辦理各項社區發展工作。 

2. 有撰寫辦理媽媽教室計畫書和預算書，並能與社區的各項

服務(例如：健康促進)結合辦理。 

3. 推動「踏涼傘」、「褒歌」、「五音排子」陣頭文化推廣，傳

承地方特色文化。 

4. 推動「古早呷」、「海菜美食」研習，行銷社區特色美食。 

5. 結合相關資源，進行社區綠美化工作，成效良好。 

6. 積極推動社區關懷照顧據點工作，解決當地老化問題，具

有良好成效。 

7. 社區婦女與兒童少年活動，辦理狀況良好。 

8. 社區設置「照顧關懷據點」提供服務與轉介，成果具體而

顯著值得鼓勵。 

9. 社區推動文化民俗藝術，內容豐富。 

10. 社區的外籍漁工，積極參與環境維護，主動協助清理港區

垃圾有效運用人力，值得鼓勵。 

11. 社區邀請大池國小學生及高齡長輩表演舞台劇，內容以魚

村及農村生活寫照為主，生動展現居民的情況。 

 

（三）問題檢討 



1. 辦理社區居民意見暨福利需求調查，並提出因應策略。 

2. 請建立收發文紀錄。 

3. 社區「踏涼傘」、「褒歌」、「五音」特色豐富，可結合文化

局社區深度文化之旅活動辦理。 

4. 可讓民眾親自體驗美食製作與品嚐在地風味，規劃與一般

旅遊行程不同的社區體驗行程。 

5. 社區海邊有相當數量的廢棄貝殼，可結合據點健康促進活

動，做為活躍老化課程的教材。 

6. 當地社區產業的推動具初步構想，但未來發展計畫較為不

足。 

7. 偏重於老人福利服務，對於其他福利服務事項較為缺乏。 

 

（四）建議事項 

1. 辦理媽媽教室成果豐碩，建議增加媽媽教室辦理次數，以

擴大參與面。 

2. 單據核章要押在收據、發票上，單據要注意有無發票章。 

3. 組織簡則中的義工隊名稱，宜改為志工隊。 

4. 中央補助之設備宜在器材上標明補助單位。 

5. 可邀請專業老師指導劇團成員肢體動作。 

6. 協會人員擔任講師，宜注意內外聘資格問題。 

7. 強化媽媽教室義工成為社區志工，提升服務職能。 

8. 社區有許多達人，可培訓其為健康促進講師。 

9. 社區工作的基礎為志工，請多多重視社區志工隊的人數增

加、訓練與培力工作。 



10. 利用現存的媽媽教室組織，推動多元面向之社區志工、地

方產品研發工作。 

11. 除老人福利服務工作之外，應該要針對社區其他需求辦理

其他弱勢族群服務工作。 

12. 健康促進活動中，應鼓勵長者穿鞋子，以避免運動傷害。 

13. 社區評鑑報告書中包含「第九屆理監事名冊」、「媽媽教室

名冊」。「義工隊名冊」，基於「個人資料保密之考量」例

如，出生年、戶籍地址、電話，部分數字可用＊號代替以

玆保密。 

14. 社區關懷志工 13 人，服務老人 132 人，在人力上負荷頗

重，應思考如何持續吸引社區民眾加入。 

15. 社區經費來源中，自籌比例達 25％，已有良好之基礎，未

來希望能持續鼓勵居民贊助，使關懷的水準能夠不斷提

升。 

 

四十、澎湖縣湖西鄉湖東社區 

（一）推展社區發展執行概況 

1. 能因應社區特色與居民需求，推動社區發展工作。 

2. 有組織章程及媽媽教室訂有簡則。 

3. 定期召開會員大會及理監事會議和定期改選理監事。 

4. 相關財務管理工作有依相關規定辦理。 

5. 社區婦女組織與志工服務良好。 

6. 積極結合社區資源與志工推動各項社區發展工作。 

7. 因應老化社會的來臨，積極辦理老人服務工作，績效良



好。 

8. 辦理公共設施之維護及管理與社區防災備災。 

9. 大手牽小手，大家動手來整理，將社區環境美化及綠化。 

10. 推動文化鄉土文化、民俗技藝(踏涼傘、文武轎及小法科儀

等)之維護及發揚。 

11. 推動社區藝文活動(如牆壁彩繪藝術)，辦理三代同堂親子

活動。 

12. 辦理社區守望相助，提升鄰里感情，共同掃除治安死角。 

13. 辦理媽媽教室活動，培養社區媽媽關心社區公共事務。 

14. 運用社會資源辦理社區福利服務工作。 

15. 推展社區全民運動，促進居民健康，並發展彼此陪伴照護

關懷的情懷。 

 

（二）主要特色或創新項目 

1. 社區資源盤點詳細(包含：人物、美食、產業、景點、節慶)，

能發現問題並提出因應策略。 

2. 充分運用活動中心，辦理各項社區發展工作。 

3. 有撰寫辦理媽媽教室計畫書和預算書，並能將媽媽教室課

程(烹飪、手工藝)與親職教育結合辦理。 

4. 鄉公所力挺社區服務方案，提供社區場地使用。 

5. 湖東古早味食譜深具特色，結合社區媽媽教室資源，每道

菜都有媽媽的味道。 

6. 社區綠美化工作展現藝術村的創意特色，令人耳目一新。 

7. 社區「踏涼傘」、「文武轎」、「小法」的民俗特色豐富，亦



展現文化傳承的成效 

8. 結合相關資源，進行社區綠美化工作，成效良好。 

9. 積極推動社區關懷照顧據點工作，解決當地老化問題具有

良好成效。 

10. 社區婦女與兒童少年活動，辦理狀況良好。 

11. 辦理社區新移民創新活動且對於增進新移民社區互動，大

有助益。 

12. 社區工作推動的過程中，由下而上，大家從做中學，彼此

傳承分享，老中青三代一起來，具有社區發展的精神。 

13. 傳統文化藝術的推廣非常具有地方特色，如美化的牆，每

一個的材質與造型都不一樣，具有獨特性。 

14. 社區對文化及景觀營造、民間舞蹈投入許多資源，在文化

圍牆美化、舞轎、花園整理等面向皆有成果。 

 

（三）問題檢討 

1. 社區居民 409 人，會員數 51 人，參與會員大會只有 18

人。應以社區居民需要的福利服務為優先辦理事項，以增

進居民對協會的認同，進而增加會員人數，或將社區活動

與會員大會結合辦理，以吸引會員參與會員大會。 

2. 服務/工作成果請依評鑑項目分類整理置放。 

3. 聘免會務人員請提理事會通過並報備。 

4. 請建立收發文紀錄。 

5. 請社區幹部積極參加政府及民間相關研習訓練。 

6. 社區盤點資料豐富，未來如何呈現湖東社區的好味道，達



成輕旅行的推動願景，社區如何能夠凝聚全體居民的向心

力，未來的推動步驟可再行思考。 

7. 如何創造與其他社區的差別化特色，規劃社區特有的深度

文化之旅，創造社區生產收益，可配合農村再生計畫做全

盤性規劃。 

8. 當地的文化景觀與歷史特色，尚未充分地整理與行銷。 

9. 社區的入口意象不具特色，無法展現社區的優點與創造他

人對其意象的了解與印象。 

10. 資料整理缺少目次、地點及日期。 

 

（四）建議事項 

1. 將社區農產和風味餐，以及社區的活動放到 youtube 網路

上行銷社區，增加社區之能見度。亦即強化影像在網路上

的行銷能力，把湖東之美傳播出去。 

2. 宜依據章程收取會費，凝聚會員向心力，並降低政府補助

比例。 

3. 文書資料整理，可依評鑑指標放置及有系統及清楚的歸

類。 

4. 預算編列需收支平衡，單據抬頭宜填寫完整。 

5. 社區產業行銷除了產品包裝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故事行

銷。 

6. 可把各式的石牆做為導覽的題材。 

7. 鼓勵發展老人照顧關懷據點，結合新移民與青少年服務方

案，做多功能的據點服務。 



8. 社區工作的基礎為志工，請多多重視社區志工隊的人數增

加、訓練與培力工作。 

9. 除老人福利服務工作之外，應該要針對社區其他需求辦理

其他弱勢族群服務工作。 

10. 健康促進活動中，應鼓勵長者穿鞋子，以避免運動傷害。 

11. 利用社區婦女組織，拓展為社區工作與發展的基礎人力。 

12. 建議將社區的傳統文化技藝與空間景觀優勢結合創造一

具觀光潛力的休閒產業，以利社區永續經營。 

13. 建議建立更具特色的社區入口意象。 

14. 社區經費來源其中 99％的資金來自政府部門的協助。建議

社區能逐步思考增加自籌經費的比率，使社區能夠朝向自

助的目標邁進。 

15. 暑期對青少年可以思考籌辦夏令營提供居民更多的學習

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