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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楓樹腳文化協會

 
 

 

 

 

 

 

 

 

社區環境資料社區環境資料社區環境資料社區環境資料 

歷史沿革歷史沿革歷史沿革歷史沿革 

楓樹社區昔日舊稱下楓樹腳 成立於 1736 年 位

於台中市西南端 緊臨烏日 自古即為中部開發古道上

的重要農村聚落 從鹿港到犁頭店北上葫蘆墩 豐原

的中途休息村落。後因南接台中縣烏日鄉 北接台中港

的黎明路拓寬 舊有楓樹古道逐漸沒落 形成社區型巷

道。68 年因細部計畫 保留 30 年代台灣農村舊風貌

至今可見。 

社區內楓樹溪南北貫穿社區自行車步道現已完

工 溪畔楓樹綠蔭成林 公園綠地共 7處 北開發 3處

為小型主體性公園 分別是楓安、楓香、楓樹公園。中

國傳統佛道宗教信仰共 18 處 教堂 2 座 因有楓樹古

道的存在 居民大部分第 4代 因三合院狹窄 空間不

夠 幾乎遷住附近新社區 留下富有人文氣息的古厝

區 相當珍貴 也是私人閒置空間的最佳基地。 

周邊有犁頭店、萬和宮、麻尹文化館、豐樂藝術雕

塑公園、精明一街示範街、黎明路二段上的行政院中部

辦公室、南有生產世界金牌的烏日啤酒廠等 附近有台

中焚化爐、烏日焚化爐形成完整的環保、文化藝術、鄉

土教育的學習區。 

82年成立楓樹社區發展協會 配合文建會、環保署

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面對高鐵世紀的來臨及定位楓樹社

區是生活教育的基地 於 92 年成立楓樹腳文化協會

統籌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繼續推動中台灣農村聚落再利

用 以環保、藝術、文化、教育做觀光資源。 

 

 

 

 

 

 

 

 

 

 

 

 

 

 

 

 

 

 

 

 

 

 

 

 

 

維護古道土角厝 

鋪設不透水磚 

 

 

 

 

 

 

 

 

改善社區巷道 

成為鄉土教育學習基地 

 

 

 

 

 

 

 

認養私人古厝-成為誠實商店 

 

社區基本資料社區基本資料社區基本資料社區基本資料 

社區類別 都會型 

社區戶數 1,365戶 

聯絡人/職稱 江鳳英/理事長 

電話 04-24792923 

地址 台中市南屯區楓樹里 

      黎明路一段 2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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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環保經過與成果推動環保經過與成果推動環保經過與成果推動環保經過與成果 

推動環境保護工作組織及運作情形推動環境保護工作組織及運作情形推動環境保護工作組織及運作情形推動環境保護工作組織及運作情形 

從 85年起迄今 持續不斷成立環保教育推廣組織

除了提升在地居民參與環保的意識 更在 94 年成立萬

人環保肥皂講師團 擴大影響全國各社區環保教育工

作。 

� 85年配合台中市農會成立廚餘做堆肥班隊。 

� 86年推動自備購物袋 回鍋油做環保肥皂研習班。 

� 87年和環保局合作推動社區農園有機化示範場。 

� 88年推動大楓樹社區學院 環保志工成長園地。 

� 89年配合環保署補助成立楓樹社區營造共同產銷資

源中心 推動綠色共同購買。 

� 90年成立廚餘製做有機液肥班隊。 

� 92年成立筷樂俱樂部 推動自備碗筷、購物袋。 

� 92年成立環保肥皂講師師資培訓班。 

� 93年成立社區公共空間養護團隊 

� 94年 3月成立楓樹綠人社團協助公園行道樹管理。 

� 94年成立全國萬人環保肥皂講師團。 

� 95年將資源回收低收入戶成立社區環境守護團。 

 

在地環境保護人力及物力在地環境保護人力及物力在地環境保護人力及物力在地環境保護人力及物力運用情形運用情形運用情形運用情形 

除了結合在地各校資源推動環保工作外 也在社區

內成立公共空間養護團隊 透過當地古道文化保存的教

育中 更積極地融合人、事、時、地、物各資源於環保

工作之中。 

� 94 年擔任台中市環保局社區環境改造計畫 菜市爾

夫人專案陪伴社區 積極推動筷樂俱樂部及萬人肥皂

講師團宣導活動。 

� 95年擔任台中市文化局社區總體營造 陪伴 16個社

造點。 

� 90 年有機液肥班隊協助台中縣立全社區、台南縣蚵

寮社區、嘉義縣頂塗溝社區、新竹縣清泉社區 建構

環保教育示範站。 

� 91 年與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合作 擔任 921 重建災區

北山社區的陪伴社區。 

� 92 年與全國教改協會合作協辦教育部親師合作專案

推動「社區學校化 學校社區化」將環保肥皂製作、

有機校園觀念注入校

園。 

� 93 年向文建會申請戀

戀楓樹專案 改善社區

古厝公共空間 藉此成

立社區公共空間養護

團隊。 

 

在地環境保護財力籌措及在地環境保護財力籌措及在地環境保護財力籌措及在地環境保護財力籌措及

使用情形使用情形使用情形使用情形 

� 志工團隊秉持「社區營

造靠肥皂、社區要肥做

液肥」的信念 籌措材

料費和開銷。 

� 鼓勵社區居民「拿出生

意做公益、捐出專業做

志業、有服務才有業

務」的社造理念 服務

社區 降低協會開銷。 

 

環境教育宣導環境教育宣導環境教育宣導環境教育宣導 

� 以豐厚的環保、文化、

藝術、教育的社造資

源 提供台中市班親會

聯誼、國中小鄉土教

育、戶外參訪到楓樹社

區遊學。 

� 與台中市中科扶輪社

合作 將萬人環保肥皂

講師團的資源進入工

廠、社團宣導。 

� 提供環保社造的經

驗 跨縣市輔導各地社

區及原住民。 

� 與輔仁大學合作協助

原住民返鄉就業 從事

保護山林護土運動 並

推廣從事無毒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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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環境管理生活環境管理生活環境管理生活環境管理 

� 廢棄物處理 

1. 通告社區民眾將資源回收物交給楓樹社區環境

守護團隊 以資源回收物買賣收入 補貼低收

入戶、拾荒族改善家計。 

2. 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二手電器、木頭桌椅有專

人處理修護後，在台中市干城跳蚤市場買賣。 

3. 資源回收物創作再利用 利用寶特瓶製作成環

保陀螺防蟻鉤、廢陶片做牆飾、楓燒廢土埆塊

變楓葉、廢光碟片做時鐘、舊衣物做包包、桌

巾及小兒圍兜。 

4. 廚餘處理 落葉、蔬菜、果皮植物性的生廚餘

做堆肥 肉類、骨頭湯及動物性的熟廚餘做液

肥。 

� 環境整潔及環境衛生管理 

1. 公共空間環境清理維護 人人都是老師、處處

都是教室 回歸社區環境自覺自清運動 多做

多福氣的心靈層次。 

2. 環境綠美化 台中市環保局第 4區隊全力支援

長達 1.8公里楓樹溪畔道路清掃工作 每週兩次

定期維護。 

� 水污染防治 

1. 後期農業發展區水圳污染防治 由農民成立巡

守班隊 通報環保局監測 禁用農藥化肥是終

極目標。 

2. 「用肥皂、人健康、水安全」 教育民眾認識界

面活性劑的危險性 改善家庭廢水品質 防治

水污染 人人做得到。 

社區特色營造社區特色營造社區特色營造社區特色營造 

� 社區環境保護產業及生態旅遊之推展「造街、造物、

造景不如造人」 簡單的生活讓人更單純 養生的空

間需要單純的心來護持 楓樹社區的生活哲學簡單樸

素 在老農民的身上看得到。社區環保產業以舒適的

舊聚落空間感動都會型的台中人 因此環境保護產業

依賴在古厝聚落區的懷舊印象。 

� 有益社區環境品質提升及永續發展之社經條件創

造 行政院推動挑戰 2008 年計畫中提到觀光旅遊發

展重點「台灣要觀光  社區先發光」是我們的認知。 

 

 

 

 

 

 

 

改善傳統店舖 

成為社區共同購買綠色商店 

 

 

 

 

 

 

 

推動廚餘做液肥 

辦理農民產業交流 

 

 

 

 

 

 

 

宣導生活環保 

 

 

 

 

 

 

 

青少年環保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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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 

民眾參與策略民眾參與策略民眾參與策略民眾參與策略 環保篇環保篇環保篇環保篇 

結合社區婦女力量 關懷社會 促進兩性和諧 改

善生活環境 提升生活品質為宗旨 85年配合台中市農

會推動廚餘做堆肥 90年自費 1百萬投入改善厭氧性液

肥惡臭的問題 結合專家製造便宜之本土秏氧菌 將熟

廚餘轉作有機液肥 提供台中都會型大樓、區公所、學

校通排水管及化糞池 並且透過「熟廚餘做有機液肥

DIY課程」 打造無農藥無化肥的休閒農教育農園 「以

人人都是老師 處處都是教室」 的理念宣導 在全國

各地鼓勵當地居民設立環保教育示範站。 

楓樹社區深信台灣是寶島 而且是人人能活下去的

有機島 保護山林自然生態 回歸社區福利在地化 人

才的適地性 配合天主教教會系統協助原住民回山林自

做有機液肥、有機農業平民化 讓人人吃得起有機食

物 以楓樹產業為平台 向歐美國家學習成立有機農夫

市場 並結合專家學者辦理有機農業研討會 提供都會

型、中小學一個環保有機的教育的學習園地 讓台中人

享受真有機的滋味 並帶動產地以環保教育做觀光的觀

念。 

 

民眾參與民眾參與民眾參與民眾參與 教育篇教育篇教育篇教育篇 

Go  Go  Maple 到台中楓樹環保社區大學戶外學

吧。與人本教育基金會合作 推動親師合作、班親會

提供中部地區各大專院校、中小學、社區、社團的教學

資源 自 92 年起努力協助各地社區辦理環保、社區人

才培訓 以楓樹社區為充電站 推動「人人都是環境守

護神的觀念」積極建構社區存在人才優先的理念。 

 

民眾參與民眾參與民眾參與民眾參與 肥皂篇肥皂篇肥皂篇肥皂篇 

從 85 年推動「只要自然 不要污染」的環保意識

紮根運動 禁止回鍋油回到人體 9 年來與台灣各地姐

妹社區 推動萬人肥皂講師運動 未來將舉辦公多場的

講習 並提供外地遊子學習此環保技能 創造環保經濟

價值 使環保肥皂成為最佳環保的教育志工 社區的工

廠、家庭以及銀髮族、婆

婆媽媽無形中少用化學性

的清潔劑 降低富貴手發

病的機會 減少清潔劑的

支出 也保護到台灣的河

川下水道珍貴的水資源。 

 

民眾參與民眾參與民眾參與民眾參與 文化創意篇文化創意篇文化創意篇文化創意篇 

配合烏日高鐵帶來的

觀光資源 自 88年起做產

業調查 建構藝術家庇護

站 並引進陶藝家、書法

家、台中 20號倉庫及 921

災區藝術家 利用楓樹社

區的便利性及社造成果

提供藝術產業生活化的面

向 服務社區 活化社區

達到文化公民美學的理

想。未來將以社造成果結

合科技業和醫療養生 推

動海峽兩岸青年互訪交

流 以楓樹環保經驗做外

交 以人文藝術、人才教

育成果成後盾 吸引觀光

客 Go  Go  Maple 到台

中楓樹遊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