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車籠埔這地名相信臺灣人絕對都不陌生，1999
年發生的 921 集集大地震就是因為同名斷層錯動造

成。而車籠埔在臺灣開發史中，也是漢人與原住民

間恩怨糾葛難以抹滅的一筆。然而這些歷史的痕跡

總會淡去，現在住在這裡的興隆社區居民，正用最

樂觀積極的態度，讓歷史與未來勇敢並存。

農村再生  人情依舊
興隆社區位於臺中市太平區南端略偏西，為太

平區鄰里；社區內的信仰中心是興建於清乾隆年間

的廣興宮，信仰活動則以「旱溪媽祖遶境十八庄」

最聞名。經濟則以農業（種植荔枝、龍眼及竹筍等

作物）為主。社區有依山傍水的地理優勢，自然景

觀豐富，有楓香林榭步道及多處登山步道，還有一

棵太平區目前樹齡最老的百年樟樹神。

雖然位在城郊邊界，生活機能不如都市社區來

得健全，但這也使他們擁有自給自足的生活圈。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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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興隆社區
走過歷史痕跡  孕育豐沛文化

身心障礙關懷據點安排課程活動幫助他們融入社區

百年老樟樹是興隆社區的重要地標

社區與車籠埔國小合作舉辦活動，拉近彼此距離。

村的社區形態，使當地民風純樸富有人情味，居民

社區參與非常積極，社區營造中的一磚一瓦都由居

民們親自完成，配合農村再生計畫，賦予社區全新

的樣貌。

推動福利  宜居社區新典範
興隆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賴玉敏表示，社區人

口老化與流失相當嚴重，因此社區型長照成為社區

發展的終極目標，同時也希望藉由改造社區環境、

活化產業、照顧農民、讓青年回流，使社區越來越

有生命力。而社區營造的努力也備受各界肯定，

2008 年獲得內政部社區發展工作評鑑績效組優等

殊榮、2012 年通過農村再生核定社區、2015 年獲

農村領航獎。興隆社區並不因此自滿，仍然持續努

力各項發展，期望更上一層樓。

為打造宜居社區，社區發展協會以社區福利服

務理念，辦理老人歌唱班、身障關懷據點、兒少課

後照顧、弱勢送餐服務、媽媽劇團、青春歌唱班、

端午節送暖、春聯迎新、冬令救濟等社會福利服務

與活動；並辦理在地就業服務、青年回鄉服務、龍

騰太平農莊健行與荔枝節採果樂等活動。

豐沛的社區文化力  創意滿點
社區對於文化推廣也相當用心，媽媽劇團特別

聘請專業劇團老師授課，透過社區兒童的戲劇訓練

及演出，加深其對家暴性侵害防治宣導及道德教育

等深刻體驗。3 年來辦理 8 次巡迴演出，共 200 餘

位居民與學童參與演出，觀賞民眾及學生總計 2 萬

4,000 人次，這些演出更凝聚居民的向心力。

社區製作多本出版品，有興隆社區文化報報、

車籠埔自然觀察、植物解說手冊、特色生物介紹、

大家來講車籠埔的故事跟媽祖逗鬧熱繪本等書，為

社區留下珍貴的紙本紀錄。除此之外，還有社區導

覽、生態解說、換工互助、青年國際志工等多種活

動，社區媽媽們也組成手作坊，製作麵包、拼布包、

髮飾等商品，讓社區充滿活力和創意。

對於社區發展的未來願景，賴理事長期望與周

遭社區共好、共享資源，讓興隆社區成為臺中市民

的後花園，邀請大家暫時離開煩躁的都市生活，來

到鄰近市區的興隆里，走進社區的登山步道，欣賞

美好浪漫的夜景，未來甚至計畫爭取貓頭鷹天空步

道，讓遊客可以近距離觀察領角鴞，選對季節，還

有機會與火金姑（螢火蟲）一同伴遊唷！

廣興宮是社區內的信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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