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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邱建順    圖 /永平社區發展協會

永平社區和它的「井」然永續

慢慢說   那些在地的溫度

一切，是從零開始的。

從荒蕪雜亂改造為井然有序、從過去冷漠疏離變

為今日的緊密相伴，永平里在社區發展協會努力下，

一步步地走出屬於自己的特色，在實地踏查中拾起那

些曾萌芽、開花、結果在這片土地上的美好，以他們

的方式重新詮釋、述說往昔風華，為續寫前人所留下

的故事。

關心居住環境    凝聚社區意識

永平里是 2005年自中興里新劃分獨立的行政

區，面積雖然並不大，但有近 5,000人比鄰而居，屬

於都會型的社區。「一開始，社區改造選擇從里內的

區立運動場公廁出發，藉整理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公共

場域開始，提升居住周遭環境的品質，同時凝聚居民

向心力。」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林榆笙，侃侃而談社

區改造初起步時的往事。

契機是 2011年，永平社區參加由環保局主持的

社區環境改造計畫，社區環保志工隊應運而生，從徵

選、送訓、受訓開始，再聚焦社區境內髒亂點著手，

修剪花草並點綴綠美化，在定期掃街的活動中，逐漸

拉近社區居民間距離。最後，協會在公廁旁舉辦微型

成果展，以蝶谷巴特 (Decoupage)的方式包裝回收

牛奶瓶作成花瓶裝飾入口處，除落實環保主題，同時

也標誌著永平社區蛻變再生的里程碑 (milestone)。

後來，永平社區持續 3年都參與社區環境改造，

在每一次環境整理過程，持續發掘社區其他可施力之

處，一次次地讓社區煥然一新，合群力集群智將原本

令人卻步的所在，打造出社區閃耀新亮點，搖身一變

成為附近居民茶餘飯後散心的好去處。

型塑社區特色    傳唱在地故事

隨著社區完成度愈高，整體環境漸漸改善，社區

開始思考永平的下一步，該如何讓這個社區內外兼

備，除改善社區內公共硬體設施，也能充實社區的文

化深度和底蘊內涵。

答案，林榆笙在與都發局合作的社區資源調查裡

尋獲。她在腹地狹小的永平社區裡發現了13口古井，

在自來水還沒有普及的年代，古井肩負供應舊時社區

聚落民生用水的重責大任。過去早期農業社會，因永

平社區鄰近頭汴坑溪支流，民眾興建水井設施維持日

常生活對水的需求，每一口古井都是見證當地開發的

演進歷程。

2012年，一處隱藏在中平路 1號的荒廢水井，

經社區規劃師創意新點子計畫的重新翻修，在牆壁施

設竹圍籬及在古井周圍重砌紅磚，並設計南方松古井

意象和八卦座椅，取名「古井水叮噹」，成功轉型為

社區的口袋公園，大獲好評。

之後，永平里便以「井」作為社區意象主軸，衍

生出一系列的主題活動，包括：井然永續、井景相連、

出版「井」點導覽手冊⋯⋯等。此外，綠豆產業曾

是當地重要的經濟支柱，過去社區內甚有至一條綠豆

永平社區 
總 面 積：0.239平方公里

簡      介：2005年 8月，由中興里釋出里境東側分割獨

立出一里行政區，設有相關組織包括：永平

社區發展協會、長壽俱樂部⋯⋯等。

得獎經歷：102、103年年度臺中市社區環境自力營造

                    成果競賽—「風雲獎」。

街，協會也特別在今年舉辦綠豆芽音樂會，藉系列活

動重新描深漸被淡忘的歷史，深刻人與土地的連結。

畢業於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研究所的林榆笙，所學

與社區衛生議題有關，對於社區老人的照護、醫療資

源分配本就相當關心和熟悉，在母親陳和當選永平里

里長職後，共同投入社區營造的行列。

發揮一己所長    無私奉獻鄉里

「當然，從事社區營造的過程也曾遭遇瓶頸與困

難，但開心與感動的回饋是更多的」，她透露，過去

較為嚴謹、冷漠的個性，也因社區各項活動接觸更多

人的緣故，變得開朗、樂觀。

林榆笙指出，永平社區以環境整潔作為起點，從

環保局、都發局再到與文化局合作，由外而內改善社

區的體質，未來將著眼老人照護、友善關懷等層面，

以實際行動對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表達感恩。

永平里長陳和 (右二 )帶領環保志工，捍衛家園整潔。

林榆笙總幹事向民眾導覽園區內的環境

芳草如茵，永平社區的後花園。永平里長陳和 (後排左二 )向孩子們進行環境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