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位置： 利嘉村屬於卑南鄉，位於台東市西南方坡度平緩的山麓上，面積約

42.7760平方公里，背倚中央山脈的呂家山，遠眺太平洋、綠島，利嘉

溪及新園溪皆發源於利嘉村境內的中央山脈，聚落南臨魯凱族大南聚

落(今日卑南鄉東興村)，北與泰安卑南族聚落相距約 2公里。 

行政區域 
利嘉村劃分 17個鄰。 

人口特色 
全村 474戶，人口數約 1280人，原住民約占 2/3，非原住民(閩、客、

外省)佔 1/3，是個族群和諧的共處村落。 

語言系統 
部落所屬族群為卑南族：主要語言為卑南族語、閩南語和華語。 

運輸系統 
公路：舊台九乙線和東 52線公路是利嘉村對外的主要通路。 

教育系統 
利嘉國民小學。 

孩子的書屋-利嘉。 

Likavung青少年文化成長班。 

青年會(卑南族傳統文化)。 

卑南鄉立圖書館。(約 4公里) 

治安系統 
派出所 1間。 

社區巡守隊 1隊。 

山林巡護隊 1隊。 

醫療保健系統 
藥房 1間。 

如需就醫，需前往 3-4公里處位的醫療院所(卑南衛生所、太平診所、

豐田里豐田診所。 

經濟系統 
雜貨商店 5家。 

麵店 1家。 

民宿 4家。 

網咖 1家。 

茶坊 1家。 

風味餐廳 2家。 

(村落社區勞動人口以務農及打零工為主，因位於農村，商業人口不

多，為典型之農村型社區人口職業結構。) 

社會福利系統 
台東縣政府設有多項福利措施包括：教育扶助、急難及災害救助、

醫療補助、居家服務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金、中低收入清寒、喘息服

務、殘障手冊發放、重陽禮金發放等。 

家庭服務中心太平站。 

台東縣私立仁和老人養護中心。 

利嘉老人日托站。 

孩子的書屋-利嘉。 

利嘉社區簡介 



政治系統 
部落以卑南族社會組織型態為主，頭目及部主席為部落領導人物。 

利嘉村村長及村辦公處。 

民意代表：縣議員江堅壽、卑南鄉民代表李芳媚、鄭崗山。 

卑南族族群委員：江堅志。 

娛樂系統 
活動中心 2處。(村辦公處、巡守隊部) 

利嘉國小操場、籃球場。 

幸福利卡夢社區農場。 

利卡夢步道。 

宗教系統 
宗教信仰有天主教、基督長老教、道教等民間信仰及原住民傳統信

仰。 

傳統祭儀活動有七月收穫祭、十二月年祭系列及三~四月間發源地祭

祖，傳統祭儀持續進行及維護。 

家庭系統 
一般家庭 

獨居老人 

外籍配偶 

單親家庭 

隔代教養 

108年績優韌

性社區 

在既有治安社區編組與社區發展協會運作正常優勢下，投入 108-109

年韌性社區建置，希望透過民眾的動員、防救災的學習與訓練、災害

環境的踏查、減災對策的研擬、社區組織的建立、防救災設施與設備

的整備等活動的過程，來改善居住環境的安全，並強化社區整體的防

救災能力，當災害發生時也能迅速應變的社區。 

一、組織訓練 

為實現「多一份防災準備，少一份災害發生」學習理想，不定期舉辦

簡易傷口包紮、CPR複習、救難結繩訓練、社區災害防救任務編組、講

解欲模擬之災害情況、社區防救災情境演練、帶領居民現地社區環境

踏勘、防災社區裝備介紹與操作、滅火器介紹與操作等課程，藉此學

習彼此災防規劃與實務分享，健全社區災害應變體系，讓居民擁有一

個安全、樂活的生活環境。 

二、災前預防與整備 

以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為基礎，平日協助警方維護地方治安，加強社

區治安宣導，發揮社區守望相助的精神，災時立即轉換成防救災編組

執行社區災時緊急應變與復原重建工作，執行社區民生物資、避難收

容、弱勢族群與可資運用人力資料庫調查。另在社區主要出入口設置

57支的安全監視系統，定期維護，運作正常，既可協助警方解決交通

事故糾紛及協助破案等也能運用作為災時防災監控的功能。並於颱風

豪雨各編組亦都隨時注意監控各個巡邏位置，且隨時回報現場狀況。 



 三、應變作為 

成立應變中心，編組人員進駐執行各項防災任務遂行並依據社區踏查

結果，擇定巡邏重點，實施警戒與災情查通報，主動協助地方政府對

災情的傳遞與初期的緊急應變，使社區能有自主能力降低災害發生的

危害、衝擊並將低災害的損失。 

四、結合地方有限資源 

(一)社區運作積極，推動社區各項文化、教育及社會安全等活動，部

落青年會、社區發展中心、派出所、消防隊、養護中心、文化健康站

與利嘉國小等，各類組織平日執行各專業任務，於災害發生時，立即

轉換成防災編組迅速投入社區防災警戒、搶救與災後復原任務。 

(二)社區平時以廣播方式(活動中心設廣播器)，即時播報(Facebook

社群網站設立 Likavung (幸福利卡夢)社團)社區治安事件及災害情資

相關宣導，或將社區內發生之治安事故及發現之災情及相關宣導，也

以 Po文方式將社區治安訊息作最有效及最快速的傳達。 

  

社區環境打掃與消毒 

  

  

辦理各種教育訓練課程 



  

社區於颱風前各編組召開會議 

 

 

巡邏前機具的整備 

 

 

巡邏社區重要危險位置 



 

 

 

災後協助道路及樹清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