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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社區簡介 

 一、社區自然與人文環境 

營南社區位於南投市北方，貓羅溪東

岸，隸屬農村型態社區，狹長形狀南北長

度總面積 1.84 平方公里，北與草屯鎮碧

洲里為臨，東與中興新村及營北里相臨，

南與內興社區相伴，西緊臨貓羅溪沿岸。

營南社區對外之交通堪稱便利，有國道三

號中興交流道，若要去較遠的鄉鎮或其

他縣市，極為方便。 

營南社區以營南里 22 鄰為區域範

圍，截至 108年 12月止（南投戶政事務

所提供），社區內有 925 戶，人口數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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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0人，其中男性 1,393人、女性 1,325人。人口數 總計 2,718人，

佔南投市人口 2.74% 

營南社區人口年齡比例圖在各年齡所佔比例而言，19-64 歲佔

71.03%為人口最大數，但社區趨向老年化，65 以上的老人所佔比例

16.15%( 65歲以上 439位)，本社區已進入世界衛生組織之定義「超過

14%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經查全國 65 以上的老人所佔比例

13.65%、全縣 16.81%、全市 13.89%。另 0-6 歲佔 3.86%及 7-12 歲佔

3.83%，兩者相加只佔總人口數的 7.69 %，且人口逐漸減少，顯示本社

區少子化情況日益嚴重。 

 

營南里人口分析年齡層次表 

年齡 0-6歲 7-12歲 13-18歲 19-64歲 65歲以上 

合計 105 104 162 1908 439 

男 54 61 73 990 215 

女 51 43 89 918 224 

 

營南社區弱勢人口統計 

人數/類別 
領身障補助 

人口 
獨居老人 低收戶 特殊境遇 兒少 中低收入戶 

領中低老

人補助 
新住民 

總計 32 0 10 8 1 19 29 42 

 

貳、發展沿革 

  本協會於民國 82年 6月 2日由地方熱心人士發起，正式成立 

「社區發展協會」，並經南投縣政府同意准予登記立案，因歷經多屆 

改選立案證書不慎遺失，另於 89年申請南投縣政府補發，補發立案 

   證書立字號：（89）投府社政字第 89169700號。本協會依法設立， 

以非營利為目的而成立之團體，以促進發展、增進居民福利、建設 



安和融洽團結互助之現代化社會為宗旨。 

叁、社區業務推展與執行 

  (一)推展福利社區化工作 

   1.老人福利措施－社區已進入「高齡社會」(aged society) 

由於人口結構高齡化，使得老人照顧需求相對增高，期望透

過社區營造及社區自主參與之精神，提供在地的初級預防照護服

務，透過社區老人關懷訪視、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等服務，建

立社區自主運作模式，營造出社區自我特色，以貼近社區居民生

活需求。結合社區關懷據點，結合更多社會資源，照顧到更多需

要協助之社區居民，以長期照顧、社區營造之精神，營造永續發

展，健康之社區環境。 

     目前社區趨向老年化，65以上的老人所佔比例 16.15%( 65歲以 

     上 439位)，本社區已進入世界衛生組織之定義「超過 14%為高 

     齡社會」為了讓社區老人可以就近獲得照顧服務，實現「建康 

     終老、原居老化」，期建立一個普及化的照顧服務網絡及社區居 

     民關懷互助的健康社區。目前社區服務為 5天 6個時段，每星 

     期一至星期五，每天安排不同活動和課程。 

     年度實際服務人次 

服務項目 106年 

服務人次 

107年 

服務人次 

108年 

服務人次 

關懷訪視 1,351 1,136 1066 

電話問安 686 567 552 

餐飲服務 5,326 4,649 11,636 

送餐服務 685 537 1,155 

健康促進 5,326 4,649 10,481 

 



 

   2.青少年暨兒少福利措施 

為健全兒童良好身心發展，使兒童有美好的未來，因此開辦

兒童的相關講座、福利課程，以及兒童福利宣導。 

     (1)台灣夢-兒少陪伴計畫--營南幸福學堂計畫 

        因社區弱勢兒少、外籍配偶家庭及隔代教養問題趨增嚴重， 

     為了解決此困境，社區於 106年經南投縣政府協助爭取辦理中 

     國信託慈善基金會所辦理之台灣夢-兒少伴讀扎根計畫。 

     辦理成效良好。 

      106年 7/1-107年 6/30經費 1,000,000元補助，受益人次約 

      2,500人次 

      107年 7/1-108年 6/30經費 1,000,000元補助，受益人次約 

      2,870人次 

      108年 7/1-109年 6/30經費 1,000,000元補助，受益人次約 

      3218人次 

                    

 

 

 

 

   

    

     (2) 世代融合親子共學彩繪活動、傳統美食推廣 

     ★以簡單的活動設計讓長者與孫子都能共同參與，在繪畫互動 

       中除了增加世代情感，又可延緩失智，增加長輩手部運動。 

     ★與南投市農會一起辦理 108年幸福農村推動計畫，為關懷高 

       齡者服務推廣世代融合傳統美食共餐服務，讓長者與小孩互 

       相交流話家常並結合米食文化推廣利用在地稻米，由長者透 

       過技術傳承教導和孩子們一起製作芋頭粿。 



     (3)親子讀經班 

       養成孩子們夠優質的教育，讓古聖先賢的智慧，引導你的孩 

       子開始光明的人生，課程包含論語、百孝經、弟子規、品德 

       教育等內容非常豐富，不但能訓練兒童的記憶力專注力理解 

       力表達力，更能有效提升中文閱讀及寫作能力。在幼小的心 

       靈中不斷地反芻、發酵、潛移默化、成為一生高遠見識、優 

       美人格的源頭活水。 

          辦理成效良好。 

        106年受益人次約 218人次 

        107年受益人次約 265人次 

        108年受益人次約 288人次 

 

   3.婦女福利措施 

本會為營造社區發展及提供社區婦女終身學習的機會，從

中發掘個人更多元的潛能，發展本社區婦女學習第二專長機會，

倡導「終身學習」理念，發揚「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拓展

居民學習領域，結合文化傳承，以陶冶身心健康，達到「福利社

區化」之社區福利目標，有助於凝聚社區意識。 

     (1)族群融合-新住民巧固球運動班 

藉由親子共同運動並提倡全民體育活動，培養國民運動能力與 

參與運動的習慣，落實一人一運動，展現活力之教育目標。提 

高社區新住民婦女參與活動的原動力及生活品質提昇，激勵 

存放已久的潛能，進而發掘新住民婦女本身性向及才能，鼓勵 

新住民婦女自我成長進而服務社區。 

      成效：辦理成效良好。 

      社區居民及學童共約 600人次參與 

     (2)手作藝術創新學習 

      鼓勵婦女自我成長進而服務社區，更能在學習中帶動家庭和 



        諧關係互動。期待由此課程研習及 

引導女性參與學習，能夠激發社區 

婦女幹部積極從事社區及社會參與 

的動力。 

      成效：辦理成效良好 

       總共約 400人次參與 
     (3)青春鼓舞婦女運動班、窈窕淑女健康有氧律動班 

      藉由新住民婦女親子律動之研習，提高社區新住民婦女參與活 

動的原動力及生活品質提升，激勵存放已久的潛能，進而發掘 

新住民婦女本身性向及才能，鼓勵新住民婦女自我成長進而服 

務社區。 

成效：辦理成效良好。 

新住民婦女及社區居民參與約 466人次參與 

藉由社區婦女及家人一起健康有氧運動之研習，提高社區婦女 

參與活動的原動力及生活品質提升。鼓勵婦女自我成長進而服 

務社區，更能在學習中帶動家庭和諧關係互動。期待由此課程 

研習及引導女性參與學習，能夠激發社區婦女幹部積極從事社 

區及社會參與的動力。 

成效：辦理成效良好 

總共約 820人次參與 

(4)性別平等宣導 

        藉由此次宣導活動，增進基本常識及知識，舉辦【性別平等】 

專題講座，並邀請相關人員擔任講師講解有關於性別的傳統迷 

思。鼓勵婦女自我成長進而服務社區，更能在學習中帶動家庭 

和諧關係互動。期待由此課程研習及引導女性參與學習，能夠 

激發社區婦女幹部積極從事社區及社會參與的動力。 

成效：辦理成效良好 

總共約 100人次參與 



 

 

4.弱勢福利措施 

協助社區中弱勢族群，含低收入戶、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低收邊

緣戶者、急難救助者、獨居老人等，協助收集各類福利之申請方

式，以利協助民眾申請，為考慮獨居老人之安危，安排志工定期

訪視，協助申請供餐服務。另外結合社會善心人士，提供物資和

白米贈送。藉由善心人士捐贈物資，整合社會資源設置營南銀行，

利用社區食物銀行不定期地舉辦發

放愛心物資發放，讓弱勢者獲得真正

關懷。 

 

 

 

108年弱勢關懷戶一覽表： 

日  期 受益人數 物資明細 

108.1.29 6 送餐服務 

108.8.01 40 白米、麵包 

108.8.14 7 泡麵、餅乾 

108.9.13 17 白米、油、醬油、罐頭、泡麵、麥片 

合計  70戶  

 

 

 

 

 

 

 

 



(二)推展社區發展工作 

1.運用志願服務推動環境衛生改善及處理－成立環保義工隊： 

環保義工隊現有 87人分六組，每個月 

第一週星期日早上 6：00~8：00前往清 

掃社區巷弄，也因此社區環境明顯改 

善，目前符合里民的需求，透過會員間 

的互相招募，以及清掃後於指定地點享 

用理事長的愛心早餐之餘，共同討論話家常。並以里為單位參加南 

投市環境清潔比賽得獎情形，連續 8年獲得南投市公所環境清潔 

比賽優異成績殊榮。 

   2.無毒社區培力方案計畫 

為強化社區守望相助隊反毒知能，加強社區對反毒議題之重視，

並賦予其串聯到家庭，實踐公民參與。參與人員包括守望相助隊

成員及社區民眾均對課程感到耳目一新，有別於以往警政、社政

單位知宣導內容，且著重於日常生活知毒品氾濫查案，以期深入

社區家庭中，杜絕家庭成員沾染毒品情事肇生，建構無毒、安

全、健康社區生活環境。 

    辦理成效良好，約 82人次參與 

  3.運用志願服務推動社區治安自治-成立營南社區守望相助隊 

   (1)守望相助隊成立 

 於民國 90年 6月 17日由中興 

分局永清派出所警員李清涼先生輔導協助、社區理事長吳漢棠、

社區仕紳、民意代表共同發起正式成立營南社區守望相助隊，現

有 32 位隊員，平時於國小學童上下課時段提供安全導護工作，

並負責巡守維護社區安全，協助緊急救護，配合社區活動、廟會

活動、婚喪喜慶、進行交通管制工作。配合警政單位執行春安演

習。每天晚上定期排班、輪值巡視社區各個角落，維護社區治安



及設立巡邏箱，如發現異狀即電請

警員處理。社區內寺廟遶境活動安

全也賴守望相助隊的協助指揮交

通才能順利圓滿，透過守望相助隊

的付出才有寧靜的社區。 

      成效：辦理成效良好。 

104-108年南投縣社區治安評鑑績優獎 

106-108內政部治安標竿社區 

   (2)守望相助隊運作 

★校園安心走廊 

      為維護學童安全，於學童上下學易發生危險之處劃設校園 

  安心走廊，結合校園週邊住家、商家、金融機構、24小時超商 

共同宣導週知。並於學童上下學路徑由社區志工媽媽及守望相 

助隊隊員輪值擔任安全維護，確保學童安全。 

 

★配合推行社區發展六星計畫 

守望相助隊積極參與政府舉辦的研習訓練，並參與政府之

相關評鑑，屢獲佳績。更於近年加入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

聯合社區居民召開治安會議，凝聚社區居民治安共識，繪製社

區治安圖，實施治安診斷及分析，找出社區治安死角，並成立

治安工作小組，實施任務分工，訂定推動期程並追蹤管制。自

從守望相助隊成立之後，社區治安明顯改善，普遍獲得居民的

肯定，也受到上級長官的嘉獎。從 99-103年連續獲得台灣社區



健康六星計畫，治安社區之殊榮，104年、105年更獲頒南投縣

政府績優治安社區殊榮，並於 106年獲得內政部標竿治安社區

的認證。 

                 舉辦社區治安座談會議 

 

 

 

 

                

社區治安安全維護巡邏工作 

  

 

 

 

 

 

參加 109年度南投縣政府治安研習訓練研習訓練 

 

 

 

 

 

 

 

 



參加 109年度南投縣政府中興分局守望相助隊研習訓練 

 

辦理 109年度營南守望相助隊隊員研習訓練提身自我防衛能力 

 

 

 

 

 

 

         召開營南社區治安小組會議 

 

 

 

 

 

 

                接待各守望相助隊參訪團 

 

 

 

 

 



                 協助各項活動交管 

 

 

 

 

 

             

協助處理交通事故交管 

 

 

 

 

 

  

 (3)營南守望相助隊榮譽榜 

    營南社區守望相助隊近年來亦積極參加政府評鑑，榮譽榜如下： 

＊99-103年獲得台灣社區健康六星計畫，治安社區之殊榮 

＊103年獲頒南投縣政府績優治安社區獎章 

＊104年獲頒南投縣政府績優治安社區第一名 

＊105年獲頒南投縣政府績優治安社區第一名 

＊106年獲頒南投縣政府績優治安社區第一名 

＊107年獲頒南投縣政府績優治安社區第一名 

＊107年獲頒南投縣政府績優治安社區第一名 

＊106年獲頒內政部社區治安標竿社區 

＊107年獲頒內政部社區治安標竿社區 

＊108年獲頒內政部社區治安標竿社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