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社區簡介 

中興社區歷史沿革 

壹、 地理環境及歷史文化背景演進 

      1.行政區域 

   一、日治大正九年(1920)，太平分為五個庄，分別是太平庄、車 巃埔庄、三汴庄、頭汴庄和番仔   

       路庄，本社區屬太平庄。 

   二、民國 34年，國民政府將臺中州大屯郡太平庄改稱為臺中縣  大屯區太平鄉，分為九個村，民  

       國 39年實施地方自治，增  設興隆村，改為十個村，其中把太平庄分為太平村、中平村、東  

       平村，本社區屬東平村。 

   三、民國 69年將東平村的第十一鄰和中平村的一部份調整為中興村。 

   四、民國 85年太平鄉改制太平市，由中興村改為中興里 

   五、民國 94年 8月行政區域重新劃分為 39個里，將中興里分為「中興里」和「永平里」。 

    2.社區舊庄頭(崎埒庄、下廍仔庄、朱厝巷) 

 
(1)崎埒庄 
位於永平路、永義路、新平路之間。朱厝巷北側，溪洲橋以南，早期此處地形略為隆起，也是

農田耕地的界線，故稱為「崎埒」。本區有一土地公廟，稱為「崎埒福德祠」，約有百年歷史。

祠內供奉的土地公是早期居民撿拾自大地的石頭。福德祠與中興社區活動中心為鄰，也是政令

宣導、節日慶祝…等的地方。 

 
(2)下廍仔庄 
位於大里溪畔、太平路、永義路和東平路之間，廍仔坑溪東畔，早期此處有舊式糖廠--「糖廍」，

故稱為「廍仔」，又因與臺中市北屯區的「廍仔」區別，故名「下廍仔」。本區居民大部分姓林，

生活水準較富裕，區內也有「土地公廟」，稱為「下廍福德祠」，是下廍仔居民節日活動、祈安

求福的信仰中心地。另境內在永平路 476巷口也有一座百年歷史的百姓公廟。 

 
(3)朱厝巷  
除了「下廍仔」外，接近新平路的「朱厝巷」也是中興社區的發源地。大約在 125年前，家住

苗栗縣卓蘭的朱媽善，舉家遷來太平巷林家佃耕十一份仔的十二甲地（以灌溉溝渠為單位，平

行的溝渠之間為一份仔）。光復後，在張正義任鄉長時，將蔚為大族的朱家門前小徑定名為「朱

厝巷」。從此林姓為主的「下廍仔」與「朱厝巷」各鼎足而立，彷彿上、下庄般的平分秋色。

雖然歷經時代的衝擊，朱家部分子孫至今依然守著舊業務農為主，而且住家猶保持臺灣原使農

村模樣，為太平區留下一絲往日的農村風貌。 

 



 

        中興里所轄範圍地理位置及中興社區範圍及特性 

                 

 

貳、中興里(社區)經營運作現況 

中興里團隊有環保志工隊，愛鄰守護隊，守望相助隊，防汛守護隊。中興社區經營班隊有照顧關懷據

點，祥和志工隊，非洲手鼓隊，歌唱班，油畫班，書法班，舞蹈班，瑜珈班，書法班，桌遊班，金獅

隊中興里環保志工隊連續四年(103~106)榮獲臺中市環保局評鑑特優，代表臺中市參加 106年度全國

環保志工群英會，榮獲(環境保衛戰)優勝，並在 106年度榮獲臺中市低碳社區認證。 

  



中興里守望相助隊 

中興里守望相助隊執行亮點計劃，清晨校園學童安全巡邏維護，里民婚喪喜慶或廟會活動。協助警方

春安勤務，配合市府重大活動清明節公墓交通管制勤務，藝術踩街活動，世界花卉博覽會等等各項任

務。為提升守望相助隊隊員自我防衛及自救能力，敦聘在地警察分局及消防分隊教官，實施講習

(CPR+AED自救，人救，天救，自助，人助，天救)及各項實地演練，建立隊員和社區居民正確防災，

自救觀念，鼓勵里內居民踴躍裝設住宅火警警報器，並首創在活動中心裝設( AED )。 

 

 

 

 

 

 

 

 

 

 

 

 

 

 

 

愛鄰守護隊 

關懷從點到線到面，榮獲105年度臺中市績優里隊，及106年度太平區評鑑第一名。里長賢伉儷及志工

真心關懷里內長者及弱勢里民。 

  

   

 

    

    



祥和志工隊(照顧關懷據點) 

排定有益適合長者課程由熱心多才多藝祥和志工隊服務，帶動唱讓長者活動筋骨並精選食材，細心烹

煮適合長者美味餐食提供熱熱的餐點，顧好長者的胃，免去中午用餐煩惱。 

 

 

 

 

 

 

 

 

 

 

 

 

防汛守護隊(自助，人助，天助) 

(防洪防災，未雨綢繆，刻不容緩)，配合公部門區公所(一日小區長活動)，消防隊(演練配合消單  

位防溺，搜溺)，連續五年(104年-108年)榮獲水利署優等獎。109年教育訓練利用教具體驗水中疏散，

引導，並利用教材與各班班長實作狀況兵棋推演，讓班長熟悉遇到狀況如何調動人員，如何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