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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能源與社區 
7.4.1提高能源效率的在地宣傳：是否提供相關方案以幫助地方社

區瞭解能效和乾淨能源的重要性。 
系所回覆： 
社會系： 

喊出綠色咒語，保護地球即刻行動！中山大學 USR城市共事
館計畫師生攜手在地 20 多個社團，連續第五年在中山大學「技
工舍｜旗津社會開創基地」舉辦「循環綠活節」。活動以「地球魔

法學院－去去 塑速走」為主軸，呼應 2024年世界地球日主題
「地球對抗塑膠」（Planet vs. Plastics）以及聯合國即將訂定的
《全球塑膠公約》，現場共有 6大展區、36 個多元永續攤位，吸

引許多高雄在地關注地方永續議題的民眾踴躍參與。 
 

 

 
 
 

 
 
 

 

2024 循環綠活節超過 20 個高雄在地團體、許多在地民眾共同參與 
計畫共同主持人、中山大學

社會學系副教授邱花妹表示，塑
膠無所不在、全球持續升溫，地
球與環境健康受威脅，《全球塑

膠公約》被譽為繼《巴黎協定》
後最重要的國際環境公約，當改
變已刻不容緩，如何採取行動變



得更加重要，大學師生有責任引領社會變革。她說明，中山大學
USR計畫將環境教育日常化、節慶化，循環綠活節已邁入第五

屆，今年活動聚集大學師生、在地社團與一般市民，通過互動式
展覽、手作、音樂、繪畫、桌遊、市集、闖關等活動，彼此學
習、探詢守護地球的方法。 

除此之外，由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楊靜利開設的「社會調
查與研究方法」學年課程，將一般遊客較不熟悉的旗津中洲區域
的文化歷史透過地圖繪畫、美食索引等方式，行銷保有傳統漁村

特色的旗津南端。而旗津中洲過去曾發生旗津高中六號翻覆事
件，是社區的集體傷痛，社會系副教授王梅香與 USR城市共事
館協同主持人李怡志共同開設社區文創課程，從旗津勞動者到加

工出口區工作的歷史與現況，對比墨西哥華雷斯城（Ciudad 
Juárez）加工區邊境的處境，學生除了將課程研究做成文字展覽
文字、藝術作品，也帶領民眾以廢布料縫製端午節香包，一同感

受加工區勞動女性的時代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