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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鄰舍節源起於法國，法文的原

意是「樓房的節慶」，是一個破除現代

人心中高牆，發現鄰居之愛的活動。

1999 年從法國發起，至今全球已有 29

個國家，1,100個城市，超過1,000萬人

次參與。桃園縣政府為了推動敦親睦鄰

的文化，從 4 年前開始也與國際同步，

在每年的 5 月底 6 月初期間舉辦鄰舍節

活動，期望把愛鄰的友善情感散播到全

縣的每一個角落。

在一次與桃園縣文化局同仁業務交

流時，得知縣政府推動鄰舍節活動的緣

由，發現鄰舍節的精神與本村歷來致力

與社區保持良好互動，並鼓勵住民以專

長回饋社區進行交流等目標不謀而合。

再加上歷年龜山鄉並未參與鄰舍節的活

動，因此今年長庚養生文化村特別爭取

能在龜山鄉扮演一個鄰舍節種子的角色

。在一番努力之後，本村有幸成為 201

3 桃園鄰舍節龜山鄉的主要籌辦單位。

今年長庚養生文化村首次參與鄰舍

節的活動，本村特別集合鄰近社區的力

量，以藝文展覽、美食文化、親子運動

等主題活動推動社區鄰里間交流、串連

彼此情感，也呼應本年度鄰舍節「新朋

友&好鄰居」的號召，把活動定名為「

2013 桃園鄰舍節 龜山包粽嘉年華」系

列活動。

首先登場的是文化交流活動，本村

將村內巡迴各地展覽的住民藝文創作「

黃少甫先生書藝作品」策展於龜山鄉藝

文中心，也協調龜山鄉公所將「龜山之

美攝影比賽得獎作品」移展至養生文化

村，透過交流，分享鄰舍間藝文創作之

樂及文化之美。

鄰舍節的重頭大戲，是鄰居間端出

各家美食，以一家一菜的方式增進鄰居

之間認識、互動的機會，拉近鄰里間距

離，重拾鄰居間的健康關係。在端午節

前夕，登場的「龜山包粽嘉年華」活動

，就是鼓勵大家將在家中準備的粽子，

帶來長庚養生文化村，與鄰居好朋友分

享。同時還安排親子組隊參加樂樂棒球

友誼賽，在綠油油的草坪上以球會友、

增進情誼。

6 月 9 日上午，前一天的一場雨並

沒澆熄大家參與活動的熱情。一早就有

許多來自龜山鄉不同社區的朋友，帶著

粽子、或是家中拿手的美食來到長庚養

生文化村的活動中心。有人開始包粽子

、有人穿著運動服裝前往活動中心對面

的大草坪，準備大展球技；還有一群造

敦親睦鄰我最愛、分享快樂我最「嗨」～

2013桃園鄰舍節 龜山包粽嘉年華活動紀實

◎養生文化村社服課行政主辦 葉嘉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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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打扮特別，帶著不同道具的社區媽媽

或是團體，排練著精湛的節目，準備在

接下來的活動中上台表演，展現才藝。

還有人迫不及待報名參加香包DIY活動

，打算從養生文化村有編織專長的長輩

身上，學習製作香包，帶回一個精美紀

念品。

舞台上，精彩的演出吸引了現場民

眾的目光；球場上，熱鬧的球賽製造了

緊張又有樂趣的氣氛；會場邊，現包的

粽子傳出來自不同族群烹調的香味；教

室裡，專注的巧手編織著一個個精美的

香包，會場邊，龜山鄉小農的有機產品

帶動了買氣，多樣的活動內容讓來自龜

山鄉超過十個村的社區民眾忙碌又歡樂

。而當桃園縣的大家長吳志揚縣長蒞臨

會場時，活動又達到另一個高潮。

縣長首先前往親子樂樂棒球的球賽

現場，為即將開打的冠軍賽進行開球儀

式，同時也技癢的上場試打了幾球與隊

員們同樂，讓場上的大小朋友感到非常

開心；接著縣長來到活動中心的會場內

致詞，宣示桃園縣舉辦鄰舍節的用心與

期待，希望桃園就是一個大社區，住在

桃園的朋友就是桃園人，大家都是好鄰

居。縣長同時也感謝長庚養生文化村願

意投入資源加入辦理鄰舍節活動的行列

，拉近社區鄰居之間的距離。也參與了

「斤斤稱粽大比拼」的趣味競賽，和現

場朋友親手包粽子稱重比準確性，再到

現場一桌桌品嚐鄰舍朋友帶來的美食與

剛出爐熱騰騰的粽子，並與包括原住民

舞蹈團在內的各社區才藝團體合照，充

分融入包粽嘉年華的鄰舍節活動，展現

與桃園人一家親的大家風範，也具體表

現支持鄰舍節的行動。而當天的嘉年華

活動在現場好朋友一同分享美食、欣賞

表演及賽球的歡樂氣氛中圓滿落幕。

長庚養生文化村為全國最大的銀髮

族養生社區，也是桃園縣龜山鄉的一分

子，過去村內的長輩就透過春節前夕到

社區揮毫寫春聯、聖誕節唱詩歌報佳音

、慶典時到學校獻舞藝或是平日為弱勢

的學童輔導課業等方式與社區居民互動

。今年首次投入鄰舍節，以豐富多樣化

的系列活動串連村裡村外社區鄰居的情

感，一起包粽子、吃美食、看表演、打

棒球、玩遊戲，分享快樂，展現鄰舍節

精神。未來，長庚養生文化村會持續秉

持鄰舍節精神，敞開大門，歡迎社區朋

友一起來作客，更會與村內的長輩一起

走出去，分享資源、分享愛與關懷。

▲桃園縣縣長吳志揚（後排持球棒者）為親
子樂樂棒球比賽開球

▲

原住民舞蹈團穿著傳統服飾吸引與會者的
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