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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In this study, it take the case of Fu－Sing Community in Tianjung Township as study object,it used qualitative

research by using field-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to explore its role in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renaissance,which could

understand their targets and the difficulties by research results .We hope to have concrete proposals for Fu－Sing Community.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First,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u－Sing Community’s success lies in its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to allow residents to properly act in a state of harmony 、unity and cooperation. Second, th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Fu－Sing Community’s development projects lack of professional. Communities must nurture talen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onference record,so it can make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to be more Complete. Third, for local

cultural industry: Fu－Sing Community’s creating project is the brench-made-worms, their development should be set spindle,

establish its brand and develop its merchandise.It should combined with tourists to promote economic. Fourth, the community

health renaissance: in the promotion process,we have to let resident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purpose and importance ,its success

depends on community residents’ willing. Fifth, the natural resources available on the community: how to make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to community residents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maintain their ow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which can create a

new history,but it require to try their best and obey the principles to deal with their affairs. Key Words : Community Total

Development, local cultural industriy, healthy communities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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