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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recovery of the Xinguan community, the different resources, including government, residents and the community

association, combine together to make the suitable development and satisfied results, so that the experiences are viewed as a guide

for other related communities. The study tried to survey and to analyze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by using case study, practical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 for its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it also expect the research result can offer a suitable vision and

develop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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