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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按讚！

2019 年亞洲生物科技大展於 7 月 25-28 日盛大展出，其中農

委會－臺灣農業科技館，本場以「南瓜抗病毒新品種：花蓮亞蔬 2
號 - 友旺」參展，現場展出包括果實、大中小苗及穴盤苗，以及南

瓜生粉及脆片等加工產品。

展出期間，陳吉仲主任委員、陳駿季副主任委員、科技處王

仕賢處長、農委會彭作奎前主委及文化大學院長黃鵬林教授等貴

賓蒞臨本場攤位。本場園藝研究室王啟正副研究員，針對友旺南

瓜抗病毒及耐熱、好裝箱及產量高的特點加以介紹。陳主委及陳

副主委則詢問新品種南瓜的產量，以及品種授權等問題。

 �陳吉仲主委於 2019 年亞洲生技大展－臺灣農業科技館，
了解本場育成之抗病毒南瓜友旺

友旺

 �本場展出友旺南瓜果實 (左 )、瓜苗 (中 )以及南瓜脆片加工品 (右 )

108 年照顧農民－農民福利與年金制度座談會
農委會有感政策報你知 為積極宣導農委會有感政策，本場配合辦理

農民福利與農民年金制度相關亮點政策座談會，

包括農民健康保險、農民退休制度、農民職災保

險、農業保險、調降肥料價格、推展食農教育、

小型農機具補助、實施綠色環境給付、推動有機

及友善環境耕作、擴大推動產銷履歷、推動農產

品初級加工管理、防治荔枝椿象及秋行軍蟲、放

寬專案農貸規定等 26 項，亦包括農漁民關心的政

策議題，期盼農民充分了解農業政策。

歡迎各鄉鎮農友、青農與民眾踴躍參加。若

有問題請洽農業推廣課王義善助理研究員，分機

1906。

※座談會場次時間表

時　間 地　點 本場講師

8 月 22 日 ( 四 ) 玉里鎮公所中正堂 劉興榮課長

9 月 4 日 ( 三 ) 壽豐鄉農會農民活動中心 2樓 葉育哲課長

9 月 11 日 ( 三 )* 吉安鄉農會 4F會議室 邱淑媛課長

9 月 26 日 ( 四 ) 鳳榮地區農會 3F會議室 宣大平秘書

10 月 2 日 ( 三 ) 富里鄉農會碾米廠 2F會議室 劉興榮課長

10 月 9 日 ( 三 ) 瑞穗鄉農會集貨場 2F會議室 葉育哲課長

10 月 24 日 ( 四 ) 花蓮市農會超市 3F會議室 ( 花商店 ) 邱淑媛課長

10 月 30 日 ( 三 ) 光豐地區農會超市 2F會議室 宣大平秘書

*辦理時間均為早上 10:30-12:30，除 9/11 吉安場為下午 2:30-4:30

在南瓜加工產品方面，本場農產品加值打樣中心

針對南瓜進行加工，可供農企業利用並增加農民收

益。產品包括南瓜生粉，可做為麵條、烘焙料理等原

料，另外也將友旺南瓜製成南瓜脆片產品，深獲現場

民眾歡迎，並紛紛詢問加工以及購買方式。

隨後開幕儀式在陳主委及各改良場所長的共同參

與下舉行，陳主委致詞表示，臺灣農業科技不論是研

究或實務，都是世界數一數二，這次展覽是農委會 16
個所屬試驗單位精彩研究成果，其中提到本場抗病毒

南瓜可減少病害發生、降低農民損失。另外陳主委鼓

勵與業界合作技轉，讓研究落實產業，並讓臺灣農業

邁入國際市場，將可創造龐大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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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苦瓜、白苦瓜　你今天要吃哪條瓜 ?!
本場苦瓜新品種花蓮 6號、7號　盛夏清涼上市
以優秀的花蓮山苦瓜為基礎，本場進行苦瓜育

種 20 餘年，育成苦瓜花蓮 1 號至花蓮 7 號，不但

口感佳、機能性成分含量更是破表，適合鮮食同時

也適合加工成保健產品，而且高產特性讓農友收獲

滿滿，自推廣以來深獲農友、生技業者與消費者的

喜愛與肯定。

本場育成苦瓜品種個頭均屬中小型，非常適合

國內小家庭採購。其生長勢強、雌花多且早開，因

此每個品種產量都極高，若生長條件得當，採收期

可近半年。而近 3 年本場新育成的花蓮苦瓜 6、7
號，屬於中型苦瓜、外觀修長優美、顏色分屬綠及

白色，因其口感好、苦味低、機能成分高，非常適

合新鮮食用。

水果口感　苦瓜花蓮 6 號

苦瓜花蓮 6 號是花蓮山苦瓜與東南亞苦瓜雜交而成，富含

蘋果酸、適口性高，讓苦瓜可當水果吃。本苦瓜新品種於花蓮

縣壽豐鄉觀自在及奇萊美地有機農場示範栽培，目前已進入盛

產期。

觀自在有機農場林瑞鵬表示，民國 100 年開始接觸場內育

成的苦瓜品種，並成功打響苦瓜茶的保健名聲。因此今年試種

苦瓜 6 號，他十分看好此品種，因為除了鮮食，花蓮苦瓜 6 號

亦含亞麻油酸，十分適合加工。因此他目前先以鮮品進入里仁

有機商店，未來預計開發相關加工產品，同時了解消費者接受

度。

白色清脆　苦瓜花蓮 7 號

和市售大白苦瓜一樣顏色，大小重量卻只有 1/3 的苦瓜花

蓮 7 號，是本場最新育成品種。其富含維生素 C、葉酸、亞麻

油酸及硬脂酸，另總膳食纖維高，很適合鮮食及保健用途。目

前也於壽豐鄉奇萊美地及觀自在有機農場試種，生長勢及產量

均表現良好。

奇萊美地有機農場蔡志峰場長表示，和一樣是白色的苦瓜

花蓮 2 號比較起來，花蓮 7 號果肉更厚且多汁，吃起來更有滿

足感，而 7 號切片烘乾泡茶，喝起來口感更順。另外農場土地

適合瓜果類生長，已栽培數種本場育成之山苦瓜，因此他對花

蓮 7 號深具信心。蔡志峰並期許奇萊美地成為山苦瓜界的台積

電，想到山苦瓜，就想到奇萊美地。

本場苦瓜育種者全中和副研究員表示，因為導入花蓮野生

山苦瓜特性，本場育成的苦瓜品種生長勢極強，且和一般商業

栽培種相較，屬於較野性的品種，因此可連作，但仍建議與其

他作物輪作，以保持品質。在病蟲害方面，建議以網室栽培避

免瓜實蠅危害。

「雖然苦瓜自古以來就有功效性，但場內的改良品種機能

性更高！」本場杜麗華場長表示，場內苦瓜品種 1 至 7 號個個

是精品，鮮食加工兩相宜。而且是雜交一代種子，植株果實品

質及成分表現穩定，是加工重要條件，所以每個品種都深受農

友、消費者與生技業者好評。

為推廣苦瓜 6、7 號試驗成果，本場於 7 月 11、29 日舉辦

栽培示範觀摩會，現場除了分享農友種植經驗，更有紅燒苦瓜

花蓮 6 號、苦瓜乾鳳梨雞湯、苦瓜花蓮 7 號冰沙及梅汁苦瓜等

料理試飲品嘗。奇萊美地蔡夫人更分享私房苦瓜食譜，將花蓮

7 號及芭蕉切片冷凍後打成冰沙，甜中帶甘，是適合全家大小

的消暑聖品。

 �全中和副研究員 ( 下圖左 ) 育成翠綠色的苦瓜花蓮 6 號 ( 上
圖左 ) 以及白色的苦瓜花蓮 7 號 ( 上圖右 ) 深獲觀自在有機
農場林瑞鵬農友 ( 下圖右 ) 好評

※本場苦瓜新品種特性及購買資訊

品種 果色 果重 (g) 營養成分 發展方向 鮮果購買資訊

花蓮 1 號 綠 100-150 * 鮮食及加工 **
花蓮 2 號 白 100-150 * 鮮食及加工 觀自在有機農場

奇萊美地有機農場

銨廷有機農場

花蓮 3 號 深綠 100-150 * 鮮食及加工 銨廷有機農場

花蓮 4 號 綠 20-50 *特殊保健成份 保健加工 **
花蓮 5 號 綠 20-50 *特殊保健成份 保健加工 **
花蓮 6 號 綠 150-250 * 蘋果酸、 

  亞麻油酸
鮮食及加工 觀自在有機農場

花蓮向日葵農產運
銷合作社

花蓮 7 號 白 200-250 * 琥珀酸、 
  亞麻油酸

鮮食及加工 奇萊美地有機農場

觀自在有機農場

*全系列均富含維生素 C、葉酸及高膳食纖維　　**加工使用，不對外販售鮮品
***若有問題請洽全中和副研究員，分機 3400

 �奇萊美地有機農場蔡志峰場長 ( 右一 ) 對本場苦瓜新品種深
具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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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環境教育 Part 2　本場再度推出創新環教課程
邀請種子教師搶鮮玩

本場與萬榮、卓溪鄉公所　合辦部落行動教室
為輔導部落農業發展，

本場與萬榮、卓溪鄉公所

於 1-2 月及 7-9 月，聯合辦

理部落行動教室，課程內

容包括作物栽培管理、有

機驗證、小型農機具檢修、

土壤肥培管理、作物病蟲

害防治及農產品行銷等課

程，藉此提升部落農友栽

培管理技術。

萬榮鄉公所古明光鄉長、卓溪鄉呂必

賢鄉長，均認同教育訓練對族人的重要

性，因此今年度與本場合作開辦行動教

室，鼓勵族人多與外界接軌，打開農業視

野，並依照鄉內農友的需求選擇授課主

題。而族人在參與課程後，確實有助改善

作物的產量及品質，以及拓展通路。

本場於 1-2 月已於萬榮鄉舉辦 4 場次

行動教室，8-9 月將再舉辦 7 場次。卓溪

鄉則從油茶有機栽培開始，由於其為鄉內

重要作物，上課人數爆滿，產銷班景友惠

班長鼓勵班員暫時放下農務，學習有機栽

培技術。芒果則為卓溪近 3 年發展

的新興作物，從零星栽培到現在已

有 2 個產銷班近 50 公頃的栽培面

積，是卓溪鄉未來重點輔導產業。

因此特別邀請屏東縣潮州鎮果樹產

銷班第 10 班潘連進班長，分享芒果

採收後栽培管理。

農機維修則是每個農友都會碰

到的問題，因此本場辦理小型農機

具簡易保養及檢修實作，可減少工

作停滯的困境。農產品行銷課程則介紹通

路、臉書經營及故事行銷等課程，讓農友

除了生產也能掌握市場方向及行銷技巧。

卓溪及萬榮鄉土地與山區接壤，農作

物常常受到野生動物侵擾，因此本場特別

邀請東海大學高明脩先生，說明野生動物

保育與農作物防治的取捨與平衡。

本場農業推廣課林正木助研員表示。

雖然部分主題，例如芒果、印加果栽培技

術，並非場內研究範疇，但是關於土壤改

善、安全用藥與病蟲害防治、有機栽培、

加工利用，甚至行銷推廣等，本場都可為

農友服務及提供輔導資源，提升農產品產

量及品質、協助部落開發特色產業。

為推廣友善環境理念及生態農業

技術，本場暨 107年發表 4種教案後，

今年再度與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合作，推出 4 款創新主題的環境教育

課程。並在 7-8 月於宜蘭、花蓮地區

辦理 4 場研習活動，培育種子師資的

同時，也透過試教試玩、持續改進教

案內容。

本次教案主題則包括水稻、野

菜、原生草毯以及循環農業。汲取去

年經驗，今年上課方法改為先玩遊

戲，再了解基礎研究理論，讓學員能

更深刻的了解遊戲背後的意義。

參與課程的學員包括教師、營養

師、農民、市集經理及環教志工等，

大家都對環境教育有很大的熱忱與支

持。參與這次的研習也給主辦單位很

多反饋，其中銨廷有機農場廖中豪

農友，因為供應學童營養午餐有機蔬

菜，但發現學童認同感不大，因此他

覺得可以運用「Ina 的野菜廚房」這

個教案，依本身農場需求修正，讓學

童從遊戲中認識有機農業的意義。

負責本業務的是農業推廣課孫正

華副研究員，她表示因為近年食農課

程正夯，而環教教案較少有農業議

題，因此去年場內開發 4 個環教教案

大受歡迎，在試玩後很多老師都覺得

非常適合用在校內的食農教育。且為

方便大家利用，這些教材均可在本場

官網免費下載 pdf 檔。

本場與人禾基金會翻轉食農就是

吃吃喝喝的刻板印象，今年再接再

厲，以場內紮實的基礎研究，再度開

發 4 個創新課程，期望用遊戲串連土

地、農業與生活，成為食農界的一級

玩咖！

※卓溪及萬榮鄉行動教室系列課程

※農業環境教育種子師資培訓活動場次

※農業環境教育種子師資培訓課程表

卓溪鄉 7/23油茶有機栽培管理班
7/30芒果栽培管理班
8/06小型農機具簡易保養及檢修班
8/13 農產品行銷班

萬榮鄉 8/20小米栽培管理班 2場次
8/27、9/17印加果栽培管理班
9/03有機病蟲害管理班 2場次
9/10有機土壤管理班

時　間 地　點

7/31-8/01 花蓮縣馬太鞍溼地生態園區

8/07-08 宜蘭縣頭城農場

8/10-11 宜蘭縣五結鄉農會

8/14-15 宜蘭縣本場蘭陽分場

遊戲主題 研究主題

《水稻的一生》 水稻生育及栽培

《花草不思議》 原生花草毯的生態服務

《Ina的野菜廚房》 野菜種類及栽培

《農場物語》 循環經濟裡的農業核心

*詳細資訊請洽林正木助研員，分機 1960

 �本場依照農友需求，與公所聯合舉辦部落行動
教室

 �學員們正進行「Ina 的野菜廚房」主題遊戲，主要為
了解野菜種類、對部落文化、糧食安全等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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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育光復古早種陸稻　割稻大豐收
本場與 o'rip 生活旅人工作室合作，

共同於光復馬太鞍復育古早種陸稻，在

3 月底播種插秧後，7 月 17 日召集有志

者一起收割，吳連妹阿嬤也在現場示範

部落傳統曬穀方法，其他耆老也回憶早

年部落與旱稻種種相關的回憶。

O'rip 生活旅人工作室前負責人黃啟

瑞，多年來關心部落文化與產業發展，

他發現這幾年族裡青年返鄉承接老人

家的田地，但對於古老的陸稻，隨著

品系流失僅存在記憶中，因此今年初

極力促成本場及部落合作，從少量栽

培開始，慢慢恢復經濟生產，甚至把

傳統米食及祭儀再找回來。

因此本次割稻活動，特別搬出部

落早期的脫粒機，並且邀請當地耆老以

及國小學童參與。曾經參加插秧活動，

並且拿出珍藏古老稻種的吳連妹阿嬤，

將稻穗綁成一大束，向大家說明過去就

是這樣一束束的放在太陽下曝曬。其他

的老人家也說起小時候關於陸稻的回

憶，還有位阿公當場利用稻桿做成笛子，

讓參與者與小朋友們收穫良多。

本期作場內共提供 10 種產量表現良

好的陸稻品系，以及吳阿嬤珍藏的紅糯

米。近日稻穀調製後，本場將擇期辦理

推廣活動，如製作稻穗小掃把、與耆老

們聊天，並一起品嘗這些珍貴的復育稻

種。從辨認、種植到實際吃到嘴裡，完

美找回過去最對的那一味。

為促進國際交流互動，8 月 8 日日本

沖繩縣町村會共 15 人，由花蓮市公所劉

原良秘書帶領來場。9 日則由東華大學安

排，紐約州立大學沈昌輝教授帶領暑期

班 12 位學生來訪，本場同仁為 2 團體解

說、座談及導覽。

本場杜麗華場長及楊大吉副場長歡

迎貴賓來訪，除了以簡報說明場內研究

方向外，另為紐約大學安排場內研究解

說，包括農田生態系統服務技術、抗病

毒病南瓜與番茄

育種、原民作物

保種、大豆初級

選別機等之研發、

農產品打樣服務

及品嘗等項目。

沖繩來賓們在座談中表示，過去紅

龍果在沖繩價格很高，現在則流行芒果，

因此對於其他臺灣水果，如釋迦、蓮霧

等十分有興趣，並詢問適合沖繩種植的

水果。紐約大學的學生們則對於有機農

業的相關主題興趣濃厚，提出不少問題，

也提問有關青農培育、育種疑慮、線蟲

防治等。

隨後本場帶領來賓實地參訪場內試

驗園區。本場原住民農業研究室全中和

副研究員，向沖繩外賓介紹臺灣、沖繩

及東南亞各國的苦瓜，並現場試吃場內

育成的苦瓜花蓮 6 號，因為口感非常與

眾不同，讓大家紛紛詢問品種來源、栽

培方法等。

紐約大學學生們則實際參觀作物生

長及觀察天敵與害蟲的互動關係，以及

大豆選別機巧妙的分級設計，另外在打

樣中心品嚐各式冷凍乾燥果乾後，有同

學馬上想要買回美國去。

本場研究好吸睛　國外友人頻來訪
日本沖繩縣町村會、紐約州立大學來場參訪

 �吳連妹阿嬤 ( 下圖左 ) 示範部落傳統曬穀方法

歡
迎
參
加

推動里山倡議以促進生物多樣性
及增進人類福祉國際研討會

 �9 月 17 日（二）8:30 (9 點開幕 )-17:10
 �9 月 18 日（三）9:00-16:00

 �本場推廣課新大樓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二段 118 號 4 樓

時　間

地　點

 �本場全中和副研究員 ( 右一 ) 向日本沖繩外
賓介紹花蓮苦瓜新品種，並比較與沖繩苦瓜
不同之處

 �紐約大學沈昌輝教授 ( 右五 ) 帶領學生來訪，本場介紹場內重要研究以及
農民輔導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