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委會於 3 月 18 日召集全國青年農民，

於花蓮縣瑞穗鄉舉辦年度全國青農交

流活動。陳吉仲主委親自向大家報告會內重

要政策與施政成果，並率所屬各級單位首長

與全國青農座談交流。陳主委表示氣候變遷

是影響未來農業的最大挑戰，若有水資源、

品種或者保險等各方面問題，請青農不吝提

出，農委會將納入考量，全力因應氣候變遷

帶來的影響。

陳主委首先以花蓮文旦產業為例，說明會

內從改良品質、加工全果利用著手，同時輔

導農會完善產銷各階段的設備，包括甜度偵

測、包裝及冷鏈等，大幅提升果實品質與產

地價格，並因應天然災害開辦文旦保險，全

面保障農友收入。這是農委會國際處、農糧

署及農改場，再到農會和農民共同合作的極

佳案例及典範。( 未完接下頁 )

陳吉仲主委報
告

全國青農在瑞穗

農委會重要政策與成果
並率所屬各級單位共同解決難題

 S 農委會陳吉仲主委帶領會內各級機關首長，與全
國青農齊聚一堂。陳主委首先向大家說明各項重
要輔導政策及成果，並與現場青農交流所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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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陳主委針對會內重要政策做出說明，包

括保險、綠色環境給付、灌溉等。其中攸關農

友自身權益的三保一金，農委會從農保修正對

人不對地、開辦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農業保險，

到退休儲金制度，全面保障農友自身權益。這

些措施扭轉農業是夕陽產業的印象，促使農業

體系更完整，讓農友以從農為傲。

食農教育則需要大家共同參與，陳主委感謝

青農加入產銷履歷及有機友善驗證，並將農產

品提供予學校營養午餐，111 年使用國產優良

食材達 96% 以上，同時也促進國產雜糧生產面

積的增長。他更期望藉此能將學童從餐桌帶領

到產地，建構完整的食農教育。

關於農村缺工問題，陳主委認為不能只依靠

外籍移工，或者各地代耕團隊，更需要全面自

動化、機械化，農委會各所屬單位將全力研發，

藉此解決農業生產到銷售所需人力需求。另外

積極建置完善的冷鏈設備以提升作物品質，再

搭配加工措施，農作物面積及價格可望同時成

長。

在氣候變遷方面，農委會全面啟動包括淨零

及循環農業的因應策略。陳主委強調循環農業

與淨零措施配合後，讓原本要花錢處理的農業

廢棄物，轉變為可以資源化、材料化及能源化

的農業剩餘資材，非但不用花錢請人處理，還

能碳減量或增匯，增加農民收入。

陳主委表示，未來 20-30 年農漁畜產品價格，

在戰爭波及、氣候變遷等因素影響下，將持續

上漲，但這也表示若全球趨勢不變，將是農民

的機會。農委會從社會、環境及經濟各個層面，

建立韌性農業，鼓勵農友持續增進自身專業知

識、維護友善農業環境，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必

能化危機為轉機。

 S 除書面問題外，另開放現場青農提
問。宜蘭縣李維農友 ( 上 ) 反應製
茶場域樓層限制問題、花蓮縣黃德
安農友 ( 下 ) 建議設立農機租賃中
心，並關心紅火蟻防治問題

 W 陳吉仲主委分別與宜蘭及花蓮 2 地
青農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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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會內所屬機關橫向聯繫，臺中區農業

改良場李紅曦場長率蕭政弘秘書及各課課長及

研究人員，於 3 月 17、18 日來訪花蓮，本場安

排李場長一行至有機農業研究中心並介紹場內

各項重要成果，另參訪光復有機大豆及玉里國

產蕎麥產區，了解轄區有機農業及國產雜糧生

產輔導情形，最後至富里體驗在地食農教育。

座談期間李場長亦向本場分享該場近年研發成

果，雙方在相互交流學習中，奠定未來合作的

良好基礎。

農委會所屬試驗改良場負責地區農產業相關

試驗及農民輔導，針對不同區域有不同的專責

作物，因此各場有不同的研究領域及輔導對象。

本場就轄區重要且特別的農產業發展向臺中場

報告，包括有機農業研究中心成立緣由、建置

歷程及未來發展規劃，以及提升原民部落農業

發展的找回原力計畫等。

本場亦分享針對地方農產業問題的成立跨課

室團隊，以解決包括文旦全果利用、青蔥與番

石榴病蟲害 IPM 綜合管理等專案任務。另外為

促進農民及消費者教育，本場出版品隨著時代

脈動，持續優化內容、設計及印刷，讓讀者能

更輕鬆地接受國家農業政策、最新農業新知及

研究成果。

由 於 本 場 轄 區 國 產 雜 糧 以 大 豆 及 蕎 麥 為 大

宗，因此實地參訪方面帶領大家至光復鄉瑪布

隆農場參訪有機大豆栽培及採後自動化處理場

域，以及全國最大生產面積的玉里蕎麥栽培區

域。本場今年度協助蕎麥農友以無人機省工栽

培，提升作業效率及節省成本，但在品種及栽

培方面，卻遇到棘手的困境。

目前玉里地區栽培的蕎麥為臺中 2 號，榖粒

形狀較長，在加工時較為受限，另外在栽培方

面，例如種子選擇等，也需要專業知識的教授。

本場特別趁此機會借重友場專才，請蕎麥研究

人員向農友說明臺中場最新育成品種、機械研

發及相關輔導等，未來將持續合作共同壯大國

產蕎麥產業。

在交流座談中臺中場提出如何推動轉型有機

栽培，以及跨課室團隊促成契機等問題，本場

也對該場社群媒體經營多有讚賞。杜麗華場長

及李紅曦場長都非常樂見這樣的交流活動，藉

著此次參訪學習到彼此優點，未來在農業研究

上也會有更多合作機會。

來訪交流
臺中區農改場

參訪花蓮農產業推動情形

 W 本場帶領臺中場同仁參訪本場有
機農業研究中心 ( 右圖 )、光復大
豆、玉里蕎麥產業 ( 左圖 ) 以及富
里食農體驗等花蓮特色農產業

 S 本場杜麗華場長 ( 左 ) 歡迎臺中區農改場李紅
曦場長 ( 右 ) 率場內研究人員參訪花蓮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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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豆，為長在矮灌木上的豆類，傳統栽培無

法使用現有機械採收，只能一莢莢地靠人工摘

取，雖然市場供不應求，產業仍難以擴展。本

場改變樹豆栽培模式，降低植株高度至 2 公尺

以下、主莖直徑小於 2.5 公分，可適用於一般

的雜糧聯合收穫機，如此採收成本自然下降，

再加上綠色環境給付地方特色作物補助，是農

友雜糧轉作的好選擇。

樹豆是原鄉重要的傳統作物，過去多為自家

零星種植。目前少量的經濟規模栽培，以行株

距 1 公尺以上、株高 1.5-2.5 公尺、主莖直徑超

過 8 公分，栽培全期達 10-12 個月的矮灌木生

長模式。不但無法機械採收，栽培期過長將會

有更多未知風險，同時土地利用率低，無形提

高許多成本。

為促進樹豆產業規模化生產，本場自 110 年

調整樹豆的播種期、縮小栽培密度，讓植株可

機械播種，並且以現有雜糧聯合收穫機採收及

脫粒。研究人員農藝研究室陳緯宸技佐表示，

樹豆機械採收只需 1 人當日即可完成 1.5 公頃

的採收量，採收成本節省 80%、整體收益每公

頃可增加 9,900 元。同時縮短栽培全期只需 7-8
個月，其他時間可種植短期作物增加土地利用

率、增加額外收益。

本場杜麗華場長強調，為增加原鄉農產業競

爭力及促進國產雜糧面積增長，場內積極導入

作物機械化生產。這次破解樹豆採收高成本困

境，預計每位農友可從 1 公頃拓展至 10-20 公

頃，再加上農糧署政策補助、額外短期作物等

收入，樹豆產業可望邁向生產規模化。

 S 本場調整樹豆栽培期、矮化並密植，讓農友可
使用雜糧聯合收穫機採收並脫粒，省工效果佳

改變栽培模式，省工

80%

機採樹豆找
回
原
力

原
鄉
生
態
永
續
新
農
業

樹豆大面積機械化栽培曆及注意事項

 栽培田區排水好、土層深。

 需選用成熟較一致品種，本試驗品種為
臺東1號。種子發芽率應達 以上，
避免缺株。

 調整播種期至7、8月，適當行株距
公分 ，勿過疏或過密。

 若田區易淹水，建議作畦栽培。

 薄施肥，勿施重肥，避免莖徑過粗。

 80%豆莢成熟即可採收，勿過晚收穫。

機械
播種

開花 採收留意颱風 淹水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隔年
1月

隔年
2月

隔年
3月

總栽培期 個月

※樹豆大面積機械化栽培曆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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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輔導頭城農會， 
攜手老農與青農

黃金茂谷柑

 S 杜麗華場長率場內各課室研究人員，參訪頭城黃金
茂谷柑產業，並就不同議題給予農民建議

 W 本場研究人員針對林峰棋
班長 ( 右一 ) 果園現況給
予栽培、土壤肥培、病蟲
害管理等建議，同時給予
陳文正農友 ( 右二 ) 關於
新建設施應注意事項並交
流建置經驗

生長快、產量及品質都很穩定，且極適合宜

蘭氣候的黃金茂谷柑，是頭城鎮農會近年積極

推廣的新興果樹。農會特請果樹產銷班林峰棋

班長，帶領鎮內其他果農跟進種植，青農陳文

正也看好商機，預計建置新設施加入栽培行列。

本場杜麗華場長 3 月 21 日率場內各領域研究人

員，前往產地了解果樹栽培現況，以及提醒新

建設施應注意的各項要點。

林峰棋班長種植黃金茂谷柑已有 7 年，為符

合宜蘭嚴選農藥零檢出標準，果實均以套袋防

治小型害蟲，且在用藥方面也非常謹慎。在參

訪現場後，本場園藝研究室劉啟祥助研員發現

果樹葉面黃化，果樹徒長枝較多，因此建議林

班長應注意微量元素鋅的添加，適度修剪以利

通風，可減少蟲害發生也能方便噴藥及促進樹

體吸收。

針對果園介殼蟲較為嚴重，在藥劑使用上提

醒農友目前有多支新藥可使用，並在套袋前使

用推薦藥劑，後期噴施安全的非農藥資材。林

振
興 產業

班長也提出想認識小型害蟲傳播途徑，杜場長

建議未來可召開相關病蟲害防治相關課程。

陳 文 正 農 友 看 好 黃 金 茂 谷 柑 高 品 質 與 特 殊

性，欲新建設施以省工、智能的方式栽培。本

場園藝研究室王啓正副研員、農藝研究室李睿

家、蘭陽分場徐子芳助研員，提出設施屋頂可

能會因為積水造成塑膠布損壞等問題，以及設

施內土質改良、光照與濕度與成本等建議。另

外針對整體病蟲害防治及無人機應用等問題，

本場研究人員亦提出相關說明。

杜麗華場長感謝頭城地區老農無條件協助青

農加入新興產業，且建置設施以抵抗氣候變遷

等，各方面都呼應了農委會現行政策，因此特

別帶領場內各課室研究同仁前往參訪，並承諾

全力協助地區農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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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宣導

本場農民學院訓練班請至農民學院網站（https://academy.coa.gov.tw/）查詢課程資訊並網路報名。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1950全國消費者服務專線缺工？歡迎至農業人力資源平台

2023 宜蘭綠色博覽會 
在蘇澳武荖坑風景區

年度休閒旅遊盛會－ 2023 宜蘭綠色博覽會，自 3
月 31 日至 5 月 14 日在蘇澳鎮武荖坑風景區盛大舉

辦！展期共 45 日，歡迎大家一起參與。首日農委

會范美玲主任秘書至現場開幕，她表示綠博自 2,000
年創辦以來，已陪同國人共同走過 20 多個年頭，

對於推動綠色環境及綠生活貢獻卓著。

本 屆 綠 博 以〈 我 們 共 同 的 未 來 Our Common 
Future〉為主題，在蘇澳鎮武荖坑風景區全新打造

一座「莎士登迷宮」，裡面有許多呼應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的活動，非常寓教於樂，歡迎大小朋友一

起來挑戰。

 T 本屆綠色博覽會整體打
造成一座莎士登迷宮，
農委會范美玲主秘 ( 右
三 )、農糧署東區分署
徐煇妃分署長 ( 左二 )、
本場杜麗華場長 ( 左三 )
等一同參加開幕式

※ 112 年度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農民學院訓練班別時程表
階層 班別名稱 報名日期 辦理日期 人數 辦理地點 天數 學員自付金額(元) 

進階 

果樹綜合栽培技術及管理班 04/13-05/12 06/13-06/15 30人 花蓮本場 3日 2,500元 

文旦早收技術及產銷管理班 05/11-06/10 07/11-07/13 30人 花蓮本場 3日 2,500元 

設施蔬菜智能管理班 06/08-07/07 08/08-08/10 30人 蘭陽分場 3日 2,500元 

設施智慧農業班 07/05-08/04 09/05-09/07 30人 花蓮本場 3日 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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