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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今年辦理第二屆

「金推獎」評選，透過客觀、公正的評

鑑，公開獎勵辦理農業推廣工作績優的農

會。整個活動獲得269個各級農會的熱情參

與，評選出53個獲獎單位，其中47個「優

等獎」及6個「優等暨特殊貢獻獎」，頒獎

典禮於10月29日隆重舉行，由農委會陳主

任委員武雄親自頒發，以肯定這些農會在

農業推廣工作上的卓越貢獻。

每2年辦理一次的「金推獎」今年邁

入第二屆，農委會特別邀請了37位委員組

成評鑑小組，歷經55天的書面審查，評選

出53個單位獲得「優等獎」，並由53個優

等農會選出29家農會進行現場訪視，選出

12家進入決選，歷時3個月，再於複審會議

經投票評選出6家農會為「優等暨特殊貢獻

獎」，過程非常客觀、公正、嚴謹。

53個獲獎農會中，宜花地區由宜蘭縣冬

山鄉農會、宜蘭縣礁溪鄉農會、花蓮縣花蓮

市農會榮獲「優等獎」，而花蓮縣富里鄉農

會則榮獲「優等暨特殊貢獻獎」，並獲贈20

萬元獎金。

農業推廣界

有許多人將「金推

獎」比喻為農業

推廣的「奧斯卡

獎」，農委會表

示，金推獎的得

獎農會在總幹事領

導的團隊下猶如最

佳製片與導演，農

推工作同仁就是最

佳男女主角，在團

隊合作下，展現最

佳成績，贏得農民的肯定與掌聲，在獲獎

同仁的一段話中可以看出農業推廣工作同

仁的熱忱與全心付出，有人寫到：「農業

推廣是：服務工作＝雞婆的事」、「推廣

工作如同交響樂，團隊的默契與合作精神

是成功的基本要素」等。農委會表示，金

推獎的辦理就是要鼓勵與肯定這些在第一

線農業推廣工作人員的辛勞與成就，亦期

望透過客觀、公正、嚴謹的評鑑機制，鼓

勵更多農會重視與投入農業推廣工作，並

將此成果建立學習標竿，進一步傳承與擴

散，期許在「金推獎」精神的驅動下，使

整體農業推廣效益大幅地提升，成為農業

永續發展的重要推手。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第二屆金推獎名單出爐花蓮縣富里鄉農會榮獲優等暨特殊貢獻獎

時序邁入秋冬季節，花蓮地區受東北

季風影響，氣溫常偏低且持續陰雨，在低

溫潮濕下容易引起喜好低溫菌的病害，如

菌核病即是其中一種，主要引起作物腐爛

及萎凋的現象。菌核病在冬季冷濕季節時

常出現於某些蔬菜類葉片或莖部組織，呈

現水浸狀腐爛，病斑上有白色棉絮狀菌絲

團，由於常在連續雨天後發生，在初發病

時容易被農民誤以為是疫病，而使防治效

果不佳。本場特此呼籲農友應小心預防。

蔬菜菌核病屬於土壤傳播的真菌性病

害，喜好低溫高濕環境，在台灣多發生於

每年的12月至次年4月間。菌核病寄主範圍

廣泛，常見的農作物有：十字花科蔬菜如

甘藍、包心白菜、花椰菜、青花菜，還有

萵苣、芹菜、甜椒、辣椒，豆類蔬菜、胡

蘿蔔、番茄、胡瓜等蔬菜，禾本科作物則

很少受害。菌核病病徵在不同作物上不大

相同，可危害作物葉、莖、根冠部、果實

(莢)，造成根腐、莖腐、頸腐、苗枯等病

徵。一般病徵會產生水浸狀軟腐病斑，濕

度高時被害組織上覆有白色黴狀物，很像

疫病而容易誤判，導致農民僅噴施防治疫

病的藥劑，因而延誤菌核病之防治適期，

造成嚴重的損失。白色的菌絲會特化成黑色

大小不一之鼠糞狀菌核，最後整株軟化枯

死。此病可藉菌核在土壤中殘存至下一季，

菌核的產生為分辨菌核病或疫病之依據。

菌核病的防治方法有藥劑防治、生物

防治、栽培防治(輪作、田間衛生、減少灌

溉等)、種植抗病或耐病品種等。但主要

著重在加強栽培管理，清除越冬菌源，選

用抗病品種，再輔助以藥劑防治的綜合防

治。下述各防治方法供參考：

1.	選擇排水良好的土壤種植，並避免密植

以降低作物附近的濕度。調整耕作季節

和作物行間距離，或匍伏式改直立式栽

培，以保持良好通風性；或利用設施栽

培隔絕雨水，以避免製造發病環境。

2.	與水稻、高梁、玉米、甘蔗輪作，至少

兩年以上。

3.	重視田間衛生，輔以種子消毒、苗床消

毒。並注意農機具、雨鞋、種苗等攜帶

污染的土壤。

4.	嚴重發病田可淹水處理3週以上。

5.	翻犁深耕病殘株入土，但很難避免有少

數菌核仍留在土表，因此深犁後應配合

浸水處理效果較好。

6.	藥劑防治：甘藍等包菜類上僅正式推薦

50％撲滅寧可濕性粉劑2,000倍；而小

葉菜類除可使用50％撲滅寧可濕性粉劑

2,000倍外，亦可任選50％貝芬同可濕性

粉劑1,000倍、或50％大克爛可濕性粉劑

2,000倍、或75％四氯異苯腈可濕性粉劑

500～700倍等施用；另萵苣除小葉菜類

用藥外亦可選擇50％免克寧水分散性粒

劑1,000倍、或50.5％快得依普同可濕性

粉劑800倍；瓜菜類則可參考50％撲滅寧

可濕性粉劑稀釋2,000倍、或75％四氯異

苯腈可濕性粉劑500～700倍；果菜類可

參考75％四氯異苯腈可濕性粉劑500～

700倍施用防治。以上葯劑任選一種，

病害發生時開始施葯，每隔10天施葯一

次，連續3～4次。

冬季濕冷天氣　蔬菜易發生菌核病　請注意預防

農委會陳主委武雄與榮獲優等暨特殊貢獻獎之

花蓮縣富里鄉農會合影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黃主任秘書明耀(左三)、農

委會輔導處莊處長玉雯(右二)以及本場黃場長

鵬(左二)與轄區得獎農會合影

▲

花蓮縣富里鄉農會得獎事績－打造有機休閒農村

陳總幹事榮聰、推廣股林股長輝煌

具體事蹟：打造全國第一個有機農業村，並輔導農民以在

地、健康、有機的農業生活體驗炒米香、泥火山豆腐、洗愛玉

...等，開創體驗農家的農村遊程，帶給農村新契機；富里鄉的農

作以稻米為主，陳總幹事為了讓富里鄉的優質稻米享有它應得的

榮耀，以「跟著消費市場有機健康走」為農會近年的經營策略。

自五年前開始，農會並積極推動有機稻米的耕作，目前已有四個

產銷班、面積達三百多公頃的有機稻田，由於推出後市場反應熱

烈，以致供不應求，陳總幹事下一步將計畫擴寬有機村的範圍。

感染菌核病造成甜椒果實呈水浸狀腐爛，其上

有菌核產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