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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落實「健康、

效率、永續經營」的全民農業，於10月

10至12日在世貿舉辦「2008優質臺灣米博

覽會」，由陳主任武雄親自宣告農業新

「食」代的來臨。農委會近年來為打造健

康優質產業、提供國人新鮮、健康與安全

之國產農產品，採取多方面的措施。在生

鮮蔬果方面，輔導農友安全用藥，加強推

動「吉園圃」標章制度；在食米方面，推

動CAS優良農產品食米類標章、有機米認

驗證，並積極建構生產、碾製、銷售一體

的產銷專業區。

基於以上方針，「2008優質臺灣米

博覽會」特別精心規劃了六大活動區塊，

包括舞台區、稻米展售區、米食多元化展

示區、十大經典好米鑑賞區、創意米食玩

味區及限定區。現場除有來自全國各地46

家績優廠商及農會小包裝米、米禮盒及米

食製品的展示展售外，並邀請名廚示範創

意米食，及舉辦米媽媽故事屋，介紹稻米

的一生及演進歷程。另外，接續之「健

康農業新『食』代」系列活動尚包括11月

之「養殖漁業促銷活動」、「2008烤鴨達

人」、「2009台灣農漁會百大精品展」、

12月之「2008CAS優良農產品授證典禮」

及「2008年農村酒莊暨酒品評鑑成果發表

會」等活動，期待國人的熱情參與。(資

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08優質臺灣米博覽會

開啟健康農業新食代

食品安全為近來最受大家重視的課

題之一，臺灣每年從國外進口的藥材種類

與數量相當多，但進口之中藥材安全、品

質及基源無法有效的掌握，尤其在農藥殘

毒、重金屬含量、藥材的誤用及混用等問

題上均相當存有疑慮，使一般民眾在使用

上有安全之虞。因此，為了使國人能夠安

心使用國產中藥材，本場選定當歸在花

蓮地區種植，建立優良農業操作之栽培方

式，生產安全、優質的花蓮當歸，提供國

人選購使用在地生產安全之新鮮中藥材，

並經由多元化產品之開發，提供民眾身體

保健之需求，進而帶動本土中草藥產業之

發展。

配合花蓮地區擁有無污染農業栽培

環境，本場特在花蓮縣玉里鎮、卓溪鄉等

地區輔導當地中草藥生產合作社及產銷班

推廣種植當歸等保健作物，目前栽培面積

約為30公頃。保健作物除了產量之外，有

效成分之含量亦為重要之一環，本場針對

花蓮地區種植之當歸進行指標性成分阿魏

酸、藁本內酯含量分析，發現根部有效成

分含量高，另當歸之地上部及根部均有

極佳的抗氧化能力。在微量元素鐵、鉀、

鈣、鎂、錳、銅等之分析結果亦較市售者

為佳，加上以優良農業栽培環境生產的當

歸，品質安全有保障，也使花蓮地區名符

其實成為台灣當歸的故鄉。

近年來國人相當注重養生保健，本場

針對此一潮流，以優質、安全的花蓮當歸

等保健作物為原料，與生物科技公司進行

產學合作計畫開發當歸多樣化產品，目前

已成功開發了當歸複方保健茶包、當歸保

健飲品、當歸酒類飲品、當歸藥膳即食餐

包等產品，經過營養成分分析、重金屬檢

測及安全性評估，為一具保健、安全及優

質特性之產品，可提升農產品之附加價值

及全球保健產品市場的競爭力。

優質花蓮當歸多元化產品

玉溪地區農會現場攤位展售▲ 三星鄉農會現場攤位展售▲

富里鄉農會現場攤位展售▲

定植木瓜的時期又快要來臨，本場籲

請瓜農種植木瓜苗時，要注意種苗來源是

否為基因改造的種苗，以免不小心種植到

基因改造的木瓜苗，而有違反植物品種及

種苗法之虞。

在購買木瓜種苗時有個小技巧，若是

購買台農二號，請詢問種苗商是否需要網

室栽培，或是不用網室栽培會不會得病毒

病，如果不需網室栽培而不會得木瓜輪點

病毒病的台農二號種苗通常為基因改造種

苗，請農民避免購買。若是不想使用網室

栽培，本場建議使用台農五號或紅妃等耐

病品種，並且歡迎農民將有疑問的木瓜種

苗送至本場免費檢驗，約一週後即可收到

檢驗報告。

依據植物品種及種苗法規定基因轉殖

植物非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輸入、

輸出或逕行推廣或銷售者或進行田間試

驗，違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

以下罰鍰。農糧署已經聯合各地區農業試

驗改良場所組成基因轉殖作物監測檢測小

組，目前此小組已經針對基因改造木瓜建

立一套標準檢驗流程，針對種苗商繁殖的

木瓜苗進行不定期的抽測，抽測結果若是

呈陽性反應（基因改造種苗），將逕行依

法予以罰鍰，以免不知情的農民買到基因

改造木瓜種苗。

若 有 疑 問 請 洽 本 場 園 藝 研 究 室

(03)8521108轉300。

請農民避免種植基因改造

木瓜種苗以免有觸法之虞

花蓮地區種植之當歸根部品質優良▲

本場研發之複方當歸保健飲料玉春茶(左)當歸藥

膳即食餐包(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