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委會所屬機關
花蓮地區業務聯繫會議

包括本場，農委會所屬機關於花蓮共6個

單位，由於部份業務在執行上常有跨單位合作

之必要，故主委陳武雄於99年指示應定期舉辦

橫向聯繫會議，讓地區單位能共同推動彼此的

業務。本場99年1月29日於場內推廣訓練中心

當東道主辦理第一次會議，其後每個三月各機

關輪流舉行，今年6月22日輪到本場再次舉辦

會議。

本次會議假壽豐鄉農會豐華再現館舉辦，

花蓮地區所屬機關首長及代表均到場參加。會

中各首長介紹機關目前推動業務及需要其它單

位協助之事項，農糧署東區分署蘇分署長(現

為農糧署主任秘書)感謝水保局花蓮分局舉辦

農村美學插花活動，協助花農開拓內銷市場；

本場與農糧署於6月16日假玉里東豐有機米產

銷班舉辦與民有約座談時，經理曾國旗反應長

良農場農水路問題，本次會議亦針對此議題，

提請水保局花蓮分局支持，陳分局長則請蘇分

署長於會內有機會議時提出討論，讓水保局較

易著手規劃；壽豐鄉農會總幹事曾淑懿介紹壽

豐鄉為花蓮第一個農地整合利用加值計畫(簡

稱三合一)示範點，曾總幹事並期望做好政府

政策傳達者的角色，讓鄉內產銷班都能受益。

本場則以壽豐鄉農會為例，介紹中衛體系

概念，即以農會為中心廠、產銷班為衛星廠，

組成產業供應鏈，讓生產、加工、行銷一貫

化。此計劃從97年開始到99年是以農民收益

為主，100年開始轉型三合一，即結合中衛體

系、農業經營專區以及小地主大佃農，讓生產

更貼近行銷。本場期望未來各單位能相互配

合、共同努力，為農民及農會謀求更大福利。

◄本次農委會所屬單位業務
聯繫會議，由本場假豐華

再現館舉辦

▲參觀中衛體系三合一
田間示範點

高接梨合理化施肥
果實大粒又清甜

你知道嗎？台灣的肥料曾經一度「外銷」

到國外，只因國內肥料售價太便宜，讓商人轉

賣至國外賺其差價。從政府每年補助在肥料的

經費高達20億，其用心便是減低農民成本負

擔、提高作物產量，但由於國際石油價格居高

不下，礦石原物料價格亦是節節上升，在未來

肥料只會越來越貴的情況下，合理化施肥是勢

在必行的措施。

本場陸續在轄區主要作物進行合理化施肥

實驗，其中高接梨合理化施肥已進入第三年，

除了施肥量以及施肥種類的改變，特別是去年

度示範果園提早施用基肥的作法，使得本年度

植株生長狀況有明顯的改進，非常值得高接梨

果農參考。故本場於7月15日假花蓮縣壽豐鄉

吳祥安農友的果園，舉辦高接梨合理化施肥示

範觀摩會，針對合理化施肥技術進行說明，並

討論高接梨病蟲害整合防治與栽培管理上遇到

的問題。

本場果樹研究人員劉啟祥表示，經過土壤

肥力分析，吳祥安農友果園磷肥含量高、缺少

鉀肥，土壤酸鹼度過鹼，影響果樹生長，因此

他為果園做的合理化施肥措施分別為：去年採

收後禮肥不減，讓文旦好好做個月子、後期果

實肥大至大果採收時，減少了硫銨的施用量，

並且以氯化鉀單質肥料來代替43號複合肥料以

減少氮肥與磷肥的施用量。

較特別的是去年嘗試將慣行年底施用的基

肥，提早到國曆10月施用，並施用較緩效的有

機質肥料，讓果樹可以安靜過冬好休養生息，

春天可以好好飽餐一頓，因此本年度果樹無論

是新梢生長狀況、葉片數目或枝條粗細等，皆

具有良好的改進效果。「樹勢強健，花苞嫁接

成功率自然就會提高。」劉啟祥說。且試驗結

果顯示，在合理化施肥的管理下，果實重量、

大小與果肉厚度與慣行施肥區相同，顯示合理

化施肥並不會降低果實產量。再者，由於在果

實成熟期適量的降低氮肥的使用，合理化施肥

示範區的果實糖度較慣行施肥區平均增加了

0.4度，具有增進果實品質的效果。

「在未做合理化施肥措施前，果實多為12

粒裝的大小，有8粒裝就很了不起了，之後經

過施肥指導，今年單果較大，也有6粒裝的果

實，而且甜度提升、樹勢發展也很好。」吳祥

安農友發表他的心得。事實上合理化施肥不僅

增加了果實品質，而且也節省了肥料成本，每

公頃可節省25％的氮肥（140公斤），而磷肥

則節省了38％（85公斤），換算成本為每公頃

共計節省5,625元，高接梨合理化施肥可說是

既能省錢又可變甜。

那麼一般果農如何進行合理化施肥的步驟

呢？首先是確切掌握土壤的肥力狀況及擬定合

理化施肥策略，建議農友先送果園土樣到本場

檢測土壤肥力，並依據檢驗結果所推薦的最適

施肥量來進行施肥作業，如此將可提高肥料利

用效能，並確保果實產量及提高品質。有關合

理化施肥的各項措施，有興趣的農友與民眾請

洽合理化施肥技術輔導專線或農改場網站查

詢，電話及網址分別為03-8534914 與http：

//www.hdais.gov.tw。

▲示範農戶吳祥安先生心得分享 ▲品質優良的高接梨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