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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服務專線

農業諮詢服務 0800-521-108
作物病蟲害診斷 0800-069-880
土壤及作物營養 (03)853-4914

為推廣硬質玉米種植，本

場與農糧署東區分署於 8 月 28

日共同舉辦「硬質玉米座談

會」，現場邀請花蓮全縣各地

農會、農友代表共同坐下來，

一起討論擴大種植硬質玉米的

步驟與方向。

座談會由農糧署東區分署

分署長王長瑩與本場副場長范

美玲共同主持。王分署長表

示，硬質玉米無銷售問題且收

購價穩定，最低也有 9 元，再

加上目前花蓮也有農會、農友

願意提供相關機械設備，因此

相當值得推廣種植。

座談會中本場亦向在場農

友介紹適合花蓮種植之硬質玉

米品種，以及相關栽培技術，

讓農民提高種植硬質玉米之意

願。

與 本 場 合

作進行硬質玉

米試種的農友

徐明堂也說出

了他的種植心

聲。 他 表 示，

試 驗 種 植 之

後他種出了興

趣，因此打算

在二期作繼續

種 上 6、7 分

地。但是他也表示目前花蓮相

關機械較不普及，是影響農民

種植意願的主要原因。

對此，花蓮唯一一位擁有

玉米採收機的的農友盧富源則

認為，花蓮在民國六、七十年

代，硬質玉米大面積種植，其

時均由西部調派採收機來支

援，而與過去相較之下，目前

種植面積都不算大規模，因此

若貿然投資在機械方面，

反而是件划不來的事。

本場作物改良課課長

施清田則利用本次座談

會，向農友宣佈一個好消

息。他表示，本場最近研

發出一台「附掛式旱作直

播機」，本來是為水稻專

用的播種機，但為了更貼

近農民需要，在本場場長

黃鵬指示下，已將它調整

為玉米以及其他雜糧作物

也可使用的機型。在價格

方面，此一直播機技術轉

移後，將比現行播種機便

宜許多，對擴大玉米種植

應有相當助益。

聽取農友意見之後，

王分署長盤點了花蓮縣目

前的各項硬質玉米相關設

備，指出目前花蓮有播種

機、採收機，以及農改場

即將技轉之直播機，至於

烘乾設備，也有光復及瑞

穗的農友願意代為烘乾，

其他若有不足之處，可由

西部調來機器支援。因此

基本上的種植相關設備不

成太大問題。

本場范副場長則指

出，本場去年於試驗田區種植
6 個國內外不同品種的硬質玉

米，成果不錯，平均每公頃收

穫都有 6 噸左右，其中又以明

豐 3 號的 7.5 公噸最優。這個

數字打破了一般對於花蓮地區

產量較低的既定印象，顯示一

塊好土地，加上選對品種又有

適當的田間管理，花蓮地區也

會出現不輸給西部的產量。

農委會釋出多項利多，本

場亦提供相關栽培技術奧援，

期望農友多加轉作硬質玉米，

一舉解決休耕地問題，也讓更

多國產硬質玉米被畜牧業廣為

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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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推薦優良品種及研發機械　增添農民種植信心

◎座談會邀請農會、農友代表，一起討論擴大種植硬質玉米的步驟與方向

◎與本場合作進行硬質玉米試種的農友
徐明堂，表示今年二期作將繼續種植
6-7 分地

◎選對品種又有適當的管理，硬質玉米在
花蓮也能出現不錯的產量

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　硬質玉米座談會

◎本場已研發水稻雜糧多用之附
掛式旱作直播機，將積極進行技
術轉移，以嘉惠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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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活絡部落經濟，發展適合當地農產

業是當務之急，本場近年前進部落，開設

專業訓練課程，今年規劃於宜蘭縣大同四

季、花蓮瑞穗鄉奇美、玉里卓溪鄉崙山、

豐濱靜浦等部落，共舉辦 6 場訓練，讓各

地族人皆可就近學習現今最新農業技術。

訓練課程安排，充分反應各部落需

求，如大同鄉四季部落發展花卉產業、瑞

穗鄉奇美部落則專攻有機雜糧－小米、紅

豆等、卓溪鄉崙山部落則加強現有苦茶、

果樹、有機中草藥栽培及加工技術，並增

加有機大豆栽培；豐濱鄉靜浦部落則取法

港口部落成功經驗，嘗試復耕有機水稻。

第一場 8 月 13 日，於卓溪鄉崙山部

落舉辦中草藥及大豆有機栽培班，課程規

劃以中藥草及大豆栽培管理為主題，教導

族人利用有機栽培方式，種植中藥草及大

豆，另外也安排中藥草採收後處理技術、

有機驗證申請及注意事項等課程，協助部

落朝向有機農業方向發展。

在中藥草植物課程方面，除介紹中草

藥一般特性及用途，並分別說明當歸、丹

參及薑黃的有機栽培生產管理流程及其注

意事項，強化農友對中藥草植物栽培管理

的技能。當歸、丹參採收後處理技術，研

究人員說明有機農產品採收後品質劣變的

症狀與影響因子，以及當歸採收後利用真

空包裝配合冷凍貯存處理方式。

大豆有機栽培與管理課程介紹大豆生

長環境、品種、多元用途等，並說明從整

地到收穫與調製等一貫作業流程，提升農

友對大豆有機栽培的認識。

由於農友多半對有機驗證申請感到困

難重重，因此本場亦特別安排相關課程，

以有獎徵答輕鬆之互動方式開場，隨後帶

出有機驗證申請、流程及申請相關規定，

讓在場學員清楚瞭解有機驗證申請規範。

本場次參與人數眾多，學員與講師互

動有問有答、反應熱烈，顯示部落對於相

關知識需求迫切，且除當地村民外，亦有

學員來自鄰近村落共襄盛舉。本場將持續

進行原住民相關輔導，協助部落發展在地

特色農業、積極協助農產業發展。

花蓮縣崙山部落有著東部最

大的茶樹種植面積，同時生產的

苦茶油也頗有名氣，不過近年來

卻面臨樹齡老、結果率不高的情

況。他們將問題反應給本場，為

了讓問題可圓滿解決，本場特別

請茶葉改良場共同協助，兩個單

位一同合作的來幫部落想辦法。

為了實際解決問題，日前本

場黃鵬場長與茶改場陳右人場

長，連袂前往崙山部落實地視察，了解現況並加以協助。

崙山部落溫光亮牧師表示，部落茶樹的樹齡都相當老了，

因此結果率偏低，而且還經常出現今年產量好、明年產量差的

情況。

此外，榨油率也是一個問

題。他指出，種茶樹的村民考慮

到榨油率，都會希望以高溫來榨

取；但牧師本身認為，目前市場

是以健康取向為勝，強調低溫榨

油反而更能獲取市場認同，因此

希望避免高溫油榨，而這中間如

何求取一個平衡點，需要專家的

指導與協助。

對於牧師的問題，陳右人表

示，為了找出最適合該地，且榨油量豐之茶樹品種，茶改場台

東分場將會在部落設置一示範點，種植多種茶樹來找出合適崙

山的樹種。而對於牧師所在意的榨油率問題，他們也預備設計

一套標準流程，來做為榨油時的參考作法。

帶動部落經濟　本場舉辦原住民農業專業訓練

崙山部落－中草藥及大豆有機課程　大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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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鵬場長 (左二 )與茶改場場長陳右人 (左一 )，連袂前往崙山
部落實地視察，了解問題並加以協助

◎本場於崙山部落辦理有機中草藥及大豆栽培講習，學員
參與十分踴躍，並與講師互動良好

◎崙山部落訓練當日，本場技術人員亦於現場
指導部落農產品加工

日期

預定 10 月

9/13

10/24

10/12

11/19

地點

花蓮縣瑞穗鄉雜糧有機作物栽培管理班

花蓮縣卓溪鄉苦茶有機栽培管理班

宜蘭縣大同鄉花卉作物栽培管理班

花蓮縣卓溪鄉果樹及苦茶栽培管理班

花蓮縣豐濱鄉水稻有機栽培管理班

訓練名稱

瑞穗奇美

大同四季

卓溪崙山

卓溪崙山

豐濱靜浦

102 年原住民農業專業訓練預定辦理之課程名稱、日期、地點

崙山茶樹尋求協助　農改場、茶改場合力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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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委會注重原住民產業發展，希望會內各附屬機關

如農改場、農試所等，跨域整合共同協助部落，因此農業試驗

所所長陳駿季 8 月 20 日，請來 2 位行銷專家，在本場黃鵬場

長及相關同仁陪同下，前往花蓮縣崙山、屋拉力部落以及邦查

農場等處訪視，並與族人面對面會談，希望能對族人的農產銷

售有所助益。

崙山部落的生產主力是苦茶油、而屋拉力部落則是以柚子

為最大宗，但卻分別有榨油量不足以及行銷較弱的問題。陳駿

季所長表示，部落的產品都很有特色，但常常發生只重生產而

銷售管道卻不順暢的情況，導致價格一直無法提高，相當可

惜。因此請來兩位行

銷專業人員，提供一

些後端銷售意見，希

望能帶出原住民農產

的特色。

黃鵬場長則指

出，原住民部落農產

品通常是行銷面不夠

強，以致於有好的產

品而銷售不出去，如此也會直接導致部落人口外流、留住不年

輕人才，因此唯有強化行銷面向，來帶動產業發展，才能讓年

輕人願意留在家鄉打拼、根留部落。

在檢視部落現況後，2 位行銷專家一致認為崙山部落可先

測茶樹子的油質含量，以及榨油的差異性，藉此來找出最高的

榨油量。至於屋拉力部落，則需要強化柚子背後的故事性，將

故事傳達給消費者，以此來帶動民眾的購買意願。

宜蘭、花蓮的家政班媽媽們齊聚一堂，看著其他家政班大

展手藝，現場討論聲此起彼落、互動情況非常熱烈。這是本場

於8月22日、26日所舉行的兩場「吃有機、吃在地，最幸福！」

料理研習課程，分別在宜蘭以及花蓮熱鬧展開。

為推廣在地的有機食材，本場日前分別於宜蘭、花蓮舉辦

料理研習活動，兩場課程報名人

數皆爆滿，相當受到婆婆媽媽們

的歡迎。課程中分別邀請本場蘭

陽分場助理研究員林文華主講

「認識可食水生植物」、副研究

員全中和講「認識原生野菜」、

宜蘭大宅院市集黃宇君講述「在

地特色食材介紹」、中廣花蓮台

台長陳秀卿主講「在地食材的故

事」。

而課程的重頭戲則是烹飪示

範教學，反應相當熱烈，尤其是

花蓮場次。此次花蓮場次的烹飪

教學，邀請到瑞穗、富里以及光

豐鄉農會的三個家政班媽媽大展手藝、示範在地食材的烹調運

用，媽媽們群聚相互切磋，現場討論的、提問的、試吃的此起

彼落，熱鬧滾滾。

「野菜的處理部份，盡量的給它搓，因為這樣會讓汁液流

出來，味道就不會那麼苦了！」光豐鄉家政班的媽媽，一邊煮

著野菜湯、一邊講解野菜處理技巧，聽得現場頻頻點頭。

瑞穗家政班則在示範料理「柚香雞」之餘，順道還廢棄資

源再利用，運用柚子皮做出一道蜜餞料理。原來是瑞穗家政班

媽媽們中有不少家中是種柚子的，他們在剝了一堆柚子之後，

看到成堆的柚子皮覺得很可惜，於是取出柚皮與果肉之間的柚

白條，試著與白糖以一

比一的比例下去煮，結

果做出清甜不膩口的柚

子蜜餞，現場大家吃得

讚不絕口，紛紛認為是

廢物利用的好例子。

運用在地的食材除

了可以吃到最新鮮的蔬

果，也符合低食物里程

的環保概念，而有機的

農產品更是具有健康與

友善環境的意涵，

未來本場將持續

推廣地方農產的

運用，辦理相關

研習與活動，協

助有機農業與地

方特色農產的發

展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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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鵬場長 (右三 )與農試所長陳駿季 (右一 )與族人面對面會談
◎農業試驗所所長陳駿季 (右二 )在本場
陪同下，前往部落訪視並提出建議

◎富里鄉家政班媽媽教做米麩
包子，大家聽得津津有味

◎三個家政班做出有機在地料理，既可口又美觀

◎現場搶答活動熱烈，民眾踴躍搶答

農改場、農試所跨域整合 協助部落行銷

吃在地最幸福　婆婆媽媽熱鬧切磋廚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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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農業推廣課劉興榮助理研究員，自 8 月 20 日

榮升副研究員兼農業推廣課課長，前課長沈聰明調升農

委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副分局長，另農業推廣課農業

經營管理研究室主持人，由許志銘助理研究員接任。

本場日前還有兩位新成員，分別為助理研究員游之

穎加入作物改良課特作與加工研究室，以及秘書室課員

黎瑞鈺。

夏季不開花 本場篩選不開花韭菜

本場人事異動

韭菜花純淨美

麗，但韭菜一但開

花就無法販售，影

響農民收益。為此

本場篩選出夏季長

日不開花的葉用韭

菜種類，並自去年

開始於吉安地區試

作，成效不錯，推

廣給農民作為種植的新選擇。

吉安韭菜由於品質優異，以吉園圃共同運銷的模式進入台

北果菜拍賣市場，由於品質佳且穩定，是北部市場上的常勝軍。

但對農民而言，韭菜常在夏、秋之際開花，造成產量上減少的

損失，本場因此積極想辦法幫農民解決問題。

本場園藝研究室胡正榮助理研究員經過一年半調查，發現

地方種韭菜夏秋季抽苔開花率達

100%，造成商品產量減損率達四

成，因此自 5 個現有品種篩選出了

夏季長日不開花的葉用韭菜種類。

胡正榮表示，試作種韭菜夏秋

季均不開花，且其總產量高於地方

種兩成之多。而在外觀方面，試作

種的韭白較細、葉身寬度較地方種

小，但產量高峰較早於地方種，較

為早生，可較早採收。她建議農友

可部分種植試作種，以彌補地方種

夏季開花之損失。

在口感方面，地方種較辛辣、韭白脆、纖維感高，而試作

種則較無纖維感且甜味高，可說是各具特色。但試作種韭菜同

時有著夏季不開花、產量高的特性，相當值得推廣。

◎劉興榮課長 ◎許志銘助理
研究員

◎試作農友曾永金，分享栽培
管理心得

◎本場篩選出夏季不開花韭菜，推薦給農民種植

　花蓮縣衛生局日前進行公共場所哺 ( 集 ) 乳室評比，共有

公共場所 18 處、親善職場 19 處等參與，本場榮獲親善職場組特

優獎，且連續 2 年獲得此殊榮。

　本場農機又奪佳績，連續式種子熱水消毒

機，日前參加 102 年國家發明創作獎勇奪銀牌獎，此為繼

100 年曳引機附掛式綠肥播種機得銀牌、101 年箭竹筍剝

殼機得金牌後，第 3 次獲得評審肯定。本機械已於產業實

際應用，深獲各界好評，本次獲獎可謂實至名歸。

本場哺乳室
獲花蓮縣親善職場組特優

本場連續式種子熱水消毒機
獲 102 年國家發明創作銀牌獎

賀

賀

◎游之穎助理
研究員

◎黎瑞鈺課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