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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推廣活動 

編輯室 

食品加工講習 

  新秀地區農會，為增進農村婦女，利用農產品生產過剩之處理利用法及副業技能；特別

於 9月 2日起舉辦為期四天之食品加工講習，講習課程內容有木瓜、黃豆、糯米、竹筍、黃

瓜及冬瓜之加工利用等六項。參加學員學習認真，返家後並自行再試製一遍，效果良好。（林

妙娟） 

富里米及金針香菇品嚐展售 

  花蓮縣富里鄉農會為介紹大眾，得到今年「中秋節食品評鑑會」金牌獎之富里米，特於

9月 30日配合富里特產六十石山金針及香菇，舉辦地方特產－富里米、金針、香菇等三寶之

品嚐展售會。品嚐會於上午 10時，由富里農會理事長邱禮來先生主持開訓。邀請來賓有花蓮

區農業改良場，花蓮糧管處、花蓮縣政府、鄉長……等多位長官及農民代表們共百餘人參加。

品嚐食譜有珊瑚翡翠炒飯、香菇雞湯、金針排骨湯……等共十六道菜。與會人員均認為富里

米「粒粒晶螢剔透、吃起來香又Ｑ」，金針「香又脆」，香菇「肉質厚嫩、味道佳美」。參

加貴賓及人員咸認品嚐會辦得相當成功。（林妙娟） 

宜蘭縣家政義指講習 

  宜蘭縣農會，為提高義務指導員之素質，並增強領導能力，特於10月 6日，假羅東鎮農

會召開家政義務指導員講習會。參加人員有 50名。安排課程有「領導才能」、「服裝設計」、

「服裝之飾品設計與實習」及「自製營養麵條」等四項。學員們個個興高彩烈的學習她們所

需要之知識與技能，期能返回工作崗位一展所長。（林妙娟） 

東部地區蔬菜農藥殘毒防止及安全用藥改進工作推行會議： 

  76 年度東部地區蔬菜農藥殘毒防止及安全用藥改進工作推行會議，於 75 年 10 月 22 日

上午 9時 30分假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農教館召開，由丁祕書全孝主持會議，並有農委會、農林

廳等上級人員蒞會指導，參加單位為花蓮、台東及宜蘭地區縣政府、縣農會、鄉鎮（市）地

區農會及公所。就推行工作中主要討論事項獲至以下三點決議：(一)為防止蔬菜農藥殘留、

避免危害消費者健康，應繼續加強辦理採收前蔬菜農藥殘毒生物測定工作及實施追蹤教育，

並以生化、化學檢驗法配合執行，測定員應與當地農會推廣人員及農民組織幹部加強聯繫，

以利工作進行，若有不明瞭之病蟲害種類，可請專家鑑定，俾便解決問題。(二)近年來應用

性費洛蒙誘殺斜紋夜盜蟲結果、可減少農藥使用次數 2∼3次，即可達避免農藥殘留目的，今

後仍應繼續加強辦理外，對宜蘭縣辦理面積修改為 460 公頃，並配合防治青蔥甜菜夜蛾之工

作辦理。(三)應用性費洛蒙誘殺防治青蔥甜菜夜蛾技術，經省農試所於 75年度開發成功，並

於宜蘭青蔥栽培區辦理防治示範，深獲蔥農好評，依調查能減少菜農使用農藥防治該蟲次數

減少一半以上，不僅用藥減少，避免農藥殘留，因而生產成本減低增加收益，仍繼續擴大辦

理。（邱敏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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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識經驗發表： 

  花蓮縣農會為加強八萬大軍家政幹部，義務指導員領導之才能及專業知識，於9月 23日

∼24日在天祥青年活動中心舉辦八萬大軍家政幹部、義務指導員領導才能及專業知識訓練，

除特聘請專家授課外，亦以經驗發表方式達到觀摩學習之訓練效果，期使學員們肩負起指導

班員和協助指導員推行家政業務之責任。參加學員共有 155 人。安排之課程有：如何扮演一

個成功的領導者、真善美的人生、現代農村婦女應有之家庭管理知識經驗發表，花蓮縣現階

段農業之發展。參加學員咸認本次所安排之地點、課程、時間均非常恰當。學員上課秩序亦

非常好。（林妙娟） 

再生稻栽培示範成果觀摩會： 

  本場於10月 28日召開再生稻栽培示範成果觀摩會，引導花宜兩縣有關農業機關人員及

核心農民參觀設置於新城鄉及玉里鎮的兩處示範田，參加人數達 200 餘人。再生稻栽培法，

因不必整地、播種、育苗及移植（播秧），能節省種苗費，勞力及工資之支出，省工且能大

幅降低生產成本且稻穀產量並不遜於慣行的移植栽培法，在農村勞力量外的外流與質的老化

與稻作生產利潤微薄的現況下，再生稻栽培法誠對解決農村勞力不足及提高農民收益的助益

甚大。（蘇昌吉） 

雜糧農機代耕工作推行研討會： 

  本場於75年 10月 21日上午 10時，在農教館召開花蓮地區雜糧作物農機代耕工作推行

研討會，由林場長富雄主持，並由農林廳及雜糧基金會人員蒞會指導。為推行雜糧機械化生

產、降低生產成本並輔導農民設立雜糧代耕中心、為農民整地、播種、施肥、收穫、乾燥、

脫粒等工作，期使雜糧機械化生產普遍推行，就此項工作檢討會中應極力推行項目有四：(一)

增設雜糧作物農機代耕中心：凡具有代耕能力且對工作熱心之農民，經申請後審查合格之代

耕中心，每處補助台幣 25萬元。(二)擴大雜糧作物農機代耕中心業務示範：凡具備玉米採收

機一台，貨櫃式玉米乾燥機一台，循環式玉米乾燥機二台，經申請後審查合格之代耕中心，

每處補助最高三十萬元。(三)雜糧機械作畦播種施肥一貫作業示範：每處代耕中心機播示範

面積 20 公頃，每公頃補助 1,000 元。(四)玉米、高梁機械化收穫、代乾燥示範：玉米代收穫

面積 50公頃、代乾燥面積 40公頃，每公頃一律補助兩仟元。（邱敏霖） 

旱田共同及委托經營推行成果觀摩會： 

  本場於本（75）年 10月 16日在瑞穗鄉富興村舉辦輔導旱田共同及委託經營推行成果觀

摩會，前來參加的農友非常踴躍，共 252 人。輔導推行旱田共同及委託經營為政府推行「改

善農業結構提高農民所得方案」及配合「第二階段農地改革」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輔導重

點及預期成效是(一)輔導核心農民組織共同經營班，實施共同及委託經營，並輔導其帶動一

般兼業農民共同推動，期逐步達成專業區的大區農場經營型態，以改善本省的農業生產結構，

擴大農場經營規模。(二)輔導採用機械化作業，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力。(三)輔導採用合

理耕作制度，改進生產技術，辦理農產品共同運銷，提高作物單位面積產量與品質，增加農

民收益。（蘇昌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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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機訓練： 

  政府為發展農業機械，在76年度辦理各種農機訓練，計有曳引機操作保養、曳引機引擎

修護、雜糧播種機操作、收穫機具修護、農機修護技術基礎訓練班等，合計五項訓練班。凡

在年齡滿 18足歲以上，55歲以下國小、國中、高農畢業，身體健康無色盲及傳染性疾病者，

均可依其適合班別性質向所在地鄉鎮農會推廣股、報名參加（按優先順序、直至滿額為止）。

訓練日期按照訓練班別訂有訓練期日，即從 75年 10月 27日至 76年 5月 9日止，並按其班

別不同規定訓練日數，受訓練期間之學雜費，膳費及往返交通費完全公費。（邱敏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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