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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誌

本場舉辦　農業產銷技術諮詢座談會暨傾聽人民心聲

座談會中本場與農會推廣人員交流踴躍

陳武雄主委談農委會99年施政重點
確保農業生產安全　因應氣候變遷及落實江陳會2協議

復生產機能，穩定農產品產銷之重建目標。行政院農委會98年12月31日舉辦98年 平均農地面積 12倍；推廣有機農業驗證面

度年終記者會，陳武雄主委回顧過去一年來 陳主委特別指出，為因應全球經貿自積累計2,923公頃；推廣合理化施肥13種農

由化及氣候變遷異常，農委會將農產品生產的施政成果，首推精緻農業受到各界肯定； 民主要使用肥料已降回 97年 5月漲價前價

安全及因應氣候變遷對農業之影響列為其次是執行莫拉克颱風救災與農業重建，以 位；掌握兩岸直航商機，開拓台灣農產品外

99年度施政重點，將建立農產品安全無縫管及農業科技研發成績亮麗。陳主委表示， 銷中國大陸。另外，農業科技研發技轉金達

理體系，強化農產品從生產至消費者各種通99年的施政重點是確保農產品生產安全，兼 7,138萬元，較 97年 5,845萬元成長 22%，
路的安全管理，全面把關；妥善因應氣候變顧生產者與消費者權益；此外，將針對氣候 98年獲得智財權39件，包括專利25件及植
遷對農業之影響，推動農業溫室氣體排放減

變遷對農業的影響研擬因應對策，最後是落 物品種權14件。 
量，加強植林減碳，建置農業氣候災害發生

實第四次江陳會談有關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
陳主委表示，莫拉克颱風超大豪雨重 潛勢評估系統，進行耐逆境作物品種選育，

作與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兩項協議，讓農業
創台灣，造成農業嚴重損失逾194億元。農 鼓勵活化休耕地，穩定糧食生產；並將於

與農民得到更大的發展空間與利益。
委會於災後第一時間處理死廢畜禽魚、漂流 99年召開全國農業會議探討有關農業對於氣

陳主委說，過去一年農委會擴大推動 木及堰塞湖；對於受災的農漁民立即採取救 候變遷的因應等議題。另外，亦將落實江陳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結合活化休耕地措施， 災復建措施，提供農業金融協助，推動農業 會會談成果，推動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及

總計承租農地面積達2,580公頃，大佃農平 重建計畫，在國土保育之策略原則下，導引 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之後續工作。

均每戶增加農地面積約12.7公頃，高於農戶 產業重建兼具規模效益及轉型發展，達成恢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聽基層農業推廣同仁對於現行農業政策 明宣導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議

提出具體意見與看法，會中亦邀請產、 題，亦邀請國立宜蘭大學農業推廣委員

官、學界共同討論並產生多項共識。 會陳總幹事銘正針對今年度推廣發展方

向及輔導業務說明，本場各課室亦針對本場為瞭解轄區農業推廣業務執行

今年度推廣輔導及服務業務提出報告。情形及農政單位推動政策等相關議題，

本次座談會參與踴躍，共有轄區各特別於宜蘭、花蓮兩縣各辦理1場次農

級農業推廣股長及農業推廣部門人員業產銷技術諮詢座談會暨傾聽人民心聲

80人次參加。會中對於農業推廣業務、座談會，傾聽農會推廣人員心聲。座談

農業政策，包括小地主大佃農政策、農會由本場黃場長鵬及國立宜蘭大學農業

會農事同仁學習交流、家政推廣業務、推廣委員會陳總幹事銘正共同主持，會

吉園圃輔導工作、四健、產業文化等相中特別邀請宜蘭縣政府康科長立和、花
本場於98年12月24、25日分別於蘭

關計畫、中草藥示範推廣、培育宜蘭縣蓮縣政府徐科長敏洲、農糧署東區分署
陽分場農業推廣大樓2樓會議室、本場 二期作水稻栽培品種的可行性等提供吳課長東振、宜蘭縣農會林課長蔡焜、

農業推廣訓練中心1樓教室針對宜蘭、 花蓮縣農會邱課長麗朱與宜蘭縣、花蓮 10餘項建議，本場黃場長鵬亦針對所提

花蓮縣農業推廣人員召開「農業產銷技 縣各級農會共同與談。會中除由農委會 意見，逐一答覆並允諾協助辦理，產生

術諮詢座談會暨傾聽人民心聲」會議， 企劃處蔡技正秀婉、林技正珈芝說明小 多項共識，為轄區宜蘭、花蓮兩縣新的

地主大佃農政策外，並由本場沈課長聰除瞭解各級農會推廣業務推行情形並傾 一年農業推廣工作開啟先機。



－第　　版－2

公
告

本
場
 水

稻
有

機
栽

培
育

苗
技

術
非

專
屬

授
權

技
術

移
轉

案
 ，

以
及

其
他

技
術

移
轉

等
九

案
，

詳
細

資
訊

請
至

本
場

網
站

招
標

及
公

告
專

區
【

】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號。第114期

後期感染，則病株至抽穗期時無論有無明顯 v一次處理稻種量與藥液比例為1:2。

病徵均能抽穗，但抽穗後則相繼死亡，稻穗 v稻種預先浸水4小時後再浸漬藥液。

上皆為空粒或有少數榖粒但不飽滿。

四、稻種消毒處理後催芽
徒長病病菌污染來源可分為： (1)稻

以藥劑浸種，施用不同藥劑有不同的消
種、秧苗； (2)本田病株； (3)本田土壤。由

毒措施，需注意藥液可重複使用一次，須再
於土壤感染較稻種以及秧苗感染低，因此從

加入1/2藥量。浸種時應時常攪動及換水，
稻種控制病毒傳播為根本辦法。

且催芽溫度勿過高，以免悶熱後促進發病。
本場建議徒長病防治稻種消毒標準作業

為確保藥效，實施期間應注意消毒藥液是否
流程如下：

足夠、種穀是否充分為藥液所浸沒、水溫是花蓮縣玉里鎮、富里鄉為轄區重要之良

否太低、消毒期間有否攪拌以及消毒時間是一、育苗場環境衛生管理質米產區，爲減低水稻徒長病對產量以及米
否足夠等確保藥劑能夠完全發揮功用。

質之危害，本場特於 1月 7日假玉里鎮公 v育苗盤及育苗場地面應予以消毒處
由於水稻種穀上之微生物常引起秧苗病

理，勿使用當期稻殼混拌育苗土。所，針對稻種消毒技術舉辦講習會，現場参
害、降低秧苗成活率進而影響米穀收量及米

與人數共60人。 v稻殼至少應堆放4個月以上。
穀品質，本場為呼籲育苗中心培育健康秧

水稻徒長病為稻田常見病害，其對育苗 苗，降低秧苗期病害發生，特召開本次講習
二、選用健康稻種

期發生影響最大，但由於田區在湛水情況狀 會，針對水稻育苗作業系統中稻種消毒，育
v選擇來自無發病採種田之乾淨稻種況下，徒長病不易發生，而後期土壤較乾， 苗土處理及秧苗管理等程序，說明影響秧苗

因此老秧苗徒長病率甚高。在箱育秧苗期因 v勿採用發病田之稻穀作為稻種 病害發病之因素，加強注意育苗成敗之關鍵

播種量多土壤淺又非湛水狀態，因此徒長病 要領。從而減輕因感病秧苗造成本田大量感v儘量以隔一期之稻穀為稻種
發生比較多，但因箱育秧苗期間短，有些病 染，期能控制田間之發病率。

三、預措處理株不易顯現，種植田間後帶病病株大部份在 相關藥劑使用請洽本場植物保護研究

水稻開花前死亡，造成植株無法抽穗，若是 v鹽水預措處理，充分翻攪去除秕粒。 室： (03)852-1108轉390。

本場舉辦　水稻稻種消毒技術講習會

觀賞南瓜的形狀奇特，條紋及色彩鮮豔，是

討喜的擺飾

中型南瓜果實適合做成藝術雕刻瓜盅

常見採用棚架設施栽培各式的食用及觀賞南

瓜，形成結實累累的瓜廊隧道，吸引人潮前

往玩賞，本場目前已篩選出適合食用及觀賞

兩用的南瓜種類，並研發利用雙蔓整蔓留果

技術提升產量及品質，未來除了可推廣生產

果實食用外，也相當適合休閒觀賞用途。

本場建議民眾在選購食用南瓜時，以

外觀果形端正、果蒂完整，無污損及病蟲害

斑，果實拿起來有沉重感，用手指按壓表皮

不凹陷，表示果實達到充分的成熟度且品質

良好；未食用前放置在陰涼、通風的環境

下，可以延長貯藏的時間，切勿放置在高現代人注重飲食健康與休閒養生，營 子可作為白瓜子，含有較多的微量元素鋅，

溫、潮濕的地方，以免品質劣變過快。至於養好吃又可玩賞的南瓜正符合潮流，本場已 在歐美地區是預防攝護腺肥大的補充食品。

觀賞南瓜則是挑選充分成熟，果形及果蒂完因應需求篩選出適合食用及觀賞兩用的南瓜 此外，南瓜的嫩莖葉及花可供作蔬菜使用，

整，尤其是顏色愈鮮豔愈好，同樣放置在室種類，並研發其栽培技術，相信絕對可以滿 果實也常被加工為糕餅餡料、沾醬或是乾燥

內通風良好、不受太陽直接照射的地方，可足消費者視覺和味蕾的享受。 調製成粉狀沖泡飲品、調理湯包等，具有廣

有4至6個月的賞玩期。具有天然甘甜味道的食用南瓜，煮熟 泛的利用價值。南瓜可說是果實顏色、大小

的果肉綿細，且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A、 及形狀最多變化的瓜類蔬菜，加上耐貯放， 目前已經進入南瓜的成熟季節，消費

相當具有觀賞價值，以往多利用觀賞南瓜的B1、C、E礦物質及膳食纖維等營養素，尤 大眾不妨現在就上市場或到產地選購營養豐

品種作為擺飾或花藝材料，近年隨著改良品 富又可欣賞的南瓜，不但可大飽口福及眼其是維生素A的含量居國內瓜類蔬菜首位，

種多樣化，在休閒農場或戶外展覽會場，也是老少咸宜、營養又好吃的蔬菜。而南瓜種 福，還可以為身體健康和生活樂趣加分！

營養好吃又可玩賞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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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園圃　產銷履歷　有機驗證多管齊下

確保農產品安全　農民選擇更多　消費者更有保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推動健康農業，

考量農民及消費者不同層次的需求，採取吉

園圃、產銷履歷及有機農產品等多項安全農

業管理措施，確保農產品安全無虞。

目前通過產銷履歷驗證家數達到

1,694家，有機農業生產面積 98年已達

2,923公頃，99年可增加至3,500公頃；吉園

圃生產面積由 19,143公頃增加至 24,000公

頃， 99年推廣吉園圃、CAS、有機及產銷

險疑慮者等三原則，選擇適當產品持續落實 照原訂計畫調降，預算數字自然呈現減少。 履歷農產品，預估產值可達600億元。農委

推動。會表示，多管齊下的推動方式，可讓農民依 農委會強調，為提升國產農產品國內

照其生產特性自由選擇合適的認證方式，對 而有輔導安全用藥及追溯貨源的功能 外整體競爭力，維護消費者飲食的安全與健

農民有利，而不管是吉園圃、產銷履歷還是 之吉園圃驗證，因已推動多年累積良好的基 康，塑造優質農業之總體形象，將農產品生

礎，廣為一般農民、消費者及國外採購商所有機驗證，都有政府的嚴格把關，對消費者 產安全列為 99年施政重點，擴大推動農產

認同，且驗證成本較低較易全面推動，因此絕對是更有保障！ 品安全無縫管理體系，加強源頭管理，建立

農委會也將其列為安全農業重要措施之一。農委會說，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採自 作物健康管理模式，加強農藥殘留檢驗，並

目前累計通過產銷履歷驗證者達願性方式輔導推動，因產銷履歷係建立於良 將強化農產品從生產至消費者各種通路的安

1,694家，充分顯示農委會推動產銷履歷制好農業規範、第三者認驗證制度及資訊化之 全管理，全面把關。安全農業政策如吉園

度，追求食品安全之決心並未打折縮水。至追溯體系，以與國外相關驗證制度接軌為主 圃、產銷履歷、有機農產品、優良農產品等

於有關產銷履歷預算經費減列，主要是要目標，其實施流程繁複，認驗證成本高， 均有其屬性之差異與區隔，可滿足消費者不

國內農民面臨高齡化不易操作資訊系統登錄 同的需求，應並行推動及管理，以建構完善96年開始推動實施時，規劃前3年對農民產

作業的困擾；儘管全面輔導農民推動產銷履 的安全農業管理體系，並朝向建設無毒農業銷履歷驗證費用全額補助，之後逐漸遞減

島邁進，讓消費安全更有保障！資料來源：歷有其實質困難，該會仍秉持 1.外銷國家 (99年至101年調降為2/3，102至104年再調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有要求、 2.通路有保障、 3.有食品安全風 降至1/2)，因99年起至101年對農民補助按

左圖為安全用藥之吉園圃驗證標章；中圖為產銷履歷驗證標章；右圖為有機農產品驗證標章

吉 園 圃

00 00 00 00 0

稻株容易發生冷害，致使植株生育受阻甚至

死亡；此外，在水稻生育期間對溫度最敏感

的幼穗分化至抽穗期間若受到低溫危害，則

可能因為冷害而發生稻穀不稔實情形，即所

謂的空穗或「青立不稔症」。

為減少水稻低溫冷害發生，本場呼籲稻

作農友一期稻作宜避免早植，尤其是秈稻、

台稉4號、台農71號及台中192號等對低溫

較敏感之品種，更不宜太早種植，以降低發

生水稻冷害之風險。一期稻作生育初期遭遇

低溫時，可於傍晚時灌水，使田間保持深水由於氣溫日漸升高，東部花蓮、宜蘭地 請稻作農友一期稻作宜避免早植，以減少低

流動，藉由田水的高熱容量及釋溫來防止葉溫冷害之發生。區一期稻作插秧日期有日漸提早之現象。提

片受到寒害，至翌日氣溫上升時，再排除田早插秧雖可減緩二期稻作插秧時間壓力，但 水稻低溫冷害一般常發生在一期稻作生

間積水，恢復一般管理。水稻幼穗分化期至過早插秧也有可能使水稻在本田初期因遭遇 育初期及二期稻作生育後期。花蓮、宜蘭地

抽穗期間，如遇氣象低溫預報，則可加高稻低溫寒流或冷氣團侵襲而發生秧苗冷害枯 區一期稻作插秧適期約在二月上旬至三月上

田灌溉水深度，俟天氣溫暖時再將水排出，旬之間。太早插秧時，可能使本田初期水稻死，或生育後期之水稻幼穗分化至抽穗期間

因低溫冷害而有稻穀不稔情形發生。本場籲 以適度減輕低溫冷害。因遭遇 13℃以下低溫環境，使插秧不久的

一期稻作避免早植　減少低溫冷害發生

水稻不宜早植避免遭遇冷害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號。第114期

民眾驚奇的目光與全新的視覺享受，本場更又値歲末寒冬的季節，三星銀柳已經悄

將這些美麗的作品集結成冊，出版「百變銀悄換新妝來報到。

柳新視界」及「銀柳創意花藝設計」書籍，銀柳別名貓柳，是楊柳科多年生落葉灌

讓消費者了解原來銀柳不是只有瓶插在甕中木，喜歡溫潤潮濕的氣候，特別適宜於蘭陽

的觀賞方式，發揮一下創意靈感再透過簡單平原栽培，為宜蘭地區重要的花卉作物，栽

的花藝技巧，百變銀柳就出現在眼前。植面積達 60公頃，產量佔全國 95%以上。

為提昇三星銀柳栽培管理技術及產品品由於銀柳姿態高貴典雅，觀賞期適逢農曆過

質以及促進銀柳產品知名度及產業發展，三年期間，人們經常把它插在甕中，搭配簡單

星鄉農會特辦理三星銀柳品質評鑑競賽活的飾品，就成為喜氣洋洋的擺飾品，妝點著

動。農會特聘請本場蘭陽分場陳季呈副研究室內空間，再加上銀柳的台語發音與「銀

員、宜蘭縣政府農務科康立和科長及台北花兩」相近，代表吉祥、財源滾滾之意，所以

卉產銷股份有限公司陳根旺課長等三人擔任深受消費者喜愛，成為農曆春節期間不可缺

評審委員，品質評鑑競賽，特等獎由花卉產少的上等花材。

銷班第四班吳慶鐘農友獲得。
為了讓民眾對銀柳的利用方法有更進一

在揮別 2009，迎接 2010年之際，歡迎步的認識，本場透過花藝設計師的巧思與巧

手，打造全新的銀柳風貌，將充滿中國氣息 各位到銀柳的故鄉－三星鄉，參加 2009銀

的銀柳切枝，帶進充滿西洋風味的世界，創 柳節系列活動，在這裡您將會欣賞到銀柳的

新的壁飾、空間擺飾、可愛動物等不同的設 街景佈置、景觀花田與銀柳花藝的結合創作

計，呈現出銀柳多變的風貌，深深地吸引著 與可愛的銀柳親子虎與您一起迎新年！

三星銀柳迎新春

4－第　　版－

2009銀柳節的吉祥物銀柳親子虎，是用千萬
顆銀柳花苞黏貼而成，活靈活現，展現溫馨
活潑的一面，迎接虎年的來臨

丹參保健創意食譜

結實纍纍

深藏不露

主材料：

主材料：

調味料：

調味料：

豬肉漿200公克、豆腐1塊、涼

薯200公克、紅蘿蔔200公克

豬小腸100公克、山藥15公克、紅蘿蔔

15公克、火腿15公克、竹筍15公克、白

果100公克、枸杞20公克、丹參200公

克、瓢瓜絲50公克、青花菜200公克

料理米酒1大匙、丹參末30公克、胡椒粉1小匙

料理米酒3大匙

作  法：

作  法：

1. 將涼薯、紅蘿蔔切末和豬肉漿、豆腐、料理米酒、

丹參末、胡椒粉調味拌勻。

2. 將肉團捏成小丸子煮熟排盤即可。

1.將豬小腸洗淨汆燙備用。

2.將山藥、紅蘿蔔、火腿、竹筍切條汆燙，塞入小

腸後切段，兩邊用嫖瓜絲綁緊。加入白果、枸杞、丹

參切片燉1小時，再加入米酒後燉20分鐘。

3.將作法2.分裝，並將青花菜煮熟後加入即成。

花蓮縣鳳凰擂茶發展協會製作

九十九年二月
主要作物
病蟲害預測

作物別 病蟲害種類 時期 

番　茄

全月

中下旬

水象鼻蟲

福壽螺

水　稻

包菜類 菌核病 全月

晚疫病

全月 

全月 

十字花科
蔬菜

銹　病

全月

全月

全月

韭菜

雜糧
蔬菜

小菜蛾

紋白蝶

蚜蟲類

斜紋夜蛾

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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