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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區山地農業經營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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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為加強原住民文化傳承及發展原住民產業，並利用山地鄉具有空氣清新、水源清徹、

無環境污染等優點，乃在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經費補助之下，本年度將陸續舉辦「山苦瓜栽培

技術示範」「百合栽培示範」及「梅樹矮化示範」等計畫，簡單介紹如下。 

山苦瓜栽培技術示範：乃將東部地區原生蔬菜山苦瓜開發利用及栽培技術改良，於夏季

生產以供應生鮮蔬菜，增加原住民收益及消費需求。經於 86年 12月在花蓮縣秀林鄉設置東

部地區試作示範圃，利用設施栽培及生物防治等技術，提高產量及品質。同時協助各鄉鎮公

所、農會對原生蔬菜之推廣教育及食譜開發，並編印「原住民作物栽培利用」手冊供原住民

農民參考。 

百合栽培示範：本省原生的台灣百合及鐵炮百合均具有耐熱、早熟及早生等特性，與進

口百合甚具競爭力。本場乃陸續收集東部地區宜蘭縣壯圍、員山地區，花蓮縣壽豐、玉溪地

區、富里、豐濱及台東縣太麻里、蘭嶼地區的原生百合種球及種子，目前有周徑 4-6 公分的

原生鐵炮百合種球千餘粒，擬於本(87)年 4 月於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花

蓮管理站，舉辦原生百合復育成果觀摩會，另選擇秀林鄉原住民示範戶一處，輔導百合切花

栽培及種球繁殖方法，以提高原住民產業競爭力及增加收益。 

梅樹矮化示範：針對花蓮縣山地鄉早期種植樹齡達十年以上之梅樹，目前樹型高大，每

年四月間梅果採收期，原住民皆用竹桿或木棍敲打枝條與果實，讓其掉落地面舖置之尼龍紗

網而後收取裝袋，往往造成梅果破裂損傷減低梅果之價值，鑑於此乃提倡將梅樹修剪矮化。

本計畫已於 86年 10月於卓溪鄉太平村設置梅樹矮化示範圃一處，期減少採工勞力，提高梅

果品質增加原住民梅農收益。 

以上三項示範計畫預定於 87年 4月間召開全省性示範成果發表會及農民觀摩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