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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Report

活動現場

桃園改良場今年八月十六日於台北市農會
舉辦農民心聲座談會，邀請農推會蕭旭峰
教授與徐詩琪推廣專員，替台北地區的農
民解答耕作上遇到的問題。
  本次技術諮詢主題為：有機作物及土肉
桂栽培管理與病蟲害防治，產銷班班員攜
帶作物前來提供專家診斷，現場討論熱
烈。農民在種植芒果、梨樹、柑桔時其果
實表皮上時常有塊斑或黑點，防治效果不

蕭旭峰教授台北市農會農民心聲座談會

佳，希望專業人員給予建議，農推會教師
經診斷後推薦相關藥劑給農民，並詳述其
果實為何會遭受病蟲害，與防治藥劑需如
何使用，指導農民應該如何調整栽種過
程，期望農民參與座談會後能夠獲取有用
的知識，在耕作上改良、調整，減少病蟲
害，提升台灣農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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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REPORT 活動現場

蕭旭峰、洪挺軒、黃文達教授湖口鄉
農會座談會

今年九月十五日，農推會於新竹湖口鄉農
會舉行農業技術諮詢暨傾聽人民心聲座談
會，期盼能夠透過宣導與直接和民眾溝
通，傾聽基層心聲。
  本次技術諮詢主題作物及項目為蔬菜及
水稻栽培管理與病蟲害防治，由桃園農改
場分場長莊浚釗主講，同時也有湖口鄉衛
生所檳榔對人體健康危害、農糧署北區分
署新農業創新推動和紅火蟻全面防除政策
宣導，內容豐富。

  其中農推會推廣教師蕭旭峰、洪挺軒、
黃文達教授以及農推會推廣專員徐詩琪，
為前來的產銷班班員提供作物病蟲害實物
診斷，現場討論熱烈，農推會教師一一向
農民以實際作物講解，提供參與者相關病
蟲害知識，會末由廠長廖乾華主持心聲座
談會，農推會聽取農民心聲，期盼能夠將
意見帶回，實際改善台灣農業，讓農業環
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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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成果

106 年 8 月 4 日由農推會推廣教師生傳系
彭立沛老師與推廣專員徐詩琪，前往花蓮
壽豐印象企業訪視化學系實習學生任慶洪
在東部的實習及生活狀況。
    壽豐印象作為農民與消費者中間的平
台，幫助農民銷售農產品，而銷售出去的
農產品收入多數會回到農民身上，壽豐印
象只從中收取微薄的服務費讓組織繼續營
運。除此之外，壽豐印象也會鼓勵農民建
立屬於自己的品牌。壽豐印象表示 :「我
們永遠不會忘記腳下踩著的這塊地，是一
切的根本，所以我們希望從自己開始，為
各種農作物找到符合大自然的栽種方法，
讓小農找到新的生存之道，也為土地永續
帶來更大的可能性。」。

壽豐印象企業實習 - 任慶洪

任慶洪同學的見習目的是為了體驗農村生
活，並希望透過實際參與農事，更加珍惜
這片土地，同時也探索未來可能的發展方
向。其工作內容主要是在網室內種植晚香
玉筍，也幫忙整理及打掃公司或倉庫。
    透過這次的實習，任慶洪同學不只學習
到實際農業活動進行的流程技巧、作物的
相關知識，更體會到務農的辛苦。而最大
的收穫是看見為堅持有機無毒農法默默耕
耘的農民，以及返鄉務農的青年為家鄉及
台灣盡一份心力。且任慶洪同學表示 :「無
論未來自己是否從事農業，都會想要以自
己的方式支持他們，這種心態上的轉變是
我認為我這次實習最大的收穫。」。

由農推會推廣教師生傳系彭立沛老師與推廣專員徐詩琪，
前往花蓮壽豐印象企業訪視化學系實習學生任慶洪在東部

的實習及生活狀況。

任慶洪同學正在實際參與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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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焦點

那年盛夏，與馬兒做朋友

由農推會推廣專員陳炯翊前往格林馬術訪
視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詹佳蓉、葉凡瑜同
學，了解他們在馬場的實習生活。格林馬
術中心是全台數一數二的馬術中心，除了
提供選手訓練、騎馬體驗之外，也擁有一
流的教練團隊教導大眾與選手騎馬。而特
別的是，格林馬術中心擁有天然的環境，
讓馬匹在受訓與被騎乘時，能在最輕鬆自
在的狀態下運動，且格林馬術中心堅持以
馬匹的福祉為優先，馬廄有良好的通風環
境，且高 8 米長寬各 4 米的空間，讓馬匹
擁有自己的空間能好好休息。除此之外，
馬場也會根據馬匹每天不同的運動量配置
食物量，適時添加燕麥和精料，讓馬匹得
到最好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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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一個月的日子中，詹佳蓉與葉凡瑜熟
悉對於馬的照顧，從一開始懼怕馬匹，從
迷你馬開始照顧起，到之後可以與成年馬
相處，懂得以肢體語言、拍打等動作與馬
匹溝通，與馬匹培養感情，也得知照顧一
隻馬，像是刷毛、洗澡對於馬的健康有很
多的幫助，因為馬運動完會有很多細小的
砂礫、灰塵，如果不好好清洗身體與馬蹄，
會使馬得到皮膚病等相關疾病。
    除了照顧馬的細節之外，詹佳蓉同學也
表示，這次的實習也讓她了解到現場實務
和實際待遇的情形，也發現還是有很多事
情必須好好的磨練和培養。
    

專員陳炯翊與實習生的合照



FOCUS 焦點

大王菜譜子 -
在農村裡看見 CSA 的魔法

     由農推會推廣專員徐詩琪前往花蓮
壽 豐 的 大 王 菜 鋪 子， 訪 視 實 習 學 生 生
工 系 王 以 宣。 位 於 花 蓮 壽 豐 的 大 王 菜
譜 子， 在 2008 年 由 王 福 裕 成 立， 他 以
社 群 支 持 農 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的方式支持花蓮在地有
機耕種的小農，協助將無毒、健康的農產
品運銷到消費者手上。以 CSA 的模式，由
大王菜舖子向在地農夫購買有機食材，並
且號召在地朋友集體購買該食材，支持在
地的有機農夫。

     最初會有這樣的構想，除了是因為孩
子出生想給予孩子更健康的食物之外，也
是因為王福裕發現，有機小農目前遭遇兩
大困境，其一，小農的產量相對較小，無
法進入市場的銷路之中，且市場也沒有專
屬於小農的通路。其二，有機認證的費用
昂貴，一般小農恐負擔不起，而缺少有機
認證的食品可能使消費者降低購買意願。
有鑑於此，王福裕成立的大王菜譜子，提
供小農與消費者間一個溝通平台，幫忙配
送小農的食材給消費者，也幫忙消費者把
關餐桌上的食材，以由大王菜譜子出錢、
農夫交付生產的食材的方式，幫助農民做
有機認證的服務，達成生產端與消費端互
信互賴的機制。

     來到這裡的實習學生王以宣，也在實
習的過程之中，對於農業有了不同的想
法，除了更了解生態農法的運作，如何以
全天然的方式讓各元素在環境、作物、動
物間循環，也了解到農場中的動物養殖，
是如何作為一個有機、人道的養殖示範，
像是雞舍中利用木屑、米糠、粗糠的混合
來做雞舍地板，雞的排泄物會因為雞活動
時的攪拌與底層混合，讓微生物自然分解
這些排泄物，不僅不用人工清除糞便，還
會長菇提供雞食物，讓雞舍保持乾淨的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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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焦點

     學習到自然農法跟生態農法的運用，
王以宣同學反思農業不應該只是一個商業
的活動或者賺錢的方式，而是一種生活模
式。如果農民一直抱持著賺大錢的價值
觀，可能會和友善環境背道而馳，因為為
了賺取更多利益、節省人力，可能就會噴
灑更多不必要的農藥以防病蟲害，如此不
僅會傷害到環境，也可能使農村的生態無
法延續下去。王以宣同學認為，農村最大
的優勢就是能自給自足，如果一味追求賺
取利益可能使更多的年輕人不願從農，或
許找回農村最初的優勢與價值，才能使農
村的美好讓更多人看見。

推廣專員徐詩琪小姐與實習學生王以宣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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