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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冬山鄉青農的十年回流－以茶葉串連家鄉 

撰文、拍攝/臺大建城所 高彤 

 

宜蘭冬山鄉，因在冬山河旁有一座形狀甚似冬瓜的小山，此地舊名便名命冬瓜山。冬

山的中山休閒農業區以種植果樹及茶樹為主。冬山鄉除了栽種茶葉，其實也是一個栽種文

旦的鄉鎮。 

⚫青農回流：地方創新 

這次我和同學參加了農推

會的 111 年暑假見習，有幸到

「花間茶語小農驛站」跟隨青

農李維（李大哥）和黃羽蓁（可

樂姐）學習茶業知識、製茶工

序，了解青農回鄉的狀況。李

大哥家中茶廠坐落於好山好水

的宜蘭冬山河上游，經營至今

已經到了第三代。李大哥離開

冬山家鄉後，一直在內湖科技

園區打拼，後來和太太可樂姐

返鄉從事茶農工作，至今大概

已有十年之久。李大哥作為青

農回流家鄉，一直期許自己能

成為茶產業、青農回流的楷

模，帶領更多有志的青年透過

圖 1. 茶園遍佈冬山鄉各隅 

圖 2. 花間茶語小農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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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葉回到農村、回到家鄉，繼續傳承茶葉文化，營造地方創新的契機。他現時是中山休閒

農業區發展協會總幹事，也是冬山鄉農會茶葉產銷班第 5 班班長，並引導青年學習製茶技

術、協助老農申請產銷履歷認證等，團結在地不同社群。在茶業生產上，李大哥和可樂姐

以現代化設備栽種及管理面積約 6 公頃的茶園。他的茶葉多次榮獲宜蘭縣有機茶評鑑金質

獎及全國有機茶分類分級評鑑優選等各種殊榮。 

⚫ 一杯柚花紅茶的故事 

正如前文所述，冬山不只有茶葉。當柚花混合茶葉，會是一個怎樣的味道？這一杯擁

有淡淡柚香的紅茶甜潤溫和，讓人喝後回味，一喝再喝，背後代表的是李大哥心繫家鄉、

心繫茶業的小故事。 

一般人提起柚子便會想起「麻豆文旦」，可是台灣各地都有生產柚子。柚子會因水質、

土壤、環境、氣候的不同，從而有不同的風味。冬山柚子則是屬於香味濃郁，外型肥潤豐

滿，味道甜中帶酸。柚子是中秋佳節家家戶戶必備的水果之一。可是，冬山柚子採收的季

節是在 9 月上旬，和中秋時節常會擦身而過。那這些不能應節的柚子可以如何銷售？李大

哥作為一個返鄉青農，希望為鄉間出一分力。他把意念化為行動，讓土地得以永續，讓冬

山的社群得以連結，讓大家知道冬山不只有茶葉，也有文旦。 

圖 3. 李大哥教導製茶工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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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哥和在地種植柚子的社群合作，把文旦柚花混進在地小葉種紅茶之中。在茶包包

裝設計上，秉持有機理念，特意選用玉米 PLA，由玉米澱粉所提煉出的塑膠分子製成，源

於自然，是可以自然分解的。他們研發把花和茶併在一起，一層花一層茶，在茶包中看到

花，除了泡出來不會有苦澀味的花外，還可使茶包看起來頗有質感。另外，花間茶語又跟

大學合作，讓相關學系的同學們嘗試摘下柚子，製成柚花。 

⚫ 茶職人體驗︰學習製茶 

中山休閒農業區配合在地景點，如︰仁山植物園、新寮瀑布等。農業區內十七個茶園

及農場，每一家都會有不同 DIY 體驗。不但使遊客選擇的體驗多元化，也能使各茶園之間

施展各自專長。不論遊客以至茶園皆得以共好。現時的農業除了生產之外，往往會與休閒

體驗活動並存。是次十天的學習之旅，當中讓我獲益良多的是李大哥讓我們嘗試學習構思

一個好的休閒體驗活動，讓遊人在知識及玩樂之中取得平衡，滿載而歸。 

「茶職人研習」體驗讓

遊客實際了解及體驗從採

茶、揉茶、炒菁等製茶過程。 

遊客們會親自前往茶園採

茶。一開始大家要先穿著傳

統的茶農服飾及基本配件，

頭戴斗笠、身穿防曬布、雙

手配上袖套，並於腰間繫上

竹簍，不僅可以保護烈日下的皮膚，更透過穿衣服來宣告正式投入茶職人的體驗。茶農會

教導大家細心採摘「一心二葉」。「一心」是茶樹剛長出的新芽；「二葉」則是指「一心」

下方的兩片嫩嫩的葉子。唯有細心採摘，才能使茶葉的外型及價值完整無缺。這種透過親

身採摘的行為讓遊客以實踐學習採茶知識，體會土壤及自然的可貴。 

圖 4. 遊客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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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葉採回來之後，我們便回到茶廠開始後製工序。炒菁的過程放在鍋子內，大家輪流

以雙手不停翻滾，防止茶葉不會黏鍋外，主要目的是將葉中水分散發，炒至呈乾燥狀態，

讓客人珍惜採摘到的每片葉子。接著遊客會把茶葉放在笳歷上揉捻，飄散出香氣。最後在

等待茶葉成品期間，遊客則專心聆聽李大哥生動有趣的返鄉故事，當中讓人印象深刻的便

是李大哥訴說宜蘭茶的發展。宜蘭茶長年替高山茶代工，在沒有建立品牌的情況下，被老

茶農戲稱為「細姨茶」。當我回想起這數天的茶園經驗，便深切感受到李大哥和可樂姐建

立「花間茶語」品牌及說好冬山茶業的努力及堅持。現場提供十多杯不同品種的茶。當中

茶色、香氣和滋味各異，李大哥教導在場的遊客如何以味覺、嗅覺及眼晴品茶的技巧，學

習喝一杯好茶的能力。 

十天的學習，我看到了一個返鄉十年的在地故事。李大哥和可樂姐在十天之中，把他

們的製葉知識、營銷之道，連結社群的經驗毫不保留告訴了我們。從他們的說語中，看出

他們保有對家鄉的情感，又注入現代化的生產模式和永續觀光旅遊的意識。從行動之中，

他們默默地串連家鄉各隅、來訪遊客、甚或我們這些實習學生。他們二人在二三十年後，

會捨下青農這個身份，但他們會培育出更多對土地有感情、願意為農村出一分力的青農，

讓曾經來訪的人留下對冬山美好的回憶。 
圖 5. 在鍋子上進行炒菁

作業 

圖 6. 遊客揉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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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文組在長生：茶廠二十日見習錄(上) 

A Literatus in a Tea Factory 

撰文/拍攝 臺大中國文學所 吳志揚 

「所以，你為什麼想來這裡實習呢？」老闆問。重點來了。我坐直身體說：「因為從

小就很喜歡喝茶……」老闆用 Starbucks 馬克杯啜飲了一口，老闆娘則倒出泡好的金萱烏

龍。我又說了一句：「而且在茶園裡做事比整天在冷氣房打電腦好多了。」腦中頓時浮現

期末趕報告的情景。他們停下動作，互望了一眼，臉上露出些許驚喜。悄悄端起茶杯，任

金萱如奶的芬芳在味蕾間擴散…… 

六月二十日，我，一個中文系孕育的文組生，搭上前往龜山的 5063 公車，開始了二

十天的農業見習生活。 

一、秘境 

車窗外光影幻化，不久來到忠義路。於上楓樹林站下車後，自萊爾富旁的產業道路攀

登而上。右側流水潺潺，樹梢偶爾飛過幾隻臺灣藍鵲；左側工廠林立，數噸重的卡車轟然

而過，令人膽顫心驚。峰迴路轉，當一處養鴨的水池映入眼簾時，就知茶廠已在不遠處。

一棟磚造雞舍上方，褪色的帆布招牌悄悄向訪客招手。還沒走到門口，忽然聽見「汪」一

聲，一隻黑色的大土狗熱情向前，眼裡閃爍著聰穎的光芒──牠是黑妞，老闆家的守衛兼吉

祥物。不遠處的空地上佇立著一棟貨櫃屋，二樓供員工住宿，鏤空的一樓則存放各式機具。

換下鞋子、推開玻璃門，最先注意者非琳瑯滿目的匾額莫屬：個個字跡雄渾、色彩亮麗，

一面寫著「翹楚」的尤其好看。第一面下方是間待客用的泡茶室，當初面試也在此進行。

牆櫃中陳列各式產品，頂端印著《老子》「上善若水」的節錄。泡茶室後銜接老闆娘與老

闆的辦公室，前二者是這裡唯二有冷氣的地方。寬闊的工廠裡築起一道道鐵籠牆，裡面全

是一袋袋茶葉，以袋口一方紙板上的潦草字跡辨別身分。左邊區域放置數臺機器，全在黑



 7 

暗中沉睡著。這時，天花板傳來一陣腳步聲，我趕緊衝到大門口，對著剛下樓的身影打招

呼： 

    「早！」 

    「早！」他微笑著回答。他就是長生製茶廠第三代負責人：林和春先生。 

二、 春哥與青鋒 

「春哥」是後來聽同事稱呼才得知的，平常我習慣稱他為「您」，私下才使用前者。

從這樣的名號便可略窺林先生親和的作風，然而他的故事卻充滿戲劇性：春哥為家中么

子，於日本度過求學生涯。電機科系畢業後任職所學，薪資優渥。為是否接下茶廠一事，

還曾與父親林文經先生爆發衝突。後來見到祖業式微、父輩年長，於是毅然決然返鄉務農。

有鑑於臺灣人力不足，他北上東瀛求教，引進技術和機器，將茶業提升至全新境界。經過

多年的努力，長生逐漸獲得肯定，不只春哥榮膺十大神農，各大媒體也爭相採訪。以上便

是我從雜誌得到的資訊。 

春哥順手拿起門邊的掃把說： 

「來，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掃地。我看你沒掃過這麼大的地吧？」望著寬闊平滑的

水泥地，我點了點頭。他立刻示範起逆時鐘掃法，確實非常有效。只是我從沒學會春哥雙

手並進的好功夫。許多故事裡的學徒都是從掃地開始，如今真的應驗了。 

此時出現一位年約國高中的男生，他是老闆的兒子青鋒。接下來的一整天，我們邊聊

天邊協助春哥加工紅茶。茶葉在揉捻機裡搓擠時，除了揀出老葉、雜草和枯枝，還需避免

葉片結塊而升溫枯萎。此外，還得定時將茶葉倒出，於大竹簍上解塊後再回機器攪拌。過

了一段時間，桶中傳來青刺的牙膏味，手上也沾滿黏膩的紅色汁液，連洗手乳也無法清除

指甲間的汙垢，流入洗水檯的水更有如泡沫紅茶。約近中午時，春哥將茶倒上竹簍，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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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勻並以水噴濕後放上鐵架發酵，並重複兩三次，下午開始烘乾。 

烘乾機的入口呈斜坡狀，頂端有一轉動葉片鋪平茶葉，再經 S 型的多層軌道，最後由

側邊推出黑色捲曲的成果。我和青鋒天南地北地聊，除了《皇室戰爭》（Clash Royale）遊

戲外，更得知他極可能錄取武陵高中，於是大加賀喜。說著說著，竟然誤觸控制葉片轉速

的旋鈕，茶葉頓時向外濺射，手忙腳亂一陣才發現癥結、調回原速。天色漸暗，轉眼已經

六點。匆匆告別後往山下而去。行經一戶人家時，突然竄出三隻惡犬，對著我瘋狂吠叫。

不得已只好返回茶廠求救。 

「你會怕狗喔？」青鋒問。 

「亂叫的我才會怕。」他笑了一下，穿起鞋子，陪我走到路口才折返上山。 

三、 蜜香紅茶 

第二天依舊以掃地揭開序幕，接著將昨晚的茶葉放進烤箱烘乾。剛烘好的茶葉更加蜷

曲細瘦，餘溫中散著茶香。春哥揪起一小撮遞給我說： 

「來，去泡茶室泡來喝，這是你第一次做的茶葉喔！」拉開烘碗機，拿出一只茶杯和

玻璃茶壺，開始泡自己的心血。原本以為這裡會如外公以陶壺沏茶，沒想到全換成更進步

的玻璃壺，只要將茶葉倒進濾網加水，時間一到按下按鈕，底部的鋼珠應聲打開，就能得

到乾淨的茶湯。而且壺子能容納三泡的水量，讓使用者品嘗混合後的滋味。泡好後湯色偏

淡，和印象中的紅茶稍有差距，但喝起來卻多了糖蜜般的香甜，而且清淡順口，猶如少女

的微笑。後來才知道這就是長生的招牌：蜜香紅茶。 

喝完茶後就繼續

加工、掃地，安然度過

一天嗎？不，因為我要

去花蓮了！ 

 



 9 

四、 遠征 

面試時便聽聞長生在花東另有茶園，若有需要會移地作業，沒想到這麼快就來了！昨

天空檔時春哥對我說： 

「明天要去花蓮，回家記得整理行李。喔，對了，別忘了帶條小被子。」我滿臉震驚

地問： 

「好的……請問要怎麼去呢？」 

「坐我的車去。」桃園到花蓮？坐車？先前都是搭普悠瑪或太魯閣號，現在竟然要坐

車！當下有種快昏倒的感覺。 

由於春哥事務繁忙，到了酉時左右才準備出發。他將拖板車接在 Ford 休旅車後，以

便搭載那臺著名的紅色乘坐式採茶機，許多官方照裡都有它的英姿。我把行李放進後座，

抱著背包坐上副駕，心底有種莫名的緊張。昨夜全家的訝異和母親的叮囑縈繞於腦海。老

闆娘見狀，打趣地說： 

「要被載去賣啦？別緊張，書包放後面。」接著提醒春哥：「到了之後記得打電話。」

後來聽青鋒說，不論多晚，他母親總在父親到了之後才會就寢。春哥又聊了一下才說： 

「好了，該出發了。唉，我怎麼這麼依依不捨呢？」他踩下油門，兩個人和一臺機器

緩緩駛向夕陽中的彼方。 

我們在車上解決晚餐，一邊看朱亞文和湯唯演的《大明風華》。彩霞褪去，燈火亮起，

依稀可辨臺北和宜蘭的容顏。昏沉睡去，又在宣宗征討漢王的戰爭裡醒來，只覺雙腿痠麻、

全身僵硬。不知開了多久，春哥說： 

「這裡就是蘇花公路，可惜看不到海。回來就能看見了。」同時拿起杯子喝了口咖啡。

順勢望去，果然一片漆黑。半晌，路牌出現花蓮字樣，但因目的地是瑞穗的舞鶴一帶，還

要再往南行駛。於超商補給後，四周更加偏僻，幾乎不見房舍。就在快昏睡時，車子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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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下。打開車門，只見一幢兩層樓透天孤立於黑暗，平頂上還架著風向儀器。拖著疲倦的

身軀搬下行李、和惺忪的室友打聲招呼又洗好澡後，便直接在沒舖床墊的木板上躺平了。 

五、 拓荒者 

陽光灑入室內，蒸發殘存的幽夢。窗外盡是青山農田，不見大廈。 

「有睡著嗎？」室友問，同時戴起眼鏡。 

「有。」走下樓梯時，其他同事已經在吃早餐了。除了老闆和室友外，還有三個人。

有趣的是，他們身上不論上衣或褲子，必定有一件是迷彩。 

帶齊裝備後，一行人坐卡車前往耕地。由於新人的身份，我獲准坐在前座，學長們則

坐後斗。沿途一派田園景緻，還有一處放牧著黃牛。「茶園」到了，卻與想像的不太一樣，

因為小茶樹已被雜草掩蓋，而我們的工作就是拔草。戴起手套，往草的根部摸去，卻遇上

各種情況：有時被花蓮雜草上特有的細刺突襲；有時用力一拔，只拔斷草莖，盤根依舊完

好；有時輕輕一拉就勾起一串藤蔓。最漏氣的就是拔不起來時仔細一看，居然是小茶苗！

天光雲影在蒼穹上嬉戲，雄偉的山巒在遠方綿延，縱然汗流浹背、蚊蟲侵擾、鞋襪插滿鬼

針草，依舊有種無比遼闊、直通天地的情懷。一時感動，寫 Facebook 貼文時以「腳踏赤

地，頭戴蒼天」形容，還被同事們「傳誦」了一陣。 

正想著，耳邊傳來疑似「夏丁凱」的高呼，原來他們在跟一個同事開玩笑。滿腹狐疑

下，趁著閒暇問當事人： 

「你……姓夏嗎？」他笑了出來： 

「不是啦！我姓謝，謝丁凱！我們昨天無聊，就把每個人的名字用臺語唸唸看，結果

我的最順，他們就一直叫。幹！」後來「你姓夏嗎」成了一則經典笑話。 

丁凱個性開朗，腰間總是掛著藍芽喇叭放音樂。他不只分享工作秘訣，還談起人生哲

理，精妙程度堪比羅馬皇帝奧理略（Marcus Aurelius），臉書也如《沉思錄》（Med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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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深刻。他看著我戴寬邊草帽、墨鏡，穿白綠襯衫外套和卡其褲的打扮說： 

「你很像那種中文系教授下田幹

活耶！」同事們也一一附和，讓人啼笑

皆非。隨著鎮日相處，對他們也越加熟

悉。除了丁凱，還有室友敬筌：已為人

夫，將為人父，成熟風趣；年齡最長的

承衛：已婚，以前是軍人，做起事來條

理分明；武陵高中、嘉義大學畢業的佑

航：穩重寡言，有些神秘。 

每日工作同中有異：六七點出

門，不外乎拔草噴藥。有次拔到八九分

乾淨，夜裡下了場雨，翌晨立刻長回，

一大片隨風搖曳，彷彿完全沒除過。茶

園分散各處，於是以附近地標命名，像

是水塔、尼姑庵等等。後者日落時會傳來陣陣經誦，搭配規律的鼓聲，的確是暮鼓晨鐘。

我也在那裡噴了人生第一次蟲藥：先將鮮豔的藥劑倒入背桶後加水稀釋，接著奮力背起，

手持細噴嘴噴溼茶樹葉面，承衛學長在一旁指導──草藥我無緣嘗試，因為技術不足，恐怕

殺死茶樹。約莫十點時日光漸烈，我們便收拾東西回宿舍休息，以防中暑。待吃過午餐、

睡完午覺後，兩點再次出發，繼續工作到六點。 

下班後的生活最是精采。有一晚我們擠上老闆的車去吃一家熱炒。一進門，店裡大媽

瞥見他們的迷彩服和黝黑的肌膚還議論紛紛： 

「他們是不是阿兵哥啊？」上菜前無事可做，春哥提議玩一個遊戲：誰讓杯中啤酒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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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便須罰飲一杯。學長和老闆個個小心翼翼，挑戰表面張力的極限。輪到丁凱的時候，才

剛剛倒下，春哥忽然拍手大叫： 

「夏丁凱！」酒液瞬間滿出，整個餐廳都是我們的笑鬧與歡呼。我的個性比較文靜，

跟一群奔放的學長在一起，除了大開眼界，心胸更拓展了不少。人，真是這趟旅程中最美

的風景。 

回到宿舍後，春哥偶爾和他們玩手遊，我則爬上二樓，坐在床邊讀那本《現代希臘史：

希臘專家寫給所有人的國家傳記》（Greece: Biography of a Modern Nation），或是打電

話跟家人聊天。窗外寒蛩唧唧，路燈依稀。恍然間，小小的鄉愁化作一朵雲，在夜幕中徘

徊不去。 

 六、 Ba han han non1 

某天下班後不是直接前往市區，反而從後門進入一間名叫「Ba han han non 好茶咖

啡工作室」的質感小店。年輕的老闆瑋翔五官深邃、綁著馬尾，請我們喝剛泡好的舞鶴蜜

香紅茶。因為水壺已空，疲勞乾渴下遇見一杯熱茶，真是天降甘霖。這裡的蜜香更為濃烈，

與長生的清新相映成趣。店裡有兩隻貓，一隻雪白，一隻灰白。白貓瞳孔一金一藍，使人

                                                      
1 阿美族語：何不歇息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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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貓的報恩》（猫の恩返し）裡英挺的王子。牠們雙雙漫步店中，或躺或站，為環境

添上一絲絲慵懶。我享受著如斯氛圍，一邊和白貓玩，可惜不久就要離開去用餐了。心裡

暗自期盼能再來這裡喝杯好茶。 

或許上天聽到我的懇求。某個炎熱的下午，春哥說： 

「我們等一下要去噴草藥，瑋翔那邊正好需要人包茶。你準備一下，我載你去。」太

好了！即刻跳上摩托車，任風吹過髮絲，幾分鐘後便抵達 Ba han han non。瑋翔請一位

理短髮的小姐來指導包裝比賽茶的步驟：從大簍子鏟起、秤重、封口，看似簡單實則蘊含

訣竅，例如：銀色袋子必須撐開、底部要平整，這樣抽完真空才會方正美觀。作業的同時，

有一位中年男子前來拜訪。雖然背對著他們，卻能從其談話中感受到友情、知識和悠閒的

快樂。特別是席間探討起阿美族語字彙的涵義時，更是令人神往。這裡不見傳統茶具，反

而以特殊的玻璃壺和白瓷馬克杯為主角。整體裝潢有如咖啡店，品茗其中，彷若身處

Starbucks 或 Louisa Coffee，但瑞穗的文化與人情卻格外突出。我啜飲著醇厚的紅茶，心

想：返鄉務農，或如春哥提升技術，或如瑋翔發揚文化，最成功的青農也不過如此吧？ 

 七、 遲歸 

花蓮工作進入第四天，星期五，表訂好要回桃園日子。一想到今晚就能與家人團聚、

睡在自己的床上，不禁喜上眉梢。早上來到一片格外優美的茶園，不僅能俯瞰花東縱谷，

一旁還有北回歸線標誌公園。我一腳在前一腳在後，想像自己是個巨人，在無數衛星的見

證下大步跨過這條緯線。 

下午學長們開始噴藥施肥，我只能在一旁觀摩、跑腿。這時，一位抱著臉盆的老伯也

加入施肥行列，身後還跟著一隻黑狗。他先從盆裡抓起一搓，接著向外一撒，許多黑色顆

粒便四處飛散，黑狗則低著頭聞來聞去。正陶醉於這美好的農村景象，一旁的春哥卻不以

為然。他小聲地說： 



 14 

「這也太沒效率了吧。我的人一下就撒完了，他還不到一半呢！」原來學長們都背著

銀色施肥桶，桶邊有一條手握軟管，他們只要邊走邊讓肥料從管子裡散出即可，當然快上

許多。等肥料耗盡了，就插下手中綁著布的竹竿，補給完之後再從那裡繼續工作。春哥的

理性與方法著實高人一等，但身為一個感性的文組，從頭到尾都在欣賞老伯那一隊，尤其

是那隻可愛的狗，同時讓一堆幻想和詩句在腦海中爆發。 

準

備

轉

移

陣

地

時

，丁

凱又有了新點子：他在小卡車開動時撥放垃圾車的音樂，把標誌公園裡的遊客騙得團團

轉，我們則在車裡瘋狂大笑，笑到差點斷氣。 

如果早上的茶園是個觀光勝地，那下午的「水塔」就是私房景點。「水塔」其實是一

座大型水泥儲水槽，早已廢棄。由鐵製拉環攀登至頂部，絕美景致盡收眼底：遠處一條溪

流在兩山間奔馳，山上雲霧繚繞；近處的茶園則鋪展為深淺交織的地毯，隨地勢高低起伏。

我一邊享受微風的吹拂，一邊盼著收工。然而，茶園的面積卻將學長們拖困其中，天色也

逐漸黯淡。儘管如此，還是抱持著一線希望：或許要連夜趕車，但只要能回去，晚一些又

何妨？最後，墨黑的夜色完全擊垮我的心志。偌大的田園裡一片闃黑，只有學長們的頭燈

在遠方晃動。這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對以燈光維生的城市人而言，真是難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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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晚餐回到宿舍，直接上了二樓。電話另一頭的母親十分震驚： 

    「你不是今天就要回來了嗎？晚餐還煮了你的份耶！」 

    「碰到加班，明天就回去了。」 

    「好吧，注意安全。」 

    「知道了。」夜裡躺在床上，心底有種陰冷的落寞。雖然如春哥所言，這是一種

責任，但期待落空、歸期延後，還是有些失望。 

第二天凌晨五點，春哥和我沒吃早餐就開車上路，真是辛苦他了。車上再次播起《大

明風華》。正當瓦剌進攻北京城時，我們駛出隧道，燦爛的太陽瞬間將我包圍。清水斷崖

下的太平洋正閃爍著金光。 

 

 

 

 

 

 

 

 

【一個文組在長生：茶廠二十日見習錄(下) 將於第 142 期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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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農業技術諮詢活動回顧 

撰文/臺大農推會 鍾依萍、拍攝/臺大農推會 

⚫ 臺大農推會成立目的 

臺大農業推廣委員會（簡稱「臺大農推會」，以下稱「本會」）的成立是配合農業科技

發展，建立教學研究與推廣之完整制度，協助政府推動農業發展，使本會成為學校對改良

場科技支援的有力媒介。所以本會的任務之一，就是對農業推廣機關及農民提供技術性的

服務，而臺大生農學院各系所的老師們就是本會最大的支柱與支援。 

⚫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辦理之農業技術諮詢 

在農業技術諮詢與輔導的業務，主要是配合桃園區農業改良場（以下簡稱「桃園改良

場」）的技術諮詢座談會，每月安排至轄區約 2 間農會，由該場研究人員與本會邀集推廣

教授、教師組成之專家團隊，在農會現場提供各項農業技術之諮詢輔導及問題診斷。農友

可以攜帶有問題的植株到農會現場，簡要說明農場環境與遭遇到的問題，請專家團隊給予

栽培、病蟲害防治、土壤肥培管理…等專業技術上的建議。 

圖 1. 10 月 18 日新竹縣峨眉鄉農會技術諮詢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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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111)年本會共支援

桃園改良場 7 場次的技術

諮詢座談會，參與了 8 月

10 日桃園市龜山區農會、9

月 2 日新竹縣新埔鎮農

會、9 月 13 日新竹縣湖口

鄉農會、9 月 27 日桃園市

平鎮區農會、10 月 18 日新

竹縣峨眉鄉農會、10 月 21

日桃園市大溪區農會、11

月 8 日新北市八里區農會，皆由專精果樹蟲害的溫宏治推廣教授出席，協助農友診斷、鑑

定並給予蟲害防治上的建議。 

⚫ 臺大植物教學醫院辦理之作物講習會 

本校為配合政府食安政策，建構安全農業體系，促進農村活化再生及永續發展，推動

「植物醫師」制度，特於本校生農學院成立「植物教學醫院」。「臺大植物教學醫院」主要

任務是提供本校植醫學程及相關系所師生之臨床教學、研究與實習場域；促進植物醫學之

研究與發展；提供有關植物疫病蟲害之診斷、處方、安全用藥、土壤肥料及栽培管理等諮

詢服務。除服務北部的農友與農企業外，從 108 年起臺大植醫團隊亦在臺灣的農業首都雲

林縣設置植物醫學診斷服務諮詢窗口，每年於北臺灣、雲林辦理十幾場的農業技術諮詢講

習會。本會亦協助活動宣傳、記錄…等行政作業。 

今(111)年本會共支援植物教學醫院 8 場次植物病蟲害防治講習會，5 月 31 日彰化縣

埤頭鄉「蔬菜安全用藥技術諮詢講習會」、8 月 5 日「儲備植物醫師在職訓練」、9 月 8 日

林內鄉「木瓜 IPM 技術諮詢講習會」、9 月 28 日莿桐鄉「茄科作物 IPM 技術諮詢講習會」、

圖 2. 11 月 8 日八里區農會技術諮詢，臺大農業推廣教師溫

宏治教授(左 1)為農友說明柚子蟲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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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水林鄉「甘藷 IPM

技術諮詢講習會」、11 月 10

日元長鄉「落花生 IPM 技術諮

詢講習會」、11 月 17 日二崙

鄉「小葉菜類安全用藥技術諮

詢講習會」，以及 11 月 24 日

斗南鎮「馬鈴薯 IPM 技術諮詢

講習會」。 

⚫ 培訓未來的植物醫師 

辦理農業技術諮詢活動，除服務農友外，亦可培訓未來的植物醫師。為讓本校植醫學

程的學生學習專家、老師們是如何為農友進行作物診斷，了解並熟悉農業技術諮詢等服務

流程，例如向農友詢問更多的作

物種植資訊，如何用農友的語言

說明解釋，最後給予技術上的建

議。植醫學程的老師鼓勵學生多

參與不同單位辦理之農業技術

諮詢活動，故本會協助之農業技

術諮詢活動也可見臺大植醫學

程的學生前往參與，未來學生畢

業後，應可快速投入產業進行服

務。 

圖 3. 9 月 28 日臺大植物教學醫院在雲林縣莿桐鄉農會辦理之茄科作物 IPM 講習會，臺大

農推教師林乃君教授為農友上課。 

圖 4. 11 月 24 日斗南鎮馬鈴薯講習會田區診斷，臺大

植醫學程的學生們認真觀察植株樣態。 

(臺大農業推廣通訊 第 141 期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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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讓你說  徵圖徵文活動 

 

本期通訊將同步刊載至： 

   臺大農推會 Facebook              新版官網 

  www.facebook.com/ntucae      ntucae.ntu.edu.tw 

 

 

 

 

 

若您對本期內容感到滿意： 

  歡迎至 Facebook 按讚、分享、給我們打氣鼓勵！ 

 

不論您是臺大老師或一般民眾，若您有農業新知想與大家分享，或本身從農有遇到寶貴

經驗。歡迎撰文來信至農推會信箱 (ntucae@ntu.edu.tw)，經審核通過後，將為您編入下

一期通訊中，讓更多人知道有關農業的訊息！ 

投稿原則： 

1. 主題包含農業推廣、農業新知、農業產銷、農業政策、農村振興、社區發展……等相關報

導與論述文章。 

2. 文長在 1,000 字以內紀錄於 Word 中，並請提供照片及其說明。 

3. 來信請告知作者姓名、服務單位、電話、Email。 

4. 有關著作權法等文稿責任由作者自負。 

5. 文稿經刊登後，本會擁有出版權，並歡迎轉載，作者若不同意轉載，請註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