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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人力與物力在農業推廣業務上，以擴大

有機生產面積、促進農業永續發展、提升栽培

技術與增加農友收益為首要目標，進一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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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落實有機農產品認證制度，增進消費者對池

上農產品之信心，進一步朝農業多元化通路來

發展。

農友分享咖啡防治心得

鹿野地區農會 、 奪冠許琴 傅錦英
藝冠軍，也是花蓮縣我的咖啡館負責人陳惠珠小

姐、東區職訓中心林麗玉老師、屏東科技大學洪

志鴻老師、花蓮國軍英雄館行政主廚吳炫政等。

評分項目包含：料理需具有原住民風味、主要材

料使用、盤飾及器皿等三項各占25％，食譜撰寫

及服裝衛生場地整理等分別為15％與10％。

2小時激烈競賽過程中，參賽選手無不使出

混身解數、拿出看家本領，在與時間賽跑的壓力

下，完整呈現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料理，交

由評審委員於現場品評計分。在宣布名次前，評

審之一的吳炫政老師針對本次競賽料理進行講

評，提醒選手們參加料理競賽時，絕對不能輕忽

如衛生、刀工、火候與調味等任何一個環節，本

次競賽中有選手忘了穿上圍裙、還有在做菜過程

中嚼食檳榔、料理檯周遭地板潮溼等缺失，都會

被扣分而影響比賽成績，同時建議還在就讀餐旅

科系的學生選手，可以穿上廚師服，凸顯一體的

專業形象。

為推廣原住民野菜之特色及多元利用，本場

將彙集本次競賽活動所有參賽作品，出版食譜，

供地區旅遊、餐飲或民宿業者參考運用。

本場於10月14日假東區職業訓練中心舉辦

「臺東區原住民風味餐競賽」，共計有來自臺東

區內各級農會、臺東專科學校、成功商業水產學

校與南島原藝工坊等14組選手報名參賽，運用

「臺灣藜」、「蘭嶼木耳菜」、「糯米糰」及

「紫背草」等原住民野菜為材料入菜，選手們需

在2小時內完成5道料理，經5位評審品評，最後

由鹿野地區農會家政指導員徐瑞玟領軍的許琴、

傅錦英奪得冠軍殊榮。

臺東縣有7個原住民族群，是國內最多原住

民族群融合的縣市。而原住民日常生活所食用的

山林野菜，風味特殊又營養健康，因此在國人日

漸重視健康養生的需求下，原住民野菜料理近年

來亦蔚為風潮。本場多年來持續推動原住民野菜

的多元應用，除研發特色風味料理，日前也辦理

與轄內糕餅業者合作研發原民特色作物糕餅創意

烘焙等產品，期透過多種與原住民相關的活動推

廣，來凸顯地方特色及飲食文化，帶動休閒農業

發展，進一步活絡農村經濟，推動臺東特色微型

產業之發展。

本次競賽活動邀請的評審包含：臺東藥用植

物學會李興進理事長、曾獲得行政院原民美食技

本場林場長頒發冠軍獎項予鹿野地區農會
傅錦英(中)、許琴(右一)等兩位選手。

選手們無不卯足全力，使出看家本領。 評審委員現場就選手們所烹調出的料理
口味、擺飾等項目進行品評。

創 獎意 有 ８ 組得 獎 名 單

參 賽 人 員

許　琴、傅錦英

黃沅財、高元法

蔡順安、徐浩瀚

林鳳玉、林秀妹

胡淑惠、林美雲

林美惠、葉秋妹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參 賽 單 位

鹿野地區農會

臺東縣農會

太麻里地區農會

臺東地區農會

成功鎮農會

太麻里地區農會

參 賽 單 位

臺東專科學校

臺東專科學校

南島原藝工坊

長濱鄉農會

關山鎮農會

池上鄉農會

成功商業水產學校

成功商業水產學校

參 賽
人 員

陳依靖
鍾兆翔

余仁吉
張弼翔

林文淵
林賢美

白梅英
林淑英

獲 選 菜 色

千絲萬縷

金玉滿堂

黃金耗子湯

紫背塔

參 賽 單 位 參 賽
人 員

獲 選 菜 色

林溶梅
陳秀英

鄭秋梅
張桂月

陳鈺玲
陳子耕

張喻甯
劉怡君

麻油蘭嶼木耳菜

紅藜戀人

眼淚的味道

菇菇糯米糰

為提升成功地區的咖

啡產量與品質，本場於

10月27日假成功鎮農會超市

三樓會議室舉辦「咖啡有機栽培管理技術暨合理

化施肥講習會」，當地咖啡產銷班員與蔬菜產銷

班員近50人與會。會中講述咖啡合理化施肥與有

機土壤管理技術、咖啡病蟲害防治要領與蔬果安

全用藥吉園圃認證制度等，農友咸認課程豐富實

用。

近年來，受咖啡文化風潮的影響，臺東地區

種植咖啡的面積，由95年的18公頃逐年增加，目

前栽種已達採收樹齡的咖啡樹，面積逾50公頃，

而且還在持續增加中，希望透過有機栽培管理課

程，強化及落實農友咖啡有機栽培相關的知識與

技術，期農友從申請有機認證開始，配合當地休

閒產業發展咖啡文化體驗行程及開發特色伴手

禮，才能提升競爭力。

在合理化施肥與有機土壤管理方面，本場土

壤肥料研究室廖勁穎助理研究員提醒農友，土壤

最重要的肥培管理步驟包含：1.土壤採樣分析，

可以了解土壤物理與化學性狀，必要時進行土壤

改良。2.培養優良的土壤，除補充有機質肥料也

可適當間作綠肥或種植覆蓋作物。鼓勵農友採集

田間土壤送本場進行免費的土壤檢測分析服務，

再依分析報告調整肥料施用種類與數量，以改善

土壤性狀，提升土壤營養，此外，本場已增購感

應電漿光譜儀(ICP），可檢測有機及一般農地的

土壤肥分及重金屬含量，農友可不必再長途奔波

至外縣市送檢。

在咖啡病蟲害防治部分，本場植物保護研究

室林駿奇助理研究員表示，經調查臺東地區常發

生的咖啡病蟲害種類，包含炭疽病、葉斑病、褐

眼病、銹病以及介殼蟲等，林助研員並提醒農

友，炭疽病、葉斑病、褐眼病好發於7-9月高溫

高濕氣候，銹病好發於冬季10月至隔年1月，遇

有雨水或露水時且溫度適合時會在園區大蔓延，

建議有機栽培農友先加大植株的行株距，保持通

風良好，以初步防止病害擴散。在介殼蟲的防

治，籲請農友務必落實清園作業，隨時清除枯枝

落葉，並將蟲害枝條剪除攜至園區外燒毀，以除

滅病蟲害傳染源，並在果實採收完後以夏油全面

噴灑防治；在東方果實蠅防治上，建議農友施行

區域共同防治，於田間懸掛含甲基丁香油的長效

型誘殺器，每公頃4~6個，以降低東方果實蠅的

密度，多管齊下，才能有效提升咖啡的產量與品

質。

Co f f e e有機栽培與 齊步走認證

成功地區「 栽培管理技術暨合理化施肥講習會」咖啡有機本場舉辦

本場陳副場長主持本次講習會，鼓勵農友強化及落實咖啡
有機栽培相關的知識與技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