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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廣 活 動 專 欄

農業廢棄物請分類處理，確保良好生活品質農業廢棄物請分類處理，確保良好生活品質
文圖／徐錦木

臺中市山城地區，東勢、石岡、新社、后里及和平區高接梨生

產面積將近3000公頃，生產過程中大量使用如農藥、肥料、膠帶、

梨穗套袋、梨果套袋及魔帶等資材。使用過的資材若隨便棄置，會

造成環境污染，因此妥善處理廢棄物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

目前正值高接梨採收期，山區及河床偶而可以看到棄置或燒毀

的農業廢棄物。其中含有農藥容器、腐爛果實、套袋、膠帶及魔帶

等物品，下雨時會隨著雨水沖刷至下游造成二次污染。而腐爛果實

是東方果實蠅大量繁殖的溫床及病菌散佈媒介，增加日後防治的成

本。若放火燒毀會造成空氣污染，稍有不慎甚至會引發山林火災，

是弊多於利的行為。

本場建議果農將廢棄物分類處理。農藥容器因為有毒性，應該

以清水清洗後，送到固定收集點回收，或等鄉鎮農會統一收集時回

收。腐爛果實及枝條隨地丟棄會造成環境污染、繁殖果實蠅及傳播

病菌，收集後挖洞掩埋或用碎枝機打碎製作堆肥，可減少污染並轉

為肥料使用。紙袋可視清潔程度收集整理後再利用或洽請鄉鎮清潔

隊回收。

居住環境及品質要靠自己維護，針對梨果生產後廢棄物，只

要處理時多用一份心，就可以避免日後的污染，才能確保安全又合

法。

產 銷 專 欄

水稻是土地利用型之產業，當經營規模擴

大，產量遞增，機械化作業效率提高，平均生

產成本降低，便可發揮規模經濟之效益，農

委會自97年推行小地主大佃農計畫，即是為了

整合狹小農地，期望透過連續休耕田租賃，以

及獎勵生產、承租獎勵、出租獎勵等措施，鼓勵休

耕田復耕，提高糧食自給率，藉以調整農業勞動力結構，

讓缺乏勞力、無後繼經營者及無暇營農的地主，得以在農會農地銀行

的媒合下順利出租，有需要土地經營的年輕農民能在政府的輔導下茁

壯成長。

曾經經營雨傘工廠、鐵管家具事業，彰化縣和美鎮林延達先生回

鄉從農經歷和時下漂鳥青年相仿，父母務農但選擇中州工專機械科就

讀，民國66年服兵役退伍後以所學專長，先至福興工業區機械工廠工

作1年餘，因當時和美鎮工業正蓬勃發展，乃回鄉經營雨傘內外銷，

經過了10多年由於產業衰退外移，再轉投入鐵管家具10餘年，直到民

國90年因父親年邁，希望兒子回鄉繼承田地，才接手父親農地，種植

水稻、落花生、芝蔴，開啟了純樸務實回歸田園的從農生涯。

林延達先生從農之後為了充實農業生產管理技術，透過和美鎮農

會輔導，民國92年組織雜糧產銷班第2班並擔任班長，及中圍里農事

小組長。憑著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每年都參加農會、改良場、農試

所等單位辦理之水稻、雜糧、蔬菜栽培管理訓練課程，更是臺中區農

業改良場合理化施肥示範班。

民國98年第2期作時，農會推廣股長陳忠興、陳清志指導員即鼓

勵54歲的林班長，以專業農民身份納入小地

主大佃農計畫，林班長以自有土地1.1748公

頃，加上承租和美鎮、鄰近之伸港鄉95或96

年連續休耕地10.6154公頃，合計11.7902公

頃，符合該項計畫大佃農水稻擴大經營規模5

公頃以上之條件，民國99年農會協助其提送大佃

農企業化經營計畫書至彰化縣政府，縣政府會同農糧署

中區分署、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召開計畫初審會議，審查其農地利用與

產銷經營規劃設施設備投資及資金來源等內容，均詳實且符合計畫目

標，初審過再由縣政府轉送農糧署複審，同時獲得農糧署補助農地利

用改善獎勵金每公頃1萬元，動力

施肥機1台、動力噴霧器1台、中耕

管理機1台各補助三分之一金額，

及補貼農地租金每期作每公頃4萬

元。養成記帳習慣的林班長，計算

其擴大經營規模前經營3公頃每年

收益為30萬元，平均每個月收入

2萬5千元，擴大經營規模後與妻

子、兒子合力經營，不僅產量增加

成本也降低，每年收益126萬元，

平均每個月收入10萬5千元，比經

商之收入還穩定，也結識許多互相

信任的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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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商業轉向水稻經營的大佃農林延達由工商業轉向水稻經營的大佃農林延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