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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事件，一經媒體報導，即造成消費者的恐慌，拒絕購買該項農產品，導致

農產品價格大跌，嚴重殃及其他多數遵守安全用藥之農民的權益。政府自

83 年起即訂定農產品安全用藥『吉園圃』標章及標章核發使用要點，輔導

蔬菜、水果等農產品產銷班申請使用，建立安全蔬果品牌認證制度，以鼓勵

農友生產合乎農藥安全容許量標準的農產品，此即政府認證的吉園圃安全蔬

果。希望消費者能夠認識它！選購它！那麼不僅可增加農民之利益及提升國

產蔬果之競爭力，更可保障讓國民吃的安心的權力。 
每年對屏東地區各鄉鎮產銷班做病蟲害防治指導及農藥安全使用教育，

並宣導「吉園圃」標章安全蔬果之意義。 
95 年轄區包括：高雄市、大樹鄉、大社鄉、阿蓮鄉、六龜鄉、杉林

鄉、梓官鄉、三民鄉、桃源鄉、燕巢鄉、仁武鄉、內門鄉、美濃鎮、路竹

鄉、甲仙鄉、彌陀鄉、橋頭鄉、旗山鎮、大寮鄉、田寮鄉、林園鄉、鳳山

市、岡山鎮、茄定鄉、湖內鄉等二十幾個鄉鎮，本(95)年度吉園圃蔬果產銷

班,本轄區高雄縣共有 116 班吉園圃蔬果產銷班，其中果樹產銷班有 67 班，

蔬菜產銷班有 49 班。屏東縣共有 101 班吉園圃蔬果產銷班，其中果樹產銷

班有 86 班，蔬菜產銷班有 15 班。 
高雄縣 95 年度輔導新增 CAS 吉園圃產銷班計 8 班，95 年度辦理 CAS

吉園圃產銷班續約計 32 班。 
從 95 年度起吉園圃 GAP 標章改為 CAS 吉園圃生鮮蔬果標章，CAS 申

請方法與 GAP 之申請方法大同小異，歡迎蔬果產銷班一起來申請。 
 

高雄區優質供果園安全用藥輔導計畫 
藍啟倩 

於各產地邀集出口業者、農民及農業單位等外銷團隊，舉行座談、講

習，加強彼此溝通連繫外，達成對外銷蔬果應重視輸入國農藥殘留規定之共

識。對於外銷偶發殘留農藥事件，立即採取追蹤教育，並針對缺失輔導出口

業者及農民迅速改進，將逐漸減少今後類似事件之發生，並能獲得輸入國信

賴與肯定。本計畫俾益國產蔬果外銷至鉅，今後擬配合外銷蔬果契作及供果

園之擴大設置，加強安全用藥教育、病蟲害防治用藥指導，並全面輔導產銷

班取得吉園圃認證，促進安全用藥水準之全面提升。 
水果安全用藥講習會教育及輔導： 1.舉辦重點地區農民講習教育 20 班

次。 2.賡續指導產銷班及吉園圃班安全用藥 50 班次、記錄防治記錄簿，以

提升安全用藥水準，確保安全衛生品質。3. 針對蓮霧、芒果、木瓜、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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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番石榴、棗子、荔枝、柑桔、香蕉、鳳梨及鳳梨釋迦等 11 項水果，輔

導優質供果園及建立外銷供果制度。各產銷班及吉園圃班由區農業改良場賡

續指導用藥、記錄防治記錄簿，以提升安全用藥水準，確保安全衛生品質。 
在高屏地區辦理「安全用藥及果樹生產履歷與病蟲害防治講習會」，推

廣與介紹果樹安全用藥、生產履歷制度及病蟲害防治等技術，參加的產銷班

及農民十分踴躍。在高屏地區鹽埔、大寮、高樹、旗山、枋山、九如、大

社、阿蓮、大樹、岡山、美濃、杉林、六龜等地辦理 20 場安全用藥及果樹

生產履歷介紹,病蟲害防治講習會,共有農友約 2000 人參加,成效顯著,達成年

度目標。 
由於經費及人力有限，本次講習會。為擴大推廣效果，講習會除邀請主

辦鄉鎮外，也邀請鄰近鄉鎮的產銷班農民一同參加，盛況空前。  
講習會一開始由筆者開場，隨後由改良場人員或縣政府代表講解安全用

藥觀念及政府重要農業政策，再由改良場果樹研究室、土肥研究室及植保研

究室專家講解果樹栽培技術、肥培管理及病蟲害防治等新技術，最後從農業

經營的新觀念著眼，說明未來消費者的需求走向，以強調生產履歷制度對於

未來農業經營的重要性。由於課程內容安排豐富而緊湊，加上講師講解生動

活潑與農民互動熱烈，推廣成效顯著，對於未來正式推動生產履歷制度應有

所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