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葡萄為臺灣重要經濟果樹之一，其

生產面積目前為2,921公頃，鮮食葡萄之

生產面積為2,722公頃，主要產區及栽培

面積分別為彰化縣溪湖鎮佔505.5公頃、

大村鄉佔420.5公頃、南投縣信義鄉佔

391公頃、臺中市新社區佔335.1公頃、

苗栗縣卓蘭鎮佔474.5公頃；彰化縣溪湖

鎮葡萄栽培面積居全臺之冠，同時亦是

早春葡萄主要栽培地區，臺灣溫室早春

葡萄栽培面積約300公頃，其中溪湖鎮約

佔200公頃，栽培品種皆為巨峰葡萄，利

用簡易溫室進行栽培，於11~12月間進行

枝條修剪及催芽作業，促使頂芽萌發，

萌芽後果實於溫室內越冬生長，於翌年

3~5月採收，5~6月再進行回剪，以養成

結果母枝。

農業推廣人員是與農民接觸最直接、最頻繁的第一線

農業服務人員，由於農會推廣人員時有新舊交替，為增進服

務農民品質與充實農業推廣職能，4月8日於本場辦理農業推

廣人員講習，課程包括林學詩長講授現階段農業政策與未來

發展，冠諭科技公司徐朝峯副總經理介紹青年農民創業入口

網，朝陽科技大學鄭政宗副教授傳授如何提高農業部門服務

品質與分析能力，以及劍門生態休閒農場賴仲由先生講授相

片編修處理技巧，共六小時精闢兼具實用的知識性學習，計

有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農業推廣人員138人參加，大幅

提升中部地區農業推廣人員的職能與共識。

本場為增進家政推廣人員專業知識及工作連繫，每年舉

辦轄區家政推廣人員專業訓練，本年度於4月15日舉辦，轄區

農會家政督導、指導員及家政班幹部共120人參加。

當日上午由林學詩場長主持開訓，接著由臺灣優良農產

品發展協會蔡弘聰顧問，講解面對食安風暴如何吃、如何因

應，提出七句箴言：1.多食物、少食品，2.多喝水、少飲料，

3.多家食、少外食，4.多樣化、少偏食，5.多認識、少受騙，

6.多蔬果、少肉類，7.多熟食、少生食。最後以「新鮮、自

然、時常換」作為食安風暴下要如何吃之座右銘。

下午由國立暨南國際大

學鄭健雄教授講解從鄉村資

源轉化為鄉村旅遊作法，鄭

教授指出鄉村旅遊的發展，

宜善用「食、宿、行、遊、

購、娛、育、美」之在地資

源及運用，並以實際案例與

學員分享。

一 年 一 度

的訓練在林錦宏

課長主持綜合討

論後圓滿完成，

希望推廣人員能

將所學，傳播至

各農村家政班，

讓大家能安心旅

遊，健康樂活！

早春葡萄之生產概況早春葡萄之生產概況

臺灣鮮食葡萄的生產模式多為一

年兩收，夏果生產期間在6~8月，屬正

產期，而冬果生產期在11月~翌年2月，

溫室葡萄主要生產期則為每年的3~5月
間，因此又稱為早春葡萄，溫室葡萄主

要供應內銷市場為主，亦有銷售至新加

坡、香港等地；由於提早生產上市，售

價往往較高，價格介於每公斤250~400
元不等，品質高者甚至可達每公斤450
元，較夏果或冬果平均價格，高出2~3
倍。 

臺中區農業改良場為提昇葡萄之生

產品質，推廣溫室葡萄葉片管理方式，

提高葡萄轉色程度，增加果粒大小及果

粒香氣，幫助農友增加收益，並使消費

者提早品嚐優質的早春葡萄。

▲利用簡易遮雨溫室進行葡萄之栽培生產

▲葉片管理健康，果實結實纍纍之早春葡萄

▲蔡弘聰顧問以問答方式解惑學員問題

▲鄭健雄教授以實際案例與學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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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廣 活 動 專 欄 推 廣 活 動 專 欄

職能再充電～農業推廣人員職能再充電～農業推廣人員

講習圓滿結訓習圓滿結訓
一年一度臺中區家政一年一度臺中區家政

推廣人推廣人員專業員專業訓練圓滿完成訓練圓滿完成

文圖／陳世芳、林錦宏 文／張惠真   圖／張惠真、曾康綺

文圖／許榮華、葉文彬

▲講習會由林學詩場長主持開訓，農委會輔導處陳玲岑技正 (左1)、彰化縣廖
振賢總幹事、臺中市農會蔡政郎總幹事及中華民國農會巫姿瑩主任 (右1) 列
席勉勵推廣伙伴熱誠服務與終身學習的精神

產 銷 專 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