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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訊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9 月 20 日 - 9 月 22 日 農民學院番石榴栽培管理進階班 本場推廣課訓練教室

9 月 25 日 - 9 月 29 日 農民學院雜糧栽培管理與行銷進階班 本場推廣課訓練教室

9 月 28 日 -9 月 30 日 2017 年亞太區農業技術展 台北世貿南港展覽館一樓

9 月 28 日 -9 月 30 日 2017 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台北世貿一館

9 月 29 日 臺中市農業技術諮詢暨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 臺中市石岡農會金星活動中心

更多活動與訊息請參閱臺中場網頁 www.tdais.gov.tw

友善環境耕作補貼起跑
請於 9/1~9/15 申請

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補貼要點摘要表

補貼標的 申請人
補貼基準 ( 每年每公頃 )

及補貼期限
申請時間與文件

1.  農委會審認

通過友善環

境耕作推廣

團體登錄之

農民耕作農

地

2.  生產有機

( 含轉型期 )
農糧作物之

農地

1. 農民

2. 農企業

3.  農民團

體、農

場、畜

牧場

1.  友善耕作農地：生態獎勵3萬，

補貼 3 年

2.  有機轉型期驗證農地：生態獎

勵 3萬 +減損補貼 3萬 (水稻、

蔬菜 )，最長 3 年

3.  有機驗證農地：生態獎勵3萬，

補貼 3 年

4.  有機集團栽培：集團栽培區內

驗證通過之有機及有機轉型期

農地，另予獎勵 1 萬，補貼 3
年 ( 公設有機集團栽培區不予

補貼 )

1.  每年 9/1-9/15，向所屬友善耕

作團體或有機驗證機構申請

2. 檢附文件：

．申請書

． 身分證、設立或登記文件影本

． 土地謄本、分區使用證明、土

地租賃契約或耕作使用同意書

影本

． 有機農產品驗證證書影本，或

友善耕作團體開立之當年度友

善環境耕作證明文件影本

．存摺影本

* 補貼標的 2 所指農地，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農牧用地或依都市計畫法劃定之
   農業區土地。另採密閉型環控設施經營農地，不予納入補貼

** 申請人為學校、公營機關 ( 構 ) 所經營之農場、畜牧場，不予補貼

歡迎按讚

資料來源/農委會

　　農委會持續推動第 4 屆「吉時從農、青春築夢」

百大青農輔導計畫，即日起至 9 月 30 日受理申請，包

括農糧、水產養殖與畜牧產業，分成個人組及團隊組。

舉凡農學、水產養殖或畜牧科系畢業或農業訓練 80 小

時或農漁畜牧業子弟，18-45 歲青年或青年經營團隊，

可至 http://ifarm.cpc.org.tw/iFarmPMS/ UserOn.aspx 填寫

申請書與經營企劃書，並列印文件與相關證明後，於 9
月 30 日前逕寄各區農業改良場、漁業署或畜產試驗所

申請。相關問題可撥打 4499595( 手機請加 02)，或上

農委會網站查詢 (http://www.coa.gov.tw)。

 農委會第 4 屆
百大青農遴選起跑 

請於 9 月 30 日前完成報名

最新
消息

資料來源/農糧署

　　為推動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期 106 年底達成耕作面積 1 萬公頃的目標，農

委會於本 (106) 年 5 月 5 日發布「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補貼要點」及「友善環境耕

作推廣團體審認要點」，凡經農委會審認通過之友善耕作團體登錄及稽核管理之農

友，即可認定為友善耕作農友，並比照有機驗證農友，享有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補

貼、溫 ( 網 ) 室設施、農機具設備及有機質肥料補助等資源，帶動有機及友善耕作

面積成長。只要農地符合本要點之補貼標的申請人，可於每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15
日向所屬友善耕作團體或驗證機構申請，檢附申請文件影本，最多每年每公頃補貼

9 萬元，最長補貼 6 年。相關訊息可上農糧署網站 (http://www.afa.gov.tw/) 或撥打

049-2332380 洽詢。

農委會百大青農輔導方式

友善環境、生態永續

茭白筍友善耕作及副產物再利用講習會

文圖/徐錦木

　　本場協助臺中市政府於 8 月 17 日辦理「106 年度臺中市優質高接梨評鑑活動」，共有 60 組果品

參與競賽。評審委員由農糧署中區分署秘書、農試所、本場與中興大學專家與學者擔任，評分標準

為外觀及果形 35%、質地及風味 55%、糖度 10%。經過各項評分總合，評鑑結果第 1名由黃政乾奪得，

第 2 名為孫昌楙及徐秀梅，第 3 名為陳建豐、劉儀羚及羅瑞珍。

　　臺中地區為國內高接梨最主要生產地區，高接梨品種多樣、產期長，所生產果實口感好、色澤佳，

為夏季果品市場主流。經由農政單位推行 4 章 1Q 認證，可以追溯生產來源確保產品安全，有利於建

立品牌形象及行銷。藉由評鑑結果推廣優質農產品，提供消費大眾選擇之依據。且於評比過程中，

農友彼此觀摩交流，有助於栽培管理及採後包裝處理技術提升，讓整個產業更加進步。

文圖/藍玄錦

　　近年來生態意識的抬頭，國民對於環境保護的觀念也日益加深，加上對食安問題的

重視，爰此，農政單位積極推動友善耕作之措施。本場為配合該政策，提升茭白筍農友

生產技術與宣導有機資材之研究成果，期能提高安全農產品之生產面積，特於 8 月 25 日

在南投縣埔里鎮農會辦理「茭白筍友善耕作及副產物再利用講習會」，由本場蕭政弘秘

書及埔里鎮農會何世鴻總幹事共同主持，共計 95 人次參加。課程內容由藍玄錦助研員、

廖君達副研究員、陳俊位分場長講解茭白筍友善耕作管理技巧、茭白筍健康管理病蟲害防治，以及微生物肥料製作及副產物再利用等。除技

術課程外，亦向農民解說有機及友善耕作補貼要點及標章整合政策宣導，且邀請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宣導禁止露天燃燒政令及介紹茭白筍

殼廢棄再利用。最後，透過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農友提出多項問題和與會人員討論，達到精進栽培技術、友善耕作推動及政策宣導雙向溝

通之目的。

▲ 評審委員進行外觀及果形評分工作

▲ 本次講習會由本場蕭政弘秘書 ( 左 4) 及埔里鎮農會何
世鴻總幹事 ( 左 3) 共同主持

106 年度臺中市 優質高接梨評鑑活動紀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