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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與其他農民、業者與專業人才。合作

不單只是人力上或機械上的換工，也能運

用在專業。

　　107年青農換工計畫，苗栗青農以「

大青皇巢」為班底，成員有第3屆百大青

農吳昌隆（文旦柚）、郭秩均（芋頭）、

邱俊閔（紅棗）、第4屆百大青農張文華

（養蜂）及在地青農葉俊宏（水稻）等5人
，這次團隊總共換工時數已達到760個小

時，經由換工計畫後，經濟效益提升62萬
8千元，人事成本也大幅減少，讓參與青

農可以使用最少的工作天數創造更高產值

，希望藉由換工銀行青農互助的精神作為

「苗栗青農換工銀行計劃」的試金石，讓

苗栗青農聯誼會建立一個有助於返鄉青農

技術及資訊交流的平台，並且可以提高產

值，共同推動農業轉型的新世代。

青農換工銀行團隊 之 青農玩很大

文、圖/苗栗青農聯誼會　劉會長鈺鈴

如因缺工導致採收不及而良率下降，對農

民來說是一整年的辛苦就成泡影。

　　苗栗青農聯誼會劉會長鈺鈴召集團隊

研議試辦「苗栗青農換工銀行計劃」，計

劃內容除了結合現有的農委會各項農業人

力培訓政策以外，同時匯集苗栗縣各鄉鎮

青農，以農作物不同收成時間的安排，集

結縣內青農，互相協助，幫助其它青農採

收農作物及其農務，藉由需工的農場辦理

教育訓練，使換工青農確實提升對多種農

作物的專業度，期待在未來能建立一個完

整的換工銀行制度，有效緩解農業人力問

題。

　　在任何產業都不可能單打獨鬥闖出天

地，農業也不可能一個農家可以從研發、

生產、採後處理、加工、金物流、行銷企

劃、通路開拓、售後服務等全部包辦，仍

「青農換工銀行團隊之青農玩很大

-大青皇巢」在2018年度換工計畫

中榮獲第二名的殊榮，由農委會輔

導處蘇夢蘭副處長（右3）頒獎



推動農產品初級加工管理制度

  提升農業附加價值 文/農糧署

　　為落實今年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總結論中有關由農方建構農產品生產

到初級加工一元化管理制度，並由未來農業部所成立的「農產品安全及行銷

司」統籌管理，農委會積極著手研訂「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辦法」草案，

目前已規劃以國產溯源農產品為原料，從事初級加工之場所及其產品，由該

會納管發給登記證明文件及編號，等同工廠登記，達到公開資訊、追蹤追溯

，以利農民生產之初級加工品順利上架販售，預估將可帶動500家農產初級

加工場發展，增加20億元產值。

修正「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取得法源依據

　　農委會表示，大型通路業者考量產品追蹤溯源，皆要求上架產品之廠房

須有工廠登記；但因農民從事農產品初級加工，屬小型、簡易加工，其場所

規模遠不及食品工廠，不易取得工廠登記，導致初級農產加工品通路受限。

該會為協助農民突破此一困境，以分級管理負責之態度，洽商經濟部修正

「工廠從事物品製造加工範圍及面積電力容量熱能規模認定標準」相關條文

，使「農產品初級加工場」得以由農方管理，並著手修正「農產品生產及驗

證管理法」，以取得管理農產品初級加工場法源依據。

研訂「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辦法」草案

　　農委會說明，為周延管理農產品初級加工場，該會已召開9次內、外部

會議，研訂「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辦法」草案，內容重點包括主要加工原

料需採用國產溯源農產品、申請人須為農民，且建築須為農業用地許可加工

使用之農業設施，以及涵括乾燥、粉碎、碾製及焙炒等四大類加工方式之百

餘項加工品。

　　農委會強調，未來由農方管理農產品初級加工場，將可串連一級生產、

二級加工及三級行銷，加速農產業六級化，帶動國內農產初級加工產業發展

，有助提升農民收益、穩定產銷及增進農業產值。

108年1月主要作物

作物環境課/鐘珮哲、劉東憲、林惠虹

作物別 病蟲害種類

柑桔類
東方果實蠅

炭疽病

黑腐病

細性軟腐病

小菜蛾/紋白蝶

斜紋夜盜蟲

猿葉蟲/黃條葉蚤

芽蟲類/銀葉粉蝨

十字花科根瘤病

白粉病

灰黴病

紅蜘蛛/薊馬

晚疫病

灰黴病

銀葉粉蝨

夜蛾類

十字花科葉菜類

草莓

番茄

根瘤病 小菜蛾危害 番茄晚疫病黃條葉蚤

病蟲害預測


　　臺灣農業人口老化，農村人力不足等

等問題早已是不爭的事實，每到產季時，

農村缺工問題的浮現，往往直接影響當季

的收成狀況，特別是果樹類作物多是一年

一收，苗栗果樹種類又多樣性，果樹採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