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要目

● 「友善小麥田間條播栽培 - 稻豆麥輪作」共創三贏

農委會陳主委吉仲關切地方農業　陳怡帆專委代訪●

視苗栗鄉鎮農會（一）

108年全國十大績優農業產銷班評選-開跑囉！●

 養蠶前的準備●

　● 賽夏哇哇樂，樂活養蜂趣

　● 請勿非法種植基因改造植物

　● 「推動生態農業與社會-生態的生產景觀保存」專題

　● 「2019臺灣十大魅力商品」農委會評選結果出爐

108年4月主要作物病蟲害預測　●「遶山樂-苗栗人文生態休閒聯盟」特展開幕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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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善耕作其理念為維護水土資源、生態環境、生物多樣性，

促進農業友善環境及資源永續利用，其中實行輪作也是重要的耕

作手法。本場為推動友善農業輪作生產，去年底舉辦「友善黑豆

栽培技術暨小麥機械播種示範觀摩會」後，今年3月5日小麥成熟

時，於苑裡鎮舉辦「友善小麥田間條播栽培成果觀摩會」，展現

稻豆麥輪作的可行性。不僅推廣苑裡地區大豆種植面積，同時宣

導將小麥改以機械條播形式種植，現場與會人士超過50人。

　　輪作是指同一塊田區在不同時間依序種植不同種類作物，而

其中水旱田輪作不論在土壤理化性質與部分病蟲草害控制上，對

下一期作物具有多重功效。而透過有機/友善種植建立田區內捕

食性及寄生性天敵數量，藉以控制害蟲數目、減少蟲害控制所需



「友善小麥田間條播栽培
 -稻豆麥輪作」
「友善小麥田間條播栽培
 -稻豆麥輪作」

文、圖/王志瑄

農委會陳主委吉仲關切地方農業　陳怡帆專委代訪視苗栗鄉鎮農會
　　農委會主委室專門委員陳怡帆於3月7日

專程訪視苗栗縣鄉鎮農會，除了帶來陳吉仲

主委關切地方之心意，同時積極瞭解地方農

會不同層面的需求。此次先行訪視5個基層農

會，係由農糧署北區分署，分署長蘇宗振全

程陪同，本場由秘書施佳宏及課長張素貞等

人參加。

公館鄉農會：已開發紅棗枸杞配搭產品，市

場反應良好，擬進一步與本場合作研發枸杞葉

茶，並希望本場協助新增福菜良好農業規範。

銅鑼鄉農會：積極推動友善農耕，以水稻仙

草友善輪作於興隆村試作6公頃。本場藉由國

小麥成熟田區麥穗飽滿

成本，進而增進食品安全，提供消費者與生產者互利。

　　本次以水（稻）與旱（豆、麥）作為輪作標的，第二期作

為示範田為黑豆臺南5號，實行水旱田輪作加上黑豆初期生育

旺盛，田間雜草與病蟲害無大量發生，而小麥雖有部分遭受螟

蟲及鳥害，但整體生長良好。本次黑豆產量上看250公斤/分地

，小麥雖沒有施用基肥，不過藉由大豆氮肥固定能力，小麥產

量也有200公斤/分地。粗估收益加上對地綠色補助環境給付大

豆7,000元/分地，大豆與小麥每分地收益約有1.1～1.5萬元。

小麥機械播種除了增加播種效率、節省人工及減少種子用量，

使栽培成本下降外，還提高小麥田區管理效率，產量也不因條

播而減少。雖北部區域因後期氣溫較其他區域低，使黑豆生產

受限，但也因而使病蟲害程度更容易控制，反而是建立友善耕

作的利基。

　　本次觀摩會除積極配合政府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政策推動

外，同時落實本場「臺灣農業生態資源永續利用的守護者」之

願景，不只消費者有更佳安全的選擇，農友們也獲得更安定的

生活保障，政府有機及友善環境耕

作政策與轄區農民朋友一起努力建

立稻豆麥輪作系統，營造友善的農

耕環境，希冀能農民朋友及消費者

共創三贏。



土綠保計畫已在該區設置觀察點（取樣田），

並輔導仙草乾燥品質控管相關技術。

大湖地區農會：提出草莓懸吊式栽培發展潛

力，針對營養液配比技術本場給予適當的協

助。另建議加強品種抗病改良及品種引進，

同時已與本場洽談草莓苗栗1號未來合作空

間。

卓蘭鎮農會：生產水果多屬溫帶型，未來若

能配合南向政策予以輸出優果，有助於增加

果農收益。另梨生產成本因紙漿上漲，成本

上揚至每公頃100萬元，建議建立套袋作為

農業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回補農民的成本上

漲壓力。

通霄鎮農會：已與農試所及臺南農改場分別

技轉彩虹玉米及水稻臺南16號，同時推動水

稻臺南16號與綠豆輪作生產，達友善耕作模

式，目前以「16米故鄉在通霄」行銷，期待

消費者多給予支持。

　　陳怡帆特別對於地方技術需求表示農委

會應責無旁貸提供相關專業知能，且要持續

追蹤服務，讓第一線農會經營農業發展無後

顧之憂，可以全力以赴向上提升，進而擴展

臺灣農業競爭市場。

文/張素貞、施佳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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