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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臺灣農業在極端氣候中突圍，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今年度進一步精進防災作為，導入多項科技元素，包
括平時每日提供農業氣象影音；災前運用大數據分析歷
史資訊，提供客製化、精緻化防災建議，帶領產業事先
防範，從消極救災轉化為積極防範，強化災前防災資訊
應用及推播；災中更結合民眾回報農災影像以利掌握災
損熱區，提升應變減損措施效益；災後結合無人機加速
勘災，以利救助復健資金及時到位。
　　農委會表示，時序進入5月防汛期梅雨來臨，近年
強降雨、高低溫、旱澇交替等極端氣候侵襲頻仍，農業
生產面臨巨大挑戰，天災頻傳造成農民收益損失及消費
者承受高物價，因此防災減損已是農業發展不可規避的
課題。該會長期以來已建立之完整防災應變戰略，從平
時整備、災前防範、災中應變至災後復原等階段，致力
落實SOP建立、資訊掌握、人員培訓、設備妥善、糧食
物資調配等工作。近年更結合中央氣象局、國家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NCDR)、天氣風險公司等公私部門，建置
130個農業專屬氣象測站，為57個重要栽培區提供精緻
化氣象預報，每日製播農業氣象影音，乃至於應用長期
累積災害路徑、災損熱區大數據，以史為鏡，在每次災
害來臨前預先提供因地、因物制宜的防災小叮嚀，並善
用社群網絡、APP推播等多元管道傳播，希望能幫助農
民建立防災意識與能力，並能獲得足夠資訊，在各個時
期採取適當的災害防範應變行動。

農業要聞新知

　　農委會指出，災害來臨農民一旦受災，最需要的
就是復建資金及時到位，近年積極推動計14項農業保
險，以風險分攤力量補足原有天然災害救助之缺口，幫
助農民度過難關；另一方面則鬆綁相關法規，導入無人
機勘災與開發判釋技術，提升天然災害救助時效，所有
農業防救災資訊，都可以在官方粉絲頁、LINE@等管
道獲得，歡迎農民多加運用。該會強調，農業生產與氣
候變化息息相關，防災減損是農業產、官、學界無可規
避的使命，也須全民、全產業共同參與，以確保農業防
災戰力無虞，共同抵禦農業災害。

極端氣候有以待之 公私合力防範農業災害更給力

行政院蘇院長貞昌勘查桃園地區
 洋香瓜、香瓜豪雨災損情形

▲農委會陳副主委駿季主持記者會說明如何防範災害及降低災害所造成的影響。

農業推廣課  ∕  戴介三  ∕  分機412
　 　 今 ( 1 0 8 ) 年 5 月
17日(五)因為對流雲
系 發 展 旺 盛 移 入 北
部及東北部，桃園市
清晨伴隨雷聲降下大
雨，中央氣象局當日
亦針對桃園市、新竹
縣市發布大豪雨特報
及大雷雨即時訊息，
根據新屋氣象測站當
日雨量329.9毫米，
由 於 瞬 間 降 雨 大 ，
不少瓜果田因排水不

▲行政院蘇院長貞昌(右5)、農委會陳主委吉仲(左3)、桃園市政
府李副市長憲明(左5)前往桃園市新屋區莊育來農友(黃衣綠領
者)洋香瓜田區勘災。

▲行政院蘇院長貞昌(左3)、農委會陳主委吉仲(右3)、桃園市政
府鄭市長文燦(左4)前往桃園市觀音區溫國森農友(左1)香瓜(美
濃瓜)田區勘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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