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鍾建為從小在桃園市新屋區協助家中農務，也培養出他
對農業的興趣。為了增加自身農業專業的知識，高中就讀桃
園農工，專科和大學則就讀嘉義(農專)大學農業經營相關科
系。民國92年大學畢業後真正開始專心投入農業，由於北部
地區氣候因素，可種植的菇種類也不多，當時有機農業開始
興盛，就下定決心種植較有特色的秀珍菇。由於初次經營農
場，面臨許多亟待突破的問題，例如經營規模太小、生產環
境不佳、銷售通路太少、專業技術不足、農機具不足及貸款
困難等。

　　恰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102年推動百大青農輔導計
畫，由本場來協助青年農民從農能更加順利，建為也藉由此
機會順利入選百大。本場針對建為的需求，特聘農業試驗所
退休的菇類專家宋細福老師擔任陪伴師，在宋老師的用心指
導下，從設備到栽培技術的過程中，給予了很多的專業指
導，生產有秀珍菇、玉米菇、木耳、鮑魚菇…等種類繁多。
由於，秀珍菇只要溫差10度就可以出菇了，相對種植容易，
產量穩定，當時固定供應11家客戶。
　　經過兩年的輔導，建為的栽培技術已經純熟，農場也逐

　　本場栽培、育種及保存之蝴蝶蘭及黃根節蘭
參加2019年臺灣國際蘭展 (TIOS)，其中乙株蝴蝶
蘭原生種(Phalenopsis schilleriana  Tydares#02)
獲大會蝴蝶蘭組第一名兼銅牌獎，乙株黃根節蘭
(Calanthe sieboldii  Tydares#86)獲大會其它蘭組
第三名，展現佳績！
　　該原生種蝴蝶蘭栽培及保存於本場十餘年，生
長表現優異，今年參展株比賽當天共抽5支花梗，
合計131朵花及14個花苞，在蝴蝶蘭原生種參展花
中脫穎而出。本場進行繁殖、復育、栽培與育種臺
灣原生根節蘭屬物種，積極復育並開發臺灣原生根
節蘭為新興花卉，選育黃根節蘭乙株，雙梗合計19
朵花，花形圓整，花色鮮黃具檸檬香味，在其它蘭
組參展花中出類拔萃。

作物改良課  ∕  李淑真  ∕  分機234

本場蝴蝶蘭及黃根節蘭參加2019國際蘭展獲佳績

▲蝴蝶蘭原生種(Phal. schilleriana
Tydares#02)獲2019年臺灣國際蘭展 

(TIOS)大會蝴蝶蘭組第一名兼銅
牌獎。

▲ 黃 根 節 蘭 (C a l .  s i e b o l d i i  
Tydares#86)獲2019年臺灣國際
蘭展 (TIOS)大會其它蘭組第三
名。

　　陳主委指出，目前水利署核發河川公地種植許可書的土
地面積約有1.6萬公頃，核發人數約1.7萬人；其中嘉義縣轄
內有4,100公頃面積最大，彰化縣1,800公頃次之。98年12
月之後，因經濟部解釋種植許可書並非租賃契約，造成在河
川公地耕作的農民不符合農保法令規定，無法申請參加農
保。農委會雖於107年9月7日放寬規定，在河川公地堤內土
地耕作的農民得申請參加農保。然今日記者會現場河川公地
堤外土地耕作使用確實與一般農業區土地耕作使用情形並無
差異，基於保障農民權益的立場，農委會將修正行政函釋，
讓在河川公地堤外土地耕作的農民均可申請參加農保。
　　陳主委也特別感謝陳素月立委反映基層農民心聲，在立
法院仗義直言，關切農民持有河川公地許可書且實際務農但
卻無法參加農保的問題。

在河川公地耕作農民申請參加農保需經現地勘查，過程
公開且嚴謹

　　農委會說明，目前參加農保的資格共有自耕農、佃農或
合法使用政府機關、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之農地、養蜂農民
及實際耕作者等。依規定，合法使用政府機關、公立學校或
公營事業之農地的農民申請參加農保須檢具由政府機關、公
立學校或公營事業所核發具有土地合法使用權限及確有農業
經營的證明文件。因而持有河川公地種植許可書的農民為參
加農保，也必須向戶籍所在地的農會申請由地方政府核發確
有農業經營的證明文件。
　　地方政府核發證明文件前，將會同農會、申請人及公所
人員，並依實際情形可請水利署河川局、農委會各區改良場
及農糧署各分署派員協助，共同辦理土地現地勘查，整體勘

查過程公開、公正且嚴謹，並可確保申請人為實際耕作者。
農委會對於經濟部水利署、地方政府及農會的協力共同推動
政策照顧農民，表達感謝。

落實農保為實際耕作農民的職域性社會保險

　　農委會最後說明，為了落實農保為實際耕作農民的職域
性社會保險，該會也已陸續修正農保加保資格，於107年3
月之修法，即使許多沒有農地所有權的實際耕作者，以及從
事農業的養蜂農民也可申請參加農保，未來農委會將持續調
整農保加保制度，協助實際從事農業耕作的農民參加農保，
使其享有社會保險的保障。

▲農委會陳主委吉仲在彰化縣二水鄉河川公地，召開「保障河川公地耕作農民農保
權益」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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