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委會陳代理主委吉仲(前排左4)及教育部朱主任秘書楠賢(前排
右4)共同頒獎並表揚獲獎學校。(攝/戴介三)

食農百寶屋展現多元教材及推動成果

　　農委會107年邀請農民團體、農村社區辦理食農教育示範推廣
計畫，發展食農教育多元面向，此次成果發表會展示富里鄉農會
所研發之在地米食桌遊、苗栗縣苑裡鎮社苓社區的學生創作繪本
等，其中富里鄉農會家政班以米食文化與有機友善、多元族群節
慶與飲食文化、廿四節氣與農作物等議題研發6套桌遊，簡單易玩
且富教育性，民眾可從展示作品瞭解學校、社區組織、農會、農
業生產者團體、非營利組織等單位推動食農教育之多元方式，建
立溝通與觀摩的平臺，串聯各界資源共同推動食農教育。
　　農委會表示，此次成果發表會適逢每月15(音同食物)日，邀請
全民記住三要一不要口訣，第一個是「在地食材當季吃」、第二
個是「揪人共食快樂吃」、第三個是「原型食物真好吃」、第四
個則是「不要浪費食物適量吃」。

107年食農教育推廣計畫擇優獎勵得獎名單

組別 名次 學校名稱 作品名稱

國小 特優 新竹市東區東門國民小學 餐桌上的米飯

國小 優選 臺南市東山區東山國民小學 東山青

國小 優選 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 永安樂活小農夫

國小 佳作 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民小學 「豆」陣來種菜

國小 佳作 彰化縣北斗鎮螺陽國民小學 食時在在

國小 佳作 嘉義市興安國民小學
「心」好小農夫~健康友
善做環保

國小 佳作 嘉義縣布袋鎮貴林國民小學
貴林山珍海味「食」在
讚

國小 佳作 澎湖縣馬公市風櫃國民小學 家鄉傳統飲食文化

國中 特選 新北市立三民高級中學 蘆荻‧好食‧心視界

國中 優選 新北市立達觀國民中小學 觀茶趣 

國中 優選 彰化縣立二水國民中學 土地的故事-二水學

國中 優選 臺南市立永康國民中學 料理「農」捲風

國中 佳作 新北市立板橋國民中學 寓食於樂，食在健康

國中 佳作 臺中市立崇倫國民中學 開心農場、食在健康

國中 佳作 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 從產地到餐桌

組別 名次 學校名稱 作品名稱

高中職 特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
高級中學

附堡，腹飽，FOOD中
博物學

高中職 優選 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 產地到餐桌

高中職 優選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
學校

「武」餐吃什麼 食農
同心圓

高中職 佳作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
生「雞」盎然-鴨米
「Yummy」

高中職 佳作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社頭鄉‧芭樂情

高中職 佳作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高雄中正‧食農教育-
「良辰吉食」課程

大專校院 優選 國立交通大學 餐食履歷之綠色農業

大專校院 優選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從食農教育養成專業農
產包裝達人

大專校院 佳作
長庚科技大學嘉義分部
通識教育學科

食在嘉農

大專校院 佳作 國立高雄大學
永續農業的友善經營與
實務

　　有限責任桃園市青年農民生產合作社於今(107)年12月20日假
本場舉辦「農機工班 省工好幫手」計畫年度成果發表會，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陳代理主委吉仲致詞時表示，缺工有季節性、常態性等不
同的缺工樣態，目前農委會輔導的人力團、人力活化團等僅能解決
2~4成的缺工問題，但仍有5成以上的缺工無法解決，透過代耕、代
噴、代工的專業分工，利用機械化可解決部分人力短缺的困境，也
期待此成功模式可複製到其他縣市。
　　該合作社於4月26日成立，是全台第1間農機互助合作社，以
農業機械代耕服務為主，搭配農業人力的獎勵措施，在桃竹苗地區
展開農事服務，代耕主要作物有水稻、茶、雜糧、蔬菜、牧草及花
卉等。今年招募15位農務士學員進入合作社，學員除了直接到不同
農場進行特定作物栽培之農務實習，同時合作社也定期舉辦教育訓
練，集合所有學員進行各種專業技能之觀摩學習。
　　職涯發展系統採師徒制，陳士賢理事主席從小對農業耳濡目
染，加上實務經驗豐富，帶領早年從事機械修理的五年級生賴漢銘
先生進入農業領域，由於賴先生對於農機具維修及操作很快就能上
手，所以在107年8月進入合作社，10月即通過第1季第1階段員士師
考核。另外，福營育苗場農場主鄭程蔚強調育苗最重細心與耐心，
甫從高職畢業的合作社學員吳紹緯先生帶著對農業的熱情，投入育
苗場的工作，農場主也不藏私的教授育苗的寶貴經驗，師徒之間相
處融洽。
　　會中除了有農機代耕團成立以來換工成果的展現，並頒贈年度
教育訓練時數證書予工班學員，而農機工班學員將所學奉獻農業的
誓師儀式更是一大亮點，同時現場還有各式省工農機的展示。這批
工班學員經過訓練，除了各項農務技巧及農機操作技能，也已累積
不少專業技術經驗，目標是逐步養成具有專業等級的田間管理師，
將成為未來支撐臺灣農業的生力軍、為農業注入新血，紓解臺灣農
業目前的缺工困境。

農業推廣課　戴介三　分機412

「農機工班、省工好幫手」成果發表會

農委會陳代理主委吉仲(右6)撥冗前來授證，勉勵合作社成員再接再
厲，並與現場貴賓合影留念。

桃園市青年農民生產合作社陳理事主席士賢(右3)向與會貴賓說明代耕
機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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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要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