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場。便當主題《秋神的禮讚》

　　美國作家溫德爾‧貝利(Wendell Berry)的名言「飲食就是
農業活動」，透過對於飲食及農業關懷，來強化全民對於農業
生產、友善環境、農產加工、食物調理、食物選擇、農村生
活、鄉土料理、飲食及農業文化的理解，藉此認識從產地到餐
桌、從生產端到消費端等相關知識，培養正確的飲食習慣。
　　英國名廚傑米‧奧利佛(Jamie Oliver)更呼籲全世界應該重
視孩子的飲食教育，本次食農教育講座特別與長期致力於親子
料理的迷你酷食育工作室(Mini Cook)合作，希望藉由實作教導
大家如何運用有趣、好玩、輕鬆及有用的技巧，讓小朋友對真
實食物產生興趣，更進而增進對國產農產品、飲食文化、農村
文化的認同、信賴與支持，並創新臺灣農業的多元價值。
　　本場於今(107)年9月-10月分別在新北市淡水區新市國
小、桃園市新屋區本場農業推廣課、新竹縣新埔鎮農會新農民
市場舉辦3場次《食農教育講座》，本次講座以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新版的「每日飲食指南」為原則，並依據5月國民健

康署首度公告符合國人的「我的餐盤」圖像，將食物6大類(全
榖雜糧類、豆魚蛋肉類、蔬菜類、水果類、乳品類與堅果種子
類)之飲食建議份數，由Mini Cook團隊設計成便當型式，運用
口語化的方式讓學員牢記，如飯菜一樣量、肉類一掌心、水果
一拳大、早晚一杯奶、堅果一小把。
　　除了營養教學外，課程中並依據不同場域，設計食育小旅
行(在地食材)的圖示介紹，如新北場‧三芝美人腿-茭白筍、桃園
場‧飄著芋香的珍珠-新香米、新竹場‧樹上的黃寶石-甜柿及不起
眼的黑鑽石-仙草。隨後由Mini Cook講師說明「我的餐盤」組
合範例，並分享如何挑選國產新鮮食材，最後學員們分組進行
「我的餐盤」的菜單設計，給予便當主題、便當故事、不同料
理名稱。
　　學員們亦可感受到共同料理及共食的樂趣，也能選擇以在
地、新鮮、多樣化的食物，不僅是最低食物里程，也符合地產
地消的精神，更期待能讓小朋友從便當中對真實的食材產生興

趣，喜歡吃食物而非食品，並充分滿
足每個人營養的需求。
　　我們針對3場次食農教育講座中的
各組餐盤菜單設計成果中，各選出1
組來與大家分享，新北場的便當主題
《秋神的禮讚》、桃園場的便當主題
《森林華爾滋》、新竹場的便當主題
《蔬食快樂頌》，其中，《蔬食快樂
頌》所呈現為素食便當，3組便當各有
特色且別具巧思喔！

臺灣稻米的榮耀傳承「薪火相傳」儀式。 稻米達人得獎者與農委會林主委聰賢(左5)及農糧署胡署長忠一(右1)合影。

農業推廣課　戴介三　分機412

107年食農教育講座「我的餐盤-菜單設計」

16號)、桃園市中壢區徐茂松(臺南11號)，有機米組桃園市新
屋區李永清(桃園3號)、桃園市新屋區彭新金(桃園3號)、桃園
市大溪區陳永達(桃園3號)。本年度因為氣候關係，造成北部地
區稻作栽培上受到極為嚴峻之挑戰，但桃園市新屋區農友李永

清能打破限制，在全國有機米組以桃園3號拿下亞軍也實為不
易，期盼藉由這次桃園3號奪得有機米獎項，能讓臺灣消費者
看到北部生產的有機好米。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新版的「每日飲食指
南」。

便當故事：秋天來了，大地由綠轉橘，
更是個享受美食的季節。便當主題：秋神的禮讚。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首度公布符合國人的「我
的餐盤」圖像。

新北場第四組成員：由左至右

賴秋香(竹北國小/
營養師)、簡香靜
(作伙呷霸工作室/
創辦人)、陳昱霖
(福德國小/教師)、
黃碧艷(新北市立
秀峰高中/進修部
主任)、傅珍忠(五
股國中/技工)

中華民國107年11月號 桃園區農情月刊232期 3

本場要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