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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效率、永續經營

　　為協助農漁民快速從莫拉克颱風災害中恢復生產力，農

委會主委陳武雄8月17日下午在記者會中宣示，農委會除將

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規定從寬、從速、從簡辦理災

害救助外，已擬定「莫拉克風災產業專案計畫」，包括復建

輔導專案措施及產業重建計畫二部分。復建輔導專案措施並

依據總統與院長的指示，針對不具備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

規定資格但受災嚴重的農漁民，提供專案復耕復養協助，期

能提供農漁民朋友最實質的幫助。 

　　農委會除就現行農業天然災害救助體系架構儘力放寬申

請期限、寬緩專案貸款本息、從速勘災簡化作業程序。有部

分農漁民因為土地權屬或產業登記等問題無法符合天然災害

救助資格，所以特別擬訂「專案輔導措施」給予協助，實施

地區包括已公告為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地區外；未列入災害嚴

重地區的其他縣市，若因區域性災損嚴重，經縣市政府會同

農委會各試驗改良場所勘查，認定對農民產生嚴重損害者，

於災害發生後一定期間內，也可選擇補助項目並檢附勘查報

告等相關資料，報請農委會審查核定納入專案輔導地區。

　　陳主委表示，除了上述協助復耕復養專案措施外，已指

示由所屬試驗場（所）全面動員組成農業技術服務團。各技

術服務團於產業處建立聯繫窗口，並設召集人、聯絡人及專

線服務電話，將從8月18日起投入災區服務，讓先進的研究

能量能直接挹注到產業，協助重建加速進行。同時針對災後

農漁畜產業的重建工作，要求各產業單位加速研擬各產業別

的重建計畫，以有規劃、有步驟的加速恢復農業受災地區的

產業生機。 

農委會加速辦理莫拉克災害救助 增訂產業輔導專案措施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8年8月17日第5602號新聞稿刊登

企業參訪紀實

農業技術與生物技術的結合發展  晶宇生技公司                  
 作物環境課 李宗翰 分機333、台北分場 楊雅淨 02-26801841

　　為加強本場試驗研究人員企業經營理念，引

進企業服務品質及新觀念，赴新竹科學園區晶宇

生物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參訪。該公司目前主

要業務為利用生物晶片技術進行各種生化反應檢

測，著重於生物晶片設計及基因與蛋白質檢測系

統之建置，包括食品檢測、人體病毒檢測及動植

物病毒檢測等，其中農業病毒檢測晶片完成蘭花

病毒檢測晶片與牛乳病毒檢測晶片，將分子生物

與生物晶片等高科技技術充分應用於農業領域。

　　該公司建立一生物晶片檢測平台，生產製造

雜合反應儀、自動掃瞄判讀軟體等DIY或自動化

儀器設備，提供研發單位自行針對檢測目標設計

探針加以應用。另開發蘭花病毒檢測晶片可同時

檢測三種病毒，包括齒舌蘭輪斑病毒(ORSV)、東

亞蘭嵌紋病毒(CymMV)及番椒黃化病毒(CaCV)，

目前聖東蘭園、今日蘭園、山月蘭園、台霖蘭園

、日星蘭園、嘉大、寶龍蘭園、達觀蘭園及台糖

蘭園等業者種苗生產場都已建置此系統；此晶片

示範RNA萃取流程操作

檢測系統較ELISA（酵素免疫分析法）準確，且

較RT-PCR（反轉錄聚合酵素鏈鎖反應）靈敏，可

大幅提升蘭花病毒檢測效率，並增進蘭花品質及

提高市場競爭力。

　　在這次企業參訪中，見識到台灣農業技術發

展並不限於栽培技術改進研究，更能深一層進入

分子生物層面的技術研發領域，讓我們深深體會

台灣的農業技術如何與生物技術有良好的結合與

發展，提升農產品的產量及品質，進而提升台灣

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將是未來台灣農

業發展的目標之一。

活動辦法：即日起購買產銷履歷農產品，剪下產

銷履歷農產品標籤一枚，黏貼於活動

DM上，寄至「10579台北市南京東路

四段171號10樓之4臺灣農業生技學會

」，就可參加抽獎。（活動DM請上網

列印）

買菜看標章 安心又健康 產銷履歷標籤還可抽獎

健康、效率、永續經營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8年8月13日網頁最新消息刊登

活動日期：民國98年8月15日起至民國98年11月

15日止。

抽獎方式：早買早寄，活動期間每月抽15個獎項

，最後一次抽獎再加碼抽出價值5000

元大獎，未中獎者可繼續參加下次抽

獎，共有46次中獎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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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拉克颱風帶來的88水災，雨量超過台灣近年的平均年雨量，造成

高屏地區的農作物嚴重損失。為因應災後復建，農委會責成各區農業改

良場成立災後復建技術服務團，主動為區內農友提供復耕的指導，農會

、合作社場、農業團體，如有需要，可以直接聯繫本場提供相關服務。

　　本場場長鄭隨和博士指示，本區雖然損失輕微，但仍應要有危機意

識，尤其近年全球氣候變遷，面對天災，只有提早進行防災準備，並於

發生後快速應變及復耕，即可減少損失。為加強對受災農民提供全方位

之技術諮詢輔導，本場集合場內各作物專家，以區內重要作物產業分項

，進行災後栽培技術、肥培管理技術及病蟲害管理等技術輔導，以及綜

合技術諮詢服務，以期在最短時間內協助農民完成復耕工作。

　　桃園區災後復建技術服務團服務專線03-4760127，早上8點到晚上10

點都有專人接聽，全力為您服務。

本場成立
「桃園區災後復建技術服務團」

健康、效率、永續經營

農業推廣課 吳麗春 分機410 　　農委會推動「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在桃園

區各縣市政府辦理政策宣導說明會時，台灣區牧

草生產合作社經理陳德祥分享其合作社申請小地

主大佃農的成功經驗，使農友很容易透過案例了

解小地主大佃農政策是一個三贏的新農業政策！

　　台灣區牧草合作社，在政府小地主大佃農政

策的輔導下，承租300公頃的農地，栽種青割玉

米，由於擴大栽培面積才能達到經濟規模生產的

經營效益，使全面機械化耕作成為可能。栽種之

青割玉米不但產量大增且品質整齊，合作社更因

此爭取到1個月外銷日本3千噸的大訂單，每月業

績1200萬，1年產值破億。無法耕作的老農則因

出租農地，有了穩定的農地租金收益，可輕鬆養

老。陳經理說：「推動小地主大佃農更大的好處

是讓休耕的農地，能夠重新再利用、再活化。農

村也因此顯得有朝氣！」

　　合作社理事主席劉國雄年初接受媒體採訪時

表示，合作社透過小地主大佃農栽培的青割玉米

是全國最大的示範點，300公頃耕作面積，將讓

台灣農業展現革命性的新風貌。尤其目前國內酪

農飼料嚴重短缺，供不應求，讓合作社原本打通

的日本市場無貨可銷，因此，更須適切推動小地

主大佃農政策，以大量生產青割玉米，滿足市場

的實際需求。合作社的農機組，一天可處理20公

頃以上農地，比傳統人機速度快7倍以上。小地

主大佃農政策，讓合作社的社員和員工未來有三

高的希望--高薪、高學歷、向心力更高。

　　合作社新進的員工有些竟是七年級生，其中

一對來自台南的姊妹花，一樣下田種玉米、搬玉

米，工作不只粗重，一天還長達8個小時要曬太

小地主大佃農成功案例 台灣區牧草生產合作社

健康、效率、永續經營

農業推廣課 吳麗春 分機410

陽，儘管辛苦，姊妹倆都咬牙撐過來，還曬出了

一身古銅色的健康膚色，被稱為「玉米辣妹」。

蔡青辰、蔡佳娟姐妹說：「剛開始有一點不想做

，因為真的很熱。」，陳經理也說：「原本想女

生嘛，應該做一些行政工作，可是後來她們對田

裡的事比較有興趣，就說要到田裡去工作。」，

熬過了2個月，現在她們完全融入這樣的農業生

活中，成了農村中難得一見的年輕身影。小地主

大佃農的大力推動已讓農友年輕化，更讓台灣的

農業見到了曙光。

    在執行面上，學新聞出身的陳經理，給了傳

統農業推廣者一個不一樣的推廣經驗；他透過說

明會，讓村民願意主動了解配合小地主大佃農政

策，而成為參與的一員，並導入衛星定位系統管

理繁多的承租地，且激勵社員和農友，使農業從

業人員一年工作250天的夢想成真，管理10公頃

農地，農家收入破百萬！

　　從台灣區牧草合作社小地主大佃農的成功案

例，台灣農業不只是透過一個政策改變經營方向

，而改變不同的經營方法，更是從事農業人員見

賢思齊的標竿。

合作社的農機組一天可處理20公頃以上農地，比傳統人
機速度快7倍以上。

健康、效率、永續經營

農村再生條例問答集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網頁常見問答集內容刊登

農村再生條例如何解決農村社區現行土地問題？

有哪些實例？

答：

1.現行農村社區環境普遍破舊或敗壞、設施不符

使用者需求，另因無計畫引導，以致實質環境

建設凌亂且無秩序發展，本條例配合農村特性

及實施積極性建設之需要，以農村再生發展區

計畫引導農村土地活化利用，農村再生發展區

係屬區域計畫法下之功能分區，其劃設目的在

與現行法制相銜接，並引導至計畫管理，作有

秩序發展。

2.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將農村公共設施

及農舍興建需求，整體納入發展規劃，以整合

性機能方向建設農村；就生產與生活空間共同

規劃，實施整合型農地整備。

3.農村窳陋地區常成為農村社區發展的阻礙，確

有必要處理，惟為顧及保障私有財產權，因此

本會主張透過法律定之，訂定處理規定，並要

求應有完整法制程序才能辦理，以兼顧所有權

人權益及社區發展需要。

4.農村社區在自主規劃下，已能提出自我社區的

發展方向及解決方式，如彰化縣大村鄉平和社

區即在整合意見後，提出以「一鄰一景點，家

家戶戶是花園。」為目標，並提出相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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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繁多的承租地，且激勵社員和農友，使農業從

業人員一年工作250天的夢想成真，管理10公頃

農地，農家收入破百萬！

　　從台灣區牧草合作社小地主大佃農的成功案

例，台灣農業不只是透過一個政策改變經營方向

，而改變不同的經營方法，更是從事農業人員見

賢思齊的標竿。

合作社的農機組一天可處理20公頃以上農地，比傳統人
機速度快7倍以上。

健康、效率、永續經營

農村再生條例問答集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網頁常見問答集內容刊登

農村再生條例如何解決農村社區現行土地問題？

有哪些實例？

答：

1.現行農村社區環境普遍破舊或敗壞、設施不符

使用者需求，另因無計畫引導，以致實質環境

建設凌亂且無秩序發展，本條例配合農村特性

及實施積極性建設之需要，以農村再生發展區

計畫引導農村土地活化利用，農村再生發展區

係屬區域計畫法下之功能分區，其劃設目的在

與現行法制相銜接，並引導至計畫管理，作有

秩序發展。

2.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將農村公共設施

及農舍興建需求，整體納入發展規劃，以整合

性機能方向建設農村；就生產與生活空間共同

規劃，實施整合型農地整備。

3.農村窳陋地區常成為農村社區發展的阻礙，確

有必要處理，惟為顧及保障私有財產權，因此

本會主張透過法律定之，訂定處理規定，並要

求應有完整法制程序才能辦理，以兼顧所有權

人權益及社區發展需要。

4.農村社區在自主規劃下，已能提出自我社區的

發展方向及解決方式，如彰化縣大村鄉平和社

區即在整合意見後，提出以「一鄰一景點，家

家戶戶是花園。」為目標，並提出相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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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協助農漁民快速從莫拉克颱風災害中恢復生產力，農

委會主委陳武雄8月17日下午在記者會中宣示，農委會除將

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規定從寬、從速、從簡辦理災

害救助外，已擬定「莫拉克風災產業專案計畫」，包括復建

輔導專案措施及產業重建計畫二部分。復建輔導專案措施並

依據總統與院長的指示，針對不具備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

規定資格但受災嚴重的農漁民，提供專案復耕復養協助，期

能提供農漁民朋友最實質的幫助。 

　　農委會除就現行農業天然災害救助體系架構儘力放寬申

請期限、寬緩專案貸款本息、從速勘災簡化作業程序。有部

分農漁民因為土地權屬或產業登記等問題無法符合天然災害

救助資格，所以特別擬訂「專案輔導措施」給予協助，實施

地區包括已公告為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地區外；未列入災害嚴

重地區的其他縣市，若因區域性災損嚴重，經縣市政府會同

農委會各試驗改良場所勘查，認定對農民產生嚴重損害者，

於災害發生後一定期間內，也可選擇補助項目並檢附勘查報

告等相關資料，報請農委會審查核定納入專案輔導地區。

　　陳主委表示，除了上述協助復耕復養專案措施外，已指

示由所屬試驗場（所）全面動員組成農業技術服務團。各技

術服務團於產業處建立聯繫窗口，並設召集人、聯絡人及專

線服務電話，將從8月18日起投入災區服務，讓先進的研究

能量能直接挹注到產業，協助重建加速進行。同時針對災後

農漁畜產業的重建工作，要求各產業單位加速研擬各產業別

的重建計畫，以有規劃、有步驟的加速恢復農業受災地區的

產業生機。 

農委會加速辦理莫拉克災害救助 增訂產業輔導專案措施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8年8月17日第5602號新聞稿刊登

企業參訪紀實

農業技術與生物技術的結合發展  晶宇生技公司                  
 作物環境課 李宗翰 分機333、台北分場 楊雅淨 02-26801841

　　為加強本場試驗研究人員企業經營理念，引

進企業服務品質及新觀念，赴新竹科學園區晶宇

生物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參訪。該公司目前主

要業務為利用生物晶片技術進行各種生化反應檢

測，著重於生物晶片設計及基因與蛋白質檢測系

統之建置，包括食品檢測、人體病毒檢測及動植

物病毒檢測等，其中農業病毒檢測晶片完成蘭花

病毒檢測晶片與牛乳病毒檢測晶片，將分子生物

與生物晶片等高科技技術充分應用於農業領域。

　　該公司建立一生物晶片檢測平台，生產製造

雜合反應儀、自動掃瞄判讀軟體等DIY或自動化

儀器設備，提供研發單位自行針對檢測目標設計

探針加以應用。另開發蘭花病毒檢測晶片可同時

檢測三種病毒，包括齒舌蘭輪斑病毒(ORSV)、東

亞蘭嵌紋病毒(CymMV)及番椒黃化病毒(CaCV)，

目前聖東蘭園、今日蘭園、山月蘭園、台霖蘭園

、日星蘭園、嘉大、寶龍蘭園、達觀蘭園及台糖

蘭園等業者種苗生產場都已建置此系統；此晶片

示範RNA萃取流程操作

檢測系統較ELISA（酵素免疫分析法）準確，且

較RT-PCR（反轉錄聚合酵素鏈鎖反應）靈敏，可

大幅提升蘭花病毒檢測效率，並增進蘭花品質及

提高市場競爭力。

　　在這次企業參訪中，見識到台灣農業技術發

展並不限於栽培技術改進研究，更能深一層進入

分子生物層面的技術研發領域，讓我們深深體會

台灣的農業技術如何與生物技術有良好的結合與

發展，提升農產品的產量及品質，進而提升台灣

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將是未來台灣農

業發展的目標之一。

活動辦法：即日起購買產銷履歷農產品，剪下產

銷履歷農產品標籤一枚，黏貼於活動

DM上，寄至「10579台北市南京東路

四段171號10樓之4臺灣農業生技學會

」，就可參加抽獎。（活動DM請上網

列印）

買菜看標章 安心又健康 產銷履歷標籤還可抽獎

健康、效率、永續經營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8年8月13日網頁最新消息刊登

活動日期：民國98年8月15日起至民國98年11月

15日止。

抽獎方式：早買早寄，活動期間每月抽15個獎項

，最後一次抽獎再加碼抽出價值5000

元大獎，未中獎者可繼續參加下次抽

獎，共有46次中獎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