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粉病

瓜實蠅

白銹病

萎凋病

茶細蟎

銀葉粉蝨

銀葉粉蝨

全月

全月

全月

全月

全月

全月

全月

作物別             病蟲害種類             時      期

瓜菜類

莧菜、蕹菜

萵苣

甜椒

番茄

聖誕紅

紋枯病

白葉枯病

螟蟲類

赤衣病

潰瘍病

東方果實蠅

介殼蟲類

輪紋病

黑斑病

銹病

細菌性穿孔病

角斑病

炭疽病

粉介殼蟲

東方果實蠅

斜紋夜蛾

葉蟎

黑盲椿象

銹病

竹捲葉蟲

全月

颱風時期

全月

全月

全月

全月

全月

全月

全月

全月

全月

全月

全月

全月

全月

全月

全月(高溫乾燥)

全月(高溫乾燥)

中旬以後

全月

作物別          病蟲害種類             時      期

水稻

柑橘類

水蜜桃

梨

柿

山藥

綠竹

作物環境課   吳信郁、莊國鴻 分機310、311

健康、效率、永續經營

↑甜柿角斑病。

↑黑盲椿象危害山藥。

↑東方果實蠅

  危害柿子。

作物 境

103年9月主要作物病蟲害預測103年9月主要作物病蟲害預測

從農至今已有六個年頭的觀音鄉青年農民羅元廷，畢業於

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自幼跟隨經營蝴蝶蘭產業有成的父親

學習蘭花栽培，大學畢業後，從蘭花繁殖到栽培管理均能得心

應手，直覺上應該會傳承父親事業為最優先考量，唯造化弄人

在民國98年底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徵選巴林王國農技團技師，

在好奇心驅使下，毅然決然前往人生地不熟的國度履新。原本

認為在國內所學的蘭花栽培技術可在當地大展身手，孰不知在

巴林農技團的職務完

全使不上力，必需要

把組織培養精準管理

蘭花的那一套暫時擱

下，走入田間從各種

當地作物栽培技術學

起，期間經不斷調整

觀念、學習及嘗試，

養成寶貴及特殊的農

業從業經歷，回國後

除協助父親種植蘭花

外，更想開創屬於自己的農業新天地。       

羅農友於100年底先以2分地試種雜糧作物(日本地瓜及栗

南瓜)，以堅持「有機

」及友善耕作模式下

進行生產，第一年因

不熟悉此兩種作物之

栽培方法且專業技術

不足，在欠缺實際操

作經驗下，無法即時

處理疫病或氣候突發

狀況，造成作物品質

不佳及產量較少。為

此，這二年來陸續參

加本場「有機蔬菜栽

培管理進階班」及「

管理作業機械使用保

養檢修進階班」等訓

練課程，以期精進自

身農業經營之專業技

術。

102年農委會推

動「青年農民專案輔

導」計畫，羅農友經

評審成為輔導對象成員，由信勢農場吳文岳先生擔任他的陪伴

師，於作物種植的前、中、後期給予適時指導改善，至今已明

顯提升其農產品產量及品質，在此期間也通過「MOA有機轉型

期」農產品的驗證。在產品行銷方，面除與厚生市集網路平台

合作外，亦積極開拓農夫市集，藉以增加行銷通路與消費者接

觸的機會;另於甘藷產季舉辦挖地瓜及烤地瓜體驗活動，不但

拉近與一般民眾的距離，更大大提升農場的知名度。

今年初通過農糧署「103年農糧類專案輔導青年農民設施(

備)補助計畫」之審核，順利獲

得桃園縣龍潭鄉農會專案貸款

300萬元(其中30萬元為農業信

用保險基金)，目前已動工搭建

3分地簡易式塑膠布網室設施

。7月16日吳陪伴師與本場李

助理研究員寶煌前往訪視，診

斷目前農地種植之甘藷生長情

形，皆不約而同表示「今年甘

藷種植情況明顯較去年為佳」

，在良好作業栽培管理下雖然

作物尚未收成，但是可以預期

將帶來富饒的收穫，讓我們一

起祝福青年農民羅元廷吧！

農業推廣課 張志展 分機420 / CPC青年農民專案輔導計畫派駐人員 林妍岑 分機438

↑吳陪伴師文岳(左)現場指導羅元庭

  農友(右)設施搭建秘訣。

↑吳陪伴師文岳(左2)及李助理研究

  員寶煌(右1)指導甘藷蟻象費洛蒙

  誘殺器設置。

↑吳陪伴師文岳(左)與羅元廷農友

  (中)討論網室搭建相關措施及注

  意事項。

↑李助理研究員寶煌(左)指

  導栗南瓜栽培管理及病蟲

  害防治。

青年農民專案輔導計畫系列報導青年農民專案輔導計畫系列報導

開創自己一片天的青年農民-羅元廷開創自己一片天的青年農民-羅元廷

產銷履歷賣場出沒中

     達人嚴選頂級海鮮禮盒送給您

產銷履歷賣場出沒中

     達人嚴選頂級海鮮禮盒送給您

健康、效率、永續經營健康、效率、永續經營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8月4日第7059號新聞稿刊登

買菜的時候，您可曾注意過食材包裝上令人安心的綠

色TAP產銷履歷標章？現在只要將貼有產銷履歷標籤之產

品照，上傳至「產銷履歷賣場出沒中，安心食材拍拍樂！

」活動網站，就有機會獲得2014年產銷履歷達人嚴選的「

頂級海鮮禮盒」、「家庭健康蔬菜箱」、「產銷履歷好茶

禮」、「產銷履歷小包裝好米」等多項好禮，您還等甚麼 

? 快發揮您的偵探精神，到離您最近的賣場或便利商店找

一找，拿起手機，捕捉這些產銷履歷。

賣場通路大幅提升 產品品項超多元

農委會擴大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為臺灣農

產品把關。103年上半年，產銷履歷標章的使用量，平均

每月達288萬張，相較102年全年平均每月 174 萬張，成長

約65%，舉凡各大賣場、超市、專賣店，乃至居家附近的

便利商店，都買得到產銷履歷農產品。

更棒的是，產銷履歷標章的使用範圍，涵蓋稻米、蔬

菜、水果、茶葉、水產、畜禽產等多元化的農產品。認明

產銷履歷標章，您就能輕鬆選購照顧自己與全家人健康的

安心好食材。此次農委會辦理「產銷履歷賣場出沒中，安

心食材拍拍樂！」活動，就是希望發動消費者發揮偵探精

神，仔細在賣場中發掘各類產銷履歷農產品，透過臉書上

傳相互交流，讓產銷履歷的健康情報發揚光大。

拿起手機 安心首選農產品偵探就是您 !

最近消費者意識抬頭，食材安全已成為最受重視的議

題，而貼有產銷履歷的農產品，就代表著這個產品已通過

國際第三者認驗證體系層層把關，具備安全、永續、公開

、可追溯等特性，輕輕一掃產銷履歷標籤上的 QR code ，

就可以了解這項產品生產全過程。

貼有產銷履歷標籤的，就是安心食材，請睜大您的眼

睛，仔細找出並拍下您身邊的產銷履歷農產品，只要在

103年8月1日∼103年8月31日上傳至「產銷履歷賣場出沒

中，安心食材拍拍樂！」活動網址，就有機會抽中達人嚴

選的產銷履歷農產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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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農友更即時的資訊，本場臉書專頁正式上線，歡迎農友加入粉絲團。

加入方式：

1. 臉書搜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2. 本場全球資訊網(http://tydares.coa.gov.tw)首頁「桃園場Facebook專頁」

3. 智慧型手機QR Code 

ID搜尋:034768216桃園場臉書專頁 出版刊物連結

本場LINE作物病蟲害

即時診斷服務，服務

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8時至12時，

下午1時至5時，歡迎農友多加利用

作物改良課 葉永銘 分機212

本場為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

畫」，規劃復耕種植轉(契)作作物，希望能強化在地區域產銷

鏈結，使農地復耕方式多元化，本次以硬質玉米為示範作物，

本（103）年7月3

日於桃園縣新屋鄉

辦理田間成果觀摩

會，示範品種為台

南區農業改良場育

成之台南24號及農

民團體自國外引進

之明豐3號。示範

品種植株高大強健

，莖稈粗壯，葉片

濃綠寬大，植體鮮

重高，可兼作飼養

乳牛之青割玉米，

故以青割暨硬質玉

米兩種用途進行田間栽培示範與講解，以提供農友種植作物品

項選擇。

兩硬質玉米品

種示範結果，台南

24號植株株高及

穗重比例較高，明

豐3號之鮮草產量

較高，各具優點，

且均抗病及抗倒伏

，其播種適期均在

3月至9月中旬，

施肥管理應依青割或硬質玉米不同用途調整施肥種類及用量。

另觀摩會現場同時示範玉米脫粒機及手推式播種機操作，以提

供有意轉作該作物之農友參採，期達省時省力的效果。

由於本次示範品種也兼具青割玉米用途，因此，特別邀請

農委會畜產試驗所新竹分

所施副研究員意敏，講解

青割玉米收穫及調製，講

解過程中施副研究員特別

提醒有意復耕種植青割玉

米之農友，因青割玉米的

銷售受限於地區性及對象

，規劃種植前應與草食動

物業者或代耕中心簽訂產

銷契約，以免發生產銷失衡問題。此外，種植青割玉米的農機

具設備與常見農作物使用的機具有很大差異，農民於休耕地復

耕種植青割玉米時，如有栽培及機械設備相關問題時，可向當

地農業改良場或畜試

所各分所尋求協助。

透過休耕地復耕

推廣種植轉(契)作作

物，可促使國內有限

農地合理利用，推廣

青割暨硬質玉米，則

可提供農友種植作物

的多元化選擇，並兼

顧農民收益與國內農

業的發展。
↑畜產試驗所新竹分所施副研究員

  意敏講解青割玉米收穫及調製。

↑玉米脫粒機操作示範情形。

  (攝影/李宗樺)

↑玉米台南24號及明豐3號正值青割玉米

  適割收穫期。(攝影/李宗樺)

↑本場廖場長乾華主持田間觀摩會(右)

  ，畜產試驗所新竹分所施副研究員意

  敏(中)及本場葉助理研究員永銘(左)

  分別講解青割玉米收穫與調製及硬質

  玉米栽培技術。(攝影/李宗樺)

健康、效率、永續經營健康、效率、永續經營

青割暨硬質玉米栽培
                 與利用田間成果觀摩會
青割暨硬質玉米栽培
                 與利用田間成果觀摩會

辦理日期    主題作物及內容       地   點        地   址     農會聯絡人   電   話

余昌軒
103.09.19
（星期五） 02-26631214

茶、果樹及蔬菜栽培管理
與病蟲害防治

新北市石碇區農會
3樓會議室

新北市石碇區潭邊
里湳窟路6號

彭俊偉
103.09.26

（星期五） 0913-659-589
果樹及茶栽培管理與病蟲

害防治

新竹縣北埔鄉農會

3樓會議室

新竹縣北埔鄉北埔
街94號

本場辦理「傾聽人民心聲實施計畫」9月份農業技術諮詢服務暨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規劃表如下，歡迎參加

，若有問題請來電本場農業推廣課03-4768216，轉分機432李寶煌先生。預定活動若有異動以本場網站「最新活

動訊息公告」為主。網址: http://tydares.coa.gov.tw/

農業推廣課 李寶煌 分機432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

農業技術諮詢服務農業技術諮詢服務

針對媒體報導國內土壤劣化及有機農業推動遲緩一事，

農委會表示，為兼顧農業生產與生態之環境維護，近年積極

推動合理化施肥、吉園圃、有機農業、生態復育及綠色保育

標章等友善環境措施，多管齊下共同維護農業環境，以友善

土地、農業與生態共生的方式發展農業。

推動農地減肥料、減農藥以友善耕作環境

農委會說明，該會為輔導農民合理化施肥，減少化學肥

料施用，每年透過農業試驗所及各區農業改良場協助檢測農

民土壤肥力及植體分析4萬餘件，依據分析結果調整農民施

肥，使化學肥料用量由94至96年平均年施肥量115萬公噸，

至102年減為100萬公噸。

該會表示，臺灣因處亞熱帶地區且作物複種指數高，作

物病蟲害種類繁多，合理性、經濟性使用農藥為防治作物病

、蟲、草害最佳方法，近年來積極輔導合理及安全使用農藥

，每年辦理100場以上講習會，並結合集團產區與農業經營

專區，推廣健康管理、生物防治，及全國性重大病蟲害之共

同防治與整合性防治等工作，監測重要疫病蟲害及時發布警

報，使農民在發生初期能及早防治，以降低化學農藥使用量

。每公頃農藥使用量由91年12.45公斤，已逐年降至101年

11.7 公斤，低於鄰近韓國與日本等國家。另針對危害人體健

康或污染環境之虞之使用風險較高農藥，均依法予以逐步淘

汰禁用，以兼顧農業生產及生態環境。

推動有機農業維護生態環境

農委會指出，該會近年積極發展有機農業，已設置有機

集團栽培區14處，並藉由小地主大佃農等措施，加強推廣有

機農業，組成有機農業技術服務團，協助農友加入有機經營

行列。國內有機農業面積由98年2,960公頃，至102年底已

倍增為5,951公頃，預定至104年可達6,500公頃。另該會結

合公益團體，推動生態復育計畫與綠色保育標章，以有機

或無農藥栽培方式，豐富當地環境生態保育，如官田水雉

、翡翠樹蛙等復育已有良好成果，且成為國際間觀摩仿效

之對象。

農委會將持續輔導農民合理化施肥，並依照政府制定

之植物保護手冊、吉園圃生產、有機農業等，以環境友善

的方式，生產高品質安全衛生之農產品。由於有機及環境

友善與通過驗證之農產品生產成本較高，該會特別呼籲消

費者應建立農產品應有合理價格之觀念，願意付出合理價

格購買優質安全的農產品，以實際行動愛護環境，促進環

境友善、生物多樣的臺灣永續農業發展。

推動有機農業維護生態環境

農委會指出，該會近年積極發展有機農業，已設置有

機集團栽培區14處，並藉由小地主大佃農等措施，加強推

廣有機農業，組成有機農業技術服務團，協助農友加入有

機經營行列。國內有機農業面積由98年2,960公頃，至102

年底已倍增為5,951公頃，預定至104年可達6,500公頃。另

該會結合公益團體，推動生態復育計畫與綠色保育標章，

以有機或無農藥栽培方式，豐富當地環境生態保育，如官

田水雉、翡翠樹蛙等復育已有良好成果，且成為國際間觀

摩仿效之對象。

農委會將持續輔導農民合理化施肥，並依照政府制定

之植物保護手冊、吉園圃生產、有機農業等，以環境友善

的方式，生產高品質安全衛生之農產品。由於有機及環境

友善與通過驗證之農產品生產成本較高，該會特別呼籲消

費者應建立農產品應有合理價格之觀念，願意付出合理價

格購買優質安全的農產品，以實際行動愛護環境，促進環

境友善、生物多樣的臺灣永續農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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