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貯藏病害(綠黴病、褐色蒂腐病)

東方果實蠅

葉蟎

斜紋夜蛾

葉蟎

十字花科根瘤病

菌核病

斜紋夜蛾

小菜蛾

猿葉蟲／黃條葉蚤

菌核病

斑潛蠅類

銀葉粉蝨

路易氏始葉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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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物別             病蟲害種類               時      期

柑橘類

草苺

聖誕紅

萵苣

十字花科蔬菜

甜菜夜蛾

銀葉粉蝨

番茄夜蛾／甜菜夜蛾

番茄斑潛蠅

斜紋夜蛾

全月

全月

全月

全月

全月

番茄

青蔥

山藥

作物別             病蟲害種類             時      期

作物環境課   吳信郁、莊國鴻 分機310、311

↑斑潛蠅為害萵苣。↑萵苣菌核病。

103年1１月主要作物病蟲害預測103年1１月主要作物病蟲害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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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效率、永續經營健康、效率、永續經營

龍潭三坑龍潭三坑 茭白筍正當時茭白筍正當時
作物改良課 楊志維 分機255

↑三坑美人腿料理。

↑三坑農友歡喜收成茭白筍。

又到了茭白筍盛產的季節囉！本場輔導龍潭鄉三坑

村生產高品質茭白筍，三坑村生產的茭白筍屬於赤殼種

，因地理條件得天獨厚，在水質潔淨的山泉水成長，口

感清脆香甜，外型嫩白細長有如美人的腿，又有「美人

腿」之稱。

三坑俗稱「三坑子」，境內密布稻田，是龍潭鄉重

要的米倉，來到這裡不僅可以聞到稻穗的香氣，還可以

品嘗在地生產的茭白筍，三坑茭白筍因得天獨厚的地理

氣候，土壤肥沃，加上水質潔淨的山泉水，所生產的茭

白筍硬殼薄、纖維細，體型較細長，簡單汆燙後就具有

清脆香甜的口感，營養豐富，是養生膳食的首選食材，

三坑茭白筍在中秋

佳節前後是盛產季

節，大家在賞月吃

月餅外，還可搭配

清爽的茭白筍，絕

對是健康又美味。

經由本場農業

專家指導農友記錄

自己種植茭白的整

個生產過程，包括

嚴密監控產地

土壤、灌溉水

質及安全用藥

，更以合理化

施肥管理生產

出品質絕佳的

茭白筍，以及

符合吉園圃安

全蔬果標章管

理的作業規範

，強調絕對安

全，以增加消費者信心。

欲購買三坑美人腿之民眾可到龍潭鄉農會購買，服

務電話03-4805806。期盼更多國人能認同三坑美人腿，

感動農民用心良苦，響應支持本土茭白筍是最好的實際

鼓勵，也讓擁有「三坑美人腿」封號的茭白筍得以讓廣

大消費者認識及品嚐，成為最具代表三坑村的優良農特

產品，歡迎民眾循著完善的自行車道走訪三坑老街，來

一場客家懷舊之旅，品嚐茭白筍料理、桃映紅茶及優質

好米。
為協助青年穩定經營農業，農委會於去（102）年推出

「吉時從農、青春逐夢」專案，遴選青年農民並提供2年專

案輔導，讓其於從農或創新經營初期穩健成長，得以擴大規

模或朝創新加值發展，今（103）年10月將受理第2屆專案

輔導青農遴選之報名申請。

歡迎有意申請之青年，於10/1-10/21向該會漁業署及各

區農業改良場申請。

整合資源進行個案輔導，協助青年穩健經營

吸引有志青年返鄉從農成為農業生力軍，是農委會陳保

基主委的施政重點之一，該會積極結合各項施政資源，包含

提供生產技術、行銷、財務、研發、組織與資訊化等陪伴式

輔導，辦理物流與通路媒合，及給予設施設備補助、優惠之

低利貸款等各項協助措施。

農委會說明，第1屆專案輔導青年農民自102年6月啟動

以來，動員該會改良場及外部專家超過3,000人提供相關輔

導，並結合試驗研究資源導入45項新技術或品種，給予40

件約1,300餘萬元設施設備補助，提供34件合計超過5,300 

萬元之低利貸款。讓青年農民產值平均提升11%，擴大經營

規模超過400公頃，通過吉園圃、產銷履歷或有機驗證品項

超過140項，協助約140項產品拓展通路。

為支持青年多元創意發展，農委會今年8月更首開創新

加值經營計畫補助與輔導，由青年農民與其他青年或上下游

業者合作提出創新加值經營構想，遴選出 12 個計畫，在青

農相對配合一半經費下，給予部分經費補助，協助落實創新

經營的構想，並使青農之事業發展更上層樓。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月30日第7089號新聞稿刊登

「吉時從農、青春逐夢」
     第２屆專案輔導青年農民遴選開跑囉!!

「吉時從農、青春逐夢」
     第２屆專案輔導青年農民遴選開跑囉!!

農委會表示，為回應青年農民期待，本（103）年度擴

大辦理第2屆專案輔導青年農民遴選，除了增加水產養殖產

業外，還新增團體組，青年農民可與其他青年或跨領域之

青年合作組成經營團隊，該會將加強給予企業化、組織化

輔導與資源，協助其朝產業價值鏈發展，讓青年農民得以

適性分群發展，可朝具地方特色之群聚產業，或具競爭力

之品牌農企業發展。

有意申請青年，請於10月1日起至10月21日止，向該會漁

業署及各區農業改良場遞件

農委會表示，歡迎農學或水產養殖相關科系畢業、農

業或水產養殖訓練滿80小時、或是農（漁）家子弟的

18-45歲青年及青年經營團隊，檢附申請書、經營企劃書及

相關證明文件，向該會漁業署或各區農業改良場提出申請

，於辦理初審面談及複審後，預計於12月1日公告正取及

備取名單。

若有申請疑問，可向農委會客服諮詢專線4499595（

手機請加02）或漁業署、各區農業改良場推廣課洽詢。實

施計畫內容及相關申請文件等，都可上該會網站首頁／最

新消息（www.coa.gov.tw）或便民服務/民眾申辦案件電子

表單，或農民學院網／文件下載（academy.coa.gov.tw）下

載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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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發展農村地方美食計畫
－田媽媽班養成與培育研習工作坊－田媽媽班養成與培育研習工作坊－田媽媽班養成與培育研習工作坊

農業推廣課 傅智麟 分機412

↑史宏財老師教導學員如何利用公式

計算果醬的材料用量及調製。

↑學員作品－番茄佐國產蝦

及仙草葉。

↑學員作品－紫蘇山藥鯛魚

柳。

↑本場傅副場長仰人（中）與班員合影。

↑學員製作手工餅乾。↑莊韻蓉老師現場示範操作及解說。

↑土城區、瑞芳區、深坑區、金山區及坪林區農會

學員展現學習成果。

為輔導轄內各家政督導、指導員、田媽媽班班員、家

政班員及有興趣之休閒農場餐飲業者，本場於本（103）

年9-10月間，辦理田媽媽班養成與培育研習工作坊。本次

工作坊分成三大主軸1.農產品食品加工、2.地方特色創意料

理及3.田媽媽班職能訓練，課程包括餐飲或食品加工等地

方特色料理及加工產品研發、經營成本、品管、衛生、行

銷等，期增進學員相關知能與技巧，提昇田媽媽班經營職

能，或作為未來申請田媽媽班之職能預備，並提昇學員農

村在地特色及資源整合能力。

農產品食品加工部分於9月18日特別聘請中華穀類食

品工業技術研究所陳明芬及蔡明原兩位老師，以米穀粉及

麵粉的特性與應用講解說明，並佐以實際米穀粉產品太陽

餅、鳳梨酥、手工

餅乾等實務操作。

9月29日則邀請本

場前副研究員史宏

財老師，講授以在

地食材製作果醬及

醃漬品之加工原理

與方法，並進行木

瓜、鳳梨及百香果

果醬製作實務操演。

地方創意料理部分則於9月22及25日邀請中華餐飲協

會莊韻蓉老師，利

用山藥、甘藷、蓮

藕、番茄、米等主

要在地食材進行創

意料理「3菜1飯點

」課程講授並進行

實地操作，期能跳

脫傳統的搭配與組

合，並傳達健康概

念。

田媽媽班職能訓練則分為成本、品管及行銷等三部分

進行訓練。在成本部分，特別邀請前遠東集團子公司行政

部協理黃麗惠稽核師（現為青年農民）及中華餐飲協會陳

冠佑老師前

來授課，從

產業界、農

業及餐飲業

等不同面相

解析有關餐

飲或加工等

食品產業成

本管控與食

材進出貨管

理。

品管部分邀請前苗栗縣農會督導陳釗娥老師以自身多

年經驗分享田媽媽班運作與經營要訣，另有鑑於現今食安

風暴，為提升學員對食安觀念及稽核與相關法令之了解與

掌握，特別邀請新竹縣政府衛生局韓麗敏稽查員從現行法

令與稽查實例講授有關農產加工品衛生管理。

行銷部分則邀請中國生產力中心講師黃若羽與前田媽

媽班行銷輔導及產品上架相關單位葉宗倫老師，從實際輔

導經驗及自身行銷之專業，談行銷策略及銷售技巧與如何

尋找行銷通路。

本次工作坊辦理7場次，截至9月底實作之相關課程

已辦理完竣，共計212人次參與學習，場場爆滿，尤以第

4場次果醬製作教學更高達92人次前來本場參與學習。期

望學員在本次研習

工作坊中，能更全

方位學習與多元利

用，不論是在未來

輔導或自身實際進

行田媽媽班經營或

休閒農業均能更得

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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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明華
103.11.04
（星期二）

02-27531013
分機162

蔬菜及果樹栽培管理與病
蟲害防治

台北市松山區農會
4樓會議室

台北市松山區八德路
四段656之1號5樓

陳建良
103.11.14
（星期五）

03-5996155
分機52

蔬菜及水稻栽培管理與病
蟲害防治

新竹縣湖口鄉農會
3樓會議室

新竹縣湖口鄉民族街
109號

楊哲維
103.11.26
（星期三）

02-27325237
花卉及蔬菜栽培管理與病
蟲害防治

臺北市大安區農會
地下一樓會議室

臺北市大安區安居街
60巷18號

　　本場辦理「傾聽人民心聲實施計畫」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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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委員與青年農民有約

「吉時從農、青春逐夢」「吉時從農、青春逐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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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第7096號新聞稿刊登

↑陳主任委員保基（右2）、輔導

處張處長致盛（左3）與本場廖場

長乾華（右3）訪視本場專案輔導

青年農民林聖智（右1）有機蔬菜

栽培情形。

↑陳主任委員保基與桃園縣青年

農民合影。

時給予答覆或說明，並要求業務單位積極協調處理，獲

得青年農民一致的肯定。

關懷青農，鼓勵創新，發展價值鍵農業

農委會說明，陳保基主任委員上任後即將「培育青

年農民」列為施政重點，該會積極整合相關施政資源，

包括提供農民學院專

業訓練、政策性專案

農貸、設施設備補助

、農地銀行等各項協

助措施，並透過青年

農民專案輔導的陪伴

與在地青農交流平台

的運作，引領青年農

民穩健從農，逐步改

善農業人力結構。

該會於去（102）年遴選 100 位青年農民提供2年之

專案陪伴輔導，協助其於從農或創新經營初期可穩健成

長，得以持續擴大規模或朝創新加值發展，另外並輔導

15個直轄市、縣（市）農會建立在地青年農民交流服務

平台，約900餘人加入，提供在地農業經營經驗交流、技

術輔導、新知識推廣與資訊等服務。

座談會結束前，桃園縣青年農民聯誼會致贈陳主委

一件簽滿青年農民名字且繡有『農魂』的工作制服，代

表桃園縣青年農民對農業的執著與未來的期待，並希望

農委會能夠持續給予青年農民友善的關懷與協助。陳主

委則表示「青年農民是臺灣農業復興的種子，更是維繫

農業發展的生力軍，未來會持續透過年輕人的創新與投

入來為農業調整改變。」今天的活動只是一個開始，農

委會將會盡力協助青年農民解決在經營農業所遭遇的各

項問題，並提供真正能夠幫助青年農民的措施。

為了解青年農民返鄉從農之實際情形，陳保基主任

委員特於10月6日下午率該會相關業務主管，前往桃園縣

蘆竹鄉御圃農場訪視青年農民林聖智之經營情形，並由

青年農民吳成富、邱冠鈞及陪伴師黃兆隆等人，分享說

明專案輔導與在地平台的輔導與運作情形，陳主委除了

稱許青年農民的積極與創新作為，並樂見該等青農均由

夫妻檔共同回鄉打拼。

隨後，陳主委一行人前往桃園縣農會參加青年農民

座談，現場約有 50 多位桃園縣青年農民參加，本次座談

並同步以網路直播方式，供全國其他縣市青年農民在線

上頻道留言提問，該會並指派專人即時觀看與回應。

傾聽青農意見，積極協助解決

農委會表示，本次「主任委員與青年農民有約座談

會」，先由輔導處張致盛處長簡報說明第2屆專案輔導青

年農民遴選相關事宜，第2屆遴選除了增加水產養殖產業

，亦新增遴選團體組，可引導青年農民跨域合作組成經

營團隊，並給予企業化、組織化輔導與資源，讓青年農

民得以適性分群發展，朝具地方特色之群聚產業或具競

爭力之品牌農企業

發展。接著由桃園

縣農會推廣課林羅

生課長說明該農會

如何建立在地青年

農民交流平台，協

助桃園地區青年農

民組成聯誼會，及

支持青年農民合作

經營的作法與心得

。而陳主委對於青

年農民之現場發言

或網路提問，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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