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早期臺灣農村社會環境不佳，多以男丁

為農耕主力，婦女地位普遍不高，也較無接

受高等教育機會。因此，家政推廣乃以提升

農村婦女技能、改善家庭生計及增進生活品

質為目標，培訓家政幹部及班員，使能成為

改善農村生活及家庭經濟的重要支柱，並創

造就業機會。直至今日，隨著經濟與環境快

速變遷，婦女整體教育水準雖已提升，並具

有經濟自主能力，然而家政推廣仍在整個農

村生活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中華民國農會為鼓勵各個家政班發展出

自我特色與創意，每兩年舉辦特色家政班競

賽。104年競賽方式除書面審查及口頭報告

外，更首度以現場專家訪視進行評分，歷經

競爭激烈的縣（市）級初賽到區級複賽，產

生全國20大特色家政班。本場輔導轄區共計

4個區及地區農會家政班獲選，分別為新北市

蘆洲區、桃園市大溪區、新屋區及新竹縣竹

東地區農會，經專家評審團全臺巡迴現場訪

視，本場轄區最終由新北市蘆洲區農會復興

家政班及桃園市大溪區農會五色鳥家政班脫

穎而出，獲選為104年全國十大特色家政班，

成績相當亮眼。

新北市蘆洲區農會
蘆洲區早期為農田遍布的農村，「蘆

洲」一說即為因犁田時白鷺鷥聚集之景象而

得名。廟宇常為農民信仰中心，因此，蘆洲

也以廟宇密集著稱，著名的廟宇如湧蓮寺香

火鼎盛，每年總會吸引許多香客到訪，在地

廟宇傳統文化及農村民間信仰已與當地居民

的生活密不可分，也因此發展出獨具特色的

復興家政班。復興家政班於87年成立，班員

共17人，主要特色係以摺紙專長搭配傳統廟

宇文化活動，不同以往較單調且多為人忌諱

的蓮花紙，以多樣花色且繽紛的蓮花紙創作

出多項美麗的藝術作品，可作為廟宇裝飾藝

術，與神像共存毫無違和感；抑或於普渡活

動後火化，以虔誠的心奉獻給神明，發展出

屬於該班特有的「薪傳紙藝」，也傳達她們

敬天愛地及感恩惜福的理念（如圖1、2）。

除平常積極參與廟宇祭祀活動外，復興

家政班也於社區廟宇旁成立健康小站，每週

一、三及四下午定期為社區老人進行血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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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十大特色家政班系列報導
 －蘆洲、大溪、新屋、竹東

▲圖2. 復興家政班的蓮花紙紙藝創作－金雞送

喜。

▲圖1. 復興家政班的蓮花紙紙藝創作－木屐、

和服及鳳梨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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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等健康服務，以志工服務方式將所學回饋

社區。為推廣紙藝活動，該班也將紙藝文化

帶進校園，期能透過摺紙課程，引發學童對

於摺紙的興趣，並進一步將在地珍貴的技藝

文化透過摺紙藝術傳承到下一代。未來，她

們也希望藉女性的柔軟力量，將蓮花紙作品

的藝術境界昇華，並讓在地農村傳統紙藝文

化更加發揚光大。

桃園市大溪區農會
大溪區農會轄下五色鳥家政班，係103年

始成立之新班，由五色鳥故事坊的說故事媽

媽們，善用說故事之長才，本著服務及回饋

社會初衷而成立。雖成立資歷尚淺，但其前

身「五色鳥故事坊」早在90年即組成，以大

溪山林常見的五色鳥為名，取其色彩鮮豔、

叫聲嘹亮且稀有珍貴的特色，同時象徵五路

人馬齊聚結盟的理念，希望由五色鳥銜著故

事的種子撒播各地，積極推廣閱讀，並讓每

個人都愛上閱讀。平時定期穿梭於各校園服

務，並積極參與各項公益活動、服務計畫及

宣揚家政班的良善美德。

近期，因食安問題頻傳，食安風暴不斷

擴大，造成民眾人心惶惶。有感於此，五色

鳥家政班希望透過所學，將在地農產及食品

安全觀念傳達給小朋友，並帶回去與家人分

享，期能建立安全飲食環境並吃出健康。因

此，該班善用班內美術及設計人才，創作了

第一本食育繪本－「好食在	故事蔬」（圖

3），以大溪當地特色農作物－韭菜為主軸，

介紹其生長栽培環境，期能藉由圖文豐富之

內容進行教育，提升小朋友對農作物的認

識，並教育他們正確的食品安全觀念；第二

本繪本「阿公的綠竹筍」（圖4）更以大溪

山林農特產品綠竹筍為主角，喚起農村家庭

親情之和樂，呼應家政班促進家庭和諧的精

神。未來，五色鳥家政班期望能以更多食育

繪本之創作，透過食農教育逐步實現「綠食

家庭」及「綠能生活」之目標。

桃園市新屋區農會
新屋區農會轄下的東明里家政班已成立

超過30年，資歷可說是相當深厚，但班員多

數年歲較大，總人數共32人。該班從家政班

出發，起初僅為班員們對裁縫客家布衣有興

趣，後結合班員的丈夫、小孩及社區里民共

同參與，組成了藝陣起飛的團隊，親手製作

表演道具如繪製臉譜及編草鞋等，將早期農

村熱鬧生活景象鮮明重現，並透過藝陣方式

進行推廣。從大溪社造博覽會、新屋的桃園

地景藝術節到客家義民祭，都能看到東明里

家政班的身影，推廣足跡甚至拓展到海外，

與日本瀨戶內海村社區進行交流，分享農村

樂活的經驗。

班員們每週定期辛苦排練，就是為了能

完美呈現藝陣成果，除在各大活動積極推廣

▲圖3. 第一本繪本透過當地特色農產－韭菜，

教導兒童農作物相關知識。

▲圖4. 第二本繪本「阿公的綠竹筍」，主要傳

揚家庭和諧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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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不吝至社區養老院及安養中心等處義

演，讓樂齡長者也能同歡；班員同時也在各

學校擔任種子研習人員，定期舉辦藝陣成果

展，期能傳承該民俗技藝予學童，讓珍貴的

農村記憶不致消失。在各地巡迴展演的過程

中，班員們不僅從中獲得極大成就感及自我

價值的實現，也吸引了老、中、青三代共同

參與，促進家庭的圓滿，並將農村舊有的傳

統技藝文化重新發揚光大，「藝陣」真的

「起飛」了。

新竹縣竹東地區農會
新竹縣轄內的客家人比例極高，而在竹

東地區，就有一群瘋狂的樂齡長者們因彼此

趣味相投，而組成客家也瘋狂家政班。該班

班員年紀雖高，但歲月似乎沒在他們臉上留

下痕跡，聚在一起只為圓一個從小無法學音

樂的夢。他們以烏克麗麗為主要表演樂器，

加上小喇叭及二胡等，組成了一個樂活的高

齡家政班。

不同於一般傳統以婦女為主的家政班，

該班有許多男性成員，29名班員中，就有8

對夫妻檔，家庭共同參與的情況下，無形中

也促進了家庭和諧的氣氛。透過家政班各地

音樂展演，他們推廣改編客家山歌，並傳承

客家特有文化，在班基金順利進帳的同時，

他們也達到活躍老化及社區關懷的成效，不

再侷限於農村，而是走出人群，樂於展現自

己，可說是樂活銀髮族的最佳代言人。就

像時下年輕人一樣，他們也創立臉書粉絲專

頁，不僅記錄家政班的歷史及活動，也希望

大家都能不吝給他們一個讚！

▲圖7. 客家也瘋狂家政班員認真表演。

▲圖8. 竹東地區客家也瘋狂家政班粉絲專頁。

▲圖6. 東明里家政班的藝陣成員，重現令人懷

念的農村景象。

▲圖5. 東明里家政班製作的草鞋，為早期農村

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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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柑橘達人-翁沼煜農友。

新埔工作站　助理研究員　施伯明　03-5894949分機13

資深柑橘生力軍－翁沼煜

來到翁沼煜農友（如圖1）的果園，感覺

就像是進入一處大型庭院，通往果園的小徑

兩旁種了成排高大的南洋杉及肖楠，樹下則

是杜鵑花、桂花及原生灌木，偶爾穿插幾株

茂谷柑及桶柑，似乎提醒著這是果園而不是

某個森林步道（如圖2）；而果園兩側整排肖

楠及小葉欖仁，搭配不遠處高大的樟樹及山

景，與其說是果園，不如說是融合了傳統果

園與景觀庭院的景觀果園。

這座果園原為翁農友夫婦退休後練習高

爾夫球的場地，翁農友依據地形加上一些巧

思，將原本的山坡地改造出完全不一樣的風

貌，一草一木皆是夫婦倆的心血，並規劃了

3-4洞的迷你高爾夫球場。翁農友在管理家族

的柑橘園後，開始產生興趣，夫婦倆嘗試栽

種各種柑橘，一頭栽入「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果農生活。剛開始種植時，遇到施肥

或病蟲害等問題，大多請教附近農友，但因

獲得的資訊不夠完整，果實品質並不穩定；

100年加入產銷班後，透過班員間頻繁交流，

並與農會、學校及改良場接觸後，逐漸提升

並穩定柑橘品質。翁農友不時閱讀柑橘栽培

相關書籍，將重點寫在筆記本上，並加上親

身經驗與重點註記，每年均完整記錄肥料與

結語
現今，農會家政班在農村生活所扮演的

角色與功能已和從前不同，並隨著社會發展

慢慢轉變為嶄新的型態，參加家政班也不再

只能是農家婦女，強調的是夫妻甚至是家庭

成員共同參與。未來期望藉著特色家政班的

推動，發掘更多默默耕耘且值得肯定的家政

班成員們，同時透過他們讓農業推廣工作邁

進更大一步。

▲圖2. 彷彿森林步道般之園內小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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