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強化中央與地方農政單位夥伴關係，

農委會本（105）年7月21日在該會召開

「105年全國農業行政首長第1次座談會」，

此次也是農委會主任委員曹啟鴻首次與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農業行政首長見面。曹

主委致詞時表示，極端氣候對臺灣農業生產

造成的挑戰，越來越艱鉅，除了氣候變遷考

驗我們因應與調適的能力，面對貿易自由化

開放農產品市場的壓力，更需要與時間賽

跑，爭取產業升級。曹主委強調，未來4年

將是臺灣農業的關鍵時刻，他提出要打造出

「強本進擊」的農業體質，將透過一系列的

政策規劃、科技運用與行銷策略，化危機為

轉機，調整農業體質， 以確保農民福利，增

加農民收益，並注重消費者食用安全與維護

環境永續，也希望各縣市政府齊心協力，為

臺灣農業的永續經營而努力。

運用現代化科技　農業經營更有效率

尼伯特颱風日前重肆東南部地區，該日

出席的臺東縣政府農業處許瑞貴處長，也特

別提及此次風災災後第一時間行政院長及曹

主委前往災區實地勘查農業受損情形，並宣

布該縣為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及低利貸款

地區及即時啟動預撥救助金制度，特別代表

農民表達感謝。另外，現今電腦及手機等科

技普遍，空間資訊充斥在日常生活中，會中

農業試驗所提出農業空間資訊系統，能發揮

農業土地利用監測、栽植前期規劃管理、農

業災損與經營風險評估及政策決策等，提供

給各縣市政府運用。

曹主委於會中特別提到在推動對地的綠

色環境給付政策，與保價收購制度雙軌並

行，並推廣友善環境有機生產方式，配合使

用生物炭回歸土地，活化土壤。在農業環境

保育目標方面，則有推動禁伐天然林政策入

法，讓林業資源永續利用；推動農電共享雙

贏，針對不利耕作、汙染、鹽化、嚴重地層

下陷等農地，應設置高架浮動透光之非營農

型光電設施，並投入試驗研究改良土壤，讓

土地恢復農用為目標；針對優良農地申設營

農型光電設施案件，則嚴格要求落實農業生

產。

推行農業張老師制度　發展碳封存技

術

曹主委語重心長的提出並期望增加安全

農業及有機農業耕作面積，推廣生物防治，

發展碳封存技術，讓農業廢棄物作為生物

碳，回歸土地增加土壤有機質，以利有機農

民耕作。另對於生產安全的農產品，曹主委

提出應從源頭建構農產品安全生產，推動灌

排分離與加強查緝汙染農地行為，減少化學

農藥與化學肥料濫用，推行農業張老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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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許為農業奠定基礎

105 年全國農業行政首長攜手為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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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麥屬於溫帶地區作物，栽植環境通常

溫度較低，一般分布於8-14℃的區域，以春

播秋收及冬播夏收方式栽培，分為春小麥及

冬小麥。臺灣屬亞熱帶季風氣候，並非典

型適合小麥栽培區域，北部地區為秋播春小

麥，因社會或環境因素導致播種栽培方式改

變，多以二期稻作後至隔年一期稻作前進行

裡作栽培，栽培期短且產量受季節影響大。

小麥開花充實期高溫限制

溫度是影響小麥產量重要因素之一，從

開花至成熟期持續高溫（30-38℃），產量

降低主因在於穀粒生長下降，影響程度20-

50％；開花期間高溫也會使小花生育率、稔

輔導農民合理化施肥，並要提高農產品查驗

頻率，加強上市前農漁畜產品農藥或動物用

藥殘留檢驗，以及市售肥料飼料等農業資材

重金屬汙染檢驗，以期能建立消費者信賴的

農產品標章制度。

該會將發展設施農業新技術，以智慧科

技農業協助青年從農計畫，並持續活化在地

經濟，推行食農教育，鼓勵地產地消，設立

區域農產加工中心整合產銷，結合農業休閒

旅遊。對於農民生產組織的改革，農委會亦

將透過合作社、產銷班及農民團體來整合小

農，規劃生產專區，推動生產加工包裝至行

銷的垂直整合，也把現有各種網路行銷農產

品納入農產品網路交易平臺，讓消費者了解

農產品生產過程，確保買賣雙方交易正常，

進而擴大其競爭力。

落實執行公立動物收容處所停止人道

撲殺配套措施

會中臺北市及臺南市政府均對目前動物

收容處人力不足的問題提出意見，建議以行

政委託方式公私協力，引進民間的力量，藉

以解決目前公立動物收容處所專業獸醫不足

的問題。另關於人道處理相關規定，將於106

年2月施行的「動物保護法」，農委會已規

劃各項配套措施，包括收容動物可能來源快

速有效減量、收容飼養空間周轉利用率有效

提升、落實動物收容處所管理之動物福利基

準及獸醫專業、動物收容民營化與提升品質

等，並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務必正視

動物保護議題，同時儘速充實人力，落實執

行相關工作，以精進我國動物保護工作，維

護動物福祉。

小麥開花充實期高溫限制

及播種期建議

作物改良課　助理研究員葉永銘　分機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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