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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姬颱風帶來強風豪雨，造成嚴重農業損失，農委會為加

速救助作業及產業重建，針對嚴重受害之農作物及農業設施，

研擬多項專案產業輔導措施，以減少農民災損，加速協助農民

早日復耕、復建。針對外界對該會部分措施之仍有不清楚之

處，該會特予進行下列說明：

補助大蒜、大豆及黑豆種苗及清園管理費

　　農委會指出，本年大蒜因氣候減產致國內價格上漲，鑒於

蒜種費用高與考量明年大蒜供需平衡，凡大蒜現金救助有案農

民原地重新種植或補植者，除現金救助每公頃3.6萬元外，增

加補助種苗及清園管理費每公頃3.6萬元，積極協助蒜農儘速

復耕。同時為保種，維持明年春季種原，大豆、黑豆辦理產業

專案輔導措施，重新種植者，給予種苗費及清園管理費，每公

頃2.4萬元。

農業設施重建補助措施

　　為協助重建復耕，農委會已啟動105年風災災損設施重建

輔導，補助比例由現行1/3提升為1/2，輔導農戶原地重建強化

型生產設施，並啟動技術服務團進駐受災產地提供技術輔導。

補助項目包含水平棚架網室、加強型蔬果水平棚架網室、雙層

錏管網室、簡易塑膠布溫室、捲揚式塑膠布溫室及鋼骨結構加

強型捲揚式塑膠布溫室共6類設施，依設施類型每公頃最高補

助45萬至550萬元。

巨峰葡萄有機肥專案補助

　　農委會說明，因中部地區巨峰葡萄105年1月寒流災害受

損已核予救助，復因105年9月梅姬颱風災害再次受損，基於

同一年度以救助1次為限，本次風災無法再次救助。惟該會為

輔導本次梅姬颱風受災農民，提供產業輔導有機肥補助每公頃

9,000元，另未來為穩定葡萄收益，減少風災影響，該會將鼓

勵農民設置溫（網）室。

辦理天然災害救助落實從速、從簡、從寬

　　為加速救助時效，本次梅姬颱風該會預撥救助經費已撥付

臺北市、桃園市、嘉義市、臺東縣及金門縣等縣市3,000萬元

救助金，俟其完成救助程序後逕撥公所。另為減輕申報現金救

助農民現場排隊人潮，該會已建置之「農產業天然災害現金救

助系統」，可提供鄉鎮多人使用，各公所首長可依地方實情動

員公所人員、請農會協助或於村里辦公處受理申請。

　　為簡化程序，上開救助系統資料庫包含核定之救助資料，

曾經申報過之農戶可於系統內將歷史資料調出擇定本次救助申

報土地。同年度曾申辦「活化農地計畫」等相關業務，其所檢

附具土地合法經營權文件業經基層公所完成審核，得由基層公

所逕為調用，免再由申請人重複檢附文件之規定，以簡政便

民。

　　災損認定部分，現行救助辦法規定災損達20%即予救助之

標準，係以農作物落果、裂果、葉面破損、植株倒伏及折枝等

各種受損情形綜合判斷，已考量實務現況。受災農戶確因道路

交通或通信中斷等不可抗力事由，或住院、出國致未能依限提

出申請者，得由管轄之基層公所覈實認定後，逕予同意受理。

農業推廣課　李寶煌　分機432

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傾聽人民心聲座談會

辦理日期 主題作物及內容 地點 地址 農會聯絡人 電話

105.11.24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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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哲維 02-2732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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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ydare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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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推廣課　李金玲　分機436

　　「2016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

交易展」已於今（105）年9月29

日至10月1日盛大展出，由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辦理之農業館，今年

展示主軸為「綠色未來、循環永

續」，以呼應我國農業順應國際潮

流，積極發展效率運用與潔淨運用

之能源供應，同時結合綠能科技，

提升再生循環，減少廢棄物，降低

環境汙染，擴大農漁牧產業之經濟

效益，達到循環永續之願景。展

場並以「綠色未來」、「健康永

續」、「智慧生產」及「再生循

環」四大主題區展示45項具商品

化潛力，並可供技轉業界運用之農

業科技研發成果，也於展期第二天

舉辦「綠能農業未來發展與趨勢研

討會」等活動。

　　本場分別於綠色未來主題區展

出「驅猴預警裝置」及智慧生產主

題區展出「農業用無線通訊感測系

統共用平台」等2項研發成果，以及「重瓣日日春桃園1-5號品

種」技轉商品成果展示。

　　此次活動展示農業科技研發成果，提供農業最新研發技術

及發掘合作商機，特別於會展期間舉辦「1 對 1 技轉授權商談

會」，共有5家業者對本場展出之研發成果進行實質技轉授權

商談，讓業者與農業專家有面對面洽談的機會，促進研發成果

商品化或產業化，提昇農業產業競爭力。

↑廖主任秘書安定偕同農、林、漁、牧及防檢疫代
表，共同為農業館開幕。

↑吳助理研究員有恒（右1）與業者進行「1對1技
轉授權商談會」。

↑

陳副研究員
錦木（左1）
向民眾解說本
場選育並技轉
產品-重瓣日日
春桃園1-5號品
種。

作物改良課　張簡秀容　分機410

　　本場歷經多年針對西洋南瓜（栗子南瓜）栽培時期研究結

果，以秋季播種，冬春季收穫的果實品質最佳，口感香甜粉，

因此，秋種冬收是最佳的栽培適期。

　　西洋南瓜為雌雄同株異花，雌雄花發生受日照長短影響，

雌花授粉則受溫度等氣候影響。一般在短日環境雌花發生較

早，雄花發生較遲，雌花授粉適宜的環境條件為陽光充足且

溫度18-23℃之間。溫度低於15℃或高於30℃，其授粉成功率

低，此外，連續陰雨天授粉亦不容易成功。

　　西洋南瓜設施栽培北部地區種植適期9月至10月上旬，收

穫期12月至翌年1-2月。在此時期種植的西洋南瓜

雌雄花發生正常，雌花授粉成功率高，果實發育期

正值冬季冷涼季節，果實品質佳，口感又香又甜又

粉;再者其收穫期正逢新年春節佳期，可作為年節禮

品提高產值。西洋南瓜春種夏收，在1-2月種植，3

月雌花就開始開花，但是雄花則較遲，在4月才開

始開花，因此，3月開花的雌花，沒有雄花可以授

粉，必須等到4月雄花開始開花，雌花才會授粉成

功。而且此時期種植的幼株發育期是低溫期易遭霜

害，又其雌花授粉與果實發育時間是在春雨與梅雨

季節，溫暖潮濕，雌花授粉成功率偏低，致果實品質下降，風

味略嫌不足。因此，選擇正確的栽培時期—秋種冬收，除有利

於栽培管理外，也可提高果實品質及增進產值。

　　栽培可採用育苗移植或種子直播，種植前，田區先進行整

地、施基肥、翻耕與作畦等前置作業。種植後，田區充分灌

水，嗣後的水分管理則依氣候條件而調整，若天氣晴朗約2週

灌水1次。在蔓伸展期、開花期及幼果期可分別進行追肥。肥

培管理可參考作物施肥手冊肥料推薦用量及施肥方法，病蟲害

防治可參考網路版植物保護手冊推薦藥劑及使用方法。

↑設施西洋南瓜秋種冬收。 ↑西洋南瓜雌雄花。

↑廖場長乾華（左）向廖主任秘書安定（右）解說
「農業用無線通訊感測系統共用平台」研發成果。

↑李副研究員汪盛（右1）與業者進行「1 對 1 技轉
授權商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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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月6日第7510號新聞稿刊登

　　為擴大台灣在地農產食材應用，並協助銀髮

友善食品產業發展，農委會委託財團法人食品工

業發展研究所（以下簡稱食品所）針對目前已於

實體或虛擬通路流通販售之銀髮友善食品辦理評

選與推廣活動，共同開創便利性銀髮鮮食新方

向。銀髮友善食品評選活動於本（105）年6月

間辦理業者說明會及報名，相關業者反應熱絡，

共計29家廠商、135項產品完成報名。

初選競爭激烈，複選入圍23項，最後遴
選10項產品
　　食品所邀請產學研10位專家組成評選委員

會，於本年7月26日進行初選審查。由參選產品

中，依主食／主菜／配菜／湯品／飲品／點心／

RTC（Ready To Cook）食材主題分類，並就產

品使用本土食材、衛生安全以及銀髮友善的概念

等項目，選取23項產品進入複選。另於9月2日

舉行複選審查，進一步針對產品之銀髮友善性

（如色、香、味、型、質地、營養健康等可更貼

近年長者需求）及亮點特色（食材特色、加工技

術、機能性、故事性、嚴謹性等）進行簡報及品

評，最後遴選出10項產品（如附件）。食品所表

示，針對銀髮友善食品獲選產品，後續將安排社

區、居家、機構長者進行產品試吃等體驗活動以

及提供品評分析報告，亦將協助媒合通路平台，

以及辦理產品行銷推廣活動等。

奠基布局發展銀髮友善餐食產業，擴大

農產食材應用

　　農委會指出，今年首次舉辦銀髮友善食品評

選活動，即已獲得業者熱列迴響，顯示台灣食品

業界對高齡長者飲食需求上的關注。由於在人口

結構變化下銀髮產業深具發展潛力，農委會表示

未來將評估逐步擴大銀髮友善食品評選活動的

產品屬性與種類（如不同質地、營養特性、銀髮

友善性等）、納入新產品等，並發展質地分級規

格標準與質地改良技術，協助業者進行高齡友善

食品開發與推廣，使銀髮友善食品更加多樣化，

為長者增添飲食幸福感，同時開創飲食產業新方

向，擴大本土農產食材應用廣度。歡迎相關業者

持續支持與共襄盛舉，共同促進銀髮友善食品產

業發展。

↓表1.2016年銀髮友善食品獲選產品名單

類別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主食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膳纖熟飯健康多穀飯

主菜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紅燒獅子頭

配菜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葡萄籽油原味肉酥

配菜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新東陽養生肉鬆

湯品 天和鮮物股份有限公司 龍膽石斑魚高湯

湯品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天麻枸杞鱸魚湯

飲品點心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泰山八寶粥

飲品點心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LP33機能優酪乳

RTC食材 天和鮮物股份有限公司 珍鱺半月切

RTC食材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凍吻仔魚

註：依公司名筆畫順序排列。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表2.2016年銀髮友善食品複選入圍名單

類別 公司名稱 產品名稱

主食

今口香調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今口香粥系列

（廣東瘦肉粥、麻油雞肉粥）

天和鮮物股份有限公司 高湯魚片粥

天和鮮物股份有限公司 黃金錩芋香米粉（魚排）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叉燒拉麵

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膳纖熟飯（健康多穀飯）

主菜

中原食品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福氣喜相逢

中原食品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蔬活獅子頭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紅燒獅子頭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梅干扣肉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極品蒲燒鰻

碁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雞肉丸子

配菜

天和鮮物股份有限公司
珍鱺生魚片系列（珍鱺背肉生魚

片、珍鱺腹肉生魚片）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葡萄籽油原味肉酥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新東陽肉鬆系列（新東陽養生肉

鬆、新東陽黑豬無糖肉鬆）

湯品

天和鮮物股份有限公司 龍膽石斑魚高湯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天麻枸杞鱸魚湯

高野農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野家滴雞精系列（高野家滴雞精（台灣土

雞）、高野家愛寶諾滴雞精（烏骨雞）、高

野家愛寶諾滴雞精（紅羽土雞））

福記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黑蒜烏骨雞

飲品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泰山甜點系列（泰山台灣花生湯、泰山養生

珍饌紫米薏仁、泰山八寶粥、泰山仙草蜜）

點心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LP33機能優酪乳

紫金堂股份有限公司
紫金堂酪系列

（棗泥核桃酪、黑豆芝麻酪）

RTC

食材

天和鮮物股份有限公司
天和半月切系列（珍鱺半月切、黃金錩半

月切、龍膽石斑半月切、龍虎斑半月切）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凍吻仔魚

註：依產品類別及公司名筆畫順序排列。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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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別 病蟲害種類 時期

柑橘類

貯藏病害

（綠黴病、褐色蒂腐病）
全月

東方果實蠅 全月

葉蟎 全月

草苺
斜紋夜蛾 全月

葉蟎 全月

十字花科蔬菜

十字花科根瘤病 全月

菌核病 全月

斜紋夜蛾 全月

小菜蛾 全月

猿葉蟲/黃條葉蚤 全月

萵苣
菌核病 全月

斑潛蠅類 全月

青蔥 甜菜夜蛾 全月

番茄

銀葉粉蝨 全月

番茄夜蛾/甜菜夜蛾 全月

番茄斑潛蠅 全月

山藥 斜紋夜蛾 全月

聖誕紅
銀葉粉蝨 全月

路易氏始葉蟎 全月

作物環境課　吳信郁　莊國鴻　310、311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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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場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知識入口網中負責綠竹、根節蘭

、花壇植物、聖誕紅、小白菜、甜柿、日日春及山藥等8個主

題館編輯，請連結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官網，點擊右側本場農業

主題館，歡迎多加利用。

http://www.tydare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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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ydares.gov.tw）首頁

「桃園場Facebook專頁」

3. 智慧型手機QR Code

桃園場臉書專頁

出版刊物連結

本 場 L I 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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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時 ， 下 午 1 時

至 5 時 ， 歡 迎 農 友 多 加 利 用

ID搜尋：03476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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