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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版躬耕山野 新北市農會陪您打拚新北好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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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06 年度各農會第 1 次理事長、常

務監事、總幹事工作研討會，於 5 月 12 日在

本會 3 樓禮堂召開，研討會由本會林溪水理事

長主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胡忠一主任秘書、

新北市政府李玟局長、中華民國農會白添枝常

務監事蒞臨指導。

此次研討會是改選後第一次會議，為了

讓新舊任三首長更加了解農會，特別邀請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胡忠一主任秘書演

講「臺灣農會發展史」，胡主任

秘書鑽研臺灣農會多年，帶領大

家了解農會從日據時代至今之演

變，各農會三首長認真聆聽，彷

彿穿越時空，親自見證了臺灣農

會的發展。

胡主任秘書提到日本佔領臺

灣之初，實施「工業日本、農業

臺灣」，將臺灣視為糧食生產及原料供應基地，

後來為了維持軍政，減少對臺灣的補助款，各

地方政府遂召集當地地主及仕紳設立農會，以

落實增加稅收及土地調查政策，這便是當今縣

市農會的前身；1913年起，扶植設立產業組合，

則是當今鄉鎮農會的起點。其後，農會歷經了

改組、合併、引進美式推廣教育、農會法公布

施行與取消農會股金制、金融風暴、信用部改

革、全國農會成立⋯⋯至今。

最後胡主秘以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及

2008 年雷曼兄弟破產導致全球金融大海嘯為

例，無論是政府的力量或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

機制均無法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為確保臺灣小農

與社區居民權益及農業、農村持續發展，期待農

會扮演之角色功能得到充分發揮，創造永久利益

貢獻人類社會。（撰文／輔導部 蔡金玲）

農委會於5月13日至14日在希望廣場舉辦

「第二屆百大青農成果展暨青農農特產品展售活

動」，農委會大家長林聰賢主委特別於13日上午

親自到場為活動揭幕，並將傳承旗幟交接予第三

屆百大青農，象徵臺灣農業代代相傳、生生不息。

啟動儀式上邀請出席活動的長官包括農委

會林聰賢主委、輔導處洪忠修處長、科技處張

致盛處長、農糧署蘇茂祥副署長、本會郭常務監

事、楊總幹事等長官及各界貴賓。林聰賢主委致

詞時表示：「有志參與智慧農業的朋友，可透過

農委會科技處、農科院、農試所的技術協助，將

田間管理模組化，讓農業從原本的一級生產變成

六級生產，期盼青農們在生產端都能不斷與消費

者溝通，建立好產消信任關係。」

林主委十分肯定新北市農會將希望廣場經

營的有聲有色，成功搭建起生產者與消費者的

溝通平台；展場巡禮時，主委在許多青農攤位駐

足良久，仔細聆聽農民在生產過程中所遭遇的困

難，並當場指示相關單位協助解決，展現幹練又

親民的作風。（撰文／供銷部 黃書楷）

智 慧 農 業 迎 向 未 來
第二屆百大青農成果展歡喜揭幕

三首長工作研討會

▲ 本市各農漁會新任理監事於 106.5.3 齊聚於新北市政府，由新北市大家長朱立倫市長頒
發當選證明書，並合影留念，圖為本會林理事長（前左 5）、郭常務監事（前右 6）、
理監事及楊總幹事（前左 4）與市長（前左 6）合照。會後朱市長率各副市長及市府局
處首長與所有人員餐敘，藉此場合，讓政府與農會間，充分交換意見，為新北農業加油！

▲ 農委會林聰賢主委 ( 右 4)、輔導處洪忠修處長 ( 右 3)、科技處張致盛
處長 ( 左 3)、農糧署蘇茂祥副署長 ( 右 1)、本會楊總幹事 ( 左 1) 等
長官共同為第二屆百大青農成果發表會熱鬧揭幕。

春季優良茶比賽
駱錢奪得特等獎

家政技術 
交換大會

桌球友誼賽登場

為培育家政義務指導員專業技能，

本會預定於6月16日（星期五）在文山農

場舉辦技術交換大會，比賽項目為教學示

範及公民常識測驗二項。參賽單位計有板

橋、土城、五股、林口、泰山、三芝、平

溪、新店等八間農會，希望藉由技術交

流、互相學習，提升班員更多教學方法與

技巧，以協助家政推廣工作。（撰文／推

廣部 陳惠珊）

活動
預告

新北市各級農會第35屆桌球友誼賽由

板橋區農會承辦，訂於7月8日（星期六）

假板樹體育館舉辦，比賽項目除了男子組

團體賽、女子組團體賽、男子組個人賽、

女子組個人賽、自強組個人賽、男子雙打

賽，今年度更增加總幹事及選任人員組個

人賽等，屆時請各農會蒞臨指導，共襄盛

舉。（撰文／輔導部 蔡金玲）

希望廣場營業時間：
週六10：00～19：00／週日10：00～18：00
地址：臺北市林森北路及北平東路交叉處
電話：(02)2393-0801   傳真：(02)2393-0802
官網：www.ehope.org.tw   FB：臺北希望廣場

希望廣場 106 年 6月份農特產品展售活動表
日期 展售主題 主辦單位

6/3~4 火龍果 臺東縣政府

6/10~11 葡萄 彰化縣政府

6/17~18 鳳梨、花生 雲林縣政府

6/24~25 荔枝、鳳梨 南投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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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食品館網路商城網址：http://www.ubox.org.tw

臉書粉絲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ubox5191/ 

真情食品館Line@生活圈 

服務專線：0800-666-980

真情食品館精挑細選為您介紹三樣優質農產品供你選擇，歡迎使用手機

掃描行動條碼或直接上真情食品館網路商城輸入商品名稱查詢選購。
買

這樣 好
輕鬆 !真情食品館

溫 暖 推 薦  

大樹立大農場 珍愛【玉荷包】
季節限定 熱賣中！

玉荷包來了！玉荷包產地以高雄大樹為主，

立大農場出品之珍愛玉荷包，採自然栽培

法，品質有保障，果肉細緻，甜度最高可達

20度，風味好，品質佳，精美禮盒包裝，禮
盒內附保鮮袋，送禮自用兩相宜！

玉荷包產期為每年6月左右，彌足珍貴，錯
過只能再等一年！

阿露斯洋香瓜(綠肉)
日本頂級品種

品種為日本「阿露斯」，在日本被視為相當

尊貴的水果，完熟的阿露斯洋香瓜外觀佈滿

如精品般的粗網紋，擁有特殊麝香芬芳；為

求最高品質，採溫室掛網種植，嚴控溫度、

濕度，而且一株只留一果，讓所有養分集

中，提升品質，哈蜜瓜果肉綿密，入口香甜

多汁！

大橋CAS越光米
【新米上市】品質保證

CAS越光米，產自二林鎮，米粒晶瑩飽滿賦
有光澤、粒粒分明、口感彈牙，煮開後米飯

氣味清甜口感自然，即使冷飯依然能夠保有

極佳的黏彈性，每一粒米都是安全、安心及

美味。

精選好禮 1 精選好禮 2 精選好禮 3

總幹事工作研討會
本市各農會 106 年第 1 次總幹事工作研討

會於 5 月 9 日在本會二樓農民教室召開，研討

會由楊棟樑總幹事主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曹

昌文技正、新北市政府李佳蓉股長、中華民國

農會張永成總幹事及農訓協會王志文祕書長蒞

臨指導。

本會楊總幹事於會議上報告近期農會各項

業務，有關 106 年屆次改選完成，依據各級農

會 106 年改選工作計畫，本會將擇期辦理理監

事業務講習會、本年度桌球友誼賽由板橋區農

會承辦，預定於 7 月 8 日假板樹體育館舉辦、

本年度中華民國農會及本會對基層農會辦理臨

時財務稽核及合庫金控改選⋯⋯等相關事宜。

會議研討內容主要有全國各級農會盈餘提撥推

廣互助經費補助 106 年度各級農會發展經濟事

業、農訓協會第 10 屆理、監事改選、推薦各級

農會盈餘提撥推廣互助經費委員會審議委員及

本屆次桌球友誼賽承辦單位⋯⋯等議題。

會中決議全國各級農會盈餘提撥推廣互助

經費補助 106 年度各級農會發展經濟事業補助

款，分配予地處偏遠鄉村型之七家農會，分別

為平溪、石碇、石門、三芝、坪林、瑞芳、深

坑等農會、本屆次桌球友誼賽承辦單位依序為

新莊、汐止、八里、三峽等農會、推舉代表本

市之各項委員人選，亦獲得一致性共識。

本次會議是本屆次第 1 次總幹事工作研討

會，楊總幹事於會中特別介紹新任總幹事，各

農會總幹事齊聚一堂，氣氛融洽，為推展本市

共同事務，彼此溝通，充分討論，期盼各農會

業務順利推展。（撰文／輔導部 蔡金玲）

2017 年文山農場螢火蟲季已畫下精彩完

美的句點，因連續舉辦數年，有口皆碑，且農

場距離新店捷運站僅約 15 分鐘車程，毋須忍受

舟車勞頓之苦前往中、南部，即可擁有良好的

觀賞數量與品質，因此賞螢期間湧入萬人齊賞

浩瀚螢光，可說是熱鬧非凡！

農場今年的螢火蟲季安排了三種方案提供

遊客選擇，其中仍以賞螢一日遊最受歡迎，最

主要的原因是搭配了農場特色體驗活動及 DIY
手作。「採茶體驗」戴斗笠、揹茶簍、茶園探

訪一心二葉都是相當難得的體驗！「貓頭鷹吊

飾」更是大受歡迎，不分老少都為其完成後的

精緻而讚嘆不已，有許多人更迫不急待將其配

戴在身上展示一番，可說是送禮、自用兩相宜

的精美小禮品。最重要的當然是螢火蟲的生態

解說與環境教育的宣導，農場在這方面的努力

可說是不遺餘力，除了施行有機農法、保護生

態環境之外，螢火蟲棲地維護管理更為重要，

目的當然是提供螢火蟲一個絕佳的棲息地，使

其能夠生生不息。

今年若沒有搭上這班賞螢列車，明年可要

把握良機、提前預訂囉！然而，農場除了點點

螢光之外，四季變化萬千的美景、山嵐、花卉、

茶園、古樸的建物⋯⋯亦不容錯過，夏日即將

到來，以輕鬆慢活的步調到農場來一場浪漫的

夏日之旅吧！（撰文／文山農場 黃嘉安）

文山農場 萬人齊賞螢

( 特別感謝 賴建華先生提供照片 )

電話：02-2666-7512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湖子內路 100 號

文山

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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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鰻魚養殖 健康優質
爺爺在彰化鹿港養殖白鰻，從小就耳濡目染

加上家人的支持，我選擇就讀海事學校，學習水

產養殖的知識與技術，並時常利用學校空檔回彰

化幫忙，將在校所學與實務面融合。爾後在因緣

際會下，於雪霸國家公園學習櫻花鉤吻鮭繁殖與

復育的專業技術，考量母親的健康，決定返回臺

北，開始室內循環水養殖及鰻魚養殖之路。

養殖工廠坐落於新北市八里區，主要養殖花

鰻苗和太平洋雙色鰻苗，這幾年增加成鰻養殖。

雖然目前產量持續穩定增加，但在創業過程中亦

曾一度放棄。創業初期只有兩、三萬尾魚苗，在

細心照料下，育成率高達九成五，而第二次因個

人疏忽，直接放養十萬尾魚苗卻未加倍照顧，使

得育苗接連失敗。幾經失敗下，我回到學校求助

師長專業指導，並重新檢視室內養殖環境各項條

件，將鰻魚喜歡的溫度、水質與系統修正，提供

鰻魚優質的養殖環境，讓鰻魚健康且不易生病。

現在更與系統商配合，在魚場內導入丹麥循

環水系統，針對魚場養殖的品種，再配合自己的

操作手法將此系統修正，讓這套系統變成適合我

的養殖技巧與管理方式，使鰻魚能健康快速的成

長，並預計今年會陸續再放養約 20萬尾鰻線。

加入新北市青年農民聯誼會之後，認識一群

為了飲食安全而默默付出的青農們，亦感謝農會

提供許多課程

讓我們充實自

己，此外，我

也開始學習利用

網路銷售蒲燒鰻，

並參加農會舉辦的展售

活動，將自己的產品行銷出去。未來我準備打造

一個安心鰻魚的品牌，讓消費者了解運用室內循

環水也可以建造適合鰻魚生長的環境，並以養殖

出健康的鰻魚供消費者享用為目標，讓大家可以

品嘗到優質且便宜的鰻魚。（撰文／新北青農 
張偉根）

近年國內食安問題屢屢發

生，為維護家人健康並推廣在

地優質農產品，本會特於 5 月

16日在二樓農民教室舉辦「在

地食材創意料理競賽」。本次

由樹林、汐止、蘆洲、三芝、

八里、深坑、中和、新店等 8
間農會參賽，特別邀請桃園區

農業改良場傅智麟研究員、亞

東醫院營養科劉麗娟主任、新農園會館魏仕杰主廚擔任競賽評審。

本次競賽以在地、國產農特產品為主食材，設計創意美味的主菜及

點心各一道。一般人對健康飲食的刻板印象是口味清淡乏味，然而本次

參賽單位卻翻轉這股迷思，家政班員將食材的選擇與組合充分運用，每

一道料理除了符合健康原則，在口感上鮮明有變化，創造精緻美味的豐

富料理，帶來視覺與味覺的驚喜！

評審們對於本次家政班員的成果相當讚賞，在地食材的搭配與內容設

計兼具健康及創意。期許班員持續將此飲食觀念帶回家中並融入日常生活，

照顧自己與家人的健康。（撰文／推廣部 陳惠珊）

 材料

松阪肉 100g
綠竹筍 100g
地瓜 100g
山藥 100g

 調味料

紅麴醬 30g
松露野菇沙司 10g
糖 5g
鹽 2g

步驟

松阪肉加紅麴味噌醬醃漬一

天，煎熟切成小丁備用。綠竹

筍加入洗米水和鹽煮熟後放

涼，取出切成小丁備用。地瓜

切片煎熟，切小丁備用。

步驟

山藥切小丁汆燙備用。鍋粑

下油鍋炸酥，取出趁熱整

型，做甜筒狀備用。香菜梗

切末，香菜葉炸酥備用，切

少許地瓜絲炸酥備用。

步驟

鍋中放1大匙油，放入香菜
梗、紅麴醬、松露野菇沙

司、糖、鹽及胡椒粉先炒

過，再加入做法1~4的四種小
丁一起拌炒均勻做成餡料。

步驟

甜筒中放入蘿蔓葉，

裝填餡料，上面放地

瓜絲和香菜葉做裝飾

即完成。

1 2 3 4

（示範／樹林區農會 林照美 )

禾寶
滿滿

煮綠竹筍的水裡加
入洗米水，煮熟的
筍子不會苦，口味
較清甜喔！

貼心小叮嚀

在地食材
創意料理競賽成績

名次 單位

冠軍 樹林

亞軍 新店、深坑

季軍 蘆洲、中和

殿軍 八里、汐止、三芝

在地食材創意料理競賽 

樹林農會榮獲冠軍
恭賀本會辦理的台大農經碩專考前衝刺班王德培君、李昌

峻君、楊守仁君三員順利錄取「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碩士在

職專班」。

台大農經碩專考前衝刺班承蒙本會楊棟樑總幹事，同時也

是碩專班學長的鼎力支持。本班為鼓勵新北市各農會同仁及從

事農漁業相關優秀人員報考台大農經碩專班而設立，特聘名師

集合在新北市農會上課，這次放榜結果四名學員有三位正取一

位備取，堪稱有七成五超高錄取率。歡迎有志進修一起提升新

北市農業而努力的人士留意下屆開班訊息，報名參加考前衝刺

班為報考台大農經碩專班做準備，透過在職進修為您的工作事

業加分。

▲ 台大農經碩專考前衝刺班於106.3.31口試分享會後與學長姐合影。

鍋粑 6 片

香菜 1 株

蘿蔓 1 株

洗米水

白胡椒粉 2g
紅麴味噌醬

賀 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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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達人」是青年農民參訪專家的研習

課程。剛踏入農業，對農業所知不多的青農，

獨自摸索得花費許多時間及金錢。向專家、農

業達人請益，對農業初學者而言可以減少許多

摸索的時間及減少支出。因此本會特於 5月 18
日帶領本市青農前往雙溪區參訪種植有機作物

及友善耕作的吳家兄弟有機農園、廖賢麟農園。

「吳家兄弟有機農園」位處偏遠的雙溪山

區，吳家五兄弟感情好，退休後一起返鄉，重

新找回田園樂趣。因為小時候家裡種植香菇，

便決定露天種植段木香菇及黑木耳。不用太空

包也沒網室保護，加上當地氣溫低、雨水多，

最少要種 8 個月才能收成，有時菇長得比人

臉還大、厚達兩公分，但是濃郁的香氣，決不

是一般太空包菇所能相比的！由於土地位處山

中，自成一區段，不會受到鄰田農地污染，因

此自 102 年開始採取友善土地的方式種植，不

灑農藥和除草劑，並在田地上鋪塑膠布和雜草

抑制蓆隔絕蟻類，種植出安全、衛生的有機蔬

菜，相對的竹筍園蚊蟲少、乾淨衛生，令我們

相當驚訝！而當地生態未受到破壞，保有最天

然的天然環境，連保育類動物－山羌也經常出

沒呢！這座純淨、慢活的有機農園，可是來到

雙溪不能錯過的景點之一喔！

「廖賢麟農園」提供當地有機蔬菜的供應，

採多樣化經營，各類有機蔬菜瓜果種類多，並

提供許多耕作技術讓來訪青農會員了解，雖是

多雨的雙溪，依然可以種出安全衛生又可口的

有機蔬菜。

這一趟雙溪參訪達人之旅，雖路途遙遠，

但兩位農業達人把經營耕作的撇步傾囊相受，

讓參訪的我們收穫良多。對青農而言，短期目

標以生產為主，但長遠看來導入休閒產業，也

是各青年農民可列入發展的長期目標。新北市

屬大都會區，鄰近消費地。如結合當地人文及

文化產業，發展出在地特色的觀光休閒產業，

不僅可提高青農收益，更可吸引更多國內外觀

光客來新北尋幽探訪！（撰文／推廣部 李鈺鐘）

農業達人參訪 收穫滿滿

為培養四健指導

員及義務指導員綠色生

活的概念，落實節能減

碳，本會特於 5 月 4-5
日辦理農村好綠工作研

習，讓四健夥伴透過實地參訪，學習相關知識。

首站來到霧峰農會的民生故事館與酒莊，民生故事館日據時代

是民生診所，後由霧峰區農會買下，保留當時的文物並注入農業元

素讓民眾能有機會一窺歷史。同時在館內設置農學食堂，採用有機

農產品與在地小農生產的食材做出各式餐點，並透過少油少鹽輕烹

調讓大家更能品嘗原味，藉以推動食農教育。而霧峰酒莊則是以當

地產的香米為原料來釀酒，將臺灣香米與清酒韻味完美融合，榮獲

多種獎項與好評！

新社是著名的菇類產區，農會特別成立香菇作業組邀請在地青

農教導四健會員菇類相關知識，看著四健會員們對於香菇種植的觀

察紀錄及相關作品，讓大家對於在地產業推動的重要性有更深一層

的體認，而青農與四健的結合，讓會員從小就開始接觸，期望能培

養出新一代香菇達人，繼續協助發展在地特產。

魚池農會由王威文總幹事親自跟大家分享日月潭紅茶推廣經

驗。王總幹事表示日月潭紅茶相當出名，但是很多人卻不知道日月

潭其實就在魚池鄉，因此他特別將紅茶重新包裝並且開發多元化產

品以吸引年輕族群，讓更多人除了喝到茶香，更能知道茶鄉。

茶葉改良場魚池分場位於魚池鄉貓山之東南方，創立於日治昭

和 11 年（西元 1936 年），場內之製茶工廠則興建於日治昭和 13
年（西元 1938 年），為本省大葉種紅茶研究中心，臺灣光復後繼續

紅茶研究、推廣工作。分場將製茶工廠妥善保存，讓大家可以透過這

棟骨董級的紅茶廠知道製茶所需的環境，更成立茶葉文化展示館介紹

臺灣紅茶發展歷史讓更多人了解。經過兩天的參訪，大家看到了各地

如何應用在地特產、發展地方人文特色、增加觀光產業，以提升在地

農家收入，豐富的經驗讓大家收穫滿滿。（撰文／推廣部 盧怡琦）

四 健 綠 色 生 活 研 習

又到了春茶的產期，相信很多人對於比賽茶的評選方法不是很了

解，今天跟大家分享新北好茶如何評選，將來可以依著這些標準去品

茗，了解茶的優劣。

本市農特產品以文山包種茶最為著名，茶葉種植面積為1,656公

頃，包括坪林、石碇、新店、汐止、深坑、平溪、三峽、石門、林口

等茶區，以往各區各自辦理地區性比賽茶，於2012年首次整合各茶

區，聯合辦理「新北市包種茶比賽會」，統一規劃設計新的比賽茶包

裝，建立新北市的包種茶品牌，讓民眾認識新北市生產的好茶及提升

茶葉銷售量，增進農民收益。

以新北市政府農業局為主辦單位，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

良場輔導，並由轄下產茶區的公所、農會一起辦理。每年5、11月分

別辦理春茶和冬茶比賽，限設籍於新北市且年齡在18歲以上的茶農

或轄區內登記立案之茶產業相關業者報名參賽。參賽茶葉以當季生產

之「青心烏龍茶」且合乎農藥殘留檢測規範，否則不得參加比賽並沒

收銷毀。每季參賽數量，春季約1,200~1,400點，冬季約900~1,100
點，每一點數為20台斤分別包裝成40盒，每盒是150g x 2罐入，但

品質未達比賽標準者不予包裝。比賽期間邀集行政院農委會茶業改

良場、茶業改良場文山分場、文山茶推廣中心等相關單位的專業技

術人員等擔任評審委員，品評人員依下列標準加以評定。比賽選出

特等獎1名、頭等1、頭等2、頭等3各1名、頭等60名、二等80名、

三等120名，餘為優良獎（優良獎總數量以不超過參賽數量1/4為原

則），可見每一盒入選茶品都是萬中之選呢！如有機會喝到比賽茶

時，請記得細細品嘗哦！（撰文／文山茶推廣中心 林錦坤）

新北好茶
文山包種

比賽茶介紹

項目 評分 細目 內容

香味 60％
香氣 幽雅清香、飄而不膩、源自茶葉、入口穿鼻一再而三為上乘。 

滋味
圓滑新鮮無異味、清臭苦澀非珍品、入口生津富活性、落喉甘
潤韻無窮。

外觀 20％
形狀 條索緊結整齊、葉片捲曲自然、粉沫黑點未生。

色澤
鮮豔墨綠帶麗色、調和清淨不參雜、嫩葉金邊色隱存、銀毫白
點蛙皮生。

水色 20％ 水色
密綠鮮豔浮麗色、澄清明麗水底光、琥珀金黃非上品、橙黃碧
綠亦純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