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 年度第 1次宜蘭縣農業推廣單位聯繫會議 

主 持 人 黃 鵬 場長/ 吳柏青 副校長/ 林榮信 院長 

主 辦 單 位 宜蘭大學農推會 

日   期 100 年 3 月 29 日 10：00~13:30 

地   點 宜蘭大學生資大樓 2 樓 221 會議室 

聯絡人 陳素瓊老師 聯絡電話 (03)9357400-7612 

活動內容說明 

為了宜蘭縣未來農業發展方向，特舉辦縣內農業推廣單位聯繫會議。 
活動照片 

報到處  黃埸長致詞

郭處長純德致詞 林院長榮信致詞 



 
吳副校長柏青致詞 陳總幹事擔任司儀 

會議情形 
以下為縣農會林課長和各農會股長分享成果及提出問題 

縣農會林課長 頭城鎮農會劉股長 



礁溪鄉農會游股長 宜蘭市農會王股長 

羅東鎮農會宋股長 五結鄉農會曹股長 

冬山鄉農會黃股長 三星地區農會段股長 



蘇澳地區農會吳股長 郭處長(回應) 

黃場長(回應) 吳副校長 (回應) 

 

 

 

100 年度第 1 次宜蘭縣農業推廣單位聯繫會議  會議紀錄 
 
一、時間：100 年 3 月 29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二、地點：宜蘭大學生資大樓 2 樓 221 會議室(宜蘭市神農路1段1號) 
三、主持人：行政院農委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黃場長鵬 

國 立 宜 蘭 大 學               吳副校長柏青  
國立宜蘭大學生物資源學院     林院長榮信       記錄:林連雄 

四、出席單位與人員：（如附簽到表） 
五、致詞： 
黃場長鵬： 

希望藉由農推聯繫會議，將討論的議題作為將來研究方向，可將技術進行

推廣，能為農民實際服務。 
 



宜蘭縣政府農業處郭處長純德： 
1.綠博於上星期六已開園，各農會的推廣人員憑工作證，可免費入園。2.於

本年 4 月 22 日在宜蘭大學召開宜蘭縣永續農業發展研討會。由宜蘭縣政府與宜

蘭大學主辦，中國生產力中心執行，生資院多位同仁受邀擔任主持人和與談人，

請大家踴躍參加。 
林院長榮信： 

縣內是一個好山好水的環境，產官學合作，使在地農業更發展。 
吳副校長柏青： 

1.雖然校內農業推廣經費申請拮据，但縣內改良場及各農會素質相當高，因

此妥善規劃人力和資源，一定可以發揮最大效益。2.花蓮金針目前的瓶頸是行

銷，非技術層面。 
 
六、農業推廣綜合座談 
宜蘭縣農會推廣課林課長蔡焜： 
1.感謝宜大農推會支援競賽評審。 
2.人事調動，家政和農事指導員由楊智文先生接替陳俊宏先生。 
3.有機市集每星期六日在酒廠，感謝宜大江翠燕老師利用服務學習的課程參與有

機市集活動。 
4.農業人口老化，應用新的科技為農業服務很重要。 
5.利用網路進行行銷，加入生產過程影片和令人感動元素。 
6.目前推廣活動，由於資源少，農民參與意願不高，需要調整方向。 
頭城鎮農會劉股長： 
1.推行番石榴的加工。 
2.番石榴受根瘤線蟲危害，感謝改良場的陳任芳副研究員協助，已獲得改善。 
3.有機蓮花已驗證通過是目前推廣重點。 
4.希望在烏石港建置”現代化綠色市集”提供遊客購物。 
5.頭城地區休耕面積相當多，希望可以擴大番石榴栽培面積。 
礁溪鄉農會游股長： 
1.農舍對農業環境影響很大，農村中無農業生產，就不像農業。 
2.農業安全需加強教育，對消費者保護 
郭處長(回應) 
縣農會：金車城堡新增綠色市集；每星期六、日在酒廠舉辦有機市集活動，若

銷售成效好，會繼續支持此活動。 
頭城鎮農會：有機蓮花栽種面積，縣府農業處一定大力支持。 
黃鵬場長(回應) 
1.改良場可協助大家技術訓練，作物安全 健康 安全農產品；吉園圃、有機農

業等講習。本場目前推廣青蔥、文旦、金柑作物健康管理。 
2.新農民訓練，一般是上網報名，本地的農民對網路不熟悉，較無法報名參加此

訓練。 
 



宜蘭市農會王股長： 
1.宜蘭市主要農產品，水稻(八百多公頃)和蔬菜，目前蔥面臨中南部農民競爭，

優勢漸漸不再。 
2.感謝改良場輔導種植水稻新品種，增加產量，品質又好。 
3.推廣雪山新米。 
羅東鎮農會宋股長： 
1.地狹人稠，朝精緻化發展，目前有五個產銷班，番茄和火龍果有吉園圃認證；

有機米和香水蓮有機認證；蘭花開發新品種，辨理品種發表會。 
2.希望可整合縣內優秀農產品至台北建國花市 2-3 場農特產活動。 
3.建立綠色市集，溪南、北各建一個。 
4.休閒農業，大部分都是生意人，與地方農業結合較少。 
5.小地主大佃農，若休耕政策不調整，很難推行。 
五結鄉農會曹股長： 
1.五結鄉臨海，養殖漁業衰退，農產品以稻米、溫室番茄及海芋為主。目前積極

推廣有機米生產，生產技術方面有賴改良場協助，已購買溫湯處理機，反應很

好。將水稻種子以溫湯處理機處理有效控制土壤病害及線蟲，是否可普遍設置

溫湯處理。4 月 12 曰將舉辦觀摩會。 
2.行銷方面：目前較缺乏。 
3.米食將推行有機便當。 
4.推行南瓜加工。 
郭處長(回應)羅東鎮農會 
1.建國花市以農會為單位，需六個月前向主辦單位申請。 
2.成立綠色市集，樂觀其成。 
3.目前蘭陽嚴選是吉園圃，而有機是宜蘭勁自然，但有機優先。 
 
黃鵬場長(回應)市農會 
1.研發蔥種植技術，提高品質和產量 
黃鵬場長(回應)羅東鎮農會 
1.要求花蓮改良場研究人員，一定要在宜蘭設示範處。 
 
冬山鄉農會黃股長： 
1.冬山文旦為最大宗，宜大農推會是否可協助柚子開發加工產品。 
2.新寮瀑布，建議林務局可否修復。 
3.文旦有機栽培目前實施有困難，希望改良場協助。 
三星地區農會段股長： 
1.三星有 41 產銷班，農民 7-800 人，負責區域大倍感壓力。鄉長支持但時空轉

變，推廣經費較少，面臨挑戰。 
2.三星有機米認證後，有機米標章由鄉公所製定。 
3.請在三星增加示範點計畫。 
4.改良場技術輔導，農會成立物流中心，加工利用方面由宜大協助。 



5.安全農業，產銷履歷，認證檢驗樣本需外送，建議縣府為窗口。 
6.加工技術，由改良埸和宜大代訓各農會從業人員。 
蘇澳地區農會吳股長： 
1.縣府能針對各鄉鎮農特產品整合行銷。 
2.蘇澳地區：南強、朝陽國有地是否能開放公地放領。 
3.南澳農場一半已由永豐餘承租，另一半農場未開發是否可開放發展休閒農業。 
4.冰製品網路銷售少。 
 
郭處長(回應) 
蘇澳地區農會： 
1.段木香菇，值得大力推廣。 
2.不鼓勵生產薑，對土地破壞大。 
3.南強、朝陽國有地 26 公頃已作為有機米的生產。 
4.南澳農場另一半已 BOT。 
三星地區農會： 
在本地設置有機認證或檢驗中心，後續維護不易，且人事成本和市場的需求都

需審慎考量。 
冬山鄉農會： 
文旦提供參考，生產觀賞用，副產品：精油、茶。 
黃場長鵬(回應)： 
驗證中心已有十幾個單位，學校方面有慈濟、中興及成功大學。 
吳副校長柏青(回應)： 
學校可協助各農會，培訓加工技術人員，相關技能。吉安農會的伴手禮很有待

色,值得大家前往參觀。 
縣農會(回應)： 
1.綠色市集，人潮不等於買氣（錢潮），加強農民解說。 
2.網路超市，希望有更多產品加入，若有活動諮詢歡迎提供給宜蘭縣有機協會。 
3.宜蘭縣有機協會可協助，讓有經驗的有機農民輔導沒經驗而想從事有機種植

者，達到推廣有機農業成果。 
 
十、散會：下午 1 時 0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