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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來蚸國人環保意識升高蚸加以

追求健康安全的糧食與崇

尚有機生活方式的人口也

逐漸增加。因此蚽有機農

業因受到各先進國家極力

推廣蚸連帶全球有機食品

市場成長速度也急速增

加蚸我國亦因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後所帶來農

業衝擊影響蚸更加

促使「有機農業」

的發展有其必要性蚸

也相對誘發更多從事

有機生產、流通、消

費人口 (組織) 日漸擴

增的現象。

「有機農業」的推展內容除了生產技

術外，有關技術研發、教育、推廣及有機

農產品銷售均應包括在內，且因其有別於

慣行農業，故其組成分子 (生產者、流通

業者、消費者) 與消費形態均有其獨特

性，甚至有部分人是基於重視自然生態、

環境保護、飲食健康、宗教信仰、人文關

懷、商業契機…等非

農業相關背景的人所組

成。因此，對於有機農

業專業知識、經營管

理、驗證規章、驗證執

行、環境生態保育、生活

文化、消費形態的需求甚

為迫切。依過去經驗來

看，這些資訊獲取的管道

與途徑大多藉由各試驗改

良場或民間驗證單位舉辦

的教育訓練活動、觀

摩、研習會等活動獲

取，其中又以教育訓練

的成效最佳，其不僅可以扮演人

力資源發展角色，更可以提供技術、知

識、資訊的傳遞與人際之間交流及誠信互

助的關懷，對於有機農業之發展與其永續

經營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

關心台灣的農業發展，不能只靠農民

2007 有機農業志工培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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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農政單位隃而是全民所要

面對的課題。如要將「有機

農 業 」 發 展 導 入 「 產 業

化」隃除了提升驗證品質

外隃藉由生產、生態、生活

與提升每個人尊重萬物生命

的價值隃進而強化生產者、

流通者、消費者對於有機產

品的信任度與長期支持隃才

是突破國內有機農業發展面

臨瓶頸。基於上述的前提與

信念隃植物保護科技基金會

自 2004 年起在農委會農糧

署支持下隃提出培訓「有機

農業推動志工種子團隊」計

劃隃以結合一群理念相似、

需求相仿且具有服務熱誠一

群熱心人士群策群力共同推

動「有機生活教育」理念與

協助民眾落實「生活有機

化、有機生活化」的紮根工

作隃進而將有機產品消費群

加以擴大。

在短短 3 年期間隃已有

多位有機農業推動種子志工

逐漸會在自己生活周遭向親

友或自己居住社區推動有機

產品共同購買隃有人投入有

機產品銷售行業、協助設鑲

有機農民市集與推廣隃甚至有多位原任教

職退休老師不僅租地親自體驗有機種植隃

甚至到中、小學校協助設置有機菜圃與舉

辦推廣及農事體驗、有機生活教育推廣、

有機志工聯誼…等活動。這期間志工們在

藉由共購有機產品機會與其他相關的活動

的參與中隃除了與農友之間的互動更加緊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植物保護科技基金會

培訓日期∕地點：

1. 96.9.15 - 16∕中華電信局陽明山會館∕

主軸褬生態、生命與農業。

2. 96.10.20 - 21∕國立中興大學試驗農場∕

主軸褬生產與農業。

3. 96.11.10 - 11∕台東池上杜園與附近村莊∕

主軸褬生活文化與農業。

4. 96.12. 8 - 9∕南投魚池鄉日月老茶廠、嘉義桃

源自然農場∕主軸褬有機生活推動與實踐。

預定培訓人數：50 - 60 人

培訓費用：新台幣 6,000 元/人 (含 4 梯次蟣共 8 天研

習、食宿、雜支等費用蟣不含交通費蟣單次

參加 1,800 元/次)

聯絡電話：02 - 2936 - 1465蟣李美雲小姐

傳 真：02 - 2936 - 1968

E - mail 褬xz028801@ispeed.com.tw

網 址：www.to-farmers.org.tw

密外隃也經常出現志工們攜老扶幼的帶著

全家人共同參與有機生活推廣活動的溫馨

場面。由此可見隃「有機食農遊藝教育推

廣」隃正是可提供民眾進一步親近大自

然、親近土地、農業與培養生活、心靈美

學觀外隃無形中也扮演著家庭親子歡樂關

係增進的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