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屆「農業推廣金推獎－傑出農業推廣楷模獎」(個人獎項) 

獲獎事蹟簡介 

縣市別 
獲獎 

農會 

個人/ 

職稱 
獲獎事蹟 

臺北市 
臺北市

農會 

楊惠媄/

推廣部

主任 

  任職臺北市農會近 30 年的楊惠媄主任，個性平

易近人，勇於挑戰創新，她推廣四健運動與休閒農業、

食農教育，帶動山藥等策略性作物種植風氣，自 106

年起連續 5 年獲考核甲等，103 年與 110 年分別獲臺

灣農業推廣學會選為優秀農業推廣教育人員獎與團

體獎。身為推廣部主任楊惠媄辦理的活動無數，其中

110 年建國假日花市 39週年慶之際，楊惠媄舉辦「都

市農業療育生活展」，推廣都市農園並提供植物醫師

駐點等服務，活動現場十分踴躍，得到民眾好評。 

  楊惠媄表示：「農業是都市的綠肺，須轉型休閒

農業讓農業永續經營，並有年輕人來傳承。」因此她

擔任四健督導員時，即開始培育未來農業接班人，歷

屆青農在她的輔導下，獲得傑出四健會員獎章、傑出

義指獎章等獎項肯定，並於全國各項競賽中屢獲佳

績，亮眼的成績眾人有目共睹。 

苗栗縣 
公館鄉

農會 

徐志鈞/

辦事員 

  本身是道地苗栗客家子弟，從小生長在農村的徐

志鈞，對農也與土地有深厚情感。在公館鄉農會服務

8 年以來，徐志鈞積極推動四健農村青少年、農村家

政、青年農民、田媽媽計畫、農業志工、性別平等各

項業務。輔導轄下黃金小鎮休閒農業區參加第 1屆金

牌農村競賽，榮獲「全國銀牌獎」，111 年並獲得黃

金小鎮休閒農業區「模範獎」，讓公館鄉農業及休閒

農業區知名度大開，吸引更多遊客來進行深度農業旅

遊，活絡地方農特產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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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在地的農業資源，如推動社區農村婦女與學

校四健會彼此交流，邀請百大青農、休閒農業區理事

長等擔任課堂講師，攜手各單位打「團體戰」促使農

業資訊與資源交流互通有無。 

  持續推動農村的永續發展，徐志鈞希望讓更多遊

客走入公館發現農村之美，讓自己的故鄉能夠被更多

人看見。 

臺中市 
外埔區

農會 

李香玲/

專員 

  農家背景出身的李香玲，在外埔區農會從事農事

與四健會推廣工作，就像是自己家裡的事一樣不遺餘

力，也因此自 102年至今，李香玲共獲選 5 次臺中市

農業有功人員，所輔導的四健會員當選 104 年美國草

根大使，107 年輔導的養蜂班長更當選十大神農獎，

對農業推廣功不可沒。 

  在崗位上服務近 12 年，李香玲的工作不分白天

晚上，總是在第一時間幫農民解決行銷困境，尤其產

銷班的班會是在晚上開會，但即使一個晚上同時開 3

場會，她也會排除萬難全部到場，真誠與熱忱讓她和

農民打成一片，每次要號召農民田間觀摩如合理化施

肥，品種改良示範等，農民及青農產銷班班員都踴躍

參與。 

  李香玲有感疫情後物價上漲最明顯的就是食品，

糧食供應不足已是全球性危機，她期許未來繼續輔導

青農科技農業，增加產值幫助返鄉青農媒合農地，讓

農村迎接繁榮富麗的新未來。 

臺中市 
梧棲區

農會 

黃璟峰/

主任 

  回顧在農會服務的 27 個年頭，黃璟峰從推動安

全農產業，建立各地農漁村文化館等，每個重大政策

執行與推廣中，都可以看到他的勤奮的身影。130年

黃璟峰接任四健與青農業務，經過 5年努力，他與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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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團隊培養出 1位百大青農，1 位獲選臺泰青年農民

訓練計畫，以及 4 位國際草根大使。而針對四健教

育，在 4 屆農村青少年農業教育及社區服務計畫考評

中，一年不落連續得獎，就是他努力的最好證明。 

  善於通盤思考的黃璟峰，將食農教育與四健推廣

教育結合，他在靜宜大學兒童夏令營辦理豆腐DIY活

動，還推動農村文化小旅行，讓更多外地人瞭解梧棲

農產業文化特色。「一日推廣人，終身推廣人。」。

黃璟峰說，全方位推廣讓農業教育往下扎根，為農村

發展埋下更多希望的種子。 

彰化縣 
彰化市

農會 

劉意文/

家政指

導員 

  進入彰化市農會第一個職務，就是擔任家政指導

員的劉意文，13 年來在農村社區默默耕耘，共輔導

家政班 20 班，培育社區志工 26人，深入校園推動食

農教育，榮獲「108年農業推廣志願服務」特優獎，

並在 101 年、105 年、110 年農民節表彰大會三度獲

協助家政推廣有功人員表揚，對農業推廣的熱情備受

肯定。 

  劉意文平時熱心公益，在休假日擔任彰化市東區

衛生所志工。她在工作上也輔導輔導農村高齡者多元

學習，聘請音樂老師舉辦音樂課程，多元而創新的學

習鼓勵在地老農走出家門，快樂享受熟齡生活。劉意

文也以家政班功能為基礎，帶動推展食農教育、綠色

照護與在地農業發展，深入校園讓年輕一代有能認識

農業。她期許自己成為農民的後盾，讓家鄉的農業可

以永續發展，迎向下一個世代。 

彰化縣 
溪湖鎮

農會 

廖小婷/

技術員 

  加入農會推廣部 7 年，廖小婷負責辦理四健會與

青農講習會，推動友善農業、產銷活動、安全農業、

農業缺工等相關推廣。在四健推廣的傑出工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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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她榮獲 4 次表揚，多次拿下全國作業組競賽冠軍。

廖小婷也在第 1屆幸福農村金推獎選拔中，代表溪湖

鎮農會參加複審簡報評選，助攻農會脫穎而出榮獲金

推獎。 

  擁有源源不絕精力的她，在公務之餘主動參加農

業服務團，關懷農村青少年與高齡長者。還在百忙中

提升專業學識，取得中興大學的農業企業經營管理碩

士學位。 

  有鑑於四健會具備彌補學校與家庭教育的功能，

廖小婷結合青年農民的經驗、家政婦女的功夫，透過

多元活動與實際操作，將在地農業融入活動中，讓家

鄉農業在會員心中扎根。她說：「我們的力量或許很

小，但長久累積、聚集起來，相信一定可以對臺灣農

業帶來無限正向改變的希望。」。 

彰化縣 
北斗鎮

農會 

張銀珠/

四健、

家政指

導員 

  從小住海邊的張銀珠，結婚後定居在北斗，103

年進入北斗鎮農會負責四健及家政推廣工作。她自

105 年起，連年獲得推動農村青少年農業教育及社區

服務計畫考評二等獎。109 年四健推手誰來挑戰活動

中，榮獲全縣四健作業組經驗分享 PK 賽冠軍，110

年獲得四健推廣教育工作傑出服務獎章等，成績斐

然。 

  高齡者創新學習方面，張銀珠主動尋找獨居者和

各階層退休人員，透過排練歌舞劇，讓他們配合音樂

輕鬆動起來，8 年來長者們從布景、道具、走位都不

假手他人，至今已有超過 20 場公開舞臺表演經驗。 

  透過多元化的推廣，不斷注入亮點並開創新局，

張銀珠希望自己這個從海邊來的北斗媳婦，成為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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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的綠巨人，推進農業在北斗永續發展，就是她繼

續在這個崗位最大的動力。 

彰化縣 
花壇鄉

農會 

蘇素賢/

家政指

導員 

  擔任家政指導員 10 年來，蘇素賢發揮創新整合

的能力以及嚴謹的做事態度，輔導家政班榮獲 110 年

全國十大特色家政班殊榮，並成立綠色照顧站，推動

高齡者在地健康老化，榮獲第一、第二屆綠色照顧優

良典範最佳潛力獎，110年更雙喜臨門，榮獲農業志

工推廣運用單位績優人員。 

  蘇素賢相信「在地人服務在地人」，以地方創生

精神，讓家政班成為社區照護的紐帶。像是廣設多元

化的研習班，讓家政班成員年齡由上到下，一來可活

絡世代鄉民之間的認同感與參與度，也使農會進一步

貼近居民生活。 

  在她帶領下，家政班結合花壇鄉茉莉花產地優

勢，進行農產品加工，協助生產茉莉花系列甜點於「茉

莉花壇夢想館」販售。每年使用約 300 公斤在地茉莉

花，銷售金額達 290 萬元；增加班員收入共計 145 萬

元。成功帶動地方觀光產業外，也讓班員對收入增加

「很有感」，創造三贏同時帶動產業升級功不可沒。 

南投縣 
信義鄉

農會 

劉家岑/

專員 

  自稱是山中長大的小孩，比較吃苦也比較認命，

劉家岑擔任家政指導員 18 年來，以誠懇態度和服務

熱忱深獲鄉內農村婦女認同，推廣方面她積極展現信

義鄉在地農業特色，帶領家政與四健團隊參加各項競

賽屢獲佳績，101年及 110 年榮獲全國十大特色家政

班，109 年與推廣同仁共同努力，為農會拿下「第 1

屆幸福農村金推獎」單位獎項。 

  劉家岑認為面對物聯網時代，在地農業業務推廣

不單是拿補助來辦理各項活動，而是要將農產品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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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運銷及消費者等各項的經濟環節中來進行組織、

決策、指揮和產期調節。劉家岑期望未來能聯合供銷

部、信用部、梅子夢工廠等多部門業務，提升在地農

業行銷通路，並融入產品研發、加工及提高觀光休閒

產業等新興事業，讓在地農業能接軌全球化農業運

行，再創新農業新風貌！ 

嘉義縣 
新港鄉

農會 

何麗質/

推廣部

主任 

  總是設身處地為農友著想的何麗質，不論在四健

教育工作上，或是農業行銷推廣上，常常別人剛說完

建議事項，就已經開始思考執行方案與人員，也因此

在她的帶領下，新港鄉農會在各項評鑑上獲獎連連，

四健作業組競賽接連 108 年及 109 年得到嘉義縣冠

軍，全國二等獎、三等獎殊榮，110年得到嘉義縣亞

軍。 

  何麗質認為，農業推廣工作與時俱進不能閉門造

車，要善用農會內外部資源整合性發展，才能讓整體

農業推廣工作發展更加完善。她輔導新港多個社區營

造，帶領家政班成員成立社區志工隊，從無到有協助

社區整體蛻變。帶領青農參加食農體驗活動提案，結

合食農教育與農村觀光的精采行程，榮獲全國十大經

典體驗路線。 

  「能夠為故鄉創造幸福，是一件相當美好的事情」

何麗質說，繼續施展推廣魔法，讓新港的農民安居樂

業，就是她對這份工作永恆的承諾。 

臺南市 
下營區

農會 

楊佳諶/

助理技

術員 

  從小就參加四健會的楊佳諶，108年接手農會指

導員工作，與培養他一路成長的四健會再續前緣。 

  懷抱年輕人的滿腔熱血，楊佳諶積極執行各項訓

練與推廣業務，博得推廣同事與農友、四健會學弟妹

們的一致好評。他輔導的會員們各個表現優異，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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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1年獲「臺南市四健會作業組競賽」冠軍，輔

導會員參加農村青年交換訪問等國際性活動，並在

110 年以臺南市績優四健推廣指導員接受表揚。 

  楊佳諶以上帶下的方式，加強四健會員彼此直向

與橫向連結，為農村發展扎下深厚基礎，另外他也鼓

勵會員運用新媒體，創造農村世代間新的溝通橋樑，

108 年他輔導會員參加「四健駐地記者培育—農村特

色文化宣傳行銷微電影競賽」製作影片傳達下營區的

地方特色亮點，最後贏得佳作的好成績。努力去完成

每項作業，並從中學習，楊佳諶期許以四健精神不斷

突破自己，把農村逐步打造成土地會黏人的美麗家

園。 

臺南市 
六甲區

農會 

劉雲萍/

技術員 

  入職十年來在六甲區農會從供銷部到信用部等

單位磨練學習，劉雲萍接辦四健與推廣業務後，感覺

到可以不斷學習、從做中成長的四健會工作，正是她

最喜愛的工作性質。 

  面對推廣工作，劉雲萍每件任務皆親力親為，拜

訪學校重新規劃講習訓練，還自學寫企劃與核銷執

行，並邀請返鄉青農分享經驗，讓會員了解農業面面

觀。以青銀共學的方式，讓青少年知道如何和長者交

流溝通。在 110年獲得臺南市績優四健指導員表彰，

並獲得 111 年「四健推廣教育傑出獎章」的傑出新人

獎。 

  劉雲萍表示，在四健會輔導青少年種植農作物，

不是為了技術傳承，因為傳統農業沒落轉型自動科技

化，所以必須給於青少年農業觀念。比起讓他們全部

從農，劉雲萍更希望深化學員的人際關係、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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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領導能力，往後不僅能應用於職涯發展，也能將

所學與農業跨域結合，達到農村共榮的願景。 

屏東縣 
南州地

區農會 

吳延麟/

技術員 

  在南州地區農會從事推廣工作超過 8 年，吳延麟

積極投入農事業務。從小家裡務農，吳延麟特別能體

會農友辛苦，他透過參加全國競賽和評鑑活動，提升

蓮霧、苦瓜和木瓜等在地農產品牌價值，並辦理「南

州雙瓜節」藉由過競賽和展售，促進農產品競爭力，

更推出 100 桌的雙瓜饗宴，成功為南州的優質農產帶

動話題。 

  面對農村人力老化，吳延麟積極輔導青農，並整

合多元資源，成立南州地區青農聯誼分會，在他協助

5 位青農種植出南州特有的蓮霧新品種「高雄 2號 

 春之桃」水蜜桃蓮霧。110 年輔導南州青農團隊規

劃的食農體驗活動「天生尤霧」，榮獲全國十大食農

經典路線。 

  而因應訊息時代快速變遷，吳延麟輔導青農導入

智慧農業，協助農友設置田間簡易觀測站，並利用無

人植保機施作，不僅降低人力成本，也為在地農業發

展注入新契機與新動力，得到滿滿成就感。 

屏東縣 
萬丹鄉

農會 

王順意/

助理技

術員 

  在萬丹鄉農會從事四健推廣，輔導農村青少年與

青農、婦女和農村高齡者的王順意，平時對於農業推

廣業務認真負責，是農會中重要的青年助力。 

  與青農們處於同一世代，王順意把青年當作共同

合作的夥伴，輔導在地青年聯誼會運作，建立在地青

農的人際網絡，並且協助外部經費資源運用，成為青

農們強而有力的後盾。他所培訓四健青少年作業組，

在縣級比賽獲得亞軍與季軍。同時啟動綠色照顧計

畫，提供村中的年長者們拼布製作、打擊樂等樂齡課



縣市別 
獲獎 

農會 

個人/ 

職稱 
獲獎事蹟 

程，讓社區長者有共同聚會和多元學習的場域，彼此

交流互助，分享共食。每一次的交流和共學，都為農

村埋下了樂居的幸福種子，對於社區共好與青農返鄉

有著極大貢獻。 

屏東縣 
九如鄉

農會 

吳宜宸/

指導員 

  每回憶起孩提時期，令吳宜宸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在爸爸關西老家的鄉下田間奔跑的回憶。對農村生活

充滿感情的她，來到推廣部擔任四健指導員，吳宜宸

從實務中學習，調整課程設計、招募、自辦研習等內

容，在全國作業組競賽中屢獲佳績。109年指導的「走

讀家鄉芋見你」作業組，將芋頭成長過程變成桌遊，

110 年指導「南瓜物語作業組」製作繪本《金瓜村傳

奇》多元化內容榮獲全國一等獎榮譽。 

  吳宜宸帶著會員走入校園與社區，讓會員的生活

環境真實發生在課程中，落實作業組的「做中學，學

中做」，此外，她也推動食農教育，辦理親子共學共

做趣的活動，透過「玩」的方式，增加親子間的凝聚

力，讓惜福感恩尊重土地與自然的態度，從學校延伸

到家庭。她表示，希望透過課程，以土地滋養下一代，

同時也涵養所在社區的深度，讓農村無形的價值具象

化。 

備註：前述名單係以地區別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