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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曾康綺

　　農委會針對農業缺工問

題，辦理改善季節性缺工 2.0 措

施 -農業專業技術團訓練計畫，

訓練農業專業師傅，並選定本

場試辦臺中技術團。受訓學員

是一群對果樹產業有興趣或未

來有意從事高技術性、季節性

農業工作者，在參訓前經過石岡農會辦理體能測試，男生扛著 20 公斤、

女生 10 公斤的沙包短跑 50 公尺，從 129 名報名者中，擇體力優者錄取

前 40 名者，成為此次農業師傅的受訓學員。

　　第一階段體能測驗通過的學員，在 3 月 6 日至 3 月 17 日參加本場

辦理的農業師傅專業訓練，課程以高接梨、葡萄、甜柿及柑橘等 4 項中

部地區重要果樹缺工的作業項目進行設計與規劃，內容包括品種特性、

週年生長及栽培管理技術、生長狀況診斷及實作、病蟲害概論及管理、

主要肥料種類及其特性、農機具概論與維修保養，由專業講師群包括本

場研究人員與實作經驗豐富的農民授課與現場示範，深入傳授嫁接、剪

枝與套袋技術，讓學員學習農業專業技能。田間實作訓練時，每位學員

繫著 S 腰帶，拿著整枝剪、鋸子、切接刀，操作梨樹嫁接及套袋技巧、

葡萄的夏季及冬季整枝修剪、甜柿及柑橘的整枝修剪等專業技術，最後

再經實作考試及筆試後，擇優錄取 30 人，成為準農業師傅，期透過農

業專業技術訓練，練就一身好工夫，成為具有農業專業背景的人力，以

幫助農民進行

農場技術性工

作，紓解果樹

產業缺工的困

境。

文/林訓仕　圖/楊金英、蔡本原

　　因國人飲食習慣改變，小麥已成為水稻以外的另一主食，臺灣

平均每年進口 120-130 萬公噸的小麥，主要作為麵包、麵食及餅乾

使用。近年來臺灣小麥栽培面積已有逐年增加的趨勢，為因應多樣

化與不同筋性的小麥產業需求，本場 99 年自國際玉米小麥改良中心

(CIMMYT) 引進各具不同特性之小麥品系進行適應性選拔，歷經 7
年努力，藉由品系觀察試驗、高級產量比較試驗、區域試驗、氮肥

春季葡萄管理技術再精進
南投縣草屯鎮農業技術講習紀實

文圖/吳建銘

　　南投縣草屯鎮向來以優質的良質米聞名，位於省道臺 14 線

旁的平林里是當地著名的荔枝生產地，近年來在本場的輔導下，

平林地區葡萄栽培面積逐漸擴大，為提昇當地農友的生產及安

全用藥技術，遂於 3 月 28 日假南投縣草屯鎮平林國小辦理「南

投縣農業技術講習會」，由林學詩場長與草屯鎮農會蕭忠郁總

幹事共同主持，林場長致詞時強調近年來氣候變化大，請農友

要注意農作物的管理，農改場也會持續作為農友生產技術的後

盾。課程由于逸知助理研究員先講解葡萄重要病蟲害防治及安

全用藥技術，郭雅紋助理研究員介紹葡萄土壤管理及合理化施

肥技術，白桂芳課長宣導 4 章 1Q 政

策，最後由葉文彬副研究員介紹葡萄

整枝修剪及提昇著果管理技術，現場

農友仔細聆聽，並提出問題與研究人

員進行討論，達到教學互長的效果。

本次講習會透過栽培管理、植物保護、

土壤肥料之三合一課程，期能充實與

精進農友生產管理，提昇春季葡萄品

質與安全用藥技術。

▲ 林學詩場長(左)與草屯鎮農會蕭忠郁總幹事(右)共
同主持農業技術講習會

低筋小麥新品種～ 台中 35 號之育成

▲ 本場辦理農業專業技術團訓練 -臺中技術團，高副場長德錚(左
6)及本會蔡執行秘書佩君主持開訓(左5)，並與受訓學員合影

▲ 經驗豐富的農民(右1)現場示範、介紹高
接梨的梨穗及嫁接方式

▲ 現場農友仔細聆聽研究
人員講解與進行討論

改善農業季節性缺工 2.0
農業專業訓練，準農業師傅成軍

▲ 審查委員與本場同仁於田間實地審查後合影

試驗及品質檢定等，選出了優良新品系中選育 99204 號，於本年 3
月 10 日在本場邀請專家審查通過，命名為小麥台中 35 號。

　　本品種具有 (1) 豐產，每公頃產量高於台中選 2 號 17%，(2) 低
筋白麥，磨製麵粉白度佳，(3) 耐倒伏，(4) 適合機械收穫等優點，

它的全麥粉粗蛋白質含量 11%，白麵粉粗蛋白質含量 8.4%，適合製

作蛋糕、餅乾，可發展國內低筋麵粉製品，與現有品種台中選 2 號

具區隔性。本場後續將加速繁殖種原，提供農民與契作業者使用，

促進臺灣小麥發展與增進農民收益。

▲ 小麥台中 35 號(左)與台中選 2 號(右)之麥粒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