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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肥料及微生物管理進階班」
精進學員肥培管理新知

2019 彰化縣優質安全葡萄
夏果評鑑活動

文圖/陳世芳

肥料為農業經營

重要資材，農友對於

肥料種類的需求日趨

多元，本場特於 6月
10日至 6月 14日辦
理土壤肥料及微生物

管理班。李紅曦場長

主持開訓，期許學員

以農民學院為交流學習平台，不斷吸取先進肥培管理技術，友善農場

環境。

訓練課程包括：肥料特性與合理化施肥、認識土壤種類及特性、

有機質肥料資材常見問題與施用管理實務、節水省肥智能技術介紹、

養液栽培管理與調配技術、土壤和植體採樣技術及分析數值解析、作

物推薦施肥量、合理化施肥量與施肥時期之估算、問題土壤診斷和解

決對策、土壤和肥料肥力檢定實作、堆肥製作與實習、作物營養需求

與失調診斷和解決對策、認識微生物肥料及運用技術、微生物製劑在

作物栽培之應用與實作等。學員也提出農場土壤肥料與作物營養管理

的疑難雜症，由講師逐一為學員解析適地、適時、適量、適法之施肥

方法。

文圖/葉文彬

彰化縣政府於

6 月 13 日假埔心
鄉農會辦理優質安

全葡萄夏果評鑑活

動，由本場葉文彬

副研究員、農糧署

中區分署陳尚仁秘

書、彰化縣政府張

萌芬技士、葡萄技

術團陳本源秘書長

及徐思東顧問等擔

任評審委員，並由本場果樹研究室派員協助分析工作。雖然本 (2019)
年葡萄成熟採收期適逢一波又一波梅雨影響，但農友平常即注意田間

栽培管理，減少氮肥使用以降低裂果，豪雨期間加強田區排水，因此，

品質仍相當穩定。另一方面，參賽農友採用套袋處理，評鑑前由相關

單位進行農藥殘留抽檢，全數合乎標準，讓消費者可以安心購買國產

巨峰葡萄。本次評鑑結果由大村鄉陳秀評小姐榮獲第一名，會後於現

場和與會農友分享栽培經驗，期望大家一起為葡萄產業努力。

找樂紫吧 ! 胡志宏翻轉農創新思維
文/蔡本原 圖 /胡志宏

「年輕人既然回來務農，就別再用舊思維做事」，這是第 4屆
百大青農胡志宏以過來人的體驗，同時也是對自己從建築跨域農業經

營的期許，他表示當手上的工具從繪筆變成鋤頭，桌上的文案設計轉

換為阡陌縱橫的農田，要不是家人的支持，他說他早就放棄，因為從

農不只是在田間拿鋤頭工作，要學的還有很多。

志宏出社會後曾在學校及私人公司工作過，後來發現這些業務

並不是他追求的目標，101年配合太太的工作規劃，回到農村，開始
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務農生活。為了彌補專業技術的不足，積極參

與農民學院及農業單位舉辦的訓練課程，漸漸讓他對農業產生莫大的

▲ 胡志宏不只是農夫，同時也是創意設計者，紫色
糯玉米時尚的手提包裝深獲消費者青睞

▲ 農忙之餘胡志宏積極推廣食農教育，讓學童學習
國產雜糧的栽種過程

▲ 土壤肥料及微生物管理進階班學員全體合照

▲ 學員分組實作土壤和肥料肥力檢定

▲ 本場葉文彬副研究員、埔心鄉農會張旗聞總幹事、農
糧署中區分署陳尚仁秘書、葡萄技術團陳本源秘書
長、徐思東顧問及彰化縣政府張萌芬技士等 (由右至
左 )於評鑑會場共同為彰化縣葡萄讚聲

▲  2019葡萄夏果評鑑由大村鄉陳秀評小姐 (右 2)榮獲第一名，接收媒體專
訪分享栽培管理經驗

興趣與熱情，也累積經驗與心得，開始為青

年發聲、為地方產業奉獻心力；105年曾擔任
臺中市政府青年事務審議會青年代表，同年

獲推薦為草根大使前往韓國農村交流訪問；

106年擔任清水區青年農民聯誼會會長及清水
區蔬菜產銷班第 7班班長。

目前胡志宏種植糯玉米、蔥及洛神葵共

約 2公頃，皆採友善耕作經營，自創「囍朵
農創」品牌，以色彩學推廣安心農產品，將紫色糯玉米包裝融入創意

元素，時尚手提的包裝設計不僅吸睛且深獲許多消

費者青睞。現今網路上電商林立，但由農民實際經

營的「電農」屈指可數，他將經營的觸角延伸至農

產品電子商務行銷，未來將著手改變制式的農營體

制，加入創新設計元素，讓農產品具有話題性，並

發展網實整合行銷模式，運用智慧科技工具，結合

物流業者共同行銷。

▲ 七年級的志宏，從建築
業跨域農業，重新學習
探索農業無限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