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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灣農田常見的冬候鳥眾生相
文圖 /廖君達

時序邁入秋冬，東北季風吹起，在北方國度完成傳宗接代的鳥類，因食物

取得不易而開始振翅南飛，尋找適合覓食及越冬的棲地。臺灣正處於東亞地區候

鳥遷移路線的重要位置，每年 8月至翌年 4月，臺灣濱海濕地及河口地帶，有大
量的雁鴨科、鷸科、鴴科、鷺科及鷗科的鳥類聚集；此外，被稱為「人工季節性

濕地」的稻田及周邊農業場域，提供了豐富的昆蟲、蛙類、螺貝類及軟體動物等，

也迎來北方嬌客。

中臺灣平原地帶的農田，常見的冬候鳥包括：鷹斑鷸、磯鷸、白腰草鷸、

長趾濱鷸、金斑鴴、高蹺鴴、小環頸鴴、黃鶺鴒、黃尾鴝及紅尾伯勞等。其中，

有著肥嘟嘟的身軀及金色眼眶的小環頸鴴是冬候鳥的先遣部隊，牠們偏好在湛

水整地後水位降低呈現泥濘狀態的田區快速奔跑並追逐獵物。擁有黑白分明的體

色、高挑的身材及踩著粉紅色高蹺的高蹺鴴，是農田亮眼吸睛的精靈，常成群漫

步於初插秧水稻田及整地後湛水田區覓食。鷹斑鷸有著白色眉線、黑色過眼線及

狀似鷹羽毛的紋路，偏好成群在初插秧水稻田、整地後湛水田區及灌溉溝渠的淺

灘地覓食，行走時尾部會上下擺動，非常逗趣。有著黃色粗眉線及黑色過眼線黃

鶺鴒，偏好在水田、旱田、短草地、溝渠及水域淺灘活動，經常成群以波浪狀前

進的方式飛行，並發出「唧唧⋯」的叫聲，稍縱即逝的身影留下無限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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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臺中市大安區

的黃至青先生，踏入農業

前，原本在車床加工廠工

作，在一次因緣際會下返

鄉投入芋頭的種植，當時

大安區並無產銷班組織，

芋頭產地價格受制於盤

商，始終無法提高，至青

發現問題後，便和當地農

會及種植芋頭的農友討

論，共同成立大安區蔬菜產銷班

第 8班，以共同運銷的模式降低
成本，進一步增加農民收益，該

班為大甲、大安及外埔地區各產

銷班果菜運銷建立先驅典範。

由於至青本身是產銷班技術

組組長，在芋頭評鑑中亦是常勝

軍，他對芋頭健康種苗的栽培管

理絲毫不敢馬虎，不時配合試驗

改良場所專家進行芋苗採種試驗，並遵循合理化施肥、安全用藥及性

費洛蒙生物防治等，對環境有益之栽培管理方式。他回憶起當初因為

消費者意識抬頭，加上食安風暴屢見不鮮，在農會及產銷班的鼓勵下

加入產銷履歷行列，產銷履歷與一般慣行栽培迥然不同，他下了很多

工夫鑽研芋頭栽培、資材防治及肥培管理的每一個環節及規範，為的

就是要讓優質的檳榔心芋頭行銷全國。在市場上為了突顯與其他地區

芋頭差異，至青與班員創立「安溪芋」品牌並註冊商標，以多元的行

銷管道，結合初級加工芋塊真空包裝，配合餐飲集團推出芋燒酎，在

市場端獲得消費者熱烈反應。未來，除了賡續進行農產品產銷履歷驗

證，讓民眾放心買、安心吃，更要將芋頭栽培經驗傳承給新進農民，

讓農業深耕、產業共好。

文圖 /陳世芳

本 場 於 109
年 9月 14日至 25
日辦理蔬菜栽培

管理初階班。蕭

政弘秘書主持開

訓時勉勵參加過

農民學院入門班

或從事農業一年

以上，欲投入蔬

菜產業的學員，

藉由本課程多提

問、實作、多討

論，可讓自己學

習到茄果類、豆菜類、葉菜類、瓜果類等不同類別蔬果栽培習

性，從而選擇適合現有栽培環境之蔬菜品項發展。此次課程目

標以培育學員基本蔬菜栽培管理、肥料特性及施用技術、農機

具操作保養、病蟲害防治、採收後處理及簡易加工、生產成本

分析能力及田間實務操作等。此外，並實地參訪博華育苗場、

埔鹽鄉設施蔬菜栽培農場、全聯果菜生產合作社、埔心鄉露地

栽培茄子農場、台盛有機蔬菜農場及優恩蜜農場等產銷業者，

從實務與理論印證，讓學員彼此互相交流學習，為學員找到志

同道合的伙伴與良師益友，增進從農軟實力。

▲ 黃至青先生 (左 3)在 105年臺中市優質芋頭評鑑
中勇奪冠軍，並榮獲 109年度芋頭產銷履歷達人

▲ 農機研究室同仁講解蔬菜栽培用農機具維修保養
操作

▲ 蔬菜研究室同仁指導學員水耕蔬菜栽培實作

▲ 蔬菜栽培管理初階班學員全體與蕭政弘秘書 (前排左 6)合照

▲ 黃至青及班員所生產具產銷履歷之「安
溪芋」

守護食安，芋見幸福
產銷履歷達人黃至青

「蔬菜栽培管理初階班」
讓新進農民蔬菜栽培有一套

▲  高蹺鴴

▲  黃鶺鴒

▲  小環頸鴴

▲  鷹斑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