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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農影片編輯初階班教育訓練 本場有機栽培場域
取得有機農產品驗證

文圖/吳建銘、李昱錡

為提升青年農民多媒體

影片行銷技能，加強農業行

銷能力，本場於 109年 11月
13日辦理青農影片編輯初階
班教育訓練。楊嘉凌課長致

詞表示，受限於電腦數量，

本次開放 30位名額，但青農報名踴躍，課程公布後即秒殺額滿，若青
農對多媒體行銷有興趣，未來也會陸續辦理相關課程以滿足大家的需

求。

課程由吳建銘助理研究員介紹影片拍攝器材與技巧，以本場先前

拍攝影片為範例，說明拍攝方法、注意事項及使用工具等；隨後由陳宛

瑩助理介紹影片剪輯技巧，說明影片剪輯、上字幕及添加背景音樂等；

另透過電腦實機操作，讓青農動手剪輯屬於自己的影片，並將做好的影

片上傳至臉書社團分享，達到露出與交流的目的。透過 5個小時的實戰
課程，青農表示收獲滿滿，也認為影片剪輯不再遙不可及，並期待未來

能有更多相關課程，期待下次再相會。

文圖/廖君達

本場自 99年起於場內設置 1公頃有機栽培試驗田，進行有機
作物生產資材開發及栽培模式建立。109年 4月依據有機農業促
進法及相關規定，向和諧有機農業基金會提出有機農產品驗證申

請，並於 10月 19日取得有機農產品驗證證書，此舉除可輔導農
民生產安全農產品滿足消費者需求外，未來對本場於有機農業之

研究與輔導增添更多助力。

該有機栽培試驗場域內設有設施蔬菜、蔬菜、水稻、雜糧、

果樹及水域生態區，肥培管理以有機質肥料或微生物菌種，進行

農業生產剩餘物循環再利用；病蟲害的防治則採黃色黏板、免登

記植物保護資材及本場開發的微生物製劑等。數年來本場辦理技

術移轉授權業者的多種微生物肥料、農業資材分解菌種及生物農

藥等，均在本場域得到優異的驗證。試驗田多採草生栽培，10餘
年對土壤壓實度的降低及維護生物多樣性亦顯成效。友善的栽培

環境更吸引多種鳥類棲息，不僅成為紅冠水雞及二級保育鳥類的

彩鷸樂園，

也成為大捲

尾及紅尾伯

勞等蟲食性

鳥類流連覓

食的場域。

▲  青農聚精會神認真聽講

▲ 楊嘉凌課長 (中 )與參訓青農合影
▲ 本場有機栽培園區全貌，種植多樣性作物，設置水域生態
區 (右下角 )，吸引鳥類造訪

生物製劑導入花胡瓜病蟲害綜合管理示範觀摩活動紀實

文圖 /郭建志、張世杰、錢昌聖、廖君達

為達化學農藥減量政策目標，本場積極輔導農民採用生物製劑導入花胡瓜病蟲

害綜合管理中，除分別減少化學農藥 21.2%總體積及 33.0%有效成分之使用量，亦
增加花胡瓜 15.9%產量，故本場於 109年 12月 1日假彰化縣埔鹽鄉廍子村示範田召
開「生物製劑導入花胡瓜病蟲害綜合管理示範觀摩會」，由李紅曦場長及埔鹽鄉農

會童淑珍主任共同主持，有 101位農民前來參加，現場互動熱烈。
本次示範田區種植花胡瓜 (日系 868品種 )並以南瓜 (壯士 )為根砧之嫁接苗，

分為生物製劑處理區及農民慣行區。嫁接苗定植後 28天內以化學農藥防治苗立枯
病、疫病、白粉病、露菌病、蔓枯病、薊馬、粉蝨等病蟲害。生物製劑處理區於生

育期至採收階段澆灌本場生物製劑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Tcba05水懸劑 4次，並於白粉
病零星發生時開始噴施生物製劑 Tcb43發酵液 6次，同時提早懸掛黃色黏蟲板及非
農藥防治資材防治小型害蟲，採收期間定期清除下位老葉，改善田間衛生；農民慣

行區則依農民現行作業方式。

試驗結果，生物製劑處理區相較農友慣行區，化學農藥總體積減少 21.2 %，化學農藥有效成分減少 33.0 %。蟲害部分，薊馬受害率生
物製劑處理區 (10.3%)低於農民慣行區 (19.2%)；病害部分，白粉病罹病度生物製劑處理區 (21.5%)顯著低於農民慣行區 (31.9%)，褐斑病罹
病度生物製劑處理區 (9.4%)亦低於農友慣行區 (15.1%)。花胡瓜產量於生物製劑處理區較農民慣行管理區可提高 15.9%。

花胡瓜病蟲害防治應先了解田區病蟲害

發生種類，再選擇適當藥劑適期施用，提早

懸掛黃色黏蟲板誘殺小型害蟲，採收期導入

生物製劑及非農藥防治資材，本場示範之花

胡瓜綜合管理技術，可有效控制花胡瓜病蟲

害及降低化學藥劑使用，達成農藥減量、提

高產量及增加農民收入。

▲ 李紅曦場長 (中 )主持生物製劑導入花胡瓜病蟲害綜合管理示
範觀摩會

▲ 郭建志副研究員說明應用微生物製劑導入花胡瓜病蟲
害綜合管理的執行方式

▲ 與會農友觀摩生物製劑導入花胡瓜病蟲害綜合管理成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