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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代收實耕者申請從農工作證明
雙軌分流申請更便民

國產潛力雜糧薏苡蕎麥及胡麻產業發展論壇

文 /李昱錡 圖 /游詩妮

為協助農友就近向戶籍地農會遞

送實際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證明 (簡稱
從農工作證明 )，本場於 109年 11月
9日辦理「農會代收實耕者申請從農
工作證明文件說明會」，由洪梅珠副

場長主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柏齡

技士與會，並邀請轄區各農會瞭解從

農工作證明相關作業及代收原則，與

會人員計 60人。
「實耕者從農工作證明」是農友以口頭約承租他人農地申請參加農保的管

道，為使從農工作證明申請作業流程順暢，減少農友舟車辛勞，自 9月 10日
起改採各地區農業改良場及農會雙軌分流制，實耕者可就近遞送從農工作證明

申請文件，提升申請便利性，申請方式如下：

一、 實耕者得依實際耕作者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認定作業要點 (簡稱實耕要點 )
第 3點規定，檢具申請表及相關文件自行向農業用地所在地之改良場申請
核發從農工作證明。

二、 實耕者得向投保農會遞送申請表及相關文件，由投保農會代收並協助初步
檢視文件資料是否符合實耕要點第 2點所定資格條件，於每日收件彙整，
掛號寄送至其農業用地所在地之改良場審查。

有意申請從農工作證明之農友別讓自己的權益睡著了，遞送申請書時請

留意申請文件是否

備齊，以免耽誤自

身加保農民健康保

險的時效，相關細

節可參照本場網站

／實際耕作者從

事農業生產工作

認定申請，或詢

問農經研究室 04-
8523101#421， 歡

迎農友多加使用。

文 /廖宜倫 圖 /吳建銘、李昱綺

為發展並推廣具潛力之國產雜糧作物，經盤點具

品種優良、栽培技術完整及功能成分豐富之雜糧，擇

定薏苡、蕎麥及胡麻等三項為優先推動作物。惟該三

項產業目前受限於生產成本高、缺乏精製設備、產品

特色不明顯且產銷鏈結薄弱，導致產業發展不易。本

場及臺南區農業改良場針對相關產銷問題，研提並獲

通過 110-112年度「國產潛力雜糧產銷加值鏈結及產業擴大發展」科技計畫。為利
計畫執行與推動，本場與臺南農改場於 109年 11月 23日於本場辦理「國產潛力雜
糧薏苡、蕎麥及胡麻產業發展論壇」，期透過論壇彙集各方意見，作為產業發展之

參考依據。

本次論壇邀請雜糧界專家學者、農會及相關生產業者與農民、食品加工業者及

行銷專家共約 100人與會。論壇主題包括產業發展現況與輔導措施、原料生產與加
工之優化及國內外消費市場概況與發展策略，並分別由農糧署姚志旺副署長、李紅

曦場長及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江文章名譽教授擔任各主題主持人。現場另由引言人針對產業等主題進行精闢報告，各界與談人分享從

生產端、契作主體、加工調製、產品開發、行銷通路及品牌建立等經驗，並與現場與會人員進行討論，相信對日後推廣薏苡、蕎麥及胡麻

產業發展能更有方向，進而促進產業發展。本次論壇相關節次論述與結論建議，已發布於本場臉書提供各界參酌。

▲ 李紅曦場長 (中 )與臺南農改場楊宏瑛場長 (左 )、農糧署姚志
旺副署長 (右 )共同主持論壇

▲ 論壇成功辦理 ~與會人員大合照

▲ 農委會農保辦公室林柏齡技士 (右 )與會列
席、李昱錡助理研究員 (左 )講述農會代收實
耕文件作業

▲ 實耕者從農工作證明資料可參照本場網站 /實際耕作者從事農業生
產工作認定申請

因應番茄缺工殷求 農業師傅
學習栽培技術環節

文圖 /曾康綺、戴振洋、林煜恒

番茄多於秋冬季栽培，產季自 11月至翌年 4月，
因應採收期間缺工殷求與急迫性，本場於 109年 11月
4日至 5日針對彰化芬園農業技術團學員，辦理番茄栽
培管理技術課程，由林煜恒助理研究員講授番茄品種、

田間栽培及病蟲害防治與管理，戴振洋副研究員導入設

施栽培實作與設施番茄介質栽培技術，逐一說明定植、

除芽、疏果、除葉及採收等技術要點。

實作課程安排埔鹽鄉番茄溫室，由實務經驗豐富

的講師與助教傳授學員田間栽培訣竅，說明支架搭設方

式，依花序狀況採取不同整枝模式。一般雙幹整枝係每

株番茄只留 2個主幹，並視植株生長狀況去除老葉與側
枝，在主幹具有一定果穗數時進行摘心，於頂部留 2到
3片葉時再摘除。採收則在果實淡紅時自果梗離層處摘
下，依市場要求留下果梗與萼片。學員進行番茄整枝、

理蔓、去除多餘側芽、摘心與摘葉片訓練，學習正確判

斷是否該摘除或保留側芽，以採摘適當成熟度且具備

市場賣相的果品。彰化芬園農業技術團 18位學員在本
(109)年度已完成農業通識 (花卉、病蟲害防治、土壤
肥料及農機引擎等 )、農機具維修操作、荔枝栽培、設
施蔬菜及番茄等技術培訓，日後將因應彰化地區在地農

業缺工需求，由芬園鄉農會媒合人力，派工至缺工農場

服務。

▲  戴振洋副研究員 (左 5)導入設施栽培實作與設施番茄介質栽培技
術，並與參訓學員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