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俗語說得好「食米飯敬鋤頭」，除了告

訴我們要飲水思源，也點出農民的辛勞。農

民節的設立最初也許是要提醒農民朋友們不

要誤了農時，但現在各界於新春期間、立春

前後，已轉為慶祝感恩的形式，除了表揚有

功農民，實際上是對所有實際從是農業的朋

友，說聲辛苦並且感謝。

本場黃鵬場長及一級主管為表達對轄區

農會及農會的支持與鼓勵，踴躍參予慶祝活

動。黃場長表示：「農改場的使命就是為農

民服務，本場將針對農民需求持續研發相關

技術，提升產品品質，讓農民獲得最大收

益。」他並指示各研究同仁應以績效為前

提，讓研究成果能確實讓農民應用，獲得最

實際的回饋。

本場與各界同聲慶祝農民節

發行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973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二段150號

電　話：本場(03)852-1108　　分場(03)989-9707

傳　真：本場(03)853-4640　　分場(03)989-9313

網　址：http://www.hdais.gov.tw/

本場服務專線
農業諮詢服務 0800-521-108

作物病蟲害診斷 0800-069-880

土壤及作物營養 (03)853-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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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誌

本場場長黃鵬(左二)於宜蘭縣農會農民節與

績優農民合影

二月份，轄區的水稻田陸續插秧完 作物別、土層、姓名、住址、電話等)。 而且品質差。本場近 10年已分析 27,884件

畢、十字花科蔬菜蓬勃生長，而瓜類作物正 樣品，服務達4,104人次，且樣品件數與服v土壤樣品採取後可以親送、郵寄方式送至
育苗著準備移植田間。不論是已經種了亦或 務人次皆逐年增加，顯示宣導有成，農友更本場，或交由各地區農會統一送件，需要
是還在準備，本場關心農友們土壤的健康狀

重視土地的健康。10-15個工作天完成。
況，提供土壤檢測項目包括酸鹼度、電導度

有關土壤採樣或作物營養的各種疑
本場積極推薦土壤健檢給農友，主要以及營養元素含量，讓農友可以輕鬆照顧農

問，有興趣的農友與民眾可洽農改場網站或
田土壤。 是呼籲生產作物應合理化施肥，看看土壤中

土壤肥料專線查詢，網址及電話分別為
該如何取土，可按照下列步驟進行： 缺乏甚麼元素，再補肥料，切莫因為想要拼

http://www.hdais.gov.tw與03-8534914花蓮、高產，反而導致病蟲害跟著來，不但收成少v一田區至少採取東、西、南、北、中等五

03-9899739宜蘭。點混合為原則，並避

開出水口、田埂與施

肥點。

v採樣前先去除表面雜

草，以鏟子挖出一個

V型的洞，然後沿著

洞的邊緣鏟下一片約

1.5公分厚的土片 (約200克)，將五個點

的土壤混合為一個樣品 (約1公斤) 。

v將樣品裝入乾淨的樣品袋中，於袋上清楚

標示相關資訊 (樣品名稱、地段、地號、

你的土壤檢查了嗎？　寶貝土壤來健檢

沿坡面切下適量土壤
本場積極宣導土壤健檢並配合合理化施肥

讓土地更健康，產品更優質

規劃待採樣田區

之五個採樣點

以鏟子挖開約20公分深的V字型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