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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產 端 
 

農村永續發展：要裡子，也要面子！ 
 

裡子：實質的經濟穩定 

面子：精神層次的社會肯定 

 

產品安全、農村環境友善優質 
 

 

 

營造可食可遊新農村 

友善小農返鄉動能有效率延續 

一、計 畫 摘 要 

農友與消費者跳脫產銷關係 

農友進行農事經驗分享 

友善環境農事生產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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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費 端 
 

以外觀品質與口感掛帥 
市場主導生產模式 

 

需要建立辨識產品安全概念 
 

友善小農與消費者建立友伴關係 
實質與精神層面共同成長 

一、計 畫 摘 要 

共檢出6項 
農藥殘留 

但是，殘留量都 
符合國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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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推動之架構及組織運作 

學   歷：國立台灣大學 園藝學系博士 

 

經   歷：國立嘉義大學 園藝學系主任 

 

專長領域：園藝科技/景觀植物學/開花生理/ 

          植物種苗科技 

‧計畫主持人  沈 榮 壽 

106年 106年度彰投雲嘉農村再生
培根計畫 

106年106年度農村產業跨域計畫
及農村區域亮點計畫 

105年 嘉義地區農村再生陪伴計畫，
行政院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 

105年 雲嘉地區農村再生培根計，
行政院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 

105年 嘉義縣加速農村再生輔導暨
整合行銷計畫，嘉義縣政府。 

105年 從嘉開食-誠食．承食．盛食
發展計畫，嘉義縣政府農業
處。 

105年 嘉義縣新時代農學院學程，
嘉義縣政府。 

104年 雲嘉地區農村再生培根計畫
行政院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 

本
團
隊
近
兩
年
內
執
行
專
案 

國立嘉義大學 

江   彥   政 
景觀學系主任 

社區規劃師、農村再生顧
問師/國立中興大學園藝

學系博士 

翁坤明 
(呷飽麥) 

 
羅景聯 

(南和有機農園) 
 

呂權席 
(寬色果園) 

 
魏子宏 

(魏子宏農園) 
 

吳珮瑜 
(漁仔果園) 

友善生產組 

協 同 計 畫 主 持 人  

計 畫 主 持 人 

沈   榮   壽 
 

園藝學系主任 
社區規劃師、農村再生顧
問師/國立台灣大學園藝

學系博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產品設計組 

黃   世   輝 
設計學院院長 

文化(創意)產業、工藝

研究/日本國立千葉大學

自然科學研究科 博士 

鍾   松   晉 
創意生活設計系所主任 

創意生活設計、創意生

活整合設計/國立成功大

學建築工學博士 

教案設計 
規劃組 

黃 光 亮 

徐 善 德 

郭 濰 如 

 

 

馮 淑 慧 

沈 德 欽 

蕭 至 惠 

 

 

跨領域 
合作組 

農村美學
及空間營
造組 

農村旅遊 
規劃組 

 

王 柏 青 

張 高 雯 

 

曾 碩 文 

陳 美 智 

教案 
執行組 

江 一 蘆 

詹 國 靖 

翁 瓊 珍 

本計畫團隊在第一線參與農村輔導與陪伴工作
多年，更清楚觀察出農村發展背後的關鍵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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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焦解決區域重點議題與需求分析 

1. 健康友善栽培生產技術與市場定位尚待加強。 

2. 如何強化都市農業的農地發展特質與自明性。 
議題一 
生產方式 

農村永續發展其背後的關鍵困境，分為下列3項議題+1項契機 

1. 媒合友善栽培農民與在地連結的互動，當地小學穩定及永續性高。 

2. 農村產業轉型，青年回留農村，不只是勞力而是帶回新知的典範。 
議題二 
返青價值 

返鄉青農對產業議題有高度敏感，也積極共享資源自成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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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色優質產品在現有大宗農產品通路無法擁有自明性，新通路系

統的開發，是新農業發展必要工作。 

1. 健康友善優質農產品的產銷，常伴隨農村旅遊需求的發生，食識

與農識觀念不足，透過體驗了解產業強化消費者食安辨識能力。 

議題三 
通路行銷 

契機一 
產銷連結 

三、對焦解決區域重點議題與需求分析 

推動友善生產，行銷優質農產品，建立新農村 
使參與學生對於在地的認同感提升作為計畫推動目標 



呷飽麥 

寬色果園 

漁仔果園 

南和有機農園 

魏子宏農園 

盧宗佑農園 

邱誌金農園 

后羿農場 

頂半天農園 

大崎 
鳳梨農園 

四、執行範圍及合作對象 

以平原大豐收區為主，範圍屬台19線道至台3線道之間 

執行範圍共跨12個鄉鎮市，243個社區， 
進行區域內友善耕作農友訪視輔導及對象篩選 

生產端：從事「友善耕作的農戶」為媒合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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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嘉義地區19個鄉鎮市，382個社區的農村再生輔導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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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端發展模式分析表 

類型 內容說明 關鍵詞 對象 

跨域 
複合型 

運用誇區域資源，僅有少量藉由
自行宅配、市集活動進行銷售。 

專責分工、跨領
域資源運用 

羅景聯、呂權席、
魏子宏、黃添益、
黃俊錡、盧宗佑 

地區 
結盟型 

自主推動健康加工並運用在地理
念相同的經營夥伴，進行通路安
排。 

在地結盟，理念
串聯、共伴經營、
健康加工 

吳珮瑜、蘇榮上、
王俊添、邱誌金 

產銷 
套裝型 

自主進行耕作品質控管，強調自
主品牌形象建置。 

自產自銷、多元
經營、主動出擊 

翁坤明 

提供未來跨入此區域內的友善農友得以有發展方向的參考依據 

對於本計畫所選的友善栽培農戶依據其發展模式進行類型分析 

四、執行範圍及合作對象(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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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執行操作模式 

無意願配合 

進行農產品取樣 
311項農藥殘留檢測 

專題講座 

友善農法工作坊 

現地教學課程 

參訪見習 

討論會 

友善耕作空間實作 

國立嘉義大學-USR執行團隊 

農產專家學者
進行現地輔導 

重新送檢 

跨域師資 
投入創新課程 
進行學生訓練 

友善耕作產地 
體驗活動辦理 

未通過 

執行範圍農友訪視
及計畫說明 

重新尋找農友 

邀請消費者到
耕作產地進行
活動體驗 

媒合學生與專家學者 
進行產業加值輔導與共創學習課程 

城鄉平台交流活動辦理 

「芝蘭教室」 
友善耕作體系 
整體創新課程 

健康可食友善可遊新農村實踐 

與消費者進行第一線 
接觸，說明栽培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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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產
銷
關
係
昇
華
為
互
信
的
長
期
夥
伴 

農
村
體
驗
及
田
園
特
色
景
觀
營
造 

建
立
農
戶
與
在
地
社
群
的
互
動
機
制 

持
續
推
動
城
鄉
交
流
平
台
活
動 

運
用
農
學
專
業
協
助
友
善
栽
培
推
動 

具
體
行
動 

在
地
連
結 

產
地
體
驗 

支
援
系
統 

嘉義平原區優質友善耕作產業茁壯計畫具體作法 

六、具體策略作法 

致力於新農業農村人才培育及農村景觀環境改善，終極目標達成永續農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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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類 別 執行期間 預定操作內容 

友善
農法
工作
坊 

在地 
連結 

107/04月 
∣ 

108/12月 

「友善生產農法示範園」-食農教育推動基地 

「友善生產環境示範園」-友善耕作實驗基地 

都市農業的理念推行 

友善耕作農戶於在地深耕的永續互動 

支援 
系統 

友善栽培作物檢測(驗) 

培力轉型期農戶穩定生產 

友善栽培專題演講與活動辦理 

產銷 
行動 

媒合認同友善栽培理念的店家或組織 

城鄉交流平台活動持續推動 

產地 
體驗 

都市與農村社區農業地景營造 

友善生產農法示範園研習活動 

食農教育農村體驗活動 

運用106年度已建立的10-15位學生與友善耕作農戶於在地的互動關係 
帶入社區深度陪伴與基礎教育輔導的能量 

六、具體策略作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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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
培
管
理
 

方
向
一
 

友
善
環
境
 

方
向
二
 

計
畫
議
題
 

方
向
三
 

篩選訪視對象，擬定訪視方向，並由本團隊各領域專家學者進行現地訪視輔導 

六、具體策略作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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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翁坤明 

 民雄-呷飽麥 
 友善栽培 
 有機米為主要產業 

B 

羅景聯 

 水上-南和有機農場 
 有機認證 
 五穀雜糧(黃豆、黑豆) 

C 

呂權席 

 水上-寬色果園負責人 
 友善栽培 
 玉女番茄等溫室作物 

D 

魏子宏 

 新港-魏子宏農場 
 友善栽培 
 玉米為主要產業 

E 

吳珮瑜 

 梅山-漁仔果園 
 友善栽培 
 果樹為主，另有香草植物 

平原大宗作物類型代表 

五穀雜糧作物類型代表 

精緻農業作物類型代表 

傳統耕作模式類型代表 

淺山地區耕作類型代表 

六、具體策略作法-106年度建立代表型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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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產地直銷可食平台活動 
結合大豐登團隊進行平台活動試辦 

透過實作體驗活動，讓參與者感受輕鬆做
健康吃，到場的農民與消費者互動後更了
解優質農產品精髓。 

健康簡單的食材 
媒合多位生產者共同行動 

本團隊將持續調查分析尋找適宜店家，媒合舉辦城鄉交流平台活動 

六、具體策略作法(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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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結合友善耕作食識與農識體驗活動 

本計畫辦理活動一場，選定傳馨農場執行，並新增配合
辦理兩場，與呷飽麥合辦稻田野宴、寬色果園(與學生一
起於1月辦理)。 
 

田間生態環境、休耕
期採集、控窯、農村
工藝DIY體驗 

昇華產銷關係為友伴，建立消費者對產地的信心與情感 

六、具體策略作法(續) 



 與本校3五工程規劃結合，實踐未來優質產業發展脈絡 

持續推動「芝蘭教室創新課程」，使學生與產業的發展脈絡得以並行。 

 帶動學生參與在地產業實作，累積專業經驗及產學銜接 
深耕園藝綠色產業為核心，整體操作強調區域及跨域合作。 

 建構平原區友善產業指標模式，將農學專業落實嘉義 
藉由本計畫建構推動友善耕作模式，成為現行農友的參考標竿。 

 使嘉義平原區優質產業發展產生實際貢獻或價值 
依各軸帶狀況推動公共回饋，整體提升農村可食可遊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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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計畫執行效益 

帶動學生參與及認同在地 

對區域發展產生實際貢獻或價值 

友善耕作小農的努力被消費者看見，並建立市場自明性， 

返鄉的務農青年，不僅將農村轉型，更創造社會進步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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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請各位委員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