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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發展基金會補助計畫 105年度結案報告 
 

全 程 計 畫 101年 1月 1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 

本年度計畫 105年 1月 1日至 105年 12月 31日 

 
(計畫編號：105-RDF-05) 

計畫報告人：李鴻圖（理事長） 

一.摘要 
(一) 教學基地轉為中繼培育基地，有機耕作示範區持續維護。 

(二) 有機農業生態村建構模式持續推廣至新竹原民部落~五峰尖石鄉。 
(三) 實施促進原鄉有機農業中繼培訓課程。 
(四) 啟動原鄉有機驗證輔導平台，生態原鄉有機農業促進服務平台正式啟動。  
(五) 辦理 2016蓪草嘉年華會暨守護山林大地原鄉農業文化研討會。 

(六) 宣布 1119為蓪草日 
 
二.目標及重點 (條列敘述) 

(一) 有機農業生態村系統持續建構，教學基地傳為中繼培育基地、有機耕作示範區持續

維護。 

(二) 彙集花園村經驗，「部落有機農業人才暨輔導團培育」計畫完成，將有機農業生態

村建構模式推廣至新竹原民部落~五峰尖石鄉，實際進入有機栽種。 

(三) 啟動原鄉有機驗證輔導平台。 

 
三. 參加人員(姓名,原服務單位職稱及電話) 

(一) 機關名稱：台灣樂活有機農業協會 

(二) 計畫主持人： 李鴻圖（理事長） 

(三) 計畫執行機關、執行人及計畫主辦人：  

 

計畫執行機關 執行人 執行人職稱 
計畫 

主辦人 

計畫 

主辦人職稱 
電  話 

台灣樂活有機農業協會 李鴻圖 理事長 林彥儒 專案經理 (02)28940115 

 
四. 行程、會晤人士及職稱 (詳如附件一) 

(一)0101 部落有機農業人才暨輔導團培訓計畫開課 

(二)0224 教學基地水源頭環境整理 

(三)0302 生態灌溉系統作業啟動 

(四)0308 到被遺忘的部落「樂野部落」演講並交流 

(五)0412 訪農糧署了解部落有機農業組織與驗證事宜 

(六)0520 接洽國立成功大學先進動力系統研究中心綠色產品驗證部門主任稽核員瞭解集

團驗證事宜 

(七)0529 參加 2016有機農業與永續管理國際研討會 

(八)0615 台北龍門扶輪社與泰國巴吞旺扶輪社參訪花園村 

(九)0715 農糧署黃仲杰先生視察來訪，談友善環境農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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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0725 訪談五峰鄉特用作物產銷班班長林汝梅先生，以及大隘蔬菜產銷班班長趙山富

先生，納入集團有機驗證意見 

(十一)0805 促進原鄉有機農業中繼培訓計畫-系列課程開始 

(十二)0815 生態原鄉有機農業促進服務平台-系列課程開始 

(十三)1119 蓪草嘉年華會及守護山林大地原鄉農業文化研討會 

(十四)1123 原鄉有機農場及自然農法農場參訪 

 

五. 計畫執行紀要 
(一) 教學基地轉為中繼培育基地、有機耕作示範區持續維護 

有機農業生態村系統持續建構，教學基地轉為中繼培育基地、有機耕作示範區持續

維護，完成建置育苗室、生態灌溉系統、堆肥場等示範設施，持續建構有機農業生

態村系統。並將永續農業教學基地轉作為有機農法學習實作場域，由部落原住民及

「部落有機農業人才暨輔導團培育」課程結業之學員，完成實地翻耕、播種、照護、

採收及紀錄、紮實有機農法的精神與技術，並且設置「教育中心」提供會議、諮詢

及食宿空間，減輕學員生活機能不便之憂。 

 

(二) 有機農業生態村建構模式持續推廣至新竹原民部落~五峰尖石鄉。 

彙集花園村經驗，「部落有機農業人才暨輔導團培育」計畫完成，將有機農業生態

村建構模式推廣至新竹原民部落~五峰尖石鄉，實際進入有機栽種，投入部落原鄉農

耕約略面積有五峰鄉林光恆先生等 8 位農友，農耕面積約 28.5 公頃；尖石鄉徐榮偉

先生等 3位農友，農耕面積約 7公頃和橫山鄉張庭嘉先生的 2.6分地等。 

 

(三) 實施促進原鄉有機農業中繼培訓計畫 

全課程時數 64小時，約有 100 多人次參與培訓課程，學員獲益良多，有原生旱稻與

原生綠豆之間作實務、原鄉段木香菇教學-從段木到餐桌、部落留種與育苗之作業管

理和原鄉農作物採收後處理與產地物流…等課程 

 

(四) 啟動原鄉有機驗證輔導平台，生態原鄉有機農業促進服務平台正式啟動。 

有機驗證相關課程，全課程時數 31小時於 11月 19 日辦理完成。透過有機驗證相關

專家授課，辦理原鄉部落有機驗證實務課程，授課內容有台灣良好農業規範、有機

農產品驗證法規和稽核原則原理與稽核文件程序、報告及說明，讓原鄉居民了解有

機驗證標準流程，同時指導發展集團驗證相關事宜，以降低驗證成本。 

 

(五) 辦理 2016蓪草嘉年華會暨守護山林大地原鄉農業文化研討會。 

於 11 月 19日辦理「守護山林大地原鄉農業文化研討會」並宣布 1119為蓪草日，促

進原鄉傳統文化與有機農業共存共榮。邀請產官學界共同參與研討會，做專題演講

及專題研討，如原住民族委員會汪副主任委員以「原住民知識的當代價值~以曾文溪

河川治理為例」做專題演講；綠生農場瓦歷斯.貝林先生的「發展部落產業我見」等，

報告具體關鍵研討議題與建言，並做廣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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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重要心得 
截止 2016年 12月底，參與計畫學員共有 9處（五峰鄉有六處、尖石鄉兩處、橫山

一處）投入生物性多樣性守護山林大地的原鄉文化農業方式耕作，持有面積約 35公頃，

我們深信，振興部落紮根農業，部落青年返鄉首要自食填飽肚腹，不可漫漫長夜空唱飢

腸轆轆，根深既實，落實生產，順暢行銷，興之文化，以內涵綿延，未來興榮得以為繼！ 

 

七. 評析及建議 

我們要持續努力仍需相關單位支持 

在原鄉駐點五年，我們主力推動一個重要觀念~從生物多樣性生態面著手的原住民

農耕文化與自然生活智慧，是守護山林環境永續的重要知識，但長期以來被忽略，農政

單位目前對原鄉有機農業的策略面與執行面還有待加強，原鄉農耕文化與生活智慧系統

建立是一條長遠的道路，輔導生產、協助驗證都只是前端作業手段，投入耕作者持有土

地面積大，但往往可耕地佔比低，人力投入高，單一物流配送成本高，在地行銷卻地廣

人稀，推廣觀光休閒卻讓原鄉於假日時節人車擁擠，需要努力解決之處很多，解決的重

點是經濟，是耕作後的直接收入，我們認為，讓原鄉的農作物走入都會人的生活，要比

讓都會人走入原鄉，對於原鄉有機農業經濟提升要更為有效，整合都會消費端以帶動生

產端，透過整合平台發展「產消系統」，讓產地與消費者產生良性循環系統，而非侷限

於「產銷」思考，才是可突破的關鍵！ 

 
八. 結語 

推動幸福花園生態村發展，一切努力朝向成為一個生態經濟示範系統，以傳承原鄉

智慧，傳動幸福。以有機農業為發展基礎，落實生態維護，守護山林，如今邁入第五年，

以花園村為培育實作基地，讓花園村成為一個示範系統教育基地。 隨著計劃觸角拓展，

幸福花園生態村推動工作漸受各方肯定，獲得國際扶輪體系及各界支持，第一季舉辦「部

落有機農業人才暨輔導團培育計畫」，培育部落有機栽種人才及推動原鄉生活智慧農法

的種子，今年邁入第二階段有機驗證駐點服務，進行五峰試點計畫，希望明年能進入輔

導友善耕作、自然農法、集團有機驗證相關實務面，並成立在地有機農產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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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經費使用表（支出明細詳如附件八） 
 

台灣樂活有機農業協會 

農村發展基金會-預算使用表 

1050101-1051231 

主項目 預算 支出 餘額 說明 

租金 36,000  43,170  -7,170  事務機器、活動場地、教育中心等。 

酬金 47,840  48,802  -962  教學基地工事、教學基地管理照護。    

物品 20,000  20,405  -405  
實施計畫所需使用之消耗或非消耗品購置
等費用。 

雜支 13,160  13,259  -99  

郵電費、文具、保險費、會場佈置、紙張、
影印費、印表機耗材、電腦周邊器材、專
家及工作人員膳雜費等雜項費用。 

行政管理費 9,000  9,000 0  執行各項業務所需之行政管理費用 

燃料費 24,000  24,153  -153  出差往返計畫地點所耗燃料 

總計 150,000  158,789  -8,789    

 

十. 附件(資料與圖片,並檢附電子檔) 

(一) 計畫推動行事曆 

(二) 育苗室施作作業手冊 

(三) 生態建置作業手冊 

(四) 部落有機農業輔導團培育計畫-課程加照片 

(五) 促進原鄉有機農業中繼培訓計畫課程加照片（光碟） 

(六) 生態原鄉有機農業促進服務平台課程加照片（光碟） 

(七) 2016蓪草嘉年華會暨守護山林大地原鄉農業文化研討會-與談人簡報、活動照片（光碟） 

(八) 2016蓪草嘉年華會暨守護山林大地原鄉農業文化研討會 DM 摺頁 

(九) 經費支出明細表 

(十) 計畫結束會計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