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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產加工學問大？國產加工食農分享會in 臺北國際食品展》
		

		
		
			2023-06-17未分類rdfeditor					

	

		
		你知道「截切」是全球快速成長的農產加工技術？隨著工作型態轉變，現代人的生活節奏加快，許多家庭的飲食習慣也逐漸改變，即食（ready-to-eat）、即煮（ready-to-cook）等商品型態越來越受消費青睞。例如，便利商店常見的生菜沙拉盒、即食鮮果盒，以及大賣場中已搭配好的生鮮料理包等等。

為展現臺灣冷鏈物流、溫度控制等食品加工的硬實力，2023年臺北國際食品展的臺灣國家館以「農入生活，溫度密碼」為策展主題，共邀請79家優秀業者共襄盛舉。此次，農村發展基金會也積極響應，特別舉辦「國產加工食農分享會」。講座到邀請「阿丹果菜生產合作社」、「東勢區農會」兩家農業團體與現場民眾交流竹筍、水果截切的業務經驗，並特別邀請長期關心綠色餐飲的親職作家 番紅花，分享近年對於國產截切蔬果與冷鏈發展的側面觀察。

番紅花提到，截切加工品 看似樸實、變化不大，但生產過程卻有著相當高門檻需求。為維持蔬果保鮮，從產地到餐桌，維持食材新鮮，冷鏈技術便扮演著相當關鍵的角色。為維持蔬果保鮮，需要嚴格管控溫度變化，從作物 預冷、清洗、滅菌、氣調鎖鮮、冷鏈物流 樣樣都是關鍵，只要一個環節出了差錯，就會直接影響商品品質。而全程冷鏈的導入，可減少運輸損耗，也能保證從採後處理到運輸至消費者手中都能維持最佳品質。

在雲林斗南設廠的阿丹果菜生產合作社，從祖父輩開始就開始耕耘竹筍產業，至今產品外銷至新加坡、澳洲、美國、加拿大，可以說有華人的地方就可以見到阿丹竹筍的身影。

阿丹果菜生產合作社經理阮雅玲提到，吃筍要搶鮮，阿丹有今日的成績，將竹筍做到人人稱讚，背後的祕密便是做好SOP管理，阿丹將竹筍依照外觀、筍形、大小及品質等標準，精細分為1到7級，並善用高溫滅菌、急速冷凍技術，鎖住鮮筍當令的滋味，全部加工程序需在8個小時內完成。

素有 水果之鄉 美譽的臺中山城地區，盛產梨子、柿子及柑橘等水果，東勢區農會推廣部企畫趙志豪表示，疫情後東勢農會看見小家庭、上班族的消費潛力，2020年開始建置截切場域，成立「呷追果」品牌，讓都市消費者出門在外，也能隨時補充營養。

截切場全程維持15度低溫作業環境，一方面減少細菌滋生，還能延長水果保鮮，品項隨季節變化，現今提供中臺灣超商、超市、飯店業者即食鮮果杯、鮮果盒，是目前 ＃全臺唯一 由農會經營的蔬果截切場！

分享會的最後，番紅花也帶來涼筍炊飯、水梨沙拉等私房料裡，並教導民眾夏日食材的基礎搭配與應用，希望在炎炎夏日中，民眾能善用截切蔬果，輕鬆備好餐點，吃起來健康又消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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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產加工學問大？國產加工食農分享會 in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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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迅速變動的消費市場，加上極端氣候的挑戰，除了在蔬果育種、栽培管理等環節下功夫外，近年許多臺灣的農業團體也持續精進農產加工技術，不斷開發出新產品。為讓更多的消費者，理解國產加工的發展與未來趨勢，農村發展基金會與農糧署合作舉辦「#國產加工食農分享會」，提高國產加工品的市場能見度。

農村發展基金會董事長蔡復進提到，由於現代人生活忙碌，外食機會大增，民眾對於餐桌上的食物來源越來越陌生，日常飲食與農業生產的連結日漸斷裂。久而久之，連帶導致消費者對農產加工品產生許多誤解。而2022年《 食農教育法》正式三讀通過，鼓勵社會的每個人關心生活的一日三餐，期盼趁著這個機會，帶領消費者認識更加認識農產加工文化底蘊、轉型創新。

農科院農政中心副主任陳玠廷補充，在臺灣近百年的歷史進程中，臺灣的農產加工總是扮演舉足輕重的關鍵推力，鳳梨、蘆筍、洋菇外銷「三罐王」的年代，農產加工品替臺灣賺取了大量外匯，讓臺灣經濟得以轉型；時至今日，農產加工也不再只是協助農產去化的功能，不同產業也開始跨域合作，創造更多可能性的加工生態系，純樸的加工品再次華麗變身，市面上有出現許多意料不到的零食、機能性產品。

農科院農政中心研究員蘇梅英則分析農產加工的常被忽略的知識，與未來發展趨勢。她提到時下許多日、韓的農產加工品深受臺灣年輕人青睞，那臺灣的農產加工可以怎麼突破？除了產品包裝、行銷外，還得因應社會脈動調整產品型態，才不容易被社會淘汰。蘇梅英舉例，主攻上班族市場的利樂包豆漿是食品大廠過往營收的重點品項，但在疫情期間，廠商觀察到小包裝豆漿出現滯銷，大罐家庭號豆漿異軍突起，營收翻了好幾倍，因此她也提醒加工職人需時時刻刻關注社會趨勢，扎穩馬步，才能面對迎面而來的各式挑戰。

蘇梅英也強調農產加工涉及多門學問，她看到不少小農開始涉足加工，但自身卻沒有正確食農知識，常常道聽塗說、以訛傳訛，期許未來食農教育也應該從生產者做起，才能對整體農產加工行業產生正面影響。

此次分享會也邀請桃園市農會、大甲區農會攜帶自家產品，與消費者分享產品特性，與產品研發的故事。 大甲區農會 總幹事黃瑞祥分享道，大甲是臺灣 #芋頭 第三大的產地，為了增進的芋頭的附加價值，他們從芋頭脆片開始嘗試，至今已有沖泡米粉、芋頭丸、甜甜圈等多樣產品，其中更在截切芋頭的業務上做到登峰造極，至今的合作對象包含晶華酒店、迷客夏、COCO等手搖飲店，帶領大甲芋頭走向全世界。

桃園市農會 推廣部主任林羅生則自嘲，自己原本是加工門外漢，今日卻得日日與農產加工為伍。桃園市農會深耕有機 #截切蔬菜 數年，供應臺北、新北與桃園三直轄市的學生團膳。看準市場對健康食品的需求，自2021年開始跨足更深度的加工領域，並善用蔬菜截切的基礎，成功開發出 野菜青汁、即食白粥 與 薑紅茶茶包，期許自家產品可以讓消費者「不費粥章」就能擁有「即薑更好」的「蔬釋人生」。

農村發展基金會將持續探訪各地的優秀農業團體，將第一線的作物加工特色、故事帶給消費者，後續也會舉辦更多場次的「國產加工食農分享會」，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持續關注農村發展基金會的粉絲專頁，會收到最即時的消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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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產加工不藏私-給加工者的入門筆記】電子版上線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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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農產加工行列是很多農友想要增加商品價值，創新轉型的重要管道。但農產加工有許多專業知識，許多農友常常頭都洗下去了，才發現很多環節需要一一突破。除了基礎的加工技術需持續精進，實務面上尚有食安法規、產品標示、場域規範等挑戰需一一克服。

本書內容收錄臺灣常見農產品加工時需注意的事項，以及合格加工場域、 食安法規的介紹，並搭配9個臺灣的優秀案例，可作為未來制訂經營策略時的參照。 建議有心投入農產加工的農友在閱讀此書之前，可以翻開書中的自評表，進行自我評估、審視營運狀況，並根據自評表的建議，針對自己還比較不夠純熟的部分，循序漸進地充實自我！

• 電子書連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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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禽產品清真認證與馬來西亞市場研討會」

■活動時間：110年12月10日(五)上午9:30~下午3:30

■活動地點：以線上視訊Googlemeet方式舉行，報名成功會寄發確認信並提供會議網址。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H8kf7we3crRfm1h1A

報名時間為即日起至2021年11月30日，因會議室名額有限，敬請盡速報名，額滿即報名截止。

■參與對象：對於清真認證與馬來西亞市場有興趣的青年農民或相關業者、學生

■指導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處、馬來西亞青年農民合作社

■協辦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科技農業學士學位學程

■活動說明：

清真認證市場已經是全球重要的市場之一，配合政府所提出的「新南向政策」，強化我國農禽畜產競爭力，與新南向重點國家交流與合作，今年度「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馬來西亞青年農民合作社」作為主要合作單位，共同主辦「農禽產品清真認證與馬來西亞市場研討會」，推動農禽產品在清真認證市場的競爭力，協助了解馬來西亞市場與穆斯林文化，以產官學共同分享經驗、策略模式，拓展我國農產在清真認證市場的競爭力。

雖然國內疫情有所趨緩，但在各方考量下，仍以線上會議論壇方式進行，感謝行政院農委會的支持，與擔任本此論壇之講師的各產官學單位貴賓，讓本次論壇順利進行，歡迎登入報名共同參與學習與交流，給予我們指教與支持鼓勵，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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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馬青年農民發展農村經驗雙邊論壇」




■活動時間：110年9月24日(五)上午9:00~下午3:20

■活動地點：

以線上視訊Googlemeet方式舉行，報名成功會寄發確認信並提供會議網址

■報名連結:

報名時間為即日起至2021年9月20日止

https://reurl.cc/Q6nZl0

因會議室名額有限，敬請盡速報名，額滿即報名截止!

■參與對象:

台灣及馬來西亞從事農業工作之青年農民






■指導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馬來西亞農業與食品工業部

■主辦單位:

#馬來西亞青年農民合作社

#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科技農業學士學位學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推廣教育處






■活動說明:

為配合政府所提出的「新南向政策」，強化我國與新南向重點國家的國際農業和農村發展交流與合作，今年度「馬來西亞青年農民合作社」、「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作為主要合作單位，共同主辦「台馬青年農民發展農村經驗雙邊論壇」，推動台灣及馬來西亞雙邊在農業與農村事務上的交流合作，協助兩國青年農民提升農業技術，以產官學共同分享雙方的發展行動經驗、策略模式和解決方案，從中研擬長期合作互動的模式。進而達成「協助培養農業產業人才，促進農業技術合作及鞏固國際情誼」之農業外交效益。




在世界各國一片疫情肆虐之時，無法以實體論壇或研討會方式進行，但仍以線上會議論壇方式進行，感謝行政院農委會的支持，與擔任本此論壇之講師的各產官學單位貴賓，讓本次論壇順利進行，歡迎登入報名共同參與學習與交流，給予指教與支持鼓勵，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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