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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自民國71年起即高居國人十大死因之首位，在所有癌
症中有60∼70%是可預防的，其中高達30∼40%是可靠長期飲
食調整、運動及減輕體重等方法來達到預防效果。因此，蔬果
飲食防癌已成世界趨勢，惟據衛生署之營養調查發現，目前國
人不分年齡，對蔬菜水果攝取均有不足的現象。
蔬果富含維生素、礦物質及各式營養素，若一天能進食

400公克蔬果，可有效降低4至5成罹癌率。為提高民眾蔬果攝
食量及達到防癌效果，苗栗縣是第一個與台灣癌症基金會合作
推動「蔬果579飲食防癌計畫」的縣市。
「蔬果579」是指兒童每天攝食3份蔬菜、2份水果；女性4

份蔬菜、3份水果；男性5份蔬菜、4份水果，每份100公克，依
彩虹原則均衡攝食紅、橙、白、綠、藍及紫等各色蔬果並平均
分配到各餐及餐與餐之間。有鑑於「預防勝於治療」，若現在
就從平日飲食習慣著手攝取足量、多樣的蔬果，可降低及減少
癌症的發生。該計畫是以農會家政班或農會工作人員為種子人
員與各鄉鎮市衛生所合作，共同辦理社區民眾衛生教育，自助
餐業者、醫院及餐飲相關公會配合宣導。此外，為促進民眾對
蔬果飲食防癌的認識，並能選擇健康的食材，烹煮出色香味美
的食物，將擇期辦理烹調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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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陳主委視察苗栗縣豪雨災情 
核定專案補助瓜農

文/編輯室

本場侯場長鳳舞陪同農委會陳主任委員
武雄至後龍勘查豪雨造成之西瓜、香瓜
災情。(圖片由林惠虹技佐提供)

▼

本場侯場長鳳舞及主管陪同農委會陳主任委員武雄
   參觀本場臺灣蠶蜂昆蟲教育園區

(圖片由苗栗縣衛生局提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主任委員武雄對於6月中旬陸續降下豪

雨造成全國各地農業災情深表關切，尤其苗栗後龍地區西瓜、香

瓜二項作物受害損失情形嚴重，特於6月17日下午親赴該地區實

地勘查農業災情。陳主委對即將收穫，或正在收穫中瓜果，受到

豪雨影響所造成瓜農慘重損失，相當難過，特別指示農委會農糧

署及本場，協調苗栗縣政府及相關機關辦理豪雨災害救助工作，

目前農委會已核定苗栗縣辦理西瓜及香瓜之現金專案補助，每公

頃補助3萬元整，請農友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相關作業

程序規定向地方公所申請受理。

陳主任委員於勘災後亦先後至苗栗縣農會及本場聽取業務簡

報，以了解對農民之服務情形，並對本場蠶蜂、生物防治、稻田

彩繪及臺灣蠶蜂昆蟲教育園區等重點業務甚為關切，指示眼光應

遠大，並結合文化與科技，期能於不久的將來，有豐碩的成果。

台灣農業在產、官、學的共同努力下，不論是
品種改良、栽培技術、生產管理、肥料使用、病蟲
害防治⋯等成就，已是舉世聞名。但在高度追求產
量和品質的因素下，過度使用化學肥料、農藥，加
上工業及居家廢水的污染，造成台灣農地土壤的劣
質化，農產品的安全性也因而受到質疑，本班就是
在這種省思中誕生的。
苑裡鎮稻米產銷班第四班又名山水有機米產銷

班，成立於1997年，種植面積從開始的4.2公頃到
今天的100多公頃，一路走來備極艱辛，但在班員
的共同努力下，於2007年獲得全國十大經典農業
產銷班的殊榮。
有機農業「生產」可以概分為兩個階段：一是

「農民生產階段」，另一為「後續生產階段」（如
碾米廠的烘乾、儲存、碾製、包裝，一直到行銷販
售到消費者手上），整個生產過程經歷各種限制與
挑戰。以下是本班成立11年來累積的經驗及在生
產層面所遭遇的問題、因應方式與大家分享。
本班生產地區集中在苑裡沖積扇平原的水源頭

地區，引用雪山山脈無污染的大安溪水灌溉，而毗
鄰的火炎山位於台灣南北氣
候的分界線，日照充足，日
夜溫差大，地形落差明顯、
排水良好，這些都是適合有
機生產的有利條件。
而農民從事有機生產種

植意願及理念很重要，但理
念無法讓農民吃飽，除了
讓農民認同有機種植理念之
外，當前的台灣有機農業環

境，是否提供了相對應的經濟誘因？農民習慣施用
化肥、農藥的慣行農法，一旦改為有機生產，對於
收成之經濟效益必須加以考量，農民的收入獲得保
障才能提高生產意願。
本班稻米因有廠商收購，故可提供下列各項措

施來提昇班員有機栽培的意願：
1.優惠的稻穀保證價格及最低產量的保證，使農民
不必擔心欠收及價差的問題。
2.舉辦在地農民學堂，邀請專家學者對栽培技術、
生產知識⋯等，透過專家演講、示範、觀摩、討
論，以提昇班員栽培水準。
3.有機肥料之調配，提供米糠、粗糠等之原料，降
低班員生產成本。
4.灌輸班員對有機的認知及環保理念，由觀念帶動
耕作，讓有機成為生產者的生活習慣。
污染物的累積是有機農業生產的致命傷，但當

今法規工業廢水排放標準比有機農業規範的灌溉水
標準寬鬆，使得有機發展的腳步抵不過土地遭受污
染的速度。有機農業生產專區的保留和保護，端賴
農民是不夠的，政府在訂定政策制度時不能讓因工
業的發展而犧牲農業的生存，所以分區管理是刻不
容緩的工作。對於土地優沃的農地應優先保留作為
有機農業發展專區，避免污染產業的涉入。
為保持有機米生鮮、安全品質及純度，稻穀從

田間收割到碾成白米全程不落地，須另設有機米專
用烘乾機、冷藏儲存設備、碾米設備，獨立加工、
包裝及存放。 
而在行銷推廣上，因行銷推廣與生產是密不可

分的，沒有「銷」，就沒有相對的「產」。本班是
以合鴨與稻共棲方式栽種有機米，所生產的稻米取
名為「鴨間稻」販售，並以品質、信用、安全的理
念與實績作為行銷的基礎，獲得消費者的肯定。

圖/鍾國雄   文/苗栗縣苑裡鎮稻米產銷班第四班班長 葉淑蕙   

建構健全的有機生產條件

該產銷班以合鴨與稻共棲方式栽種有
機米，所產稻米取名「鴨間稻」販
售。

該產銷班為推廣有機理念，辦理各式
環境教育，讓民眾透過體驗活動了解
環境對有機生產的重要。

山水有機米產銷班生產地區之灌溉水是引用無污染
的雪山山脈水源，此為有機農業生產的有利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