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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從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

(簡稱國土綠網 )計畫中，高風險生態與
環境系統之保育，以及營造友善、融入社

區文化與參與之社會 -生態 -生產地景及
海景的計畫目標著手，針對國土綠網計

畫，特成立「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國土生態

保育綠色網絡工作圈」，由場長擔任圈長，

整合場內各單位分工合作，劃分山區、淺

山、平原、海岸共四個工作圈來執行計畫。

在「山區工作圈」選定南投縣仁愛鄉原鄉

部落 (萬豐、松林及武界等 )，基於在地
產業與部落族人意願下，導入及建立對環

境及生態有益之農業技術，建立具部落特

色之產業文化，目標在兼顧部落族人收益

的同時，亦能促進在地產業升級，並維持

部落環境及生態之永續發展。「淺山工作

圈」期望在臺中市豐原區等淺山果樹栽培

區域導入對環境、生態有益之農業病蟲害

與栽培技術，以及綜合管理模式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維持原來生產亦
減少化學農藥使用量，達成化學農藥減量

之政策目標。在「平原工作圈」調查場區

周遭的生物資源及棲地，勾勒平原區的生

態指標，同時營造平原區生物多樣性棲

地，作為示範及教育推廣的基礎，並評估

作物有機或友善耕作的栽培模式，展現科

研成果及應用技術。而「海岸工作圈」則

串聯彰化縣海岸區綠色旅遊與行銷輔導，

朝建立以農業生產、生態、社區人文、青

農友善田區等元素為主軸之綠色旅遊推

動方向。為呈現並分享國土綠網推動經

驗，特於 110年 9月 14日至 15日由本場

本場國土綠網計畫之執行概況與 
推動成果
文圖 /于逸知、沈原民

  本場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工作圈會議情形   配合國土生態綠網發展中部地方特色農業研討會與
會人員於線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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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林務局、中興大學農資學院合辦「配合

國土生態綠網發展中部地方特色農業研討

會」，誠如會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駿季

副主任委員致詞所示：「國土生態綠網不

110年 1月 11日本場有機栽培園區揭牌

僅是從保育的角度出發，更重要的是實踐

農業生態多功能價值，與自然和諧共生的

目標」。在因應氣候變遷與面對氣候嚴峻

的情況下，更顯得國土綠網的推動價值，

而各試驗改良場所的執行經驗、互動及交

流，可作為第二期國土綠網計畫之參考，

另在有限的時間與經費下，如何選擇最具

代表性的主軸執行，並將執行成果透過跨

域整合而擴散，為未來持續努力的目標。

期待在國土綠網的計畫架構下，同時推動

地方特色農業，希望人與自然和諧共存，

讓友善的生態環境與地方特色農業能夠共

榮發展。

  於南投縣仁愛鄉中原部落果樹友善綜合管理講習會中，
說明友善農業生物防治技術

  有機獼猴桃栽培說明會，由研究人員介紹獼猴桃病蟲害
管理技術

  淺山柑桔栽培區東方果實蠅調查與綜合管理輔導
  地膚為彰化縣福興鄉特色作物，用以生產製成掃帚

台中區農業專訊第116期.indd   2台中區農業專訊第116期.indd   2 2022/4/1   上午 10:42:172022/4/1   上午 10:4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