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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霧草根性技術創新經驗發表會 

李賢德 

農業機構辦理農民講習會或訓練班，其講習師資多聘請專家學者或專業研究人員來擔任，但是講習

效果總是不大顯著。原因在於從事實務性農業經營管理工作的農民，與從事專業性農業試驗研究工作的

研究人員之工作性質、背景與環境，並不相同。農民所面對的是現場的操作、產量品質的改進與經營利

潤的提高，是偏重實務性的課題；但是研究人員所重視者則是研究試驗的設計、資料蒐集與理論結果的

驗證，是偏重抽象性之思維架構。所以，講習會結束後，講師總覺得意猶未盡，課程內容好像還沒有講

完；反觀農民，可能覺得講習內容有點隔靴搔癢，與農場之實際情境差距甚大。如此，講師（專家）與

農民的交集不夠大，講習會效果就不高，這也是講習會活動常常不能吸引大量農民來參加的主要原因。

解決之道，在於拉近講師與農民之間的距離，如果講師也是農民，兩者交集就大，但問題是如何培育農

民成為夠份量的講師，這就是發展草根性創新技術策略之宗旨，亦即發展「農民指導農民」之推廣方法。 

採用「草根性技術創新」推廣方法的前提有二： 

1. 高利潤產業：產業經濟利潤高，經營的誘因大，農民為了追求高利潤，就會千方百計想出達到目的之

各種可能方法。例如蓮霧果樹是高經濟作物，因而成就了蓮霧栽培管理技術之提昇，其中以產期調節的

研發最為成功，堪稱是綠色農業革命。 

2. 農民講師水準要高：包括不藏私、敬業樂群、專業性知識、專業果農、與農民的人際關係不錯...等，

並需再加以培育。 

本場發展蓮霧產業「草根性技術創新」之推廣方法的步驟如下﹕ 

1. 甄選優秀農民：先與主要生產蓮霧的基層農會之農業推廣人員建立共識，主觀邀請地方上栽培管理技

術傑出的農民，由主辦人員設計問卷加以調查，再就問卷統計資料結果，再與農會共同篩選傑出高屏

地區蓮霧果農41位。 

2. 組織蓮霧草根性技術創新班(簡稱蓮霧草根班)﹕就甄選之優秀果農加以組織成草根性技術創新班，並

加強栽培技術與經營管理之觀念性之理論課程，聘請學有專長之教授專家學者授課，藉由觀念的啟發，

加強其本人原有之實務性操作技術的連結，以印證實務之合理性，並誘引草根性創新技術之產生。 

3. 舉辦草根性創新經驗發表會：訓練草根班農民目的，除了增強其研發創新的能力外，最重要的是如何



成為農民的最佳老師。故先請每位草根班農民各自選擇其本人最有心得與最有興趣的題目，再予以分

四組﹕枝梢管理組、營養管理組、花期調節組與有機栽培暨降低生產成本組，各組均聘請一位專家或

教授指導，經過4個月密集式指導與討論，最後由15位最傑出果農代表，撰寫報告，並上台發表(86年6

月11日)。參與本次發表會之農民雖經限制，仍達200人以上，反應非常熱烈。 

4. 組織蓮霧草根性服務團下鄉指導：本草根性創新技術之推廣方法與舊昔以「專家學者為指導核心」之

推廣方法不同，而改採以「傑出農民為核心」的推廣策略，利用農民去支援農民，是以農民為主體之

最新推廣方法，讓草根性創新技術深入民間，並可反向支援學術研究工作之推動，讓民間之草根性創

新技術進入學術殿堂，進而發揚民間的草根性創新技術，將可加速促進產業之發展。 

農業推廣教育訓練 

林勇信 

本場辦理教育訓練的對象，主要區分農民與推廣人員二種。農民訓練部分包括農村青年專業訓練與

農業產銷班幹部訓練，推廣人員訓練部分則包括農事推廣人員與家政推廣人員。 

1. 農村青年專業訓練： 

本訓練係藉由農業專業訓練，灌輸農村青年最新的生產技術與經營管理技術，建立受訓學員對農

業的信心與興趣，並提昇生產技術與經營效率，以達到培育農村接班人的目的。 

參加對象為從事農業之農村青年或農學院校畢業生，年齡18足歲～40足歲之農漁村青年，每年7

月1日～8月31日向當地農漁會推廣股報名，經轉送省農漁會彙整後，於當年9月再經本場甄選出符合

受訓規定之對象。由於報名人數踴躍，今年度增加開班，計開辦花卉班兩班、果樹班三班。本年度，

開辦之訓練班如下﹕ 

(1) 常綠果樹栽培班﹕三期，每期一班，每班二週，課程包括蓮霧、芒果、棗子 、番石榴、楊桃、荔

枝、木瓜等七種常綠果樹，講習內容以栽培技術為主，經營管理為輔；授課以試驗改良場、所、

大專農學院校之研究人員為主要講師，並安排傑出農友發表產銷經驗談及現場實地研習參觀。 

(2) 花卉栽培管理班﹕二期，每期一班，每班一週，講習重點在栽培技術，包括火鶴花、薑科植物、

棕櫚科植物、夜來香、唐菖蒲、蘭花等花卉作物，並輔以行銷通路課程與產業觀摩。 

2. 農業產銷班幹部訓練： 

農業產銷班是農民基層的營運組織，亦是政府辦理農業推廣工作的重點，為提高整合後之農業產

銷班幹部領導能力，以帶動其班員，並建立共識，提昇各產銷班經營模式績效，俾成為農業產銷班之

主力。 

(一) 本年度辦理農業產銷班基礎班四班﹔蔬菜、花卉、棗子及番石榴、蓮霧及芒果班等四班，每班50

名，計200名幹部接受訓練。 

(二) 降低生產成本基礎班﹔果樹產銷基礎班、花卉產銷基礎班2班，每班50名，計100名幹部參訓。 

(三) 農業產銷班進階班六班﹔蔬菜、花卉、棗子、番石榴、蓮霧、芒果等班，每班50名，計300名幹

部參訓。 



3. 農業推廣人力培育及訓練﹕ 

本訓練主要是促使農業推廣人員新技術的獲得及舊技術的更新，以提高辦理農業推廣工作的士氣

與效率。 

本年度辦理二天期提昇農業推廣人員工作輔導能力班三班，分別召集本場轄內基層農會之農事指

導員、家政指導員參訓。訓練課程在農事方面﹕以產銷政策、農業科技新知、產銷班輔導及轄區內農

業特色為重點。家政方面﹔則以提昇農村生活品質、婦女營農能力及區內農業特色為主。 

農業推廣教育訓練 

項         目 日     期 日數
調訓

人數 
報到

人數 
報到率

(%) 
1.常綠果樹栽培班(第一期) 86.03.10～86.03.22 二週 30 39 130 
  常綠果樹栽培班(第二期) 86.04.07～86.04.19 二週 30 32 106 
  常綠果樹栽培班(第三期) 86.05.05～86.05.17 二週 30 34 113 
2.高屏地區花卉栽培班(第一期)   85.12.09～85.12.14 一週 30 37 123 

高屏地區花卉栽培班(第二期) 85.12.16～85.12.21 一週 30 38 126 
3.提昇農事推廣人員工作輔導能力班（一）86.04.29～86.04.30 2天 45 35 77 

提昇農事推廣人員工作輔導能力班（二） 86.05.29～85.05.30 2天 38 36 95 
提昇家政推廣人員工作輔導能力班 86.05.27～86.05.28 2天 34 34 100 

高雄區農村婦女營養保健輔導成效之研究 

曾玉惠 

本研究以高屏澎三縣之362名農村婦女為輔導對象，輔導前抽血檢驗其尿酸、空腹血糖、膽固醇、三

酸甘油脂等各項數值，並量血壓及體重。經由營養保健研習之輔導，改變其飲食行為及生活習性，於四

個月後再做一次體檢，比較輔導前後體檢生化檢驗值，以了解健康改善率。結果如下： 
輔導前與輔導後體檢不正常人數比較表 

項   目 輔 導 前 
（人數/百分比）

輔 導 後
（人數/百分比）

改 善 率 
（人數/百分比） 

尿   酸 69(19.1) 37(10.2) 32(8.8) 
空 腹 血 糖 52(14.4) 30(8.3) 22(6.1) 
膽 固 醇 80(22.1) 45(12.4) 35(9.7) 
三酸甘油脂 62(17.1) 44(12.2) 18(5.0) 
血   壓 76(21.0) 41(11.3) 35(9.7) 
體   重 145(40.1) 103(28.5) 42(11.6) 

由於輔導對象多為平日忙於農務的營農婦女，較少機會接觸營養保健資訊，所以，雖然多數人認為

很關心自己的建康，但是卻不知保建之道，所以體檢結果讓不少人「嚇了一跳」，也開始重視正確的養

生作息及均衡飲食。重患者除了服用醫師給予的藥物之外，與輕患者一樣採取「飲食療法」與「運動」

同時並進。 

輔導過程發現健康的改善與「耐心」有極大的關係，能「持之以恒」者，即有相當程度的改善。完



全沒改善者確實是恒心不足或不夠用心或缺乏運動或是其他因素（如服用其他藥物、未經醫生指示之健

康食品….等）。 

經由營養保健之輔導，可明顯改善健康情況，尤其是「減重」成效特別凸出。以飲食控制配合運動，

雙管齊下，確實是改善慢性病及維持理想體重的最佳良方。 

農漁村生活改善工作 

曾玉惠 

(1) 輔導及協助高屏澎三縣農、漁會及鄉公所辦理家政推廣教育，計98次。 

(2) 農漁村高齡者生活改善： 

本場輔導30個農漁會辦理「高齡者生活改善」、「營養保健」、「提昇營農婦女能力」及「設置家政

班場所」等工作，計輔導辦理38個示範班，受益人數超過1,200人，並輔導3個農會設置「家政教室」。

針對農漁村之高齡者，指導生活調適、營養保健、意外事件之預防及慢性病防治等知識並提供才藝傳

承等多項兼具休閒與文化之活動資訊，以促進高齡者之生活改善，期使高齡者成為健康快樂的銀髮

族。尤其鼓勵體檢，可由檢驗報告得知健康情況，對症改善，促進健康，極受高齡者之重視與認同。

營養保健工作則以患有一種以上慢性病之婦女為主要教育對象，指導均衡營養、疾病飲食與保健等有

關知識及膳食調理技巧，藉飲食療法改善健康情況，促進全家人之健康。提昇營農婦女能力則以強化

營農婦女之農業知識、技術與持家之能力為主，使其能兼顧農業經營與家庭管理。「家政教室之設置」

主要是提供家政班員活動場所及置放各項資料，屬於家政班員共同的「家」，由「家」的建立，健全

班組織及活動。 

(3) 農、漁村文化發展計畫： 

輔導及協助轄區內三個鄉鎮辦理「農、漁村產業文化研習班」，並協助辦理文化季活動及成果展示活

動。農漁民產業文化研習以文化傳承為研習目的，藉由專家及年長者傳授即將失傳或少見之傳統技

藝。文化季活動則配合廟會、節慶或農特產展售活動展示教育成果，希藉此活動喚起國人重視傳統技

藝與薪傳之責，並使農、漁村民眾自我覺醒，凝據社區意識，共同建立地方特色並發揚光大。 

(4) 家政實驗及示範教育： 

輔導轄區內農、漁、山村婦女各項生活應用工作，包括食、衣、住、行、育、樂及強化家庭功能、生

活調適等，年計四十五次。辦理兩次基層家政人員專業訓練及一次工作研討會，以增進家政推廣人員

之知識與技能，而利於工作之推行。 

(5) 編印家政推廣教材 

高雄區鄉土蔬菜第五集－稜角絲瓜三仟本及洋蔥食用法講義、高屏地區農特產無油調理講義各一仟五

百份。 

(6) 辦理豬肉、洋蔥烹藝交流及促銷品嚐活動 

本場於86年6月3日辦理「豬肉、洋蔥烹藝交流及促銷品嚐會」，會中展示豬肉、洋蔥美食60道，並有

32組(64人)參加傳統灌香腸技藝示範，會後並提供10道洋蔥、豬肉餐點供大會來賓品嚐，此項活動計

有五百多人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