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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計畫執行成果： 
一、 辦理「111 年食農教育宣導人員基礎培訓課程初階班」1 場次，結訓學

員 67 人。 
二、 辦理「111 年食農教育推廣計畫–實地輔導訪視作業」5 場次，以協助申

請單位執行相關計畫。 
三、 編撰「國產農漁畜產品教材」秋葵、可可 2 款。 
四、 辦理「原鄉風味創意便當食譜徵件競賽」1 場次，出版「原味料理食譜」

1 本。 
五、 輔導轄區國民小學執行農糧署「111 年度推動食米學園計畫」，於南區分

署辦理之公開評鑑初評作業，轄內屏東縣三地門鄉口社國小、車城鄉車

城國小分別為 2、3 名。 

111 年度高雄區實耕者從農工作認定作業計畫 
吳倩芳、王裕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因應農地所有權與農業經營權逐漸分離的農業經營

現況，又考量農民健康保險係屬「職域性」社會保險，所保障的對象應為實

際從事農業工作且以農業維繫生計者，故進行調整農保加保資格。為使實際

耕作者得申請參加農保，農委會針對無法取得書面租賃契約，而以口頭約定

方式使用他人農地的實際耕作者，配合修正「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

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並於 2018 年 2 月 12 日特訂定「實際

耕作者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認定作業要點」，據以辦理相關輔導事宜。 

本場 2022 年共辦理 19 場次政策宣導/說明會(參加人次 1,063 人)，受理

292 人次諮詢，28 件農民申請從事農業生產工作事實證明案，其中符合現地

勘查共 26 件，故辦理 15 次現地勘查，8 次審查會，共核發實際耕作證明 26

件，申請者平均年齡 46.1 歲。申請總案件樣態分析，申請資格條件－土地經

營規模達認定基準申請案 21 件(75%)，全年銷售額 25 萬元以上 4 件(14.3%)，

生產資材達 15 萬元以上 3 件(10.7%)。2022 年 28 件申請案件中，45 歲(含)

以下青年農民申請件數計 14 件，取得從農工作證明 13 件，以從農工作證明

參加農保計有 22 人。(待補河川公地及軍退) 

高屏地區療育場域營造及教案活動設計推廣應用 
吳倩芳、黃雅玲、林勇信、王裕權 

園藝療育為闡釋未來農業健康及幸福愉悅的產品與服務功能，透過科研

與推廣能輔助療育產業的發展與健全，而積極推廣正確的園藝療育活動認知，

並普及園藝療育活動應用面向是當前產業化發展重要的課題。高屏地區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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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綠色照顧站及 79 個樂齡學習中心，但尚未有建置農業療癒之示範場域，

希望能營造具有療育性的示範景觀場域，結合當地的觀光活動，落實「推動

農業加值、發展創新農業」理念。 

一、訂定長照機構療育場域營造指標並遴選 1 處療育基地地點：本研究係利

用層級分析法建構包括「人力資本」、「生態資本」、「社會資本」與

「經濟資本」等 4 個構面，依照前列之營造指標，遴選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岡山榮譽國民之家為療育基地地點。 

二、設計心理健康促進活動方案「靈巧的手」並請策略聯盟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樂齡大學學員試作，透過從簡單操作，進而到較為複雜的手指操作方

式，利用 3 節課完成為空氣鳳梨造一個家、節慶花束製作及利用紅豆製

作的節慶擺飾(鴻福紅福)三個作品，讓學員了解自身的手指仍具有靈活

度，提高他們的自信心，並透過成品的展示增加學員間的人際交流，進

而增加學員與家人之間的互動。 

三、遴選療育性植物套組：高屏地區因氣候環境屬於高溫地區，為讓操作者

能在完成植物種植後能順利地照顧及因植物生長良好而讓能調劑到操作

者的心情，於是依據高屏地區季節篩選適栽性及管理便利性的植物套組

3 組分別為：(一)香草植物：如紫蘇、香蜂草、迷迭香、羅勒、左手香、

芳香萬壽菊等。(二)多肉植物：石蓮、蘆薈麒麟、千兔耳、密葉寶草、

小海豚等。(三)觀賞植物：觀賞鳳梨、粗肋草、非洲堇等。 

四、共進行 5 場次農業療育推廣活動：分別為社團法人屏東縣失智症服務協

會日間關懷據點(2 場次)，高雄師範大學樂齡大學學員(2 場次)及正修科

技大學正修澄清樂齡社(1 場次)至本場參訪時進行農業療育推廣活動。 

五、完成 2 篇有關園藝療育的推廣性文章：(一)拈花惹草 讓您心情好：111

年高雄區農業專訊第 120 期 P.29-31。(二)園藝活動該注意些什麼？：111

年高雄區農業專訊第 122 期 P.30-31 

111 年度高雄區提繳農退儲金之農民實際從事農業

工作確認作業計畫 
吳倩芳、王裕權 

農保係職域性社會保險，亦即以農為業者始能加保。被保險人本人應「實

際從事農業生產工作」，並有「以農維繫生計」事實。而現行的農保審查及現

地勘查機制，尚難證明加保土地上之耕作物為申請人本人之勞務成果，故農

委會增設對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實質查核機制，擬經由本計畫之教育訓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