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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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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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農保審查小組及現勘人員，對申請人是否具實際耕作能力之專業職能。

並藉由本計畫建立各作物栽培管理之客觀指引，提升基層農會及鄉(鎮、市、

區)公所之現地勘查技能，以防杜非以農為業之兼業農、休閒農參加農保，並

確保實際耕作之農保被保險人持續參加農保或加保之權益。 
本計畫共完成辦理高雄市 5 場次(辦理地點為美濃、燕巢、大寮、橋頭及

梓官區農會)，屏東縣 5 場次(辦理地點為車城、東港、高雄場 2 場及竹田鄉

農會)及澎湖縣1場次，共教育訓練說明會11場次(260人次)，目標達成率100%。

現場勘查訓練共完成辦理高雄市 5 場次(辦理地點為美濃、燕巢、大寮、橋頭

及梓官)，屏東縣 5 場次(辦理地點為枋山、佳冬、高雄場、里港及竹田)及澎

湖縣 1 場次(辦理地點為澎湖分場)，共 11 場次目標達成率 100%。提供實耕

現勘教材資料：實耕現場照片 185 件，圖說 103 件，合計 288 件，目標達成

率 100%。 

發行高雄區農技報導 
吳倩芳、王裕權 

本場農技報導以專輯型式不定期發行，內容主要介紹本場育成之作物新

品種及最新之作物栽培管理技術。2022 年度共出版 6 期(161～166 期)，各發

行 1,500 份。除分送轄區內各產銷班、農會及各級學校圖書館參考留存外，

也作為平時舉辦各種農民教育訓練教材。 

第 161～166 期內容及作者如下： 
期別 出版時間 題    目 作 者 

161 2022 年 3 月 貝萊斯芽孢桿菌 KHH13 於作物栽培之應用

與展望 
陳泰元 

162 2022 年 5 月 外銷鳳梨集貨包裝場冷鏈動線規劃 陳思如 
163 2022 年 6 月 鳳梨果實網袋包裝機械 潘光月 
164 2022 年 8 月 澎湖地區南瓜瓜實蠅防治成果介紹 王俊能 
165 2022 年 10 月 高屏地區春季百香果果園整備 李文豪 
166 2022 年 10 月 高機能性毛豆植物飲產品開發 周國隆、莊國祥、陳易柔

編印高雄區農業專訊 
吳倩芳、王裕權 

本場「高雄區農業專訊」於每年 3、6、9、12 月出刊，提供農民最新的

農情資訊與農業科技，以落實傳播農業新知、教育農民之政策。2022 年度共

發行 4 期(119～122 期)，每期 2,000 本，分送各農政機關、單位、各級農會

及學校圖書館、縣市文化中心參考留存，並可作為平時舉辦各種相關農民教

育訓練時的推廣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