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9月28∼30日在世貿
展覽館盛大展出，本場展示硬質玉米臺南29號、大豆
（黑豆）臺南11號及花椰菜莖葉分切機構。
此展覽由外貿協會主辦，參展部會除了農委會的各

試驗改良單位外，還有經濟部轄下國營事業及相關法

人研究單位、原能會核研所、國防部中科院、科技部

贊助專案計畫及教育部各大專院校，陳建仁副總統也

於展覽第一天專程蒞臨農業館，並肯定農委會各所屬

單位對於政府新農業政策的努力。

這次農委會籌措的農業館配合大會5+2產業主題，
特別以「新農業‧新科技‧新格局－科技創新‧強勢

出擊」作為主軸，規劃「創新科技」、

「友善環境」、「節能循環」及

「安全農產」4大主題，並展示45
項具商品化潛力的農業科技研

發成果。會展期間辦理65場以
上的參展技術一對一商談會，

另外還有18場舞臺區造勢活
動，亦將展出內容同步呈現於

農業技術交易網，透過該網站詳

細介紹各項技術內容及影片說明，

吸引更多潛在技轉業者

觀看，促進我國農業科

技研發成果產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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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展現新農業‧新科技‧新格局

【文/李健　圖/彭瑞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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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亞太區農業技術展覽暨會議」9月28日至30日
於臺北南港展覽館K區隆重展出。農委會著眼亞太區國
家與臺灣農業合作契機，設置臺灣農業技術形象館，

以「創新技術」、「友善環境」、「永續發展」為訴

求，規劃展示十大重點科技產業研發成果，此次展覽

尚包括亞洲之日本、俄羅斯、以及東南亞共16個國家，
近200個參展廠商共襄盛舉。
農委會於此次展覽中展出10大重點科技產業，包括

設施型農業、種子種苗、生物性肥料、農機、農產品

檢測技術⋯等共44項研發成果。展覽會場也包括臺灣10
大種子（苗）業者入駐「臺灣種苗館」，展出具適應

現今氣候、抗病和豐產特性的蔬果花卉品種，期望擴

大臺灣農業技術，拓展新南向農業之商機，本場選定

具有國際市場潛力的「優質耐熱洋香瓜臺南13號」與
「青花菜分切機」2項參展。

2017亞太區農業技術展覽～創新技術、友善環境、永續發展

↑翁章梁副主委 (左3) 關心本場展示之優質耐熱
洋香瓜

為防範明年疫情，請果農掌握荔枝椿象成蟲越

冬前加強防治。雜樹林、公園、路邊或庭院等較少

實施防治之環境易成為孳生源，也應注意。修剪樹

枝或抓捕該蟲時，注意避免遭到荔枝椿象防禦性臭

腺汁液灼傷。

1物理防治︰在主幹基部塗佈一圈黏膠，防止掉落的荔枝椿象若蟲爬回樹上，或被黏膠黏住死

亡。利用捕蟲網將成蟲及若蟲移除，網面建議更換

為塑膠袋並加入少許冰醋酸，避免若蟲及成蟲爬出。

2化學防治︰作物採收後進行清園、採後修剪並搭配化學農藥防治，以降低來年荔枝椿象成蟲數量。核准之

用藥及防治方法請參考防檢局農藥資訊服務網或植物保護

手冊，農友若有用藥及防治等相關問題，請洽各區改良場

提供協助輔導。 【文/圖　陳昇寬】

荔枝椿象成蟲即將進入越冬期，請掌握防治時機

↑洋香瓜臺南13號果品展示 ↑鍾瑞永課長說明青花菜分切機

優質耐熱洋香瓜臺南13號：因應極端氣候，本場選出生
長勢強健、具耐熱性、高糖度之網紋綠肉優良雜交一代品種

「臺南13號」，其耐熱性絕佳，於高溫期栽培具有競爭力，
已授權「宇辰農業生技公司」。果面網紋細密勻稱，糖度為

現今各品種中最高，可達20°Brix。果型與品質兼優，適合禮
品瓜市場。

青花菜分切機：由本場獨創之切割及分離整合機構，一

具加工座可同時分切小花及分離菜芯，搭配輸送帶可供連續

作業，其控制系統亦可自動辨識置放盤狀態及偵錯，快速、

省工，一分鐘最高可分切30顆以上，節省傳統人工作業7倍
以上人力，已授權「誌曄實業社」，在農業缺工中，是未來

發展臺灣冷凍蔬菜產業的最佳利器。

翁章梁副主委除了代表農委會致詞外，亦抽空親臨展

區，關心及了解各展項。期望藉由國際展示場合，向亞太區

展現多元的農業科技實力，吸引國內外業界關注，直接行銷

技轉商品，積極開發全球市場，搶佔未來商機，加速達成產

業國際化的目標。         【文/黃圓滿　圖/彭瑞菊、黃圓滿】

泝荔枝椿象卵

沴荔枝椿象初孵化之若蟲

沊荔枝椿象聚集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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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張汶肇】

斗六市公所為鼓勵及提昇文旦栽培管理技術，增加果

農對品質的重視，生產優質、安全的果品，提高競爭力及

收益，於106年9月13日辦理「大斗六地區文旦品質評鑑」
活動，藉由舉辦比賽，讓參賽柚農彼此間有良性互動、

競爭及切磋學習，共吸引67位柚農報名參賽，競爭相當激
烈。

參賽對象為雲林縣斗六市、古坑鄉、斗南鎮轄內柚

農，文旦栽植面積0.1公頃（含）以上，且需有吉園圃、
生產履歷或提供農藥殘留檢驗等相關安全用藥證明，才具

報名參賽資格。參賽者須繳交30箱文旦（每箱淨重3公斤
裝，包裝箱由公所提供），評鑑當天再公開從中抽取6箱
供評比。

本次評鑑比賽由主辦單位邀請嘉義大學呂明雄教授、

詹國靖助理教授、農業試驗所陳祈男助理研究員及本場果

樹研究室張汶肇副研究員擔任評審，評分標準依賽前討論

訂定『大斗六地區文旦評分標準』辦理，項目包括：果實

外觀（35％）、風味與肉質（30％）、糖度（30％）及種
子數（5％）進行評比。今年文旦雖受氣候影響盛花期延
後2∼3週，但果實生育期日照、雨水充足及無受颱風之影
響，普遍著果率及果實品質均較往年穩定，參賽果品糖

度項目滿分(13度以上)就有26位，佔四成，也創歷年來紀

2017年大斗六地區文旦評鑑比賽 林辛煌勇奪特等獎

錄，且最高達15.7度；在果實外觀及果肉風味大多符合果
型勻稱、外觀清潔、肉質細緻、有光澤、湯汁飽滿及無

種子等優質文旦條件，評鑑比賽成績相當優異。

評鑑結果如下：特等獎林辛煌；頭等獎－黃燕萍、黃

聰敏；貳等獎－林進文、林同益、鄭秉霖、林達聰、陳

瑞瑋、鄭正宏、廖坤山、劉銘瑞；參等獎－徐藝家、張

冠倫、羅武隆、張冠章、許紘維、陳燕玉、江明祥、張

加棟、蔡真良、田祺祜、陳萬生、張坤忠、許振容、林

伯志、陳玉美、廖麗霞、張榮豊、劉景忠、黃共煌、鄭

賢德，並於9月16日在雲林縣斗六市人文公園頒獎表揚。
斗六地區為文旦著名及果實品質相當穩定的產區，為

提升文旦品質及產業競爭力，柚農必須精進栽培技術及

觀念，增加對品質的重視，達

以質取勝為目標，生產優質安

全之果品，以穩定並

提高果農收益，

讓產業永續經營

及發展。

↑ 斗六文旦比賽由林辛煌 (左) 勇奪特等獎

↑參賽者供果之文旦裝箱貼封條整齊排列會場 ↑參賽文旦整齊排列桌上，評鑑過程嚴謹 ↑評審逐一仔細進行評比

↑斗六市公所9月16日在人文公園頒獎表揚文旦評鑑比賽獲獎柚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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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佳節最應景的水果非文旦莫屬了，臺南麻豆文旦

栽培歷史悠久，品質享譽國內外，本場輔導的第三屆百大

青農-李佳翰先生，將文旦由一級生產昇華加值，導入二
級農產加工與三級體驗遊憩服務，開創麻豆文旦產業多元

化發展。佳翰身為在地麻豆囝仔，從小協助文旦採收等農

務，出社會後投入餐飲業，直到擔任主管職務面臨升遷外

派北部與親情牽絆的兩難，在32歲那年選擇回到故鄉專職
務農，傳承三代的文旦果園，經營「5012柚意思」品牌。
品牌「5012」的意涵為樹齡超過50年的老欉文旦，平

均12分的甜度，以及對於土地12萬分的感謝之意。具餐
飲背景的佳翰，十分重視食材品質與安全，通過吉園圃

及產銷履歷驗證的可追溯

文旦生產流程，讓文旦不

只有好吃，農藥零檢出更

是他的堅持。果園採草生

栽培方式，使土溫不致變

化過大，增加土壤孔隙

度，排水通氣良好，讓文

旦根系更健康，人工除草

後養分與有機質則回歸土

壤，營造生態平衡環境；

合理化施用有機質肥料與

微生物液肥，提昇文旦品質，採收三個月

前停用化學農藥，使用有機資材防治

銹蟎、薊馬等細小害蟲。為了品質

與甜度，不會因氣候因素搶收，堅

持文旦九分熟後才會採收，果肉細

緻飽滿，風味十足，若是放置一

個禮拜後「消水」，更是香甜 
多汁。

佳翰發揮餐飲專長將外觀不佳的

文旦研發加工成黃金柚果醬、紅柚果醬、柚花蜜、柚花

烏龍茶、古法柚子蔘等產品，提供消費者多元的選擇；

冬季修枝後的枝條等農業廢棄物，佳翰不僅製作柚皮薰

香、DIY杯墊，更結合文創，手工打造獨一無二的「柚木
眼鏡」，化腐朽為神奇，創造文旦新價值。

文旦是一年一收的作物，消費者在產季才與果農接

觸，佳翰不禁思忖，如何能與消費者有更多互動與連

結，3年前文旦即將採收時，佳翰邀請親朋好友到柚樹下
聚餐，意外受到好評，也為他帶來靈感，一年四季中，

柚樹枝葉生長、開花、結果等各具生態美感，果園也是

體驗活動場域，具備休閒、教育、藝文的功能。於是佳

翰試著舉辦農事體驗與產地餐桌等活動，透過異業結

盟，將消費者帶到產地親身接觸文旦柚產業，創立品牌

麻豆文創青農李佳翰 營造文旦柚六級化產業

形象。柚花綻放時，邀請金曲獎

台語歌王謝銘祐先生到果園彈

唱，大家席地而坐，享用佳翰準

備的柚花釀、精緻茶點，在渾厚歌聲與柚花香中，度過

微醺午後時光；文旦產季來臨時，漫步曾文溪畔，了解

麻豆文旦起源，在結實累累的文旦樹掛上祈福卡片，夕

陽西下後，一同享用產地餐桌－豐年餐酒會，感受農友

豐收的喜悅。

佳翰將文創想法導入文旦二級加工與三級休閒體驗產

業，不僅讓消費者走進果園，認同農場主的理念，吸引

潛在消費客群，也教育下一代對於安全農產品的認識，

達到食農教育目的，並創造品牌價值與差異化。現在活

動已邁入第四年，得到許多消費者重視和參與，佳翰表

示自己只是小小火花，這些想法與創意，必須持續堅持

與實踐，才能內化成文旦產業文化與內涵；佳翰感謝從

農路上支持他的家人及朋友，也樂意推廣分享活動經

驗，希望能有更多在地青農投入，群策群力，為「麻豆

文旦」百年品牌帶來耳目一新的感受。

【文/圖　盧子淵、鄒永清、郭苓音】

↑青農李佳翰與他的文旦園

←李佳翰的文旦柚加工多元化產品

↓在結實累累的文旦樹下布置產地餐桌-
豐年餐酒會，感受即將豐收的喜悅

↑「5012柚意思」紅柚、
文旦柚宅配禮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