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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 1屆「幸福農村金推獎」(單位獎項) 

獲獎事蹟簡介 

縣市別 
獲獎 

農會 
組別 獲獎事蹟 

桃園市 
桃園市

農會 

縣級

農會 

桃園市農會透過全方位整合四種輔導對象資源，推廣各項

業務及活動，積極行銷青農、加強人才養成，照顧農村高齡者，

創造樂活農村。 

農會輔導青農參加食農探險趣，入選 3大經典路線，另結

合青農及家政班員辦理農業體驗活動，共同推廣休閒農遊元

素，創造農村經濟發展。 

透過成立有機蔬菜流通中心，協助 17位青農供應北北桃

國中小學校午餐，媒合 7位青農供應全家等通路。辦理「食地

溯餐」計畫，媒合青農及餐廳合作供應優質農產品，建立行銷

通路，擴大青農經營成效，成果豐碩。 

爭取網路曝光，拍攝並宣傳桃園市農村婦女紀錄片，展現

農村女力發展，另製作有機蔬菜行銷影片、10集桃青農系列

形象影片，協助青農接受媒體行銷宣傳。 

更結合高齡者、農村婦女、四健會等，透過身心關懷、帶

動跳、幫長者按摩與共食等，強化在地連結，培育四健回饋和

服務社會的精神，使青銀共創交流合作，讓高齡者多元學習、

經驗傳承及交流，提高認同感，建構樂齡和樂生活。 

臺中市 
臺中市

農會 

縣級

農會 

臺中市農會整合內外部資源，辦理相關輔導業務及活動，

促進農業多元發展及參與。 

在農產品行銷方面，辦理農產品推廣行銷展售活動，以青

農、產銷班班員及推廣人員的參與，提高農民與消費者直接接

觸及互動機會，增加青農曝光度、拓展行銷通路。 

為推廣食農教育，辦理「青農食育體驗小學堂~尋農紀」

體驗活動、國產雜糧料理小學堂，結合青農、家政媽媽、四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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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獲獎 

農會 
組別 獲獎事蹟 

會員、農業志工及學校、超市場域，共同培育農業後繼者及家

庭成員。辦理創意繪本競賽，編印從產地到餐桌主題的優秀創

意繪本 500套，贈與臺中市轄下 235所小學作為食農教育推廣

用途。 

透過四健公共服務活動，四健會員與農業志工合作，共同

走訪社區關懷社區高齡者，協助環境清潔、陪同共食等活動。 

輔導轄內農會辦理相關課程，強化推廣人員職能訓練，透

過辦理農業實務研習學習新知，扶植農村永續發展，並辦理競

賽提供推廣人員情感與技術交流的平台。 

南投縣 
南投縣

農會 

縣級

農會 

南投縣農會整合農村青創力、興活力、媽媽力、舒活力，

串聯轄內農會，協力共榮，打造樂活農業、快樂農村。為落實

推行計畫內容，更辦理推廣部主任暨三部門會議，以發揮計畫

執行效益。 

與屏東縣農會聯合辦理四健會員農村體驗營，探討不同的

農村生活差異及實地操作當地產業生產方式。農村婦女則參與

關懷弱勢公益活動、園藝療育、農村巧藝、高齡者互助共食等

協助地方社區及活化農村發展。 

輔導青農配合相關展售活動，透過整體產業行銷，利用

FB與官網提高品牌知名度，另於農會行銷通路成立推廣專屬

青年農民之產品專區，協助於國道休息站設點。協助青農自有

品牌建立，推動青年農民以「農業精神」為口號，發展在地「故

事性感動行銷」，共創農業商機。 

南投縣農會輔導轄內基層農會全部成立在地青農聯誼分

會，推薦 7位青農榮獲第五屆百大青農，輔導轄內農會參加十

大綠色照顧優良典範及全國四健作業組競賽等，均有獲獎殊

榮，呈現縣內農會亮眼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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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獲獎 

農會 
組別 獲獎事蹟 

臺東縣 
池上鄉

農會 

基層

農會 

池上鄉農會整合在地資源，結合家長、家政班員、青農、

休閒農業區會員及耆老擔任教育協力夥伴，並辦理小米、香

草、洛神、白蘿蔔等在地食材食農教育課程，迴響熱烈。農會

更推廣環境教育，不僅培育種子師資，也將生態保育、循環經

濟等概念納入四健作業組教案。 

透過辦理幸福農村博覽會暨米食創新推廣聯合展，利用池

上鄉在地食材融入炒飯烹飪出獨特米食饗宴，邀請青農、家政

班員及休閒農業區會員，烹飪出創意農家料理及行銷小農在地

優質農產品。 

利用區內觀摩標竿學習活動機會，讓青農、家政班員及休

閒農業區會員，透過參訪縣內業者手工海鹽製作體驗、成功鎮

農會木虌果魚丸製作體驗、縣內長照機構參訪，借鏡不同經營

模式、學習新想法與做法，使青農在經營上能有更好突破。透

過活動讓青農、家政與四健有所連結互動，烹飪農家料理、農

村巧藝教學、農村高齡照顧等，藉此體驗農業、農村文化及家

政活動，讓農村經營傳承，帶動幸福農村生生不息。 

宜蘭縣 
冬山鄉

農會 

基層

農會 

冬山鄉農會推廣農業療育、綠色照顧、園藝療育的農業政

策，建構幸福農家生活，提升農村經濟。 

推廣以冬山鄉特產—稻米及茶為主題的食農教育，讓青

農、農村婦女及高齡者、四健會員共同參與，並加強與鄰近學

校、社區及消費者溝通。透過志工料理廚房，傳承宜蘭古早味

-鳳梨豆腐乳，讓家政班員帶著子女或孫子女，學習宜蘭飲食

文化，紀錄阿公阿嬤的家傳食譜。 

農村婦女輔導方面，輔導家政班員進入社區擔任志工，協

助社區辦理長照關懷據點；到校辦理食農教育及回饋服務等，

帶領學生端午包粽、三角飯糰 DIY等。 

農村高齡者則藉由健康園藝活動，結合農村社區環境、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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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獲獎 

農會 
組別 獲獎事蹟 

閒農業區及自然元素療育身心；藉由共食活動青銀共創，透過

簡易食材加工處理、食物製備、高齡者技藝傳承、親子共食，

提高高齡者之社會認同感。 

農會也讓在地青農透過標竿學習活動，融入美學、文化、

環境教育與觀光的新興休閒、體驗、教學農園，吸取成功經驗

及農業新知，藉由觀摩學習成長，增進收益及經驗成效。 

新北市 
五股區

農會 

基層

農會 

五股區農會在農村高齡者照顧上，辦理高齡者團體交流、

研習班等，鼓勵高齡者走出家門到農會聚餐，建立聯絡網。辦

理高齡志工訓練團體交流，農業志工邀請高齡者與四健會員加

入，結合老中青 3代共同參與，不只讓氣氛活躍起來，還能讓

四健會與長輩們一同玩樂，跨世代學習。在高齡者多元學習課

程則結合農村社區元素，也透過簡易食材加工處理、食物製

備、親子共食等活動，讓農村高齡者走入社區，提高社會認同

感。 

在農村婦女培力上，除了志工推廣之外，透過料理當令當

季在地食材，同時學習飲食型態、文化習俗、食物安全及永續

農業等，宣傳在地農產品特性及宣導食農教育。並以各地特色

素材，呈現農村文化，發展農村手工藝品或其他創新微型農產

業經營。 

在青農輔導方面，行銷五股區觀音綠竹筍、辦理相關推廣

活動、成立五農直銷中心，拓展多元銷售通路。農村青少年輔

導，則是辦理創新工作坊，優化作業組操作方式，並深化、強

化食農教育之作業組內容及觀念。 

新北市 
淡水區

農會 

基層

農會 

淡水區農會與轄下 5所國小合作辦理四健作業組，推廣有

機友善食農教育，透過體驗水稻、蔬菜生產過程，升起感恩及

珍惜的心。 

青農方面，輔導申請有機驗證及生產追溯，設立農民直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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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獲獎 

農會 
組別 獲獎事蹟 

站，並至希望廣場、遠東百貨等辦理農產品展售，提升產品知

名度。更於淡海輕軌紅樹林站以智慧販賣機販售淡水區優質農

特產，創造新型態市集營運模式。 

在農村婦女輔導及志工培訓方面，辦理婦女大學，包含家

政推廣教育技藝研習班、居家水電修繕班等，以及在地食材南

瓜等創意料理課程，推廣膳食營養保健教育，學習預防保健、

食物與營養等，喚起農村婦女對身體保健的重視。 

高齡者方面，辦理關懷社區高齡者健康訪視暨共餐活動，

採收當季當地蔬菜辦理高齡者共餐，並由農業志工每月關懷訪

視，亦配合新北市政府辦理農漁民長者健康檢查。 

農會呼應「一鄉一特色」，打造淡水區南瓜之鄉，辦理新

北市全國大南瓜比賽活動，推廣農產品及四健成果、料理

DIY，以及休閒農業、南瓜多功能利用價值。 

臺中市 
霧峰區

農會 

基層

農會 

霧峰區農會鼓勵青農投入有機與友善環境耕作，運用網

路、資訊科技及大數據分析，進行農產品生產規劃，帶動產業

發展及活絡農村經濟等效益。更建立在地供應鏈，延續青年農

民產品及特色整合工作，透過適當媒體、通路及形式，協助青

農影片宣傳，形塑在地青農形象。 

在農村青少年發展方面，辦理行動餐車走入校園活動，介

紹產銷履歷優質農產品，讓學童從日常食物了解如何選擇安全

的產品，推廣產地到餐桌三章一 Q安全健康飲食文化，食農

教育從小扎根。 

為建構農村協力網絡，農會聘請青年農民擔任講師分享並

傳承經驗，並建立四健會會員回饋服務機制，維繫農村向心

力；辦理青銀共舞聯合公共服務活動，讓四健學員學習關懷長

者並表演與之互動，亦與長者學習古早味「米苔目」製作以傳

承好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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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獲獎 

農會 
組別 獲獎事蹟 

藉由辦理家政業務，結合農村社區元素，讓家政媽媽將所

學運用在生活及鄉里服務，亦辦理高齡者多元學習與服務，讓

青銀傳承及交流分享，打造幸福農村新農業新願景。 

南投縣 
草屯鎮

農會 

基層

農會 

草屯鎮農會辦理多元活動，各項活動整合內外部資源及輔

導對象共同參與，包含四健村里公共服務、四健農業體驗、高

齡送餐、高齡創新學習、農民節、栗南瓜品質及稻米米質評鑑

等。透過青農及產銷班提供在地食材，四健會員進行體驗及服

務，農村婦女料理特色餐點，高齡者則分享學習成果及經驗傳

承交流，藉由多元活動青銀共創交流合作，活絡農村社區情感

交流。 

草屯鎮內擁有豐富農產資源，在四健推廣上，讓會員體驗

或參訪水稻、南瓜、茶、葡萄、玫瑰、小番茄、洋香瓜等農產

業，結合村里單位及社區發展協會，認識傳統農業文化。透過

辦理作業組，推廣米食文化、製作米穀粉創意料理、培養學員

對在地環境、生態、鄉土之認識與興趣。 

草屯鎮農會照顧農村高齡者不餘遺力，108年獲十大綠色

照顧優良典範潛力獎外，今年更持續辦理綠色照顧計畫，讓高

齡者在地健康老化。 

南投縣 
名間鄉

農會 

基層

農會 

名間鄉農會注重整體鄉內資源整合，將四類輔導對象結合

鄉內國、中小學、農場、社區發展協會、公益團體等共同合作，

增進農村組織間的參與交流。 

農會積極協助青農加入產銷班、四健會及家政班，增加青

農與在地組織團體間之互動交流，並辦理轄內農場觀摩及外縣

市農場訪視跨區交流活動，拓展青農視野啟發創意。 

在推動農村青少年農業教育方面，以茶為主題，由青農及

家政班員擔任講師，教導會員製作紅茶饅頭、布置茶席，泡茶

及奉茶給長者，增進與高齡者及親子感情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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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獲獎 

農會 
組別 獲獎事蹟 

農會亦輔導家政班發展在地特色，以一班一特色為目標，

利用在地食材製作蛋糕、饅頭等，於農會社區活動及節慶銷售

及高齡者送餐。除此之外，亦由農村高齡者傳承傳統料理技

藝，延續在地好滋味。 

對於農村高齡者的照顧，農會辦理互助共食，教導高齡者

製作環保樂器、打擊樂訓練，並於春、冬季比賽茶頒獎典禮時

展現成果，期望透過活動，串聯起農村老中青幼生活的聯繫，

創造活力且多樣的農村生活。 

南投縣 
信義鄉

農會 

基層

農會 

信義鄉農會以在地特產「梅」結合原住民族文化，推廣梅

產業，將農業、文化觀光融合一體，輔導重點更納入原住民族

及新住民。延續多年辦理之農民節、踏雪尋梅開鑼活動、馬拉

桑野餐活動、梅子節等，串聯在地青農、農村婦女、高齡者、

產銷班、農業志工等共襄盛舉，成功行銷信義鄉紅茶、葡萄及

梅子，更促進鄉內居民情感交流。更輔導信義鄉農產品共同供

運銷量破 4億元。 

農會在農村青少年發展上，推廣食農教育並結合布農傳統

文化及原民料理，讓農村青年認識產業、認識家鄉。在農村婦

女照顧上，教導運用在地特色來推展農產品，開創在地產業特

色料理如：茶、梅、葡萄餐點等研發及製作，透過在地食材料

理，增加在地行銷價值。並透過開設中餐及地方小吃丙級證照

班，培育第二專長，建立農村婦女及新住民信心。運用在地產

業特色結合青農巧思，透過共享、共食、共學等方式，讓農村

高齡者在食衣住行、經濟獨立、終身學習等方面都有所依。 

南投縣 
水里鄉

農會 

基層

農會 

水里鄉農會透過計畫資源，促進農村活化及永續發展，打

造出活力、健康、幸福的希望農村。 

整合青農、四健會員、農村婦女及高齡者，建立幸福農家

網絡。結合農村婦女專長與學子，讓銀髮族的專長能傳承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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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獲獎事蹟 

一代，既可提升銀髮族的生活自信與榮譽，並藉由青銀共創推

展食農教育，發揮地方特色飲食文化。辦理幸福餐桌，培訓家

政班員就當季在地盛產蔬果設計高齡者共同料理午餐佳餚。由

青農提供當季柑橘、脆梅並做農產業介紹，家政班員及農村高

齡者一同指導四健會員做果醬及果茶。對高齡者的照顧更是大

家一起動起來，中秋節吃月餅烤肉、清明寒食節包春捲、端午

節包粽子，互助餐桌由四健會員送菜到社區為長者加菜，並演

說自己畫的繪本，其樂融融。青銀共享，結合學子共享共學，

傳達最溫暖的幸福，108年更榮獲第一屆十大綠色照顧獎。 

農會更給青農實質的協助與專業輔導，取得產銷履歷及友

善石虎標章，使農產品更具競爭力，提高農村經濟效益。 

彰化縣 
溪湖鎮

農會 

基層

農會 

溪湖鎮農會建立在地青年農民服務與聯繫的平台，提供青

年農民相關問題協助；並鼓勵加入產銷班定期舉辦教育訓練，

培育青年農業人才。也結合學校、社區、在地青農、產銷班、

家政班等，以農村好綠為主軸，結合農務、農食、農忙、農玩

等多元主題課程帶領青少年認識在地農村產業，更進一步回饋

農村。 

農會藉由辦理農村巧藝、手工藝微型副業經營、烘焙證照

乙級班等，增加農村婦女第二專長，將在地特產葡萄的廢棄藤

蔓結合在地國產花卉，融入花藝設計美學，帶動花卉銷售及農

業資材再利用。 

除此之外，鼓勵銀髮族群建立活躍健康的生活，課程結合

在地農業文化、園藝療育、肌力訓練及太鼓班等，鼓勵高齡者

與不同世代組隊參加創新學習活動，促進家庭共同參與及代間

交流，使高齡者擁有健康、快樂、有尊嚴的退休生活。 

透過組織內部合作，共同辦理產業文化活動、青銀共創及

共食、高齡者關懷服務等活絡社區情感交流，更榮獲第一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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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綠色照顧潛力獎。 

嘉義縣 
太保市

農會 

基層

農會 

太保市農會推動永續農業，營造農村社區再生、展現農村

優勢，多年來吸引 191位青農返鄉務農，人口年年正成長，建

構三代同堂農村生活。 

農會協助青年農民穩健經營，逐步擴大規模，成為具規模

之農產行銷、加工經營者，帶動地區產業，活絡農村，創造新

的農業產業價值鏈。除此之外也發展友善農業及安全農業，設

施農業更高達 200公頃以上，年產值 23億元。 

在農村青少年發展上，以食農教育為基礎，與學校合作，

透過青農與家政志工教導農業生產活動、食物採收、儲存和烹

調，重新連結餐桌到農場，建立健康的飲食、農業生產方式。 

在家政業務上，太保市農會倡導食在地、享當季政策，與

嘉義縣六鄉鎮農會共同推動食物日便當義賣，將所得捐贈公

益。農會亦成立高齡者烏克麗麗樂團，鼓勵農村高齡者建立活

躍健康的生活型態，結合在地農產業文化、藝術，讓高齡者與

不同世代組隊參加創新學習活動。 

嘉義縣 
新港鄉

農會 

基層

農會 

新港鄉農會之理念為讓農業永續經營，強化幸福農村底

蘊，因此不僅提供青農聯誼交流平台及農業資源，協助整合青

農產品建立自有品牌、共同行銷、擴增通路，更透過食農教育，

以新港鄉蔬菜及黑豆為主題，讓農村青少年了解從產地到餐

桌、地產地消、農產業文化等提升生活技能。在農村婦女培力

上，以新港鄉洋桔梗花卉特色素材，呈現農村產業文化，發展

農村刺繡手工藝品，為新港鄉注入創新元素。 

在跨域合作整合方面，新港鄉農會結合各輔導單位辦理三

部門聯合成果展暨農民節慶祝大會、新港好米糧創新行銷活

動，讓一年一度的產業文化慶祝活動熱鬧滾滾。除此之外，也

與嘉義縣各鄉鎮市區農會、學校合作辦理五鄉農村樂體驗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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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帶領學生體驗不同農村特色與文化活動，促進農村交流。 

不只農村間的交流，新港鄉農會藉由食農教育及大糧倉計

畫，讓青農、家政志工等帶領外縣市消費者及農工學生認識新

港鄉在地農產業，提升品牌知名度，創造地產地消經濟效益。 

屏東縣 
南州地

區農會 

基層

農會 

南州地區農會首要照顧青農成立蓮霧、苦瓜、紅豆等在地

品牌、有機友善驗證，建置青農品牌販售專區，拓展多元通路。

並運用青農培養在地農業接班人，藉由社區高齡者及家政志

工，建立四健會員瞭解家鄉的產業文化特色及歷史背景。 

其次整合轄內家政班籌組高齡創新學習班，輔導農村婦女

發掘認識在地農遊元素，透過辦理家政班暨高齡者經驗交流分

享會議，讓家政班員與高齡者互動，了解彼此需求，開發適合

的活動與課程，讓農村文化重現與技藝傳承，拾回高齡者信心。 

透過整合內部資源，讓各輔導對象相互交流及資源共享，

成立在地蔬果食材好食運用工作坊、辦理南州雙瓜節、南州一

日遊、騎讀農村社區鄉土教學等，另結合窯烤披薩餐車辦理社

區關懷回饋，由青農教導農事體驗、四健會員種植蔬菜，再將

收成的在地當季蔬菜透過家政班員精湛手藝作成一道道美味

料理，邀請農村高齡者參與 DIY窯烤美食，並對四健會員或

消費者講解農村文化，讓整個農村一起動起來，居民幸福感加

值。 

屏東縣 
九如鄉

農會 

基層

農會 

九如鄉農會鼓勵青農返鄉活絡農村，提供多元的資訊及資

源，輔導青農提升產業價值及科技農業改善人力短缺，行銷推

廣農產品，創造農村新價值。為建構宜居農村，農會也每周辦

理農村巧藝編織課程，提供農村婦女在農忙之餘可以有個學習

成長的地方，辦理高齡者舞蹈班，鼓勵農村高齡者參與社區活

動走出戶外，舞出新生活。 

在四健推廣上，辦理國產雜糧小學堂，與學校老師及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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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合作教導學生認識國產黃豆及地瓜，認識其營養價值並且

進行加工及行銷，讓學生及家長了解飲食與健康及雜糧產業。 

為推廣地方農特產，農會邀請家政班媽媽將九如鄉盛產的

檸檬與玫瑰花入菜，研發出檸檬玫瑰比薩、壽司，未來將結合

四健會食農教育推廣在地農產品多元利用，並發展更多創意料

理，提升學生對地方農產的興趣，更展現在地農產品價值。 

高雄市 
美濃區

農會 

基層

農會 

美濃區農會從產業出發，成立五大專區，契作美濃米、發

展白玉蘿蔔體驗活動及紅豆產業，穩定農村經濟之外，並發展

農遊體驗、推動食農教育，讓農村青少年及消費者認識在地農

產，促進地產地消。 

青農輔導方面，發展新的產銷模式，透過橙蜜香番茄、設

施農業等輔導與補助，成立「農書院」建立在地技術專家人才

庫，拓展行銷通路，吸引青農返鄉務農。 

農會更成立綠色農業資材中心推廣友善環境資材，結合休

閒農業經營，成立白玉蘿蔔及好豆股東會，讓在地高齡者、農

村青少年、農村婦女及青農全體總動員共同經營，提升消費者

對於美濃區在地農產業的認知與支持，促進在地農村經濟發

展，帶動農村新經濟。 

除此之外，農會也結合青農、四健會員、家政班將收成的

農產品及親手做的點心，關懷並與高齡者分享、互助共食，促

進青銀共創交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