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秘書室。

為降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簡稱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農
產品銷售，於產業平臺「 農
萊 」陸續推出優質產銷履歷
蔬菜箱、青農漁產箱及防疫
午茶組等，透過廣播媒體傳
遞名人開箱，以提升產業知
名度，藉由線上團購，為疫
情後產業推廣建立基礎。

公告訂定「 優良農糧產品驗
證基準 」、「 優良畜禽產品
驗證基準 」、「 優良水產品
驗證基準 」、「 優良林產品
驗證基準 」、「 優良複合農
產品驗證基準 」、「 優良農
產品驗證機構收費上限 」及

「 優良農產品驗證資訊查詢
管道及標示方式 」，俾利優
良農產品驗證機構及農產品
經營者辦理優良農產品驗證
相關作業，持續推動優良農
產品驗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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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員參加北太平洋漁業委員會
（簡稱NPFC）聯合技術暨紀律次
委員會小型工作小組（Combined 
TCC SWG）視訊會議，就NPFC 
VMS 實施進展、TCC 資訊透明
化、遵從義務評估報告與強化
NPFC轉載養護管理措施（CMM）
等議題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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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嚴峻，
修正「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對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
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
振興辦法 」第 5 條、第 5 條之
1、第 10 條，並奉行政院同
意編列第 3 次追加特別預算
196.6 億元，辦理發放農漁民
生活補貼，提供農業紓困貸
款及利息補貼，協助受影響
產業紓困等措施，以守護農
漁民生計，降低疫情對農業
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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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
業紓困貸款作業規範 」、「 貸
款經辦機構及農業信用保證
機構辦理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紓困振興措施補助作業規
範」，及公告營運困難認定對
象及利息補貼措施，提供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之農產業
或事業紓困貸款及免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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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捐贈財團法人農業信用
保證基金新臺幣 2 億元為紓
困措施，以充實其保證能
量，提供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致營運困難之農漁業者信
用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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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公告「 綠竹種苗病害驗
證作業須知 」，併修正名稱
為「 採筍竹種苗病害驗證作
業須知 」。

3～ 7 日 因 應「 彩 雲 颱 風 暨
0605 豪雨 」影響，配合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土石流
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應變期間
發布土石流紅色警戒 31 條及
黃色警戒 57 條，並以電話、
簡訊通知地方政府、緊急聯絡
人及新聞媒體，危險區重機待
命，並完成施工中之工地安全
措施檢查共計372件。

公告「 認定蛋雞及養羊產業
為營運困難 」產業，受新冠
肺炎疫情三級警戒管制導致
畜禽產品部分銷售管道受阻
之產業，如學校團膳、餐食
業、雜糧行、羊乳宅配、羊
肉爐店暫停營業等，依「 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對受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
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 」
第 5 條第 2 項規定補貼應繳利
息；另強化相關雞蛋、羊乳、
羊肉等畜禽品之通路移轉及
調配拓銷，加速屠宰凍存寡
產或規格外的畜禽等因應措
施，以穩定產銷。

7～24 日派員參加世界貿易
組織（簡稱 WTO）漁業補貼
談判視訊會議，討論 WTO 漁
業補貼協定之非法、未報
告及不受規範（IUU）漁撈、
過漁種群（Overfished Stock, 
OFS）、過漁及漁撈能力過剩

（Overfishing & Overcapacity, 
OFOC）及跨領域等議題。

公告「 花蓮縣山坡地範圍檢
討變更計畫 」，依水土保持法
第 3 條第 3 款、山坡地保育利
用條例第 3 條及其施行細則
第2條規定，山坡地通盤檢討
範圍共劃入山坡地19筆（6.24
公頃），劃出山坡地 4,010 筆

（1,390.31公頃）。

6
  3

6
  3

6
  4

6
  7

6
  4

以視訊方式召開「 第 17 屆臺
澳農業合作會議」，雙方針對
植物檢疫、市場進入、技術
交流及農業政策等雙方關切
議題進行討論，並就氣候變
遷、資源耗竭及因應新冠肺
炎疫情之「確保糧食安全」、

「建構更具彈性且永續之農業
生產供應鏈 」等議題達成共
識；另邀請產業公協會代表
針對「 優質食品 」雙向貿易
舉辦商業會談，拓展臺澳兩
國農業貿易與投資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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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由「 千分之四倡議 」聯
盟舉辦之「 減少空污及溫室
氣體改善土壤健康（Reducing 
Air Pollution and Greenhouse 
Gases by  Improv ing  So i l 
Health）」線上虛擬展，共計
126 單位參與，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簡稱農委會）農業
試驗所代表我國透過海報、
簡報及線上討論會，發表臺
灣刻正推動之「 生物炭 」成
果 ， 不 僅 增 加 我 國 際 能 見
度，更藉此蒐集農
業 及 林 業 減 緩 與
調 適 等 發 展 趨 勢
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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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陳報行政院同意撤除
牛結節疹（簡稱 LSD）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全國養牛場已
完成疫苗補強注射，迄未再
發現其他案例，牛隻健康狀
況良好，全國再發生大規模
LSD 疫情機率極低。

公布施行獸醫師法部分條文
修正案，修正重點包含增列
依飼主要求提供病歷摘要、
影像紀錄之規定，以利動物
轉診需求，提升動物醫療權
益；另訂定未具獸醫背景之
助理人員及動物醫事助理之
工作規範，及加重對獸醫密
醫行為之罰責。

公告「 富邦產物降水量參數
西瓜農作物保險 」為農業保
險商品，投保農民得依規定
申請保險費補助，並發布新
聞稿加強宣導。

11～18 日陸續訂定「 刊播
農 產 品 廣 告 資 料 保 存 管 理
辦法 」、修正「 農產品生產
及驗證管理法施行細則 」及

「 檢舉違反農產品生產及驗
證管理法案件獎勵辦法 」等
規範，以持續推動農產品生
產及驗證管理，使相關執行
機關（構）及農產品經營者有
所依循。

14～18 日參與「2021 北美
生物科技產業展（BIO Digital 
2021）」線上會展，帶領 3
家農業生技廠商與財團法人
農業科技研究院（簡稱農科
院）於「 臺灣代表團 」共同
展出，宣達我國農業生技產
業之國際形象與研發成果。
展後將由廠商持續洽談相關
合作項目，初步統計洽商預
約超過58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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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及 18 日分別訂定「 農
業保險合格勘損人員管理辦
法 」及「 農業保險危險分散
及管理機制實施辦法 」，以
利農業保險之推動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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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 日派員參加國際大西
洋鮪類保育委員會（ICCAT）
第 14 屆整合監控措施工作
小組（IMM）會議，就漁獲文
件、船舶管控及船舶白名單
等議題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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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草莓葉枯病」緊急防治
藥劑之使用方法及其範圍，
新增「53%腐絕快得寧WP」等
12 種農藥，俾利草莓葉枯病
防治，降低農民生產損失。

17～28 日推出農業旅遊雲端
增能課程，包含清真認證、友
善農村暖設計、特色農遊場域
認證、飲食設計、特色伴手禮
開發等 5 大主題，共開課 3 梯
次 15 場次，吸引超過農村夥
伴600人次以上熱烈參與。

18日起辦理「農村高齡者停聚
不停食」方案，農村社區與當
地業者合作製作適合高齡長者
營養的餐盒，每日提供700多
個餐盒給共餐之農村高齡者，
讓疫情期間餐食不打烊，持續
溫暖送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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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 災 中 央 災 害 應 變 中 心 決
議，桃園石門水庫、新竹、
苗 栗 明 德 水 庫 及 嘉 南 1～
4 組等水庫灌區之 110 年二
期作，自 7 月中旬起陸續供
灌；30 日旱災經濟部災害應
變小組決定，嘉南曾文烏山
頭水庫灌區 5、6 組、臺中大
甲溪、大安溪灌區及苗栗中
港溪灌區預定於7月下旬起開
始供灌。

農委會林務局與作家桂春．
米雅合作，取材自阿美族古
老 傳 說 所 出 版 的 自 然 繪 本

《樹上的魚：Lokot鳥巢蕨》，
內容清新、饒富趣味又充滿
自然哲理，受斯洛伐克駐臺
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博塔文

（Martin Podstavek）青睞，並
由代表夫人梁晨博士翻譯為
斯洛伐克語版本，於斯洛伐
克及捷克兩國上市發售，為
臺灣原住民山林智識繪本首
度進入中歐，讓逾 600 萬的
斯語族群能看見臺灣多樣化
的自然生態與族群文化之美。

公告「 菊花枯病 」緊急防治
藥劑之使用方法及其範圍，
新增「50% 1×109 CFU/G以上
枯草桿菌Y1336 WP」等3種微
生物農藥，俾利菊花枯病防
治，以降低農民生產損失。

暫時調整輸入動植物檢疫案件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無法檢
附輸出國檢疫證明書正本之補
正方式，延長至110年12月31
日，順暢貿易及檢疫通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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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全球醫材發展與大型動
物驗證需求趨勢 」線上研討
會，探討醫療器材國際發展趨
勢及產業未來的藍圖，農委會
說明透過補助農科院建置臨床
前大型動物試驗平臺，協助驗
證產品功效性，讓國內廠商進
行完整臨床前試驗，加速高階
醫材商品化，線上參與人數超
過1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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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發布「特定植物檢疫物及
物品輸入核准辦法」，名稱並
修正為「特定植物檢疫物輸入
核准辦法」，以有效管理核准
輸入之特定植物檢疫物，並考
量現行使用人申請分讓之需
求，明定申請程序及應檢附文
件、資料、辦理方式、隔離處
所查核等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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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發布「特定物品檢疫物輸
入核准辦法」，以有效管理經
核准輸入之供實驗、研究、教
學、展覽、依法寄存、產製不
具傳播有害生物風險物品等專
案輸入或分讓特定物品案件；
另考量發展有機農業運用授粉
昆蟲及生物防治體之需要，經
中央主管機關風險評估後，得
在不影響國內農業生態環境安
全下，開放輸入供田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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