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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目標與項目 

一、 第一期食農教育推動計畫(113年至116年)目標說明 

1、全程目標 

(請參照核定之推動計畫所述內容說明) 

(一) 提高地區農產品自給率，除增加學校選用在地食材比例外，並將地區餐飲

業者納入，推動綠色餐飲標章，並提供優先補助等機制。 

(二) 結合農業旅遊活動，推動在地農產品消費與地方特色餐點，從產地至餐

桌，藉由手採、現煮、鮮食等實際參與，讓參與者能有美好的體驗。 

(三) 培養均衡飲食觀念，建構國人健康優質飲食之消費環境，及符合資源循環

利用之惜食觀念與實踐機制，以減少食物浪費。 

(四) 鼓勵加工業者多加採用地產農產品，以減少碳足跡，穩定農民收益，互利

共生、共創雙贏。 

(五) 普及並深化食農教育推廣，營造符合地方特質與需求之多元食農教育場

域、推動策略，滾動深化相關推廣活動。 

2、112-114年度目標 

(請參照核定之推動計畫所述內容說明) 

(一) 建立良好食農體驗場域。 

(二) 學校規劃辦理相關食農魚教育課程，落實學校教育。 

(三) 提高本縣學校採用在地溯源食材比率，落實地產地消政策。 

(四) 宣傳與教育學子認識章 Q 農產品標章，向下扎根。 

(五) 輔導地區農民友善耕作，參加相關農業驗證，鼓勵農友自主要求自有農產

品品質。 

(六) 利用「澎湖好農-農業資訊平台」提供在地溯源農戶優質農產品當季販售資

訊、溯源農戶經歷介紹、農業講習會或相關農產品展售活動資訊等，落實

推動食安、環保及地產地消政策。 

(七) 參與各項食農教育訓練，強化食農教育相關推廣人員專業知能。 

(八) 協助農友媒合產銷通路、參與展售活動，建立生產者與消費者溝通橋樑。 

(九) 辦理廚餘回收處理工作並妥善處理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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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要工作項目 

(根據申請計畫書內容，並依實際執行情形調整) 

推行食農教育計畫，重要工作項目如下： 

重要工作項目 單位 成果數量 

成立食農教育推動會 式 1 

召開食農教育推動會議 場 2 

辦理食農教育專業人員培訓課程 場 3 

辦理食農教育活動 場次 50 

盤點地方特色食農教育資源 式 1 

輔導學校辦理食農教育推廣工作 校 5 

三、 實施方法與步驟 

為達推動之實質效益，因此，以 SDGS 的17大項169項指標中擬出澎湖可執行

之方向，並針對澎湖縣食農教育現況的初步檢視出可執行之五大行動方向： 

(一)海洋資源教育再利用： 

1. 辦理海洋資源教育宣導活動。 

2. 濕地保育及珊瑚復育調查。 

(二)復振並活化傳統農業知識： 

1. 配合活動與政策於農業部食農教育資訊整合平台更新食農教育相關資

料。（各局處） 

2. 鼓勵農（糧）產品與水產品標示原始產地。（農漁局） 

3. 擴大推行有機農業及產銷履歷驗證，輔導農戶取得有機驗證，落實農

產品溯源管理。（農漁局） 

4. 盤點及整合澎湖縣五鄉一市在地特色資源，結合永續經營及傳承推廣

地方飲食文化，產出盤點地方資源印刷手冊至少100份。（農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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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校園農園和田園教育： 

1. 配合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溯源食材，提升食材安全及可追溯性。(教

育處、農漁局) 

2. 持續強化校群連結社區土地與在地小農合作之模式與策略，建立合作

機制文件或 SOP 流程，讓學生學習吃在地、食當季，實現從產地到餐

桌的食農教育永續發展的最終目標。（教育處） 

3. 推廣農食文化。（文化局） 

4. 透過中央廚房或食材聯合採購聯盟群長學校為中心，規劃校群共同飲

食（食農）教育課程與活動。（教育處） 

5. 鼓勵多元食農場域，促進多元學習。（教育處） 

6. 辦理田間等體驗活動，提供參與者親手採摘食材之樂趣，以實作方式

辦理宣導活動，更有助於知識吸收，並從中獲取食物來源不易之觀念。

（農漁局） 

7. 媒合青年與本縣學校辦理食農魚教育相關課程至少6場，寓教於樂。

(農漁局) 

8. 普及食農教育推廣，鼓勵本縣各公立學校推廣食雜糧作物，以深化學

童食雜糧營養觀念，落實食農教育議題於學校教育。 

(四)建立異業合作之機制： 

1. 落實地產地消，建立澎湖縣各項蔬果、農產品的穩定行銷通路。（建設

處、農漁局） 

2. 提供相關農產銷售管道，藉由媒合本縣全聯及農會超市等通路，增加

在地農民銷售管道。（農漁局、建設處、澎湖縣農會） 

(五)建構跨領域之合作： 

1. 確保國人食品安全，落實相關農藥、營養午餐等抽驗，提升畜牧場動

物用藥監測合格率，並透過宣導有機、產銷履歷耕作政策，辦理食安

餐飲業者衛生安全講習，提升農產品與國人食品安全。（衛生局、農漁

局、家畜防治所） 

2. 培養民眾健康均衡飲食觀念，藉由宣導活動推廣健康飲食策略。(衛生

局) 

3. 推動廚餘回收再利用，藉由將廚餘製成有機肥供在地植栽使用，妥善

處理廚餘同時達綠化環境之效，以達資源永續循環利用。（環保局） 

4. 依農漁村發展特色、生態及文化資產，鼓勵社區辦理食農魚、環境教

育課程、綠色旅遊及相關體驗活動。（農漁局、環保局、旅遊處） 

5. 增加推動學校午餐、老人餐食採用章 Q國產食材，由公部門率先增加國

產可溯源食材採用比例，並按月統計推動成果，含數量及占比(%)。

(農漁局、教育處、社會處) 



4 
 

 

貳、 計畫成果內容 

一、 整合資源，建構食農教育推動體系 

（1） 成立並召開食農教育推動會 

（表格請填入與食農教育推動會成立進程相關之重點項目與日期，前三項為必

填內容，若有其他（如召開多次會議），可自行增列表格）） 

澎湖縣政府食農教育推動會基本資料 

1 「食農教育推動會」成立日期 113年5月28日 

2 「食農教育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公告日期 112年1月10日 

3 第一次「食農教育推動會」召開日期 113年8月5日 

4 第二次「食農教育推動會」召開日期 113年11月22日 

 

（2） 辦理食農教育專業人員相關培訓課程 

（請依整合情形列出相關成果，相關項目包含活動名稱、舉辦日期、地點、內

容概述、參與人次、活動照片等） 

1. 活動名稱： 113年度推動食農教育發展活動 (教育處) 

• 舉辦日期：113年10月27日(日) 

• 舉辦地點：文光國小國教輔導團會議室 

• 內容概述：輔助推動學校午餐政策，以精進午餐供應專業化，提升

學校午餐秘書的專業能力，培訓計60人次。 

• 活動照片： 

  
分組實錄 學校午餐食農教育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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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動名稱：113年環境教育志工召募與特殊訓練 (環境保護局) 

• 舉辦日期：113年3月23日(六) AM09:00-PM16:30 

• 舉辦地點：澎湖縣馬公市朝陽里社區活動中心 

• 內容概述：響應本縣「2050淨零排放」之目標，辦理環境教育志工

特殊訓課程，課程內容包含淨零綠生活之綠色飲食，強調吃在地食當季，

午餐並安排社區綠色飲食與共餐，培訓計30人次。 

• 活動照片： 

  

全體大合照 分組課程實錄 

 

3. 活動名稱：113年食農教育專業人員共同培訓課程 (農漁局) 

• 舉辦日期：113年10月30日(三) AM10:00-PM16:20 

• 舉辦地點：高雄區農業改良場澎湖分場二樓會議室 

• 內容概述：食農教育政策推動方向與法案簡要說明，推廣架構與案

例解析，分享食農教育教學資源，以培訓食農教育專業人員8人次。 

• 活動照片： 

  

食農教育教學資源分享 講解食農教育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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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相關資源上傳至農業部食農教育資訊整合平臺 

（請依整合情形列出相關成果，相關項目包含上傳日期、上傳幾則等，亦可提

供地方政府食農教育整合平台歷年來的瀏覽人次） 

編號 上傳日期 活動名稱 

1 113.3.15 餐飲安全衛生講習課程 

2 113.3.24 親子採番茄田間體驗活動 

3 113.4.24 減塑向前走 蚵畫綠生活 

4 113.6.16 世界海龜日海龜野放活動 

5 113.7.9 果樹、蔬菜農業栽培管理技術暨食農教育講座 

6 113.7.14 落花生農業體驗營 

7 113.8.25 2024「北寮加網魚星空饗宴~燈樂游筵活動」 

8 113.9.6 113年林投風茹音樂季~引人茹聲活動 

9 113.8.22 菜宅農園文化新飲食－「永續菜宅-跟著女力下田趣」 

10 113.10.5 海有你和我-海洋生態系維護復育成果 

11 113.10.29 海洋教育宣導暨海龜野放活動 

12 113.11.2 親子田間體驗活動 
 

二、 推動在地農產品消費、發展永續農業 

（1） 鼓勵政府機關 (構)優先採用國產農食 

(請依推動情形列出相關成果，相關項目包含政府機關之員工餐廳、市立機構、

公營事業等採用三章一 Q 食材採購量佔整體採購量之比例) 
 

⚫ 本縣國中小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生鮮食材並上傳至校園智慧餐飲平臺

自111年3月至111年11月由87.97%提升至96.45%，112年全年度平均更提高

到98.39%，(113年國中小學校採用國產可溯源生鮮食材比率為98.48%)。有

機及產銷履歷蔬菜方面(其中驗證農產品有機、產銷履歷及 CAS食材使用率

為26.44%(有機5.74%，產銷履歷12.89%，CAS 7.81%))，每年度皆進行農場

食材抽驗作業以確保食材安全及可追溯性，不足部分食材才由台灣本島供

應，112年度本縣國中小學校獎勵金請領比率達100%獎勵金挹注於各校午

餐食材費用，提高了本縣國中小學校教職員工生午餐品質。(教育處) 

  
學校採用之有機及產銷履歷蔬菜部分來自本縣農戶自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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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培養均衡飲食觀念、減少食物浪費 

（1） 推廣全民多元攝取全榖及未精製雜糧，培養民眾健康均衡飲食 

(請依推動情形列出相關成果，相關項目包含營養教育相關課程場次、參與人

次、教案開發件數等) 
 

⚫ 透過中央廚房或校園食材聯合採購聯盟校群學校為中心，規劃校群共同飲

食，統一學校午餐菜單，學校採購食材確保安全性及食材數量，到校訪視

宣導愛惜食材，減少午餐廚餘。並鼓勵各學校每週達到5日全榖主食，另規

劃明年度辦理食農或食米教育增能研習。(教育處) 

四、 普及食農教育推廣、深化食農研究創新 

（1） 落實食農教育議題於學校教育，結合校園餐食，發展教學策略 

(請依推動情形列出相關成果，相關項目包含活動名稱、舉辦日期、地點、內容

概述、參與人次、活動照片等) 
 

⚫ 113年度縣內後寮國小、中山國小在校園裡閒置空間推動食農教育體驗，入

菜予學校午餐。湖西國小73位及合橫國小46位也規劃每月午餐食魚教育，

讓學生快樂食用當令魚，既營養又健康。(教育處) 

  
校園閒置空間之食農教育體驗 

 

⚫ 辦理本縣田間重點蔬果及學校午餐農藥殘留抽驗計47件，輔導農民生產安

全產品，強化其生產責任，以確保農產品品質及維護消費者權益。(農漁局) 

  
強化田間及學校午餐農藥殘留抽驗為食安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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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在地農村文化、部落、客庄等推動食農教育活動 

(請依推動情形列出相關成果，相關項目包含活動名稱、舉辦日期、地點、內容

概述、參與人次、活動照片等，亦可提供針對高齡者以及動物福利等推廣活動) 
 

1. 活動名稱：有機農業推動及綠美化再利用(環境保護局) 

• 舉辦日期：113年1月至114年2月 

• 舉辦地點：本縣社區、學校、機關及農民 

• 內容概述：本縣學校營養午餐、軍方部隊、家戶、餐廳等產生之廚

餘，計回收4720公噸進入廚餘堆肥廠處理，製成肥料約1,000公噸。 

• 活動照片： 

  

廚餘回收尋經濟再利用 
 

2. 活動名稱：環境教育繪本嘉年華(環境保護局)  

• 舉辦日期：113年1月19日(五)-20日(六) 

• 舉辦地點：臺北市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 內容概述：製作本縣環境教育繪本「福寶的新家」內容，即包含食

農教育及傳統在地飲食等永續環境概念，計1本。 

• 活動照片： 

  
福寶的新家 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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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名稱：玉色蘭香喜迎春植樹活動 (湖西鄉公所) 

• 舉辦日期：113年3月12日(二) 

• 舉辦地點：澎湖縣湖西鄉湖西社區 

• 內容概述：於植樹節種植約40棵玉蘭花樹，透過環境美化、環保永

續及學校教育結合，打造宜居宜地的鄉村風貌，活動計100人次。 

• 活動照片： 

  
全體大合照 幼兒植樹體驗 

 

4. 活動名稱：餐飲安全衛生講習次1 (衛生局) 

• 舉辦日期：113年3月14日(四) 

• 舉辦地點：澎湖縣政府衛生局 

• 內容概述：為提升本縣餐飲業者食品衛生安全專業知能，活動計

115人次。 

• 活動照片： 

 
衛生安全講習課程(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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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活動名稱：餐飲安全衛生講習次2 (衛生局) 

• 舉辦日期：113年3月14日(四) 

• 舉辦地點：澎湖縣政府衛生局 

• 內容概述：為提升本縣餐飲業者食品衛生安全專業知能，活動計90

人次。 

• 活動照片： 

 
衛生安全講習課程(下午場) 

 
6. 活動名稱：親子田間體驗-採蕃茄活動 (農漁局) 

• 舉辦日期：113年3月24日(日) 

• 舉辦地點：白沙鄉後寮果園 

• 內容概述：透過辦理農業知識有獎徵答，以寓教於樂方式增進農業

知識，教導孩子農作採收與小農夫競賽，活動計80人次。 

• 活動照片： 

  
全體大合照 蕃茄採果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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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活動名稱：一起集點樹，攜手 Go Hiking (林務公園管理所) 

• 舉辦日期：113年3月30日(六) 

• 舉辦地點：犀山公園 

• 內容概述：澎湖區域植樹活動，透過民眾攜手種下羅漢松、台灣欒

樹，山枇杷等近800株林木，以實際行動為澎湖增加0.51公頃的綠地，

活動約120人次。 

• 活動照片： 

  
長官植樹合影 民眾領苗盛況 

 

8. 活動名稱：水寶奇緣-植樹暨水保園遊會 (林務公園管理所) 

• 舉辦日期：113年4月13日(六) AM09:30-PM12:00 

• 舉辦地點：澎湖縣馬公市五德社區 

• 內容概述：為奠定水土保持及綠化堅實基礎，栽植下苦楝、台灣海

桐、毛柿、毛苦嵾、象牙樹等9種樹種，共計5,000株苗木，豐富澎湖陸

域生態多樣性，活動約100人次。 

• 活動照片： 

  
長官植樹合影 民眾植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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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活動名稱：農業政策宣導暨冰花月亮蝦餅製作 

          (社會處&澎湖縣冰花推廣協會) 

• 舉辦日期：113年4月13日(六) AM10:00 

• 舉辦地點：澎湖縣湖西鄉隘門文教園區 

• 內容概述：澎湖冰花產業升級，作為本縣特色農產，獨特的透明冰

珠及鹹鹹的爽脆口感，以創新方式打造高經濟價值商品，活動約30人次。 

• 活動照片： 

  
澎湖東北季風鹽害為冰花適合生存環境 澎湖冰花產值，每年已達1300萬元。 

 

10. 活動名稱：澎湖縣杭灣里山里海計畫-合作協議書簽約暨植樹活動 

          (林務公園管理所) 

• 舉辦日期：113年4月20日(六) AM09:30-PM12:00 

• 舉辦地點：鎖港杭灣（舊海巡署18哨前） 

• 內容概述：首次跨越地景尺度，透過海洋公民科學家長期監測珊瑚

狀態，以陸域結合海域的方式，庇護以海維生之社區，活動約100人次。 

• 活動照片： 

  

換約儀式 活動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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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活動名稱：2024地球日-減塑向前走 蚵畫綠生活1 (環境保護局) 

• 舉辦日期：113年4月20日(六) 

• 舉辦地點：澎湖縣湖西鄉南寮社區 

• 內容概述：活動中融入綠色飲食推廣，提供了在地點心，讓參與者

享受到美味的在地食品，同時也體現了綠色飲食中不使用一次性餐具以

及減塑環保的理念，活動約25人次。 

• 活動照片： 

  
全體大合照 陳有澤理事長介紹南寮社區 

 
12. 活動名稱：2024地球日-減塑向前走 蚵畫綠生活2 (環境保護局) 

• 舉辦日期：113年4月21日(日) 

• 舉辦地點：澎湖縣湖西鄉湖東社區 

• 內容概述：活動中融入綠色飲食推廣，提供了在地點心，讓參與者

享受到美味的在地食品，同時也體現了綠色飲食中不使用一次性餐具以

及減塑環保的理念，活動約20人次。 

• 活動照片： 

  
全體大合照 許政忠村長介紹湖東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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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活動名稱：國際生物多樣性日 (環境保護局) 

• 舉辦日期：113年5月22日(三) 

• 舉辦地點：澎湖縣湖西鄉紅羅社區 

• 內容概述：由「離島出走」的專業講師帶領學生深入了解紅羅社區

的魚灶文化及石滬的歷史，從而讓學員更加深刻地理解澎湖的傳統與當

地的環境特色，以及傳統漁業及飲食的關係，活動約25人次。 

• 活動照片： 

  
實地講解石滬文化 實際帶領學員深入石滬體驗 

 

14. 活動名稱：世界海龜日-海龜野放活動 (農漁局) 

• 舉辦日期：113年6月16日(日) AM08:30-PM10:30 

• 舉辦地點：嵵裡沙灘 

• 內容概述：藉由海龜野放活動推廣海龜保育等相關事務，舉辦海洋

事務及保育政令宣導活動，活動計100人次。 

，活動照片： 

  
海龜野放活動 海龜保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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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活動名稱：澎湖農產品聯合成果展售活動 (農漁局) 

• 舉辦日期：113年6月29日(六) 

• 舉辦地點：馬公第三漁港國際廣場 

• 內容概述：推廣在地安全、有機的農特產品，透過對澎湖縣農會的

輔導和與農友的合作，共同推廣在地生鮮農產品，活動計350人次。 

，活動照片： 

  
在地農產推廣 活動參與人潮 

 

16. 活動名稱：113年果樹、蔬菜農業栽培管理技術暨食農教育講座 (農漁局) 

• 舉辦日期：113年7月8日(一) AM10:00-PM12:20 

• 舉辦地點：七美鄉老人文康中心 

• 內容概述：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傳授果樹與蔬菜的栽培管理技術及食

農教育運用，期望給予七美鄉在地農民專業指導，更順利從事務農工作，

活動計70人次。 

，活動照片： 

  
大合照 食農教育政策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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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活動名稱：食農營養 follow me 1 (衛生局) 

• 舉辦日期：113年7月31日(三) 

• 舉辦地點：澎湖縣農會4樓農推教室 

• 內容概述：透過透過在地食材介紹認識其營養素及料理，活動計68

人次。 

，活動照片： 

 

營養及料理搭配介紹 

 

18. 活動名稱：食農營養 follow me 2 (衛生局) 

• 舉辦日期：113年8月4日(日) 

• 舉辦地點：東衛社區活動中心 

• 內容概述：課程中透過我的彩虹蔬果盤貼紙認識蔬果中的植化素，

活動計22人次。 

，活動照片： 

 

均衡飲食概念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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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活動名稱：三好一巧好食力 (衛生局) 

• 舉辦日期：113年8月6日(二) 

• 舉辦地點：瓦硐社區活動中心 

• 內容概述：課程中透過賓果遊戲使長者了解三好一巧飲食原則，並

透過口腔發音練習，了解口腔肌力對咀嚼的重要性，活動計19人次。 

，活動照片： 

 

賓果遊戲引導三好一巧飲食原則 

 

20. 活動名稱：食農營養 follow me 3 (衛生局) 

• 舉辦日期：113年8月17日(六) 

• 舉辦地點：風櫃社區活動中心 

• 內容概述：結合農會家政班辦理，透過認識我的餐盤六大類食物與

在地食材結合製作成料理，活動計51人次。 

，活動照片： 

 

食材營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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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活動名稱：北寮加網魚「星空饗宴、燈樂游筵」活動 (湖西鄉公所) 

• 舉辦日期：113年8月24日(六)-25日(日) 

• 舉辦地點：北寮奎壁山地質公園 

• 內容概述：透過踏上海床，近距離欣賞海洋與地質，並以 Buffet

方式融合地方優質農產品，以行動支持湖西鄉特色，活動計240人次。 

• 活動照片： 

  
首長致詞(場次一) 景點體驗-摩西分海(場次二) 

 

 

22. 活動名稱：食農營養 follow me 4 (衛生局) 

• 舉辦日期：113年8月25日(日) 

• 舉辦地點：成功社區活動中心 

• 內容概述：結合農會家政班辦理，課程中透過認識我的餐盤六大類

食物與在地食材結合製作成料理，活動計51人次。 

，活動照片： 

 
農場到餐桌之理念與精神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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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活動名稱：尋味品茶-風茹康普茶 (衛生局) 

• 舉辦日期：113年9月18日(三) 

• 舉辦地點：澎湖縣政府衛生局 

• 內容概述：透過破解康普茶的秘密，了解康普茶的製作的健康講座，

以提升局所內醫事同仁營養相關識能，活動計40人次。 

，活動照片： 

 

全體大合照 

 

24. 活動名稱：有機、產銷履歷驗證宣導及瓜果實繩防治講習 (衛生局) 

• 舉辦日期：113年9月19日(四) 

• 舉辦地點：農業部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澎湖分場 

• 內容概述：結合農漁局瓜果實蠅防治講習會，宣導瓜果實的營養價

值，輔導農友安全生產，友善資材防治，活動計80人次。 

，活動照片： 

 

講解食品安全政策推動 

 



20 
 

25. 活動名稱：「風茹音樂季~引人茹聲」活動 (湖西鄉公所) 

• 舉辦日期：113年9月21日(六) PM15:30-PM18:00 

• 舉辦地點：林投沙灘 

• 內容概述：湖西鄉在地特產「風茹」佔澎湖產量八成，透過與音樂

的完美結合，享受大自然與品嚐在地農特產品的機會，活動計400人次。 

• 活動照片： 

  
活動海報 林投沙灘引人入勝 

 

 

26. 活動名稱：ㄋㄟㄋㄟ補給站1 (衛生局) 

• 舉辦日期：113年9月26日(四) 

• 舉辦地點：龍門社區活動中心 

• 內容概述：課程中透過讓長者試喝乳製品及說明對身體健康好處，

並教導如何將乳製品製作成簡單的水果燕麥優格點心，活動計50人次。 

• 活動照片： 

 
社區長者品嚐燕麥優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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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活動名稱：永續菜宅-跟著女力下田趣1 (文化局) 

• 舉辦日期：113年9月28日(六) PM14:00-PM17:00 

• 舉辦地點：馬公市西衛社區舊活動中心及拐瓜劣棗農場 

• 內容概述：致力於推廣食農教育的「拐瓜劣棗」，透過傳統務農方

式與新技術結合，以突破傳統菜宅耕種季節的限制，活動計25人次。 

• 活動照片： 

  
永續菜宅農園文化新飲食 拐瓜劣棗-王曉嬋 進行傳統菜宅分享 

 

 

28. 活動名稱：永續菜宅-跟著女力下田趣2 (文化局) 

• 舉辦日期：113年9月28日(六) PM14:00-PM17:00 

• 舉辦地點：馬公市西衛社區舊活動中心及拐瓜劣棗農場 

• 內容概述：藉由活動讓民眾了解澎湖菜宅從生產的作物中發展出新

型態的本地飲食文化，讓澎湖菜宅農園文化再現生機，活動計20人次。 

• 活動照片： 

  

吃粗飽-香草飯團 澎湖傳統溝底腳踏法種玉米 

 

 

 



22 
 

29. 活動名稱：2024馬公海洋文化漁樂祭-浪潮繪卷×鹹鹹市集(馬公市公所) 

• 舉辦日期：113年10月6日(日) PM16:00-PM20:00 

• 舉辦地點：鎖港紫微宮前廣場及鎖港海堤 

• 內容概述：融合漁村產業文化與環保永續概念，支持青年回鄉創業，

同時強調從產地直達餐桌，共同推動海洋文化教育，活動計500人次。 

• 活動照片： 

  
結合漁會進行食魚教育 敲魚乾體驗活動 

 
30. 活動名稱：ㄋㄟㄋㄟ補給站2 (衛生局) 

• 舉辦日期：113年10月7日(一) 

• 舉辦地點：龍門社區活動中心 

• 內容概述：課程中了解乳製品中的鈣質與預防骨質疏鬆重要關係，

並教導的雪花糕點心讓社區志工學以致用於社區，活動計20人次。 

• 活動照片： 

 
乳製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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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活動名稱：預防肌少症 (衛生局) 

• 舉辦日期：113年10月9日(三) 

• 舉辦地點：興仁社區活動中心 

• 內容概述：結合 DIY 手作課程製作豆漿重陽糕，講解預防肌少症的

飲食建議，活動計30人次。 

• 活動照片： 

 
全體大合照 

 

 

32. 活動名稱：強化溯源水產品管理與宣導推廣講習會1 (農漁局) 

• 舉辦日期：113年10月18日(五) AM10:00-PM12:00 

• 舉辦地點：白沙鄉鳥嶼社區活動中心 

• 內容概述：藉由溯源水產品資訊登錄管理作業規範及登錄實例說

明、放流魚苗法規教育與漁船勞動法令宣導，強化溯源水產品管理，活

動計45人次。 

• 活動照片： 

  
講解強化溯源水產品管理 溯源水產品宣導推廣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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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活動名稱：強化溯源水產品管理與宣導推廣講習會2 (農漁局) 

• 舉辦日期：113年10月18日(五) PM15:30-PM17:30 

• 舉辦地點：西嶼鄉內垵社區暨農漁民活動中心 

• 內容概述：藉由溯源水產品資訊登錄管理作業規範及登錄實例說

明、放流魚苗法規教育與漁船勞動法令宣導，強化溯源水產品管理，活

動計55人次。 

• 活動照片： 

  
放流魚苗法規教育 漁船勞動法令宣導 

 

34. 活動名稱：海洋教育宣導及種珊瑚體驗活動 (水產種苗繁殖場) 

• 舉辦日期：113年10月20日(日) AM09:30-PM12:00 

• 舉辦地點：水產種苗繁殖場 

• 內容概述：為復育漁業資源和海洋生態，邀請海大團隊介紹海洋資

源復育與保育的重要性，以提升愛護海洋意識，活動約80人次。 

，活動照片： 

  
海大研究團隊進行教育宣導 海洋教育宣導放流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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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活動名稱：海洋教育宣導暨海龜野放活動 (農漁局) 

• 舉辦日期：113年10月29日(日) AM08:50-PM10:50 

• 舉辦地點：嵵裡沙灘 

• 內容概述：藉由海龜野放活動推廣海龜保育等相關事務，舉辦海洋

事務及保育政令宣導活動，活動計140人次。 

，活動照片： 

  
海洋事務推廣 保育政令宣導 

 

36. 活動名稱：親子田間體驗-採收趣活動 (農漁局) 

• 舉辦日期：113年11月2日(六) 

• 舉辦地點：湖西鄉南寮風車農場 

• 內容概述：過程中教導農作物採收技巧，讓民眾瞭解種植生態環境，

促進在地農業永續發展，活動計100人次。 

• 活動照片： 

  
趙家協農民分享自身耕種經驗 田間採收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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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活動名稱：湖西鄉環境教育-濕地尋蹤暨海域遊憩安全宣導(湖西鄉公所) 

• 舉辦日期：113年11月16日(六) AM09:00 

• 舉辦地點：澎湖縣湖西鄉青螺村1號（青螺真武殿廟埕前） 

• 內容概述：結合環境與安全教育，藉由青螺濕地提升居民環境意識

並強化海域遊憩安全觀念，培養海洋環境保護責任感，活動計60人次。 

• 活動照片： 

  
前湖西國小校長鄭謙遜講解海域安全 潮間帶實地教學 

 
38. 活動名稱：2024白沙鄉漁村特產品推廣活動(白沙鄉公所) 

• 舉辦日期：113年11月16日(六) PM14:30-PM17:30 

• 舉辦地點：白沙鄉赤崁活動中心前廣場 

• 內容概述：結合本縣5社區及17道地方特色料理，透過在地農特產

品推廣，支持及認同本縣農漁業，活動計450人次。 

• 活動照片： 

  
牡蠣挖挖樂體驗活動 宣導攤位進行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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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活動名稱：113年農漁村青年成果展暨創生逗陣來市集 (農漁局) 

• 舉辦日期：113年11月17日(日) PM 15:00-18:00 

• 舉辦地點：澎湖縣文化園區演藝廳前廣場 

• 內容概述：串聯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農村再生、區域亮點

等相關計畫，一同推廣食農教育以實踐青銀共創目標，活動計800人次。 

• 活動照片： 

  
食農教育攤位宣導 宣導食農教育相關議題 

 
40. 活動名稱：來趣湖西~山海食旅生態體驗活動 (湖西鄉公所) 

• 舉辦日期：113年11月23日(六) AM08:30-PM13:30 

• 舉辦地點：青螺真武殿 

• 內容概述：透過青螺濕地介紹、潮間帶體驗、田野採摘及野炊等，

強調食農教育與近海捕撈安全知識，體驗湖西鄉風貌，活動計160人次。 

• 活動照片： 

  
潮間帶撿拾螺貝 田野蔬菜採摘後野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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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活動名稱：113年度澎湖縣政府食農教育推廣研習1 (農漁局) 

• 舉辦日期：113年11月27日(三) AM09:00- PM16:30 

• 舉辦地點：澎湖海洋地質公園中心 (地下一樓視聽教室) 

• 內容概述：推廣在地特色飲食文化，落實「地產地消」政策，更透

過六大方針的串聯，連結人與自然環境情感維繫，讓食農體驗生活化，

活動計40人次。 

• 活動照片： 

  
食農教育推廣研習大合照 講解食農教育政策推動及目標實踐 

 

42. 活動名稱：113年度澎湖縣政府食農教育推廣研習2 (農漁局) 

• 舉辦日期：113年11月27日(三) AM09:00- PM16:40 

• 舉辦地點：澎湖海洋地質公園中心 (地下一樓視聽教室) 

• 內容概述：推廣在地特色飲食文化，落實「地產地消」政策，更透

過六大方針的串聯，連結人與自然環境情感維繫，讓食農體驗生活化，

活動計40人次。 

• 活動照片： 

  
食農教育推廣研習大合照 永續生活綠循環之實踐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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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活動名稱：113年澎湖縣政府推行食農教育宣導活動 (農漁局) 

• 舉辦日期：113年12月9日(一) AM10:30- PM11:30 

• 舉辦地點：澎湖縣湖西鄉湖東社區活動中心 

• 內容概述：推廣在地特色飲食文化，結合當地資源作為基本素材，

透過在地角度延伸，以契合「食農教育六大推動方針」與「三章一 Q」

達到宣導之目的，活動計20人次。 

• 活動照片： 

  
食農教育宣導(湖東社區) 湖東社區食農教育推廣 

 

44. 活動名稱：澎湖縣農會113年度員工在職訓練暨檢討會 (農漁局) 

• 舉辦日期：113年12月14日(六) PM14:30- PM15:30 

• 舉辦地點：澎湖縣農會4樓會議室 

• 內容概述：食農教育專業人員資格及培訓辦法，說明從事食農教育

相關之教學、推廣、服務或諮詢之人員，應取得該資格，活動計60人次。 

• 活動照片： 

  
食農教育專業人員資格說明 食農教育專業人員申請流程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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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活動名稱：113年農村再生成果展-農情蜜意嘉年華 (農漁局) 

• 舉辦日期：113年12月14日(六) PM12:00- PM19:00 

• 舉辦地點：臺中帝國糖廠(西側木平台+正門口廣場) 

• 內容概述：透過「澎湖優鮮」產地認證標章，推廣海灣天然箱網養

殖之漁獲，保護海洋環境和永續漁業，活動計450人次。 

• 活動照片： 

  
澎湖優鮮-海鳥愛吃 介紹箱網構造、環境、魚種 

 

46. 活動名稱：113年農村再生成果展-農情蜜意嘉年華 (農漁局) 

• 舉辦日期：113年12月15日(六) PM12:00- PM19:00 

• 舉辦地點：臺中帝國糖廠(西側木平台+正門口廣場) 

• 內容概述：藉由展售，介紹澎湖海產品種類、營養價值及可持續利

用資源，同時推廣產業六級化之重要性，活動計450人次。 

• 活動照片： 

  
澎湖海鳥愛吃攤位 澎湖海鳥愛吃展售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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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活動名稱：挖地瓜焢土窯活動 (白沙鄉公所) 

• 舉辦日期：113年12月21日(六) PM12:00- PM17:30 

• 舉辦地點： 白沙鄉小赤村小赤農場 

• 內容概述：由模範農民呂英昭先生所經營之農場舉辦挖地瓜、控窯

烤番薯活動，吸引白沙鄉本島及離島約300人不分老女老幼熱情參與，

推動白沙鄉地方農業發展，活動計450人次。 

• 活動照片： 

  
現場食農教育宣導 現場食農教育宣導 

 

48. 活動名稱：湖西鄉幼大班主題教學「小小農夫種菜趣」(湖西鄉公所) 

• 舉辦日期：113年9月1日~114年1月17日（每日課程） 

• 舉辦地點：湖西鄉立幼兒園 

• 內容概述：透過食農教育課程，結合「環境關懷」、「生態保護」與

「文化認同」，認識並拉近與自然的距離，活動計35人次。 

• 活動照片： 

  
珠蔥蔥蛋餅 園內體驗種植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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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活動名稱：湖西鄉幼中班主題教學「小小農夫種菜趣」(湖西鄉公所) 

• 舉辦日期：113年9月1日~114年1月17日（每日課程） 

• 舉辦地點：湖西鄉立幼兒園 

• 內容概述：藉由「和蔬菜做朋友」多元主題活動，探索觀察、種植

採收、體驗農作之苦，養成感恩惜物的生活態度，活動計31人次。 

• 活動照片： 

  
全聯超市認識蔬菜 菜宅體驗 

 
50. 活動名稱：湖西鄉幼幼幼班主題教學「上學趣」(湖西鄉公所) 

• 舉辦日期：113年9月1日~114年1月17日（每日課程） 

• 舉辦地點：湖西鄉立幼兒園 

• 內容概述：透過觸覺、視覺認識種子，觀察植物成長及水分狀態至

收成，以體會種植不易也享受收成的美好，活動計10人次。 

• 活動照片： 

  
蔬菜種植趣 收成珠蔥炒蔥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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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成果效益說明 

一、 地方特色的執行成果亮點 

(根據計畫書成果內容，條列出具地方特色以及特殊性的成果等，例如偏鄉中央

廚房、食米計畫、原住民重點學校) 

⚫ 澎湖在地小農之農作產量目前尚無法達到供應縣內1間學校午餐需求量，另

因考量成本因素也無固定 SOP 流程。為讓學童得以學習生產至飲食教育，

縣內如湖西鄉成功國小、馬公市中山國小及白沙鄉後寮國小等，利用蔬果

種植、照顧、採收至午餐料理，藉由課程串聯農耕、飲食文化及健康，攜

手師生永續發展「食農」相關知識。(教育處) 

計畫名稱 113年食農教育推廣計畫（樂農城市 B組） 

實施學校 澎湖縣湖西鄉成功國小 

課程時數 3450分鐘/69節；23場次體驗學習課程 

課程人數 25人 (全校學生1-6年級) 

農園面積 60坪以上 

輔導項目 病蟲害管理、土壤檢測、栽種技巧、蔬果栽種技巧 

輔導規劃 

邀請高雄農改場澎湖分場場長黃柄龍及王俊能研究專員進行相關

知能分享與輔導，提升學校種植成果，建立師生種植信心，並具

備食農教育之教學與執行能力，將蔬果收成運用於豐富學校營養

午餐與食育課程之教學食材。 

教育面項 農業生產與環境、飲食生活與文化、飲食/健康與消費 

教育內容 

1.農業生產方法 

2.加工食品的製作與選購 

3.飲食與文化的傳承 

栽種作物 
南瓜、風茹、玉米、花生、黑葉白菜、青江菜、番茄、白蘿蔔、

飼養蘿蔓蛋雞10隻 

教學規劃 

本校坐落於成功水庫水源保護區內，園內設有開心農場與雞舍。

以生態、環保與永續為概念推動食農教育，辦理體驗學習活動的

場域，營造實用多面向的雞舍與開心農場。 

場域照片 

         
農事體驗場域 

(2處約60坪) 

食育體驗場域 

(室內教室15坪) 

蛋雞養殖體驗場域 

(雞舍5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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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食農教育五年期計畫相關文件如下列，檢付檔案於附件： 

附件一、推動食農教育五年期計畫之簡報 

附件二、推動食農教育五年期計畫之相關活動照片(簡述活動名稱，限50張

以內) 
 

二、 可量化效益 

 (根據指標成果項目內容，可提出相關量化數值成效，如活動參與人次等) 

指標項目 單位 成果數量 

辦理食農教育專業人員相關培訓課程 場次 3 

上傳至農業部的食農教育資訊整合平臺 則 12 

鼓勵政府機關 (購) 採用三章一 Q 食材 百分比 98.48 

辦理營養教育相關課程、教案 場次 8 

食農教育體驗活動參與人次 場次 2 

配合受理農民申辦溯源農糧產品追溯條碼 案 25 

地產地消管道媒合 處 6 

輔導農藥業者定期陳報銷售農藥 處/百分比 3/94.44 

落實田間及學校午餐農產品農藥殘留抽檢 件/百分比 47/100 

本縣學校校園午餐之食品安全查核 所/百分比 83/100 

提升畜牧場動物用藥監測合格率 件 36 

媒合在地農民本縣全聯及農會超市等銷售管道 位 13 

濕地保育及珊瑚復育調查 珠/m² 250/36 

改善生物多樣性棲地 珠/公頃 19﹐000/5.2 
 

三、 其他政策效益或不可量化效益 
 

1. 透過多方串聯與推廣，落實食農教育之六大面向推動，帶動優質食農文化，

提升國人對於當令當季農產品與安全標章認知。 

2. 增加在地農特產品的消費量，打造生產者、消費者及通路業者皆贏之產業鏈。 

3. 珊瑚復育面積原預定進度係6-7月完成50%，113年度實際執行結果係9月初至

12月初完成100%珊瑚移植作業，實際執行情況再加上清除砂砱作業於9月才

完成作業，海底層泥塵過高，俟泥塵沉澱或流散後，約需近3個月時間才會

趨於穩定再進行珊瑚移植需潛水人員水下作業，使原規劃以「扦插法」在劣

化棲地移除的海床上進行珊瑚移植，並不適合進行。故改以綿繩固定珊瑚苗，

採懸掛離底的方式進行復育，避免移植珊瑚後因泥塵覆蓋造成珊瑚苗死亡的

現象。(農漁局) 


